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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连续 2年对塑料大棚栽培进行了环剥和绞缢试验。结果表明:盛花期后 30 d进行结果枝或

主干环剥 ,均能显著提高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提早成熟 ,促进着色;主干环剥能促进葡萄结果

母枝的花芽分化 ,且对枝条的成熟度无显著影响;结果枝绞缢者 ,效果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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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大棚内光照较弱 ,保温性能较差 ,在正常情

况下 ,大棚内种植的葡萄仅比露地同品种提前 10 d

左右成熟 ,而且往往着色较差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较

低 ,口感偏酸 ,因而经济效益差 ,为此 ,对塑料大棚葡

萄进行了环剥和绞缢试验 ,旨在为制定大棚葡萄提

早成熟和提高品质的措施提供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在河南农业职业学院高新科技园的连栋塑

料大棚内进行 ,供试品种为京秀和矢富罗莎 ,树龄 6

年 ,拱圆式南北向棚架 ,架宽 6m ,沿棚架两条边线

各栽植 1行 ,株距 0.5m ,独龙干形整枝 ,树体生长

结果和田间管理均正常。

1.2　试验设计

2006年设 4 个处理 ,处理 1:谢花后 30 d ,在结

果枝的果穗下方的节间用细铁丝绞缢(绞缢对象下

一年不做结果母枝);处理 2:盛花后 30d ,在结果枝

的果穗下方的节间环剥(环剥对象下一年不做结果

母枝),剥口宽度为 2 ～ 3mm ;处理 3:盛花后 30 d ,在

主干上进行环剥 ,剥口宽度相当于主干直径的1/10;

处理 4:对照(CK),即不做任何处理 。试验按照随

机区组进行设计 ,单株小区 ,重复5次 。

2007年设 2个处理 ,即主干环剥和对照 ,处理

方法同 2006年 ,配对法设计 ,单株小区 ,重复8次。

1.3　调查和测定方法

每株选 3 ～ 5个代表性果穗进行挂牌标记 ,当果

穗上有 5%果粒开始着色时 ,记载该日期做为该穗

的开始着色期。在果实成熟期 ,各处理均一次性采

收已挂牌标记的果实。采收后先统计果粒着色率 ,

用托盘天平称量穗重和粒重 ,粒重采用每穗随机抽

取 30个果粒的方法称取 ,称重后将果粒榨汁 ,用手

持折光糖度仪测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对测定结果按

新复极差法进行方差分析 。2006年冬季 ,调查主干

环剥树和对照树的一年生枝枝条成熟度。

枝条成熟度=
一年生枝成熟段的节数

该枝总节数
×100%

2007年春季新梢长至 10 cm 以上时 ,调查 2006

年主干环剥树和对照树的萌芽率 、结果枝率 、结果系

数(果穗数/结果枝数的平均值)和结果母枝各节位

果枝率 ,每株(小区)调查 5 ～ 8个结果母枝 。

2　结果与分析

2.1　环剥和绞缢对葡萄果实性状的影响

不同处理的葡萄果实性状表现见表 1和表 2。

2006年的试验表明(表 1),不同处理对京秀葡萄的

果穗重和果粒重影响不大 ,差异不显著 。果实的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以处理 3 和处理 2 较高 ,分别达到

14.57%和 14.35%,两处理间差异不显著 ,但均显

著高于处理 1和对照 ,处理 1和对照分别为12.17%

和 12.24%,二者差异不显著。果粒着色率以处理 3

最高 ,达到 98.5%,显著高于其他处理;处理 2的果

粒着色率为 83.4 %,显著高于处理 1和对照;处理

1和对照的着色率最低 ,二者差异不显著。果实的

开始着色日期以处理 3最早 ,比对照早 3 ～ 4 d;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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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处理 2 ,比对照早 2 ～ 3 d;处理 1和对照无明显

差异 。

表 1　不同处理对京秀葡萄果实性状的影响　(2006年)

处理

编号

果穗重

(g)
果粒重

(g)
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
果粒着色率

(%)
开始着色日期

(月-日)

1 755.2a 4.38a 12.17b 67.6c 06-08～ 06-11

2 760.6a 4.41a 14.35a 83.4b 06-05～ 06-08

3 801.9a 4.78a 14.57a 98.5a 06-04～ 06-07

CK 786.3a 4.73a 12.24 b 69.2c 06-07～ 06-11

　注:数字后不同字母表示 5%水平差异显著

　　2007年的环剥试验表明(表 2):主干环剥对京

秀和矢富罗莎葡萄的果穗重和果粒重均影响不大 ,

显著性测验表明与对照差异不显著。主干环剥后 ,

京秀和矢富罗莎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别为 13.40%

和 11.32%,而对照则分别为 11.22%和 10.04%,

环剥均显著高于对照 。环剥处理后二品种的果粒着

色率分别为56.8%和 92.0%,而对照分别为28.7%

和 77.6%,京秀环剥后的果粒着色率极显著高于对

照 ,而矢富罗莎环剥后的着色率显著高于对照 。

　　表 1和表 2表明 ,结果枝环剥和主干环剥均促

进了光合产物的积累 ,从而提高了果实的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 ,促进了着色 ,使果实的成熟期提前 。

　　表 2　不同处理对京秀和矢富罗莎葡萄果实

　　　　 性状的影响 (2007年)

品种 处理
果穗重

(g)
果粒重

(g)
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
果粒着色率

(%)

京秀 主干环剥 518 5.55 13.40＊ 56.8＊＊

CK 542 5.79 11.22 28.7

矢富罗莎 主干环剥 625 6.13 11.32＊ 92.0＊

CK 589 5.94 10.04 77.6

　注:＊表示与对照在 5%水平差异显著 , ＊＊表示与对照在 1%水平
差异极显著

2.2　主干环剥对枝条成熟度的影响

据调查统计 ,2006年主干环剥树的枝条成熟度

为 83.06%,对照树为 86.24%,经显著性测验 ,差异

不显著 ,这说明主干环剥对葡萄植株一年生枝的成

熟情况无显著影响。

2.3　主干环剥对翌年葡萄萌芽和结果的影响

对京秀葡萄主干环剥树和对照树的萌芽率 、结

果枝率和结果系数的调查结果见表 3。表 3表明 ,

主干环剥后京秀葡萄的萌芽率 、结果枝率和结果系

数均略高于对照 ,但经显著性测验 ,差异不显著 ,这

说明主干环剥对葡萄植株翌年的萌芽率 、结果枝率

和结果系数均无不良影响 。

表 3　不同处理对京秀葡萄萌芽和结果的影响

处理 母枝平均留芽数
萌芽率

(%)
结果枝率

(%)
结果系数

主干环剥 6.3 68.91 79.72 1.30

CK 6.1 66.87 75.54 1.26

2.4　主干环剥对葡萄结果母枝花芽分化的影响

京秀葡萄主干环剥树和对照树次年的结果母枝

各节位的结果枝率见图 1。图 1显示 , 2006 年主干

环剥后 ,除第 3节位外 ,其余各节位的果枝率均高于

对照 ,这说明主干环剥促进了葡萄的花芽分化。

　　图 1　主干环剥对京秀葡萄结果母枝不同节位

　　　　　果枝率的影响

3　结论与讨论

结果枝环剥和主干环剥均能提高葡萄果实的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 ,促进着色;主干环剥对葡萄结果母

枝的花芽分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有关文献也有一

致的报道
[ 1 , 2]

。结果枝绞缢的效果不理想 ,生产上

不宜采用。

由于主干环剥工作效率较高 ,效果较好 ,建议生

产上最好进行主干(蔓)环剥 ,尤其是对一些成花较

难的品种更应如此 。环剥时应选择树势较旺的树进

行 ,弱树和弱枝不能进行环剥[ 3] ,同时还要把握好剥

口的宽度和深度。

关于不同处理的果实成熟期 ,在本试验中没有

进行记载 ,但试验结果已表明 ,环剥确实使果实提前

着色并提高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据一些文献报道 ,

在不同时期环剥可使巨峰葡萄的成熟期提前 6 ～

40 d[ 4 ～ 6] 。

另据文献报道 ,环剥能增大葡萄的果粒
[ 3 , 7]

,但

在本试验中环剥对增大果粒的作用不显著 。试验中

观察到 ,结果枝环剥后 ,个别枝出现果穗萎蔫现象 ,

可能是环剥深度过深所致 ,在生产中应用时一定要

把握好环剥的深度 ,以割透皮层为度 , 且勿伤及木

质部。 (下转第 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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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60μm ,其上密布分生孢子梗(少数 1 ～ 2根单生

或并生),分生孢子梗褐色 ,具隔膜 ,梗短 ,直立不分
枝 ,顶端钝圆 , 10 ～ 60μm×2.5 ～ 3.5μm;分生孢子

顶生 ,淡橄榄色 ,直或弯曲 ,倒棍棒形或鞭形 ,有 1 ～

9个分隔(细胞),以 5 ～ 7隔(细胞)者为多 ,大小为
18.5 ～ 27.5μm ×2.5 ～ 4.5μm ,萌发时从中间一个

细胞长出芽室 。菌丝丛灰黑色 ,在 25℃时生长最

好。其有性世代为石榴球腔菌(My -cosphaerel la

punicae Pe tr)。

4　侵染循环

病原菌以分生孢子或分生孢子梗在病叶 、病果

上越冬 ,于来年 4月下旬至 5月上旬 ,越冬分生孢子

或新生分生孢子借气流 、风雨飞溅至石榴新梢叶片
上萌发出菌丝侵染 ,尔后再对花 、果进行再侵染。该

病在河南石榴产区 5 月下旬开始发病 ,在降水量集

中的 7 ～ 8 月高温高湿条件下为其发病的高峰期 。
10月份石榴采摘后随着天气转凉而病情减弱 , 10月

下旬叶片进入枯黄期而停止侵染发病 , 11月上旬随
落叶病原菌(分生孢子梗)亦进入越冬期 。

5　防治方法

5.1　清理果园
落叶后要及时清理修剪下来的树枝以及落叶和

树上 、园内的病果 、干果 ,刮除树干上已翘起的老皮 ,
然后将它们一起焚烧干净 ,以减少病菌越冬的载体 。

5.2　越冬防除

为了尽量减少病菌越冬的可能 ,越冬清园后要
用波美 3 ～ 5度的石硫合剂对树体均匀喷雾一次 ,除

树上喷雾外 ,还要对树下的园地以及果园四周的绿

篱等均匀细致普喷一次;为了防治病害和预防冻害 ,
树干刮老皮后要用石灰粉 、硫磺粉 、盐 、白乳胶 、水 ,

按重量 7∶1∶1∶1∶15 ～ 20的比例制成涂白剂 ,对

主干进行涂白。
5.3　化学防治

5.3.1　用药时期　根据石榴黑斑病病原菌的侵染

规律 ,从石榴树开始发芽的 3月份至石榴采摘后的

10月份 ,除果实采摘前的 1个月至采摘期(8月下旬
至 10月上旬)停止用药外 ,其余时间应用无公害的

杀菌剂类化学农药进行防治 。

5.3.2　用药关键期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防治的关
键时期 ,一为春季刚开始侵染的 4月中 、下旬 ,二为

开始发病的 5月中 、下旬 ,三为发病高峰期的 7 ,8月

份 。
5.3.3　用药次数　在用药的次数上 ,应掌握侵染始

期和发病始期各用药两次 , 发病高峰期则应用药

3 ～ 4次。
5.3.4　用药品种与浓度　除了休眠期用波美 3 ～ 5

度的石硫合剂对石榴树体(园地 、绿篱等)进行喷雾

外 ,在生长期可用代森锰锌类(代森锰锌 、大生 M -
45 、大生富 、喷克 、新万生 、大丰等)可湿性粉剂 500

～ 600倍液 、代森锌类(代森锌 、普德金 、保加新等)
可湿性粉剂 500 倍液 、80%敌菌丹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 、80%退菌特可湿性粉剂 600 ～ 800倍液对树体

和园地进行喷雾。另外 ,也可用金纳海 、喷富露 、猛
杀生 、易保 、纳米欣 、鸽哈 、金力士 、福星 、好力克等农

药新产品进行防治 ,效果亦佳。化学防治叶面喷雾

要均匀 ,特别是树下部要周到细致 ,除了树上用药
外 ,园地及用作篱笆的植物也要用药 , 以确保防治

效果。

5.4　加强管理
对于未感病的石榴园 ,应加强肥水及其他方面

的管理 ,以保持健壮的树势 ,提高抵抗能力 。对于已

感染石榴黑斑病的果园 ,因树势衰弱所以要加强果
园的肥水管理 , 每公顷成龄园由正常每年施入

45 000kg 优质农家肥增至 60 000 ～ 75 000 kg ,另外

还要追 N , P ,K 复合肥 1125 ～ 1 500 kg ,在施足肥料
的前提下 ,有灌溉条件的石榴园 ,还要浇好花前水(4

月中旬)、促果水(6 月下旬 、7 月上旬)、越冬水(11

月下旬 、12月上旬);除此外 ,对已感病造成树势衰
弱的石榴树 ,要进行适度更新和回缩 ,以尽快恢复长

势 ,恢复产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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