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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通过对新疆栽培葡萄病虫害防治过程中化学农药的施用情况进行调查，分析葡萄病虫害防控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并提出科学有效的建议，展望了葡萄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的发展对策。自 2018年 3月开始，历时 3个多月，分

批次对新疆葡萄生产栽培现状、病虫害发生情况、农药使用情况展开实地调研，包括问卷调研、入户访谈和讨论等。东疆

制干葡萄栽培区域、北疆鲜食与酿酒葡萄栽培区域和南疆传统品种葡萄栽培区域中化学农药投入量呈现出东疆>北疆>
南疆的整体态势。新疆具有生产无公害绿色葡萄产品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前葡萄病虫害主要采取化学药剂治理。

通过改变传统栽培模式，将低矮棚架结构改造成水平连棚架结构，规范栽培架势结构提高机械化水平，采用先进的整形

修剪技术、果实调控技术和生物药剂综合防治技术减少病虫害发生，以实现新疆葡萄提质增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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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pesticides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grape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n Xinjia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grape dis‐
eases and insect pests were investigated,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the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standardized unified control of grape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For more than three months starting from March
2018, field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in batches on the production and cultivation status of growers, occurrence of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and pesticide use, includ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household interview and discussion.
grape cultivation area, North Xinjiang fresh and wine grape cultivation area and southern Xinjiang traditional grape
cultivation area. The amount of chemical pesticide input showed an overall trend of eastern Xinjiang>Northern Xinji‐
ang>Southern Xinjiang. grape cultivation area, North Xinjiang fresh and wine grape cultivation area and southern
Xinjiang traditional grape cultivation area. The input of chemical pesticides showed the overall trend of eastern Xin‐
jiang>Northern Xinjiang>Southern Xinjiang. Xinjiang has superior natural conditions for the production of
pollution-free green grape products, and comprehensive control technology is adopted for grape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Change the traditional cultivation mode, change the low frame into vertical horizontal frame, standardiz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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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improve the level of mechanization, and adopt advanced pruning, fruit control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Key words：Grape; Pest control; Chemical pesticides;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新疆葡萄栽培历史悠久，目前栽培面积 14.9
万 hm2，大约占全国葡萄栽培总面积的 1/6。主要

栽培区包括吐鲁番市、昌吉州、伊犁地区、克州阿

图什市和和田地区等，各栽培区地域辽阔，生态

气候、地理地貌差异较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葡

萄生产模式，但随着产业技术的发展变化，特别

是在主产区，葡萄病虫害的发生危害不断加重并

呈现出新的趋势 [1]。据报道，白星花金龟、斑叶

蝉、穴粉虱等有害生物为害葡萄园，灾害性病虫

害日益严重 [2-4]。为了挽回病虫害对葡萄园造成

的损失，增加产量和收益，果农盲目施肥、盲目使

用化学农药较为普遍，严重制约了当地葡萄产业

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5]。虽然新疆制定了 DB65/T
2173-2004无公害农产品：鲜食葡萄生产技术规

程、DB65/T 2210-2005无公害食品：酿酒葡萄栽培

技术规程、DB65/T 2878-2009绿色食品生产中葡

萄病虫害综合治理技术规程、DB65/T 3046-2010南
疆无公害葡萄主要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技术规程等

葡萄生产标准，以应对葡萄栽培标准化生产推进力

度不大，生产采标率低的问题，但是目前新疆比较

注重强调化肥农药使用，虽然有苏云金杆菌、井冈

霉素和苦参碱等生物农药可供使用，但缺少生物农

药投入，在葡萄生产中造成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

问题[6-10]。绿色植保防控果树病虫害是当前综合治

理的核心思想。新疆沙漠、戈壁等面积较大，属于

干旱地区，降雨较少，病害较少，葡萄的主要病害有

霜霉病、灰霉病和白粉病，但仍有少数病害如根癌

病、酸腐病在个别地区发生较重。当地虫害主要有

绿盲蝽、瘿螨、白星花金龟、蓟马、叶蝉等，防治一般

采用吡虫啉等杀虫剂。为了进一步掌握新疆各栽

培区葡萄生产中病虫害发生和化学农药防治情况，

为推动新疆葡萄产业健康发展，研究破解新疆葡萄

病虫害防控关键技术难题，课题组在东疆吐哈盆

地、北疆天山北麓和南疆环塔里木盆地 3个葡萄生

产典型区域，深入县乡村、农户、合作社，开展了细

致全面的调研。为了解葡萄生产栽培和农药使用

情况，针对调研问题提出了合理的建议与对策。

1 调研过程与内容

1.1 调研过程

以吐哈盆地制干葡萄无核白为主的吐鲁番市

高昌区，北疆天山北麓鲜食葡萄生产区昌吉五家

渠市和南疆环塔里木盆地鲜食与制干传统栽培区

域的阿图什市、和田地区、墨玉县等 5个县市区的

种植大户、合作社为调研对象，从 2018年 3月开

始，历时 3个多月，分批次对葡萄生产栽培现状、

病虫害发生情况、农药使用情况开展实地调研，

累计调研种植大户 340户，分别发放了科技示范

户会员证和科技示范户手册。调研结束后，对所有

调查信息进行汇总，并针对新疆葡萄生产中的栽培

模式、病虫害情况及肥料农药使用现状进行分析，

讨论了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疆葡萄化肥农

药减施模式的建立与示范的对策和建议。

1.2 调研内容

开展了葡萄栽培品种和农药使用情况的实地

调研，调研形式包括问卷调研、入户访谈和讨论

等。调研内容包括葡萄品种、种植面积，农药使

用种类、用量、方法，成本、产量、收益等情况，病

虫害发生以及过量用药的主要原因。由调查人员

填写“葡萄化肥农药示范名单及基本情况调查

表”，然后进行统计分析，提出针对葡萄生产合理

化施肥用药的建议。

2 调研结果与分析

2.1 葡萄主要病虫害发生和化学农药施用情况

调查

2.1.1 吐哈盆地制干葡萄栽培区

吐鲁番和哈密市气候干旱，栽培品种主要有

无核白和无核紫等制干型葡萄品种，采用棚架栽

培。在生产过程中栽培管理一般较粗放，葡萄病

害主要有白粉病、根癌病、酸腐病、褐纹病等，虫

害有斑叶蝉、白星花金龟、瘿螨、叶螨、穴粉虱等。

防治病虫害当地果农选用的农药达到 16种，其中

杀菌剂 8种、杀虫剂 5种、生长调节剂 3种（表 1）。
石硫合剂、氰菌唑、多菌灵、百菌清、代森锰锌、三

唑酮、吡虫啉、啶虫脒和阿维菌素、高效氯氰菊

酯、乐斯本作为常用农药，另外，三唑酮、多菌灵、

甲基硫菌灵等也是吐哈盆地葡萄种植中常用的防

治病害农药。

用药次数：当地的病害发生较少，根据降雨等

气候条件差异，以预防为主，全年用药 5~6次。通

常春季开墩葡萄上架芽孢萌动前全园喷施 3~5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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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吐哈盆地制干葡萄栽培区病虫害发生与药剂施用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调查地点

哈密二堡乡

鄯善县七克台乡

鄯善县园艺场

高昌区亚尔乡

高昌区葡萄农场

红柳河园艺场

葡萄品种

无核白、

无核紫

无核白、

无核白鸡心

无核白、

无核白鸡心

无核白

无核白

无核白、

波尔多瓦

病害种类

白粉病、根癌病、

酸腐病

白粉病、根癌病、

酸腐病、褐纹病

白粉病、根癌病、

酸腐病、褐纹病

白粉病、根癌病、

酸腐病、褐纹病

白粉病、根癌病、

酸腐病、褐纹病、

果穗黑曲霉

白粉病、根癌病、

酸腐病、褐纹病、

果穗黑曲霉

虫害种类

斑叶蝉、白星

花金龟、叶螨

斑叶蝉、白星

花金龟、叶螨

斑叶蝉、白星

花金龟、叶螨

斑叶蝉、白星

花金龟、叶螨、

蚧壳虫、醋蝇

斑叶蝉、白星

花金龟、叶螨、

醋蝇

斑叶蝉、白星

花金龟、叶螨、

醋蝇

施药种类

杀菌剂：石硫合剂、氰菌唑、多菌灵、百菌清、

代森锰锌、三唑酮

杀虫剂：吡虫啉、阿维菌素

杀菌剂：石硫合剂、氰菌唑、多菌灵、百菌清、

代森锰锌、三唑酮

杀虫剂：阿维菌素、吡虫啉、甲维盐

杀菌剂：石硫合剂、氰菌唑、多菌灵、百菌清、

代森锰锌、三唑酮

杀虫剂：啶虫脒、阿克泰、阿维菌素

杀菌剂：石硫合剂、嘧菌酯、多菌灵、百菌清、

代森锰锌、三唑酮

杀虫剂：啶虫脒、甲维盐、阿克泰

杀菌剂：石硫合剂、嘧菌酯、多菌灵、百菌清、

代森锰锌、三唑酮、福美双

杀虫剂：啶虫脒、

杀菌剂：石硫合剂、多菌灵、百菌清、代森锰锌、

三唑酮、嘧菌酯

杀虫剂：啶虫脒、吡虫啉、阿维菌素

美度石硫合剂，5月开花前、6月开花后和 7~8月
转色期前各用 1次药，果实采收完枝条修剪后全

园用药 1次，葡萄园病害基本不会暴发。调查受

访者中有 48.86%果农将 2种以上的农药混配喷施

多次用药，有 23.86% 果农多次施用杀虫剂，

20.41%果农每年开春用 1次石硫合剂，6.87%果

农全年未使用农药。

2.1.2 天山北麓鲜食酿酒葡萄栽培区

天山北麓气候凉爽，主要包括乌鲁木齐市郊

区、昌吉州、石河子、伊犁等积温较高的区域。适

合发展中晚熟大粒耐贮存葡萄品种，如巨峰、力

扎马特、全球红、黑大粒、汤姆逊无核等鲜食葡萄

品种和赤霞珠酿酒葡萄品种，经济效益较高。该

地区气候相对湿润，主要发生霜霉病、白粉病、黄

化病、褐斑病和房枯病等病害，虫害包括白星花

金龟、斑叶蝉、瘿螨和绿盲蝽等。调研发现，在鲜

食葡萄种植中使用的农药达到 20种，其中杀菌剂

10种、杀虫剂 7种、生长调节剂 3种（表 2）。以杀

表 2 天山北麓鲜食酿酒葡萄栽培区病虫害发生与药剂施用情况

序号

1

2

3

4

调查地点

五家渠101团1连

昌吉市二工乡

安宁区试验场

石河子152团1连

葡萄品种

弗雷、红提、

巨峰

巨峰、红提

弗雷、红提、

巨峰

红提、赤霞

珠、里扎马特

病害种类

霜霉病、白粉病、

黄化病、褐斑病

霜霉病、白粉病、

黄化病、房枯病

霜霉病、白粉病、

褐斑病

霜霉病、白粉病

虫害种类

斑叶蝉、白星花

金龟、

斑叶蝉、白星花

金龟、

斑叶蝉、白星花

金龟、

斑叶蝉、白星花

金龟、葡萄瘿

螨、绿盲蝽

施药种类

杀菌剂：百菌清、嘧菌酯、代森锰锌＋霜脲氰、霜灵

杀虫剂：吡虫啉、高效氯氰菊酯、苦参碱

杀菌剂：嘧菌酯、春雷·王铜、甲基硫菌灵、乙醚酚、

烯酰吗啉

杀虫剂：阿维菌素、甲维盐、阿克泰

杀菌剂：甲基硫菌灵、乙醚酚、烯酰吗啉、苯醚甲环唑

杀虫剂：吡虫啉、阿维菌素、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生长调节剂：赤霉素、甲哌嗡、氯吡脲

杀菌剂：嘧菌酯、烯酰吗啉、霜霉威、腈菌唑、

安泰生（丙森锌）、石硫合剂、波尔多液

杀虫剂：吡虫啉、苏云金杆菌、井冈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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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剂作为常用农药的受访者比例要高于以杀菌剂

作为常用农药的受访者。常用农药吡虫啉、高效

氯氰菊酯、苦参碱 3种杀虫剂使用最为普遍，生物

杀菌剂有苏云金杆菌和井冈霉素。

用药次数：天山北麓气候凉爽，降雨量相对充

沛，病害发生程度加重，本地葡萄以鲜食品种为

主，病虫害防治以预防为主，全年用药 7~8次。通

常春季开墩葡萄上架芽孢萌动前全园喷施 3~5波
美度石硫合剂，5月开花前和 6月开花后各用 1次
药，7~8月雨季来临转色期前用药 3~4次，最后果

实采收完枝条修剪后全园用药 1次。调查受访者

中有 64.00%果农自发将多种农药混配多次施用，

20.00%果农自发将 2种杀虫剂和杀菌剂混配喷

施、16.00%果农仅全园喷施石硫合剂。在酿酒葡

萄种植中，以百菌清、嘧菌酯、代森锰锌＋霜脲

氰、霜灵等杀菌剂使用最为普遍。其中，以百菌

清作为常用农药的受访者比例最高达 30.9%。

2.1.3 南疆葡萄传统栽培区

本区域包括和田、克州、阿克苏等地区，栽培

品种以木纳格为主包括沙玉、喀什噶尔、和田红等

传统葡萄品种，同时栽培有无核白和无核白鸡心

等鲜食、制干葡萄品种。另外，部分设施早熟栽

培品种火焰无核，供应春季 5~6月市场。该地区

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气候干旱，病虫害发

生不严重。葡萄园多采用棚架和“人”架式，管理

粗放，后期架面郁闭，常发生葡萄白粉病、霜霉

病，部分地区有灰霉病。虫害：斑叶蝉、叶螨和醋

蝇常年发生，白星花金龟有入侵趋势。该地区鲜

食葡萄种植中一般喷施农药 7~8种，其中杀菌剂

5~6种、杀虫剂 3~4种（表 3），以化学农药为主，生

物农药用量较少。

用药次数：南疆葡萄传统栽培区是新疆主要

贫困地区，当地果农文化水平低，对病虫害识别

和防治意识低，全年用药 3~4次。通常春季开墩

表 3 南疆传统葡萄栽培区病虫害发生与药剂施用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调查地点

新河县巴扎乡

阿图什松他克乡

阿图什阿扎克乡

喀什市伯什克然

木乡

墨玉县喀瓦克乡

和田县伊斯拉木

阿瓦提乡

葡萄品种

沙玉、喀什葛尔、

弗雷

木纳格

木纳格、

里扎马特

木纳格、

喀什喀尔

无核白、无核白

鸡心、和田红

木纳格、无核白

鸡心、和田红

病害种类

霜霉病、白粉

病、灰霉病

霜霉病、

白粉病

霜霉病、

白粉病

霜霉病、

白粉病

霜霉病、

白粉病

霜霉病、

白粉病

虫害种类

斑叶蝉、醋蝇

斑叶蝉、蓟马、

醋蝇、叶螨

斑叶蝉、蓟马、

醋蝇、叶螨

斑叶蝉、蓟马、

醋蝇、叶螨

斑叶蝉、醋蝇

斑叶蝉、醋蝇

施药种类

杀菌剂：石硫合剂、腈菌唑、烯酰吗啉、嘧菌酯、嘧霉胺

杀虫剂：吡虫啉、啶虫脒、噻嗪酮

杀菌剂：石硫合剂、嘧菌酯、苯醚甲环唑、氰菌唑、甲霜灵

杀虫剂：吡虫啉、阿维菌素、甲氨基阿维菌素

杀菌剂：石硫合剂、嘧菌酯、苯醚甲环唑、氰菌唑、甲霜灵

杀虫剂：吡虫啉、阿维菌素、甲氨基阿维菌素

杀菌剂：石硫合剂、嘧菌酯、苯醚甲环唑、氰菌唑、甲霜灵

杀虫剂：吡虫啉、阿维菌素、甲氨基阿维菌素

杀菌剂：石硫合剂、多菌灵、福美双、甲霜灵

杀虫剂：吡虫啉、阿维菌素

杀菌剂：石硫合剂、多菌灵、福美双、甲霜灵

杀虫剂：吡虫啉、阿维菌素

续表 2

序号

5

6

调查地点

玛纳斯实验站

伊犁霍城

葡萄品种

赤霞珠、

里扎马特

红提、巨峰

病害种类

霜霉病、白粉病、

穗轴褐枯病、

房枯病

霜霉病、白粉病、

黑豆病

虫害种类

斑叶蝉、白星花

金龟、葡萄瘿

螨、绿盲蝽

斑叶蝉、白星花

金龟、蝗虫

施药种类

杀菌剂：嘧菌酯、烯酰吗啉、霜霉威、腈菌唑、

安泰生（丙森锌）、石硫合剂、波尔多液

杀虫剂：吡虫啉、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高效氟氯氰菊酯、溴氰菊酯、苏云金杆菌、

生物碱

杀菌剂：烯酰吗啉、霜霉威、腈菌唑、嘧菌酯

杀虫剂：吡虫啉、高效氟氯氰菊酯、溴氰菊酯、

阿维菌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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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上架芽孢萌动前全园喷施 3~5波美度石硫合

剂，5月开花前和 6月开花后各用 1次药，最后果

实采收完枝条修剪后全园用药 1次。调查受访者

中有 32.00%果农能够将 2种杀虫剂和杀菌剂混配

喷施，40.00% 果农仅全园喷施 1 次石硫合剂，

28.00%果农全生长季不进行病虫害防治。

2.2 葡萄生产现状

本次调查涵盖了东疆吐哈盆地制干葡萄栽培

区域、北疆鲜食与酿酒葡萄栽培区域和南疆传统品

种葡萄栽培区域。化学农药投入量呈现出东疆>北
疆>南疆的整体态势。吐哈盆地制干葡萄产量

高，投入成本大，杀菌剂施用量 1~2.3 kg/667 m2，

杀虫剂 0.3~1.9 kg/667 m2，年平均化学农药投入

150元/667 m2。北疆乌鲁木齐周边鲜食葡萄园，

每年化学农药投入 110~120元/667 m2（表 4），其中

杀菌剂施用量 1.2~1.7 kg/667 m2，杀虫剂 0.8~1.5
kg/667 m2。南疆和田和克州阿图什木纳格葡萄产

量低，栽培管理防治投入成本低，每年化学农药投入

80元/667 m2，其中杀菌剂施用量 0.5~1.1 kg/667 m2，

杀虫剂 0.2~0.9 kg/667 m2。基本表现出产品收益

和生产投入呈正相关。

表 4 调查部分葡萄园化学农药投入与收益

序号

1

2

3

4

5

6

7

调查地点

哈密火石泉开发区

鄯善县七克台镇5队

吐鲁番亚尔镇开发区

五家渠101团3连

三坪农场李木子果园

阿图什市松他克乡

墨玉县喀瓦克乡

葡萄品种

无核紫

无核白

无核白

弗雷

新郁

木纳格

无核白鸡心、无核白

葡萄产量/kg·667 m-2

2 000

3 000

3 000

1 900

1 800

1 700

1 200

药剂总用量/kg·667 m-2

杀菌剂：1.15~1.5
杀虫剂：0.3~1.6
杀菌剂：1.2~2.3
杀虫剂：0.8~1.9
杀菌剂：1.2~2.3
杀虫剂：0.8~1.9
杀菌剂：1.2~1.7
杀虫剂：0.8~1.5
杀菌剂：1.2~1.6
杀虫剂：0.8~1.5
杀菌剂：0.6~1.1
杀虫剂：0.2~0.9
杀菌剂：0.5~0.9
杀虫剂：0.3~0.8

化学农药投入/元·667 m-2

150

150

150

120

110

80

80

3 存在的问题

3.1 生产水平亟待提高

栽培管理粗放是新疆葡萄栽培的普遍现象。

表现在葡萄架面管理混乱，矮棚架、“人”型屋脊

架等，通风透光性低；负载量过大影响树势，增加

病虫害发生概率；伴随着物流越来越频繁，加剧

了外来病虫害入侵，新型病虫害发生面积和发生

程度逐年加大。

3.2 农药使用以化学农药为主，生物农药使用比

例有待提高

葡萄病虫害防治投入少，主要依赖化学药剂。

果农对生物农药推广使用的重要性认识不

足 [11-12]。部分生物农药生产的技术瓶颈问题仍然

很突出，科技成果转化慢 [13]。基层技术推广服务

人才短缺、手段落后、经费不足，技术进村入户

难，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14]。

3.3 农药使用量大，乱用、滥用现象依然存在，质

量安全有待加强

新疆鲜食和制干葡萄质量总体是安全的、食

用是放心的。但局部地区、个别果园农药残留超

标问题时有发生。部分果农随意加大化学药剂用

量和频次，杀虫剂杀菌剂不科学混配，急待提升

科技水平与商品意识。杀虫灯、防虫网、黏虫色

板等技术控制农残效果明显，但普及率较低；葡

萄栽培标准化生产推进力度不大，生产采标率

低，农药使用不够科学，容易引起农残超标；监管

手段弱，监测与追溯体系不健全，产地环境、农药、

化肥、地膜等投入品和产品质量等关键环节监管不

足，生产经营规模小、环节多、产业链长也加大了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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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难度，致使部分农残超标葡萄产品流入市场[15-18]。

4 对策与建议

新疆为干旱农业区，病虫害发生较少，具有生

产无公害绿色葡萄产品的自然条件，这是新疆葡

萄产业最大优势和最具潜力的资源。过去，新疆

的葡萄几乎不使用农药和化肥，近年来，随着葡

萄产业向多元化发展，不同种群新品种的引进和

“大水大肥”技术的应用，导致葡萄病虫害有加重

的趋势。为应对这一变化，应从栽培技术创新、

水肥科学应用和品种选择等多方面探讨葡萄病虫

害的综合防治。将传统低矮棚架改变为水平连棚

架，通过规范栽培提高机械化水平，采用先进的

整形修剪和花果管理技术减少病虫害发生。

加大政府引导力度，制定法律法规，禁止施用

高毒农药，将农药补贴纳入财政预算，通过长效

补贴机制推进低毒农药和生物农药的使用。此

外，建议在补贴机制中，考虑生物农药和天敌产

品的研发、生产和推广，并明确相应的扶持政策。

更新观念增加科技投入。很多果农老龄化、

低学历，农药使用技术不高，从众心理严重，施药

凭经验，任意增加农药的种类和剂量。进一步加

大对植保科技攻关的投入力度。加强对有害生物

监测预警能力的研究，做好预防，减少防治用药；

开展化学农药替代技术、高效施药技术以及集成

技术的研究，有效减少化学农药用量；通过葡萄

园放养天敌、微生物源制剂等措施，切实有效地

开展以菌治菌、以虫治虫。更新老旧落后设备，

提高小型化、节药、省力施药设备的引进与使用，

依托先进施药设备提升农民的用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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