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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吉林省鲜食葡萄的主要栽培模式为冷棚栽培。为了更好地推进冷棚葡萄优质高效标准化生产，本文总结出集建

园选址、品种选择、苗木定植、病虫害综合防控、肥水高效管理及修剪防寒等在内的冷棚高效栽培管理关键技术，以期为

吉林省葡萄产业的发展提供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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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t Cultivation Techniques for Grape Cold Shed i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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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ld shed cultivation is the main cultivation mode for table grapes in Jilin Province. To promote the stan⁃
dardized production of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cold shed grapes,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key technologies includ⁃
ing site selection, variety selection, seedling planting, comprehensive pest and disease control, efficient fertilizer-
water management techniques, and pruning and cold prevention techniques. These technologies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ape industry i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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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地处中国东北，冬季寒冷，无霜期

短 [1]。冷棚种植葡萄，投资相对较少，不但可通过

熟期调控实现错季上市、延长鲜果供应期 [2]，而且

种植品种选择更为宽泛。许多露地难以种植的品

种可通过冷棚进行栽培生产，具有较高的经济效

益 [3]，深受吉林省种植户欢迎。与露地栽培相比，

冷棚栽培的生长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4]，其关

键技术与露地栽培也有不同。随着冷棚葡萄逐渐

兴起，现代高效生产技术也成为制约鲜食葡萄优

质高效生产的瓶颈 [5]。

针对目前吉林省设施葡萄生产上果品市场竞

争力低、病虫害损失重、管理费工的现状 [6]，课题

组结合多年设施葡萄栽培的研究成果和生产上的

成功经验，围绕果实品质提升、病虫害防控及省

力化栽培 3个重要方面，从建园、高光效树形叶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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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应用、土肥水管理、温湿度管理、花果管理、主

要病虫害绿色防控及高效防寒等关键节点提出

管理技术，以期为吉林省冷棚葡萄优质高效生

产提供技术支撑。

1 建 园

1.1 选址

园区地形开阔、阳光充足、通风良好、排灌水

良好，远离工业污染源、生活垃圾场等。葡萄园

应根据面积、自然条件和架式等进行规划。规划

的内容包括：作业区、道路、防护林、土壤改良措

施、排灌系统等。

1.2 冷棚建设

建造方位以东西方向，南北延长，冷棚长边与

真北线（子午线）平行为好 [7]。高度一般以 3~5 m
为宜。跨度一般与高度有关，一般地区高跨比

（高度 /跨度）以 0.3~0.4最为适宜，因此其跨度一

般以 9~13 m为宜。从牢固性方面考虑，长跨比

（长度 /跨度）以不小于 5为宜，长度一般以 40~
80 m为宜。冷棚间距以 3 m为宜，便于通风透光，

但对于吉林省冬春雪大的中东部地区应采用 4 m
以上间距；南北间距以 5 m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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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品种选择

选择抗寒耐弱光的品种 [8]。例如，‘着色香’

‘蜜汁’‘巨峰’[9]‘藤稔’‘白香蕉’‘阳光玫瑰’[10]

‘无核白鸡心’‘玫瑰露’‘夏黑’[11]‘红巴拉多’‘日

150’‘红富士’等。

3 定植技术

3.1 定植沟的准备

株行距（1.0~2.0）m×（2.0~3.0）m。秋季挖定植

沟，宽 60~80 cm，深 80 cm。表土与心土分别置于

沟沿两侧。首先在沟底填入 20 cm的秸秆，将表

土和农家肥混合后填到中部，厚度约 40 cm，再用

行间表土将沟填平，要高出地面 15 cm，心土回填

至行间。

3.2 苗木准备

选用‘贝达’等抗寒砧木嫁接苗。种苗枝条健

壮，芽眼饱满，无病虫危害。定植前修剪根系，剪

留根系 10 cm，再用清水浸泡苗木 24 h，最后用 3~5

波美度石硫合剂加高效杀虫剂等消毒液进行消毒。

3.3 定植时期

根据气候情况，一般 4月份即可定植。宜在

春季地温达到 7~10 ℃时定植 [12]。

3.4 栽植

定植坑深宽均为 30~40 cm，坑内可混拌 30~
50 g速效氮肥。栽植时，在坑内堆起一个高度为

15 cm左右的半圆形土包，将苗木根系疏散在土

包周围，植株稍倾斜于架面，苗木的最下部芽眼

应与地面持平。埋土后要轻轻向上提苗，使根系

展开并与土壤密接，然后踏实。定植后浇 1次透

水。水渗干后，将苗芽眼用少量碎土覆盖。苗木

顶芽萌发时，逐渐撤土炼苗。

4 管理技术

4.1 架式与叶幕形

架式可采用棚架或篱架，树形建议采用水平

龙干形。叶幕形可采用直立叶幕形，“V”形叶幕

形或水平叶幕形。叶幕形如图 1所示。

   

 

 

  

直立叶幕形 “V”形叶幕形 水平叶幕形

图 1 常用叶幕形

Fig.1 Commonly used leaf curtain shapes

4.2 幼树管理

葡萄幼树期指 1年生扦插苗或实生播种苗定

植后到开花结果阶段 [13]。葡萄幼树期应当覆盖地

膜，以提高早春地温。勤松土、少量多次追施肥

料、合理整形修剪、加强病虫害防治，增加植株

生长量、充实枝蔓、实现栽植后第二年结果并获

得产量。

4.2.1 土肥水管理

新定植幼树于 6月下旬进入旺盛生长期，需

追施磷酸二铵 8.34~16.68 kg/667 m2[7]，8月初追施

草木灰 20~80 kg/667 m2。采用膜下滴灌，灌水要

根据植株需水情况而定，土壤湿度低于 50%时及

时灌水 [14]。入冬前浇灌足量防冻水。雨季应注意

及时排涝，尤其地势低、地下水位高的地块，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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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内积水。

4.2.2 植株管理

当年定植的幼树，可选留 1~2条健壮新梢，直

立绑缚，基部设置“鸭脖弯”造形，如图 2所示。随

时剪除副梢，8月底摘心。

 

 

 图 2 “鸭脖弯”造形

Fig.2 "Duck neck curved" shape

4.3 成龄树管理

4.3.1 适期出土、上架

出土分 2次进行。单层膜覆盖模式下，4月上

中旬撤除防寒被。4月下旬撤除防寒土，防寒土

返回原土坑，清理畦面。4月末枝蔓上架，均匀绑

缚。多层膜覆盖模式下，出土时间根据实际气温

情况及栽培目标适当提前。

4.3.2 抹芽、定梢

根据萌芽状况，结果母枝每芽眼选留 2个壮

芽，在新梢长至 10~15 cm时定梢。

4.3.3 新梢及副梢管理

一般花前 5~7 d进行摘心。结果枝花序以上

留 2~4片叶摘心，营养枝留 12~16片叶摘心，延长

枝于 8月中下旬摘心。结果枝花序以上部位及营

养枝发出的副梢留 1片叶反复摘心，选择新梢顶

端 1个健壮副梢，整个枝条生长至 1.4~1.5 m时摘

心，顶端两个副梢留 2片叶反复摘心 [15]。结果枝

花序以上部位及营养枝发出的副梢留 1片叶反复

摘心。

4.4 土、肥、水管理

4.4.1 萌芽前

土壤温度过低会影响萌芽，可覆盖黑色地膜

提升地温，采用滴灌方式，避免大水漫灌造成地

温过度降低。萌芽前后追施氮肥，施硫酸铵 16.68~
50.03 kg/667 m2或硝酸铵 13.34~33.35 kg/667 m2，结

合灌水进行追肥。

4.4.2 开花期

生长季节可结合除草进行中耕松土。花前追施1
次磷酸二铵，用量 16.68~50.03 kg/667 m2。浆果着色

前追磷、钾肥，可追草木灰83.38~166.75 kg/667 m2[13]。

视土壤情况，开花后至浆果着色前灌水 2~4次。

低洼园区，雨季应注意及时排涝，防止棚内积水。

4.4.3 着色期

生长季节及时中耕松土，保持土壤疏松，松土

深度 10 cm。浆果着色开始前追施磷钾肥，可追

草木灰 80~160 kg/667 m2[13]。必要时进行叶面补

肥，果实转色期至采收前 15 d内，可喷施 0.2%磷

酸二氢钾、氨基酸及其他生物叶面肥 [14]。

4.4.4 采收后

果实采收后，及时补充树体养分。在栽植沟

外挖深 30~40 cm、宽 20 cm施肥沟，施腐熟优质农

家肥 3~6 m3/667 m2，在架的两侧隔年进行，施肥后

马上覆土，灌溉 1次透水。清理杂草、病枝落叶

等，减少菌源。

4.5 花果管理

花后 15~20 d进行疏穗。疏穗原则为：幼树结

果健壮枝留 1穗，细弱枝不留穗；3年及以上成龄

树每结果枝留 1~2穗。疏果后，全园喷施 1次杀

菌剂，待药液干后立即用葡萄专用纸袋套袋。套

袋需避开雨后高温天气，采收前 10~20 d摘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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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无核化栽培的品种，树体应达到 4年生以上、生

长健壮 [16]。果穗整形工作应根据品种及栽培目标

开展。

4.6 棚内温、湿度管理

萌芽期：缓慢升温，使气温和地温协调一致。

第一周白天 15~20 ℃，夜间 5~10 ℃；第二周白天

15~20 ℃，夜间 7~10 ℃；第三周至萌芽，白天 20~
25 ℃，夜间 10~15 ℃。空气相对湿度 90%以上。

新梢生长期：白天 20~25 ℃；夜间 10~15 ℃。

空气相对湿度 60％左右。

开花期：白天 22~26 ℃；夜间 15~20℃。空气

相对湿度 50%左右。

果实发育期：白天 25~28 ℃；夜间 20~22 ℃。

空气相对湿度 60%~70%。
着色至成熟期：白天 28~32 ℃；夜间 14~16 ℃。

昼夜温差 10 ℃以上。空气相对湿度 50%~60%[17]。

4.7 主要病虫害防控

出土后萌芽前和冬季防寒前两个时期，应进

行全园消毒作业，分别喷施一遍 3~5波美度石硫

合剂。开花期主要防治花期灰霉病，可使用 50%
腐霉利可湿性粉剂 800~1 200倍液进行防治。

果实着色至成熟期主要防治白腐病和炭疽

病，防治白腐病可用 25%嘧菌酯悬浮剂 5 000倍
液、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倍液或 70%甲基

硫菌灵超微可湿性粉剂 1 000倍液等；炭疽病可用

20%抑霉唑水乳剂 6 000倍液、30%万保露 1 000
倍液或 80%代森锰锌 800倍液等 [18]进行防治。主

要防治的虫害为蓟马、红蜘蛛等，可采用黄蓝板、

糖醋液等诱杀害虫。此外，成熟期易发生鸟类啄

食情况，可在棚四周铺设防鸟网加以保护 [19]。

4.8 果实采收

果实成熟期，选择天气晴朗且气温较低的上

午或傍晚进行采收。剪断果柄，修剪果穗，去除

病虫果粒，实行分级包装。

4.9 冬季管理

4.9.1 冬季修剪

落叶后，根据品种的结果习性和架面需求，采

取短梢、中梢和长梢修剪，必要时可进行枝蔓更

新。剪口要平整，距芽眼 2 cm左右。

4.9.2 越冬防寒

土壤封冻前浇封冻水，并适时培土防寒，行间少

量取土覆盖枝条，再覆盖约15 cm厚的防寒被[20]。

5 展 望

吉林省的葡萄总产量处于上升趋势，但整体

生产水平与其他地区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主要

表现为优等果率低，包装和设计较为落后；不合

理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化肥和农药的现象时有

发生，直接影响了吉林省葡萄在市场上的竞争

力 [21]。因此，提高葡萄果品品质已成为吉林省葡

萄生产中亟须解决的问题，而适宜的栽培模式在

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22]。冷棚葡萄栽培技术，能

够更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改善吉林省各地区立

地生态条件，扩大适栽品种数量，丰富区域品种

结构。如能在此基础上，增加机械化作业规划，

完善配套栽培技术，将更好地助推北方葡萄产业

发展，实现葡萄产业助力乡村振兴，促进我国农

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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