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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粉病为主，虫害有蚜虫、红蜘蛛等，应以预防为
主，防治结合。坐果后不使用有机磷等化学农药，
采摘前 14 d严禁使用农药，加强中耕除草，清除残
株败叶。生长季节要结合整枝及时拔除病株，减少
病虫来源。一般炭疽病选用 65%代森锌可湿性粉
剂，或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600倍液，或
5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600～800 倍液喷雾。
枯萎病选用 25%苯来特可湿性粉剂 900～1 200倍
液，或 5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剂 900～1 200倍
液，或 50%代森铵可湿性粉剂 800 ~ 1 000倍液灌
根。白粉病选用 25%乙嘧酚悬浮剂 800～1 000倍
液，或醚菌酯（翠贝）干悬浮剂 3 000倍液，或 40%
（氟硅唑）福星乳油 8 000倍液喷雾防治。用病毒必
克可湿性粉剂 800～1 000倍液喷雾防治病毒病。
用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2 000～3 000倍液喷雾
防治蚜虫。红蜘蛛可选用 1.8%阿维菌素乳油 1 500
倍液，或 20%甲氰聚酯（灭扫利）乳油2 000倍液，
或 73%克螨特 2 000～2 500倍液喷雾防治。
8 适时采收
无籽西瓜果皮较厚，仅用拍瓜听声的方法难以

判别生熟，应结合不同品种雌花开放到果实成熟天
数综合鉴别。成熟适度的无籽西瓜皮薄、味甜、瓤
色好，风味佳；过早采摘的未熟瓜皮厚、味淡、瓤
色浅、质地硬；太晚采收的过熟瓜，瓤质变软、易
空心。因此，无籽西瓜应适时采收，以确保质量。
就地销售应采九成熟，外运则选果形圆正、带果
柄、无病斑和伤疤、外形端正、八成熟的瓜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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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0年引进 4个早熟鲜食葡萄品种夏至红、郑州早玉、维多利亚、红芭拉蒂，在二代新型结构日
光温室（GJW原域原A型）中密植栽培，连续 3 a的观察结果表明， 4个早熟鲜食葡萄品种综合性状优良、丰产、果
实品质上等，皆适宜于白银地区二代新型结构日光温室内起垄密植栽培，可作为该地区早熟鲜食葡萄适度发展。
并从起垄栽植、温湿度管理、肥水管理等方面总结出日光温室密植栽培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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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白银市位于北纬 35毅 33忆 耀 37毅 38忆 ，
东经 103毅 33忆 耀 105毅 34忆 ，地处甘肃中部，黄河
流经白银市两县两区，光热条件好，冬季阴雨天
少，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丰富，适合发展节能
日光温室，日光温室种植面积己发展至 4 784.3
kg/hm2，而且还在逐年扩大，极大地丰富了全市及
西北各地市市民的菜篮子。近年来，白银市日光
温室水果栽培悄然兴起，成为继蔬菜之后农民经

济增收的新亮点，其中设施葡萄栽培主要以晚熟
品种红地球为主。2010年引进 4个早熟鲜食品种
夏至红、郑州早玉、维多利亚、红芭拉蒂进行日光
温室起垄栽植，连续 3 a进行品种性状的测定［ 1 - 2］，
4个早熟鲜食品种综合性状优良，丰产，果实品质
上等，皆适宜于白银地区二代新型结构日光温室
（GJW-Ⅱ-A型）内起垄密植栽培，早丰产，果实成
熟期比露地栽培提前 15 d左右，收益高。

92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10 20152015 年 第 10 期

1 引种概述
试验点位于白银市沿黄灌区温棚示范区，年

平均气温 8.9 ℃，无霜期 187 d，年平均降水量
202.3 mm，年日照时间 4 459.8 h。2010年引进夏
至红、郑州早玉、维多利亚、红芭拉蒂 4个早熟
鲜食葡萄品种进行日光温室栽培。夏至红又名春
玫瑰，欧亚种，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育成，极早熟［ 3］；郑州早玉属欧亚种，中国农业
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育成，极早熟［ 4］；维多利
亚属欧亚种，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昌黎果树研究所
从罗马尼亚引入我国，早熟［ 5］；红芭拉蒂属欧洲
种，日本育成，又名红巴拉多、红巴拉迪、早生
红秀、金华早红，早熟［ 6］。

采取起垄栽植，3种不同密度，分别为株行距
0.5 m×1.8 m、0.4 m×0.5 m（双行，宽行 1.0 m）、
0.7 m×2.8 m。连续 3 a于葡萄成熟期进行品种性
状及产量测定。
2 引种表现
2.1 夏至红

果穗圆锥形，平均单穗重 594.04 g。果粒近圆
形，充分成熟紫红色，背阴处为紫黑色，单粒重
6.43 g，果粉厚，着生松紧适度，整齐均匀，果皮
中厚，果梗短。果肉浅绿色，果肉脆，具有清香
味，味甜，可溶性固形物平均含量 17.46%左右，
品质上，略逊于原产地。耐贮运。在白银地区温
室栽培 3月底萌芽，6月 21日前后果实成熟，成
熟期约 49 d。
萌芽率高，成枝力强，成花容易，易丰产。连

续 3 a测产分析，最佳栽培方式是垄上单行栽植，
株行距 0.5 m×1.8 m，栽植密度 11 115株 /hm2，定
植第 2年平均产量 8 935.8 kg/hm2，第 3年 23 175
kg/hm2（每株平均留果4穗），第 4年 27 300 kg/hm2。
栽植株行距为 0.4 m×0.5 m时产量最高，但果粒小，
着生紧密，品质不高；栽植株行距为 0.7 m×2.8 m
时可溶性固形物平均含量 16.16%左右，品质一般，
产量低，定植第 2年平均产量 6 420.9 kg/hm2。
2.2 郑州早玉

穗中大，锥形，平均单穗重 623.57 g，最大
1 073.57 g。果粒椭圆形，果皮薄，果实充分成熟
黄绿色，外观美，平均单粒重 9.40 g，着生较紧，
平均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6.04%左右，果肉脆，风
味清甜可口，略有玫瑰香味，品质佳。在白银地
区温室栽培 3月 27日萌芽，5月 11日开花，6月
25日前后果实成熟。

生长势中等，成花能力较强，座果率高，栽植
株行距为 0.5 m×1.8 m、栽植密度 11 115 株 /hm2

时，定植第 2年平均产量 11 937 kg/hm2，第 3 年
26 790 kg/hm2，第 4年 30 300 kg/hm2。由密到稀，
其产量由高到低，品质由低到高。果粒大小比郑
州地区栽培普遍小，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普遍高，
品质佳。双行栽植垄上株行距为 0.4 m×0.5 m 时
易丰产但品质较低，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5.66%左
右；栽植株行距为 0.7 m×2.8 m 时第 2年平均产
量 3 474 kg/hm2，第 4年 21 300 kg/hm2。
2.3 维多利亚

果穗圆锥形或圆柱形，平均果穗重 739.95 g，
长椭圆形。果粒黄绿色，着生中等紧密，单粒重
8.65 g。果肉硬而脆，味甜爽口，果皮厚度适中。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6.56%左右，品质佳。在白银
地区温室栽培 3月 29日萌芽，5月 16日开花，7
月 10日前后果实成熟。

生长势中庸，结实力强，花序偏多，座果率
高。结实力强。垄上单行栽植，栽植株行距为 0.7
m×2.8 m，栽植密度 5 100株 /hm2 时，栽植第 2
年平均产量 21 324 kg/hm2（1 a定植2 a丰产），第 3
年平均产量 22 950 kg/hm2，第 4年 26 310 kg，均
优于其他两种栽植模式。其中，双行栽植垄上株
行距为 0.4 m×0.5 m的平均单粒重 4.97 g、果粒小
而多；栽植株行距为 0.5 m×1.8 m的可溶性固形
物平均含量为 11.02%左右。
2.4 红芭拉蒂

果穗圆锥形，平均单穗重 563.84 g，果粒近圆
形，着生中等紧密，大小整齐，鲜红色，果粉薄，
平均单粒重 8.53 g，皮薄，裂果少。果肉脆甜，汁
量中等。可溶性固形物平均含量 17.48%左右，品
质极上。在白银地区温室栽培 3月 27日萌芽，5
月 10日开花，7月初成熟。

长势中庸偏旺，易形成花芽，丰产，易管理，
很少疏花疏果。抗病。最佳栽植株行距 0.5 m×1.8
m，株平均留 4 穗果，定植第 2 年平均产量
9 823.5 kg/hm2，第 3 年 18 495.0 kg/hm2，第 4 年
23 625.0 kg/hm2。
3 密植技术要点
3.1 棚室结构

适于在白银二代新型结构日光温室（GJW-Ⅱ-A
型）栽培，其主要参数为东西长 50 m，净跨度 7
m，钢筋拱架，脊高 3.5 m。墙体总高 3.3 m，顶厚
1.0 m，底厚 1.2 m，后屋面水平投影 1.4 m。主采
光棚面为半径 5 m的圆弧状，长 4.5 m，副采光棚
面为直管，长 2.5 m。后棚面内侧仰角 40毅，外侧
坡度 8毅 。温室开间 3.6 m，后排立柱间距 1.8 m。
拱架总长 7 m，用外径 48 mm、壁厚 3.5 mm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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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焊接钢管弯制。棚内底土下沉 50 cm。
3.2 起垄栽植

起垄栽植有利于根系保暖，有利于水肥吸收及
促发较多的吸收根。垄高 30 cm，垄宽 40 cm，垄上
单行栽植，夏至红、郑州早玉、红芭拉蒂株行距以
0.5 m×1.8 m为宜，维多利亚以 0.7 m×2.8 m为宜。
3.3 整形修剪

采用篱架单干双蔓（V）形架式，根据各品种特
性具体修剪。栽植行埋设水泥柱，在柱上拉上下 3
道铁丝，第 1道距地面 50 cm，另外 2道间隔 40
cm。
3.3.1 夏至红 苗木定植成活后留 1个新梢，在
第 1道铁丝处引缚绑蔓，新梢摘心，培养顶端萌
发的两个副梢，其余副梢留 1片叶摘心。两副梢
往左右长成 2个臂蔓，臂蔓长 40 cm 左右时第 2
次摘心，下部的二次副梢适当放长至留 4～6片叶
摘心，绑缚的同时摘除卷须。定植第 2 年以后，
冬季疏剪时留 1 cm 桩。夏至红花芽主要集中在
3～6节，短截要短中梢相结合。为防止结果部位
上移造成下部光秃，结果母蔓要不断更新，适当
重截；春季萌芽后，选择下部良好的新梢，培养
为下年的结果母蔓，冬剪时再回缩。结果母蔓留
量按 1根结果母蔓抽生 1～2个结果蔓、计划每根
结果蔓结 1穗果，栽植株行距为 0.5 m×1.8 m时
每株平均留 4穗果。夏剪主要是抹芽、疏穗、掐
副穗和穗尖或疏果。疏除过多的花序。花前新梢
摘心（1花序上部留4～5片叶摘心），调节生长与结
果的关系。去掉无用的芽和新稍，改善通风透光
条件。绑蔓，使枝条发育充实。
3.3.2 郑州早玉 定植当年留 2条主蔓，做为 2个
臂蔓。臂蔓长 60～80 cm时摘心，去掉萌生的顶端
副梢，留冬芽，其余副梢均留 1叶摘心。顶端冬芽
萌发至 5、6叶时再摘心，绑缚的同时摘除卷须。
郑州早玉花芽多在 3～8节，冬剪应掌握长、中、
短梢结合。其他参照夏至红。栽植株行距为 0.5 m×
1.8 m的每株平均留 4穗果，掐掉整个花序 1/3的穗
尖，摘除大粒、小粒、畸形粒、病粒等。
3.3.3 维多利亚 栽植第 1年冬剪时要中、短梢
结合，疏除主蔓上的全部副梢枝，每根结果母枝
留 2～4芽。萌生新梢后，去强留中促弱，从主侧
蔓中选壮而不旺的枝蔓作为新的结果母蔓。结果
枝多采用单枝更新。夏剪主要是疏枝定梢，抹除
距地面 30 cm以下的所有萌芽，开花前 3～5 d新
梢摘心，营养枝和结果枝顶端副梢都留 4～5片叶
反复摘心，果穗以下副梢一律抹除。果穗以上副
梢留 1片叶摘心。维多利亚花序较多，开花前疏

花序，粗壮枝留 1～2穗，中庸枝留 1穗，细弱枝
不留穗作更新枝用。疏去副穗，掐去 1/4左右的穗
尖，摘除大粒、小粒、畸形粒和病粒。
3.3.4 红芭拉蒂 定植当年苗高 30 cm 时，每株
只保留 2 个主蔓做为臂蔓，其他新梢一律抹除，
并除去卷须。当臂蔓长 100 cm 时，以上副梢留
1～2片叶摘心，顶端副梢留 5～6叶摘心。冬剪时
主蔓延长梢粗度在 1 cm以上的留 50～60 cm短截，
其余结果母枝短梢修剪。结果枝采用单枝更新和
双枝更新相结合。翌年结果新梢上能明显区分花
序大小时疏花序，每株留花序 4～5 个，花后疏
果，每个结果枝留果穗 1 个，壮果枝可留 2 穗。
栽植株行距为 0.5 m×1.8 m的每株平均留 4穗果。
3.4 温湿度管理

每年 11月中旬扣棚加盖草帘，夜间卷起草帘
并通风，温度控制在 3～5℃，积累葡萄需冷量。
3月上中旬白天揭草帘，夜间加盖草帘进行升温催
芽，要注意紧闭风口和缓慢升温，控制温度白天
温度 17℃左右，夜间 12℃左右，空气相对湿度
80%左右；新梢生长期控制温度白天 22 ℃左右，
夜间 15℃左右，空气相对湿度 60%；开花期温度
白天 20℃左右，夜间 17℃左右，湿度降至 50%，
严禁灌水。果实膨大期至成熟期温度白天 23℃左
右，夜间 17℃左右，空气相对湿度 70%。
3.5 肥水管理

每年落叶后在垄沟内施有机肥 75 000 kg/hm2，
生长期结合灌水施肥 4～5次。掌握勤施、少施、
浅施。从萌芽期、开花期、幼果膨大期到成熟期，
前期以氮肥为主，后期以磷、钾肥为主。灌水分
催芽水、花前水、催果水、着色膨果水、采前水。
采果前 7 d停止浇水，采果后浇透水。果实成熟前
用 2 g/kg磷酸二氢钾溶液叶面喷施，每 10 d喷 1
次，共喷 3次，以提高果实含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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