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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省西部， 气候干燥少雨，
热量充足， 被公认为全国酿酒葡萄优势生态区域
之一［1�-�2�］。 近年来， 河西走廊酿酒葡萄产业得到了
快速的发展。 目前种植面积 2 万 km2， 主要分布在
武威、 张掖、 嘉峪关等埋土防寒区域。 甘肃酿酒
葡萄种植企业基地大多建立于 2�000 年前后， 栽培
架式主要有多主蔓扇形、 倾斜龙干形等树形。 两
种树形在酿酒葡萄幼树期埋土防寒、 修剪等管理
中较省力， 但随着树龄的增加， 主蔓逐渐粗壮，
在果实品质、 树体冬季修剪、 病害防控、 埋土防
寒等方面的劣势逐渐显现。 单臂篱架倾斜单蔓水
平龙干形是结合埋土防寒区栽培特点形成的一种
酿酒葡萄栽培树形， 有省工、 省力、 轻简化、 品
质优、 适宜机械化等特点， 近年来， 在西部酿酒
葡萄产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3�-�5�］。 我们将甘肃省河
西走廊酿酒葡萄老果园树形改造技术及配套树体
管理措施进行总结， 以期为酿酒葡萄老果园改造
提供技术指导。

1���常见树形及特点
1.1 多主蔓扇形

多主蔓扇形在甘肃河西走廊酿酒葡萄产区应
用面积最大， 也是我国酿酒葡萄最常用的一种树
形。 该树形具有幼树期易管理、 成形快、 产量高
等优点， 缺点是修剪技术复杂， 架面郁闭， 结果
部位易上移， 并且随着树龄的增加， 多主蔓树形
下部易出现光秃， 形成上强下弱， 主蔓加粗后埋
土防寒费工费力。
1.2 双蔓倾斜龙干形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从宁夏等地引进的一种树
形， 该树形具有成形快， 较多主蔓扇形更易管理、
修剪简单、 产量高等优点， 缺点是架面上不同部
位葡萄果实着色、 品质不均一， 并且随着树龄的
增加， 主蔓增粗后的埋土防寒费工费力。
1.3 多主蔓水平龙干 V 形

该树形是结合国外酿酒葡萄栽培特点形成的
一种树形， 具有结果部位一致， 果实品质好等优

摘要： 介绍了河西走廊酿酒葡萄生产中的几种栽培树形和各自树形特点， 总结了老葡萄园树形改造技
术及配套树体管理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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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通风排湿 室内温度达到 22�℃以上时进行
排风， 通过降低温室内相对湿度来减轻病害发生，
同时增加室内 CO2 浓度， 促进光合作用。
2.7.4����植株调整 株高达到 50�cm�时进行吊秧，
每株保持 4 个生长枝结果。
2.8 适时采收

开花授粉后约 20～30�d 果实达到充分膨大、
果皮具有光泽时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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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缺点是主蔓多， 下部易郁闭， 通风透光差，
容易产生葡萄病虫害， 且 V 形架面夏季管理和机
械化操作不方便。
2���单臂篱架倾斜单蔓水平龙干形的特点及幼树成
型技术
2.1 单臂篱架倾斜单蔓水平龙干形的特点

该树形是近年来我国酿酒葡萄栽培者根据埋
土防寒区实际情况， 结合国外酿酒葡萄栽培经验
创新的一种新式栽培方法， 经在新疆、 宁夏、 甘
肃等产区实际应用， 表现出了明显的栽培优势，
主要表现在栽培管理方面省工省力， 修剪技术简
单； 葡萄结果部位在同一高度且受光好， 保证了
酿酒葡萄果实着色好、 品质均一； 糖度高， 且单
蔓倾斜上架易于埋土防寒， 单臂篱架易于机械化
栽培。
2.2 单臂篱架倾斜单蔓水平龙干形栽培技术
2.2.1����单篱架形 采用倾斜式单龙蔓（“厂”字形），
叶幕为篱臂形。 架柱高 230�cm， 其中地下 50�cm、
地上 180�cm。 架形结构均采用 3 道镀锌钢丝构成，
其中第 1 道镀锌钢丝距地面 70�cm， 第 2 道镀锌钢
丝距第 1 道镀锌钢丝 50�cm， 第 3 道镀锌钢丝距第
2 道镀锌钢丝 50�cm。
2.2.2����定植 春季 4 月中旬选择健壮无病虫苗木
进行栽植， 栽植时将苗木沿行向倾斜 45° 。 栽植
株行距为 100�cm×300�cm。 栽后立即灌水， 行间
铺设黑膜。
2.2.3����整形修剪 栽植当年苗木萌芽后选留 1 个
生长健壮的新梢， 使其按架面自由垂直向上生长，
当高度超过 150�cm 或到 8 月中旬摘心， 以促进新
梢成熟。 冬季修剪时一年生枝在 150�cm 处剪截。
第 2 年出土后春季萌芽前按同方向将一年生枝按
要求斜拉绑缚于第 1 道镀锌钢丝， 主蔓基部以
30°夹角逐渐上扬到第 1 道镀锌钢丝， 沿同方向
形成一条多年生的单臂， 适当选留适量新梢使其
垂直沿架面生长。 冬季修剪时， 将单臂顶端 1 年
生枝按中长梢修剪，长度不宜超过下个植株， 其余
结果枝进行短梢修剪， 即单臂培养 3～4 个结果枝
组， 每个结果枝组选留 1～2 个结果母枝。 第 3 年
春季萌芽后， 按照 10～15�cm 间距选留一定量新
梢并将其垂直沿架面绑缚； 冬季修剪时按预定枝
组数量进行修剪， 即单臂形成 3～4 个结果枝组，
每个结果枝组选留 2～3 个结果母枝进行短梢或中
梢修剪。
3���树形改造方法

不同树形进行架形改造时， 落叶后冬季修剪

需选留 1 个生长势中庸且结果枝组分布均匀的主
蔓， 将其余主蔓全部从基部剪除。 选留的主蔓按
照 10～15�cm 距离保留结果枝组， 每个结果枝组
选留 2～3 个结果枝进行短梢 1～2 芽修剪。 剪除
其他不成熟弱枝、 萌蘖枝和多余的枝条。 将主蔓
上第 1 道钢丝下的枝条全部剪除。 修剪完成后将
主蔓顺沟压倒埋土厚 30�cm。 翌年春季出土后将主
蔓沿同一方向倾斜后水平绑缚在第 1 道钢丝上。
4���树形改造后的配套技术
4.1 抹芽定梢

在春季葡萄出土后， 将上年度剪留的主蔓沿
同一方向倾斜 30° 上扬， 超过第 1 道钢丝高度后
将其水平固定在第 1 道钢丝上。 及时抹除第 1 道
钢丝下的主蔓萌发的芽及萌蘖， 以促进水平主蔓
的芽体萌发早且整齐。 待水平主蔓芽体长至 5～10�
cm 并显现花序时抹芽定梢， 每 15～20�cm 选留 1
个结果枝组， 每个结果枝组选留 2～3 个健壮枝
条， 每个结果枝选留 1～2 个果穗， 并将其余枝
条、 隐芽全部去除。
4.2 夏季修剪

生长季需随时除去萌发的细弱枝及隐芽， 去
除主蔓上第 1 道钢丝下萌发的枝条和萌蘖 2～3
次。 主蔓上枝条生长健壮后， 隐芽和萌蘖将逐渐
减少。 枝条生长至第 2 道钢丝长度时需及时绑缚，
以免被大风折断。 开花前除去果穗以下副梢。 新
梢高度超过第 3 道钢丝后， 使其自然生长一段，
枝条长度在 50�cm 时， 保留第 3 道钢丝上 30�cm 长
度进行机械修剪。 8 月初立秋后， 对所有新梢进行
摘心， 以促进枝条木质化， 提高枝条抗性。
4.3 冬季修剪

葡萄采收后， 从 10 月中下旬开始进行冬季修
剪， 有些年份需要带叶修剪。 主蔓水平位置上按
照 10～15�cm 剪留结果枝组， 每个结果枝组按 1～
2 芽修剪， 选留 2～3 个结果枝。 剪除不成熟枝条、
病残枝条和萌蘖枝条。 剪除主蔓上第 1 道钢丝下
萌发的所有枝条。 主蔓延长头按 4～6 芽进行中梢
修剪， 长度以连接到下个主蔓为准。
5���树形改造综合评价

一是通过改形后将第 1 道钢丝下枝条全部疏
除， 架面得到通风透光， 葡萄病害大大减轻， 第 1
层架面由 50�cm 提高至 70�cm， 使葡萄结果部位提
高， 枝条分布均匀， 有利于光合作用， 果穗可直
接受光， 果实品质大大提高。 二是通过及时抹芽，
促使枝条分布均匀， 秋季成熟度高， 提高了酿酒
葡萄枝条越冬抗冻能力。 三是改形后的“厂”字型

91



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 Sci. and Techn. No. 11 20162016 年 第 11 期甘肃农业科技

树形易成型， 长势较好， 管理简单， 整个生长季
劳动力用工大大减少， 单臂篱架使行间距加大，
更易于机械化操作。 以省工省力、 简化修剪为特
点的单臂篱架倾斜单蔓水平龙干形， 在河西走廊
酿酒葡萄产区经过试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改形
后树体葡萄结果部位一致， 在生产中可严格按照
通风带、 结果带、 营养带 3 带整形， 果实着色一
致、 糖度一致， 对酿酒葡萄原料的提质增效作用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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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甘肃省向日葵生产中的主要病害进行初步分析， 从农业防治、 化学防治、 生物学防治、 抗病品种
的选育等方面提出了甘肃省向日葵主要病害的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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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葵原产于北美地区， 具有耐盐碱、 耐瘠
薄、 抗干旱、 适应性强的特性， 而且向日葵还是一
种集观赏、 药用、 食用、 油用于一体的植物［1�-�2�］，
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目前， 我国是世界第四大向
日葵种植的国家［3�］。 虽然种植面积在逐年扩大，
但轮作倒茬的困难日趋严重， 随之而来的病害也
在逐年加重， 菌核病、 黄萎病、 锈病、 黑斑病、
褐斑病和列当发生普遍且为害严重， 对向日葵生
产构成严峻威胁， 不但使向日葵的产量和品质明
显降低， 而且严重制约了向日葵产业的发展。 现
就甘肃省向日葵生产中的主要病害及其发生进行
初步总结， 并针对性提出防治对策， 以期为向日
葵无公害生产提供依据。
1���主要病害
1.1 菌核病（Sclerotinia Rot）

向日葵菌核病是由核盘菌侵染而引起的传播
性病害， 是目前危害最严重的病害之一， 长期以
来防治菌核病一直是困扰人们的一个难题。 菌核病

病原菌的寄主范围相当的广泛， 传染渠道众多， 可
以通过种子、 土壤、 气流传染， 在向日葵整个的生
育期都可能随时发病。 其主要的病症表现在根、
茎、 花盘三个方面。 其中根腐型表现为病菌主要侵
染向日葵幼苗的根部及茎基部， 使其腐烂产生黑色
菌核； 茎腐型表现为病菌发病在茎的中上部， 初期
侵染茎干为灰白色水渍状， 后期变化褐色而后腐
烂； 盘腐型表现为初期病菌侵染花盘的背面后出现
黑色病斑， 之后蔓延至花盘正面， 发病部位种子被
白色菌丝缠绕形成形状不规则的菌核［4�-�5�］。
1.2 黄萎病 （Verticillium albo -atrum Reinke et
Berthold）

向日葵黄萎病是近年来发生较严重的一种病
害， 病原菌主要是黄萎轮枝菌或黑白轮枝菌和大
丽菌轮枝菌。 向日葵黄萎病也属于土壤传播性病
害， 病情蔓延的速度较快， 一般染病后 10�d�左右
整株枯萎死亡。 症状主要表现： 先从下部叶片发
生， 叶片顶端的叶肉先局部褪绿， 而后渐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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