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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建水县大力发展无公害葡萄种植业,为当地葡萄种植户带来巨大经济效益。为了更好地开展气象为农服务,对建水县无公害葡

萄生长发育的适宜气象条件进行分析,主要分析了影响无公害葡萄生长发育的气温、水分和光照三个气象要素,不同生长发育期对气温、水分的

要求不同。根据本地气候特点,重点对影响葡萄种植的主要气象灾害及防御措施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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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水县属于亚热带低纬高原季风气候,干湿季分明、春秋相连、夏长

无冬,光照时间充足,霜期较短,有效积温高,故十分有利于葡萄的种植。建

水县葡萄主要种植区域集中在南庄、岔科、临安、青龙、面甸和西庄等乡

镇,种植品种以夏黑葡萄为主,已建成全国最早、面积最大的夏黑基地。 

葡萄的生长发育对温度、水分、光照等气象条件有一定的要求,气象

条件、气象灾害、葡萄病虫害是影响葡萄产量和品质的重要因素。本文通

过历年气候资料,分析葡萄种植的气候要素适宜度,以及葡萄生产的主要

气象灾害的防御措施,以期为全县葡萄生产种植提供科学依据及更好开展

气象服务。 

1 葡萄种植气象条件 

1.1气温 

葡萄属于喜温作物,气温是影响葡萄生长发育的主要因子,对葡萄

生长起决定性作用。世界葡萄产区主要分布在北纬20°～52°之间和南

纬30°～45°之间,而约95%的葡萄种植集中在北半球。适宜葡萄栽培的

年平均气温在17～19℃之间。建水县地理坐标为23°37′N,102°50′E,

年平均气温19.0℃。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四季温和,有“天然温室”之称,

适宜葡萄种植。 

经实地调研和研究分析,建水县种植的夏黑葡萄在生长发育的各个时

期,对气温的要求不同：1月至2月中旬处于休眠期或萌芽期,日平均气温不

应低于8℃,气温在8～9℃开始萌芽,葡萄根系在-5～-7℃以下即可受冻害；2

月下旬到3月处于新梢生长期和开花期,新梢生长的最适温度为25℃～30℃；

开花期的最适温度为20℃～28℃,低于15.5℃不开花或极少开花,而根

系生长最适温度为25～28℃；4月果实生长期不低于20℃,低于20℃,浆果

生长缓慢,成熟期推迟,同时最高气温不应高于38℃,昼夜温差在8℃以上有

利于糖分的累积；5月至6月果实着色期和成熟期,日均温应在28～32℃之间

最为适宜,当低于14℃时不能正常成熟,同时日最高气温不应高于38℃,达

49.5℃为致死高温,成熟期的昼夜温差应大于10℃,这样有利于糖分的积

累和品质的提高。 

1.2水分 

譬如：在农户购买种子、设备的时候,可给予相应的补助或优惠,这样才能

够减轻农民朋友的经济负担。此外,可为农民朋友提供相对的技术力量支

持,对广大农民朋友进行技术培训和专业性的指导,从而帮助他们能够更

好地开展绿色农业种植技术推广工作。 

2.4加大新技术的持续开发 

加大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强度,做好相关的检验工作,建立完

善的安全预警保障体制,避免各类风险的发生。要努力地研发新的农业种

植技术,积极地开展相关新技术的研究与实验,这样才能够达到预计的推

广宣传效果。在完善的安全预警机制基础上,不定期的做好相关方面的市

场调查工作,对当下的产业结构做出科学合理地调整,对于绿色农业生产

过程中有可能发生的风险控制在最低的程度,最大限度上确保农民的利益

不受到任何影响。新时期绿色农业种植技术的推广一定要持之以恒的做下

去,循序渐进的开展,从本地的具体发展现状入手,增加对绿色种植技术的

资金支持,不断地完善惠民补贴政策,建立绿色农业种植示范基地,最大限

度上调动起农民朋友参与的积极能动性,这样才能够促使现代化农业生产

得到快速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够使得农业生产实现经济效益呵呵社会效益

的双赢。 

2.5重视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新时期绿色农业种植技术推广的过程当中,相关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

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构成因素。而新时期农业技术人才是要具备较高的综

合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可是,伴随着社会快速发展的新需求,日常农业生产

中大数据的应用可以说是很常见的,仅仅单一的农业技术人才根本满足不

了快速发展的农业现状,对此,相关政府部门一定要侧重于对复合型人

才的着重培养：第一,大力支持各农业院校的发展,给予充分的资金支持,

这样才能够为优秀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创造优越的条件；第二,重视优

秀人才引入工作,这样才能够为农业新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应用打下良好

的根基。 

3 结束语 

对于新时期我国农业发展而言,绿色农业种植技术是符合我国农业发

展趋势的,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为此,新时期国家要学习借鉴先进的科

学技术,最大限度上进行绿色种植技术的推广,从而为未来农业的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要想防止广大农民朋友由于对新技术不了解来导致

的经济损失,国家相关政府部门要对此问题制定完善的国家政策,并且,可

创建绿色农业种植示范基地,便于为广大农户提供新技术方面的专业指

导。从绿色种植技术推广的角度来看,可多学习世界其他国家先进的绿色

种植技术,重点培养该方面的高素质人才,这样才能够为绿色种植技术的

推广做好充分的人才准备和支持,推动我国绿色种植工作的顺利开展,为

更多的农民朋友造诣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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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较耐旱,年降水量在600～800毫米对葡萄生长发育较适宜。降水

量作为对葡萄产量、植株、品质造成影响的关键因素,人工浇灌及自然降

雨均有助于植株发芽、花芽分化及新梢生成。但水分过多,会影响葡萄生

长发育,严重地造成产量下降,影响品质。不同生长发育期对水分的需求较

大,新梢生长期需要有充足的水分,土壤相对湿度应不低于70%,遇干旱及

少雨的天气,会减弱最终的光合作用,致葡莓缺糖,酸涩,更会对葡萄树的

生长造成严重阻碍,减弱葡萄树的抵抗力；开花期土壤相对湿度在30～40%

为宜,降雨过多会阻碍受精,引起落花和病害；果实成熟期土壤相对湿度在

60～70%最为适宜。 

建水县年平均相对湿度为71%,冬季较干,夏季较湿；年平均降水量为

792.9毫米,2～5月是葡萄萌芽至幼果膨大期,此时期的降水量在15～100

毫米之间,总降水量为207.4毫米,基本可以满足葡萄生长过程中对水分的

需求,但在2～3月降水偏少,应人工浇灌补充水分。建水县降水主要集中在

6～8月,月降水量均在120毫米以上,此时葡萄正处于成熟期,过多的降水

对葡萄品质提高较为不利。 

1.3光照 

葡萄属于喜光物种,有较高的光照要求。日照时长直接影响葡萄的生

长发育、产量和品质。在保证光照充足的条件下,葡萄叶片厚而色浓,光合

作用加强,植株生长健壮,萌芽分化良好,果实产量高,品质好。一般葡萄生

长需要年日照时数在2000小时以上,特别在着色期,应保证月日照时数在

240小时左右。 

建水县年日照时数为2268.9小时,日照充足,光照资源丰富,满足葡萄

生长要求。尤其在每年3～5月,日照时间相对较久,平均每月日照时数达

230.7小时,期间睛天的日期较多,且存在较大的昼夜温差,极有助于实现

植株之间的良好光合作用,因而更好地促进葡萄实现糖分累积。除此之外

保证充足的光能,还可以保证葡萄含糖垦较高,且成熟周期较短、上色较

好。同样批次的葡萄相较北方种植,建水县的葡萄成熟周期可以提早将近

2～3个月。 

2 主要气象灾害防御技术 

2.1低温冻害 

为抢早上市,每年12月到次年1月建水县大棚葡萄基本都处于萌芽至

新梢生长期,部分催芽极早的大棚葡萄已处于开花至果实生长期,生长期

的葡萄忍受剧烈降温的能力较差。所以冬季低温冷害和霜冻害是建水县葡

萄的主要农业气象灾害,且霜冻害对葡萄的不利影响大于低温冷害和雪

害。冬季最低气温连续2天低于0℃,将严重影响大棚葡萄品质和产量,甚至

导致葡萄死亡。 

防御措施：大棚果采用熏烟防霜冻。熏烟法一般可使气温提高1～3℃,

能减少地面辐射热的散发,同时烟粒可吸收空气中的湿气。其做法是,低温

寒潮来临前的傍晚,以碎柴禾、碎杂草、锯末、糠壳等为燃料,气温下降到

果树受冻的临界温度时点燃。并控制浓烟使烟雾覆盖在果园内的空间,一

般每667平方米果树可设4～5个着火点,每堆用料15～20千克,并将其设在

上风口。同时疏松土层,加强水肥管理,可采取灌水(喷水)、覆盖稻草、塑

料薄膜、增施厩肥、堆肥和草木灰等措施进行防冻。 

2.2干旱 

建水县干旱一般为冬春旱(12～3月),此时降水量是全年最少的时期,

干旱也容易发生。干旱对葡萄新梢生长期造成的危害较为严重,开花期若

遇到干旱,会降低葡萄抽穗率,影响坐果,造成30%～50%减产,持续性干旱

灾害甚至会造成葡萄绝收。 

防御措施：加强灌溉,发展节水农业,采用塑料大棚与地膜覆盖、滴灌

技术,显著提高水分的生产效率；采用喷灌、滴灌、地下灌溉等先进方式,

可节约大量水资源,效果也更好,不至于太多或太少。 

2.3大风 

建水县大风主要在3～4月,此时大部分葡萄正处于开花期和果实生

长期,该时期枝叶较柔嫩,大风易将枝叶吹断,影响长势,产量下降。进入

雨季后也易出现雷暴大风天气,易造成葡萄倒架,叶片、果穗受伤,影响

当年产量。 

防御措施：加固支架,选择合理种植方向,建水县常年刮偏南风,选择

东西植行,可减少大风带来的灾害；春季新梢早宅心,以促进新梢木质化和

减小风的阻力；进入汛期可采取果实套袋,防止遇大风时叶片对果实的摩

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有效防止倒架时果穗受伤和防止病害的侵染。 

2.4暴雨 

建水县暴雨易发生在夏季(6～8月),年暴雨日数为1～2d,暴雨天气易

造成葡萄园“气灼”,并导致根系缺氧甚至死亡、果粒脱落、病害传播蔓

延等,使葡萄出现减产、品质下降情况。 

防御措施：遭受暴雨后应及时排除积水,整理沟渠；同时,及时抹除新

梢,保持葡萄架內通风透光,并增施钾肥等；雨后空气湿度大、雾大,易发

生灰霉和霜霉病,对树体喷施保护性和內吸性农药。 

2.5冰雹 

建水县葡萄遭受冰雹主要为3～5月和9月。遇冰雹灾害性天气时,损失

较严重。直接破坏枝叶、果穗,严重影响葡萄产量和品质,甚至造成绝收。

还会导致葡萄的白腐病霜霉病等大量发生,从而影响葡萄以后几年产量和

品质的提高。 

防御措施：架设防雹网是防雹的有利措施。在经常发生雹灾的地区可

设立防雹网,可在葡萄架上设高出架面70cm左右的支柱,支柱顶拉10号铁

丝。全园纵横交叉,组成大网络,然后把防雹网平铺其上；进行果穗套袋,

可以有效地防止较轻或个头较小的冰雹的袭击,减轻雹灾为害；雹灾发生

后要及时清理果园残枝落叶(果),加强水肥管理,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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