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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究3种酿酒葡萄红品种的摘心技术，为怀来产区酿酒葡萄高质量生产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以当地主

栽品种“赤霞珠、西拉、梅鹿辄”为试验材料，研究了在怀来产区的气候和生产条件下，主梢不同留叶

数摘心对红品种果实品质的影响，探索不同时期的摘心对红品种产量和果实品质的关系。结果表明：开

花前7 d摘心，对酿酒葡萄产量及果实品质的影响最佳，产量、果粒情况、糖、酸、pH值、可溶性固形

物为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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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top pruning techniques for three red wine grape varieties and prov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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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ference for the high-quality production of wine grapes in the Huailai region.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local main varieties, namely, “Cabernet Sauvignon, Syrah, and Merlot”, and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leaf removal levels on the fruit quality of red varieties under the climate and 
production conditions of the Huailai region. It also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p pruning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the yield and fruit quality of red variet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op 
pruning 7 days before flowering has the optimal impact on wine grape yield and fruit quality, re-
sulting in ideal conditions for yield, fruit condition, sugar, acid, pH value, and soluble sol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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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怀来县有 1200 多年种植酿酒葡萄的历史，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和地理条件以及良好的发展葡萄

酒产业的产业基础优势，目前已成为全国主要葡萄酒生产基地之一[1]。针对不同酿酒葡萄品种探索适宜

的省工省力的栽培技术尤为关键[2]，夏季栽培管理是一种通过物理手段调节植株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

[3]。 
宋润刚等[4]研究表明山葡萄结果枝花前摘心可以降低生理落果率，提高产量。Dardeniz 等[5]研究表

明果穗上 5 芽摘心处理果实产量和品质最好。为保证酿酒风味的浓郁、酚类物质合成、糖分积累以及果

实品质的提高，对葡萄主梢及时合理摘心是其栽培管理过程中重要的栽培技术之一[6]。 
目前针对怀来产区气候类型，赤霞珠、西拉、梅鹿辄三大主栽品种，不同时期摘心对果实品质影响

未见报道。在怀来产区酿酒葡萄种植地，研究摘心对于酿酒葡萄树体生长、果实品质的影响，探究不同

品种对于摘心作业的适应性，可为怀来产区酿酒葡萄栽培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地点 

试验于怀来产区中粮长城桑干酒庄葡园进行，该地区光照充足，温差大，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 10.2℃，有效积温 3100℃~3800℃，无霜期 149 天，年降雨量 400 mm 左右，日照时数 3072
小时。 

2.2. 试验材料 

酿酒葡萄红品种赤霞珠、西拉、梅鹿辄三大主栽红品种，试验园为沙壤土，pH 值 7.06，“厂”字形

种植模式，株行距 0.6 m × 2.8 m，树龄 5 年生，长势均匀一致。 

2.3. 试验方法 

试验共设 3 个处理，处理 1：开花前 7 d 摘心(即 5 月 28 日)；处理 2：花期摘心(即 6 月 9 日)；处理

3：生理落果末期摘心(即 6 月 21 日)；CK：统一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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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处理分两种方式，在结果枝最上端花序留 4 片叶或 6 片叶摘心，结果枝最上端花序往下叶腋中

萌发副梢全部抹除，往上萌发副梢留 1 片叶反复摘心。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每个试验处理 36 株，挂牌标

记。试验处理的其他田间管理同常规技术管理。 

2.4. 测定指标及方法 

果实采收期调查理化指标(糖、酸、pH、可溶性固形物)，果形指数(果粒、果穗、出汁率)。采用直接

称量法与滴定法，试验数据应用 Excel2010 进行数据处理，SPSS16.0 软件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3. 试验结果与分析 

不同时期摘心对赤霞珠果实生长的影响 

对酿酒葡萄品种赤霞珠的果形指数、理化指标等果实品质进行测定，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ata of the effect of pinching at different periods on the growth of Cabernet Sauvignon 
表 1. 不同时期摘心对赤霞珠果实生长影响的数据情况 

处理 留叶量 
果穗 果粒 理化指标 

长度 
(cm) 

单穗重量 
(g) 

出汁率 
(%) 

果实纵横径比 
(%) 

百粒重 
(g) 

酸 
(g/L) 

总糖 
(g/L) 

可溶性固形物 
(波美度) pH 

1 
4 15.4 ± 1.9a 102.03a 66.45a 1.07 ± 0.01a 108.3a 6.8a 218.9a 23.5a 3.46a 

6 12.5 ± 1.1b 101.90a 68.95b 1.08 ± 0.01a 102.0b 6.8a 208.5b 22.0a 3.50a 

2 
4 13.4 ± 2.4b 108.50a 67.95a 1.08 ± 0.01a 118.2b 6.8a 194.3b 20.6b 3.44a 

6 11.1 ± 2.9c 92.67b 69.87b 1.10 ± 0.02a 101.5b 6.4a 178.1c 18.2c 3.43a 

3 
4 12.7 ± 2.7b 97.23b 65.96b 1.09 ± 0.01a 105.7a 6.2a 188.4c 19.2c 3.47a 

6 11.5 ± 3.2c 92.43b 68.57b 1.08 ± 0.01a 124.2c 6.4a 193.0b 18.2c 3.53a 

CK - 11.7 ± 3.4c 90.92b 71.88c 1.11 ± 0.03a 123.7c 5.5b 197.4b 21.0b 3.64b 

 
由数据表 1 可知，不同摘心时期与不同留叶数对赤霞珠的产量与品质均影响较大。总体来看留 4 叶

进行摘心的产量、品质均高于留 6 叶摘心，处理 1、处理 2、处理 3 的各项指标均高于 CK。其中处理 1
整体的各项指标均为最优项，从果形指数来看，果穗较长、果粒较小、单穗较重，出汁率较低，出汁率

为 66.45%，符合酿酒葡萄果实要求；从理化指标来看，总糖和可溶性固形物都为最高值，总糖为 218.9 g/L。
所有处理的果实纵横径比、酸度、pH 值均无显著差异。 
 
Table 2. Data on the effect of picking at different periods on the growth of shiraz 
表 2. 不同时期摘心对西拉果实生长影响的数据情况 

处理 留叶量 
果穗 果粒 理化指标 

长度 
(cm) 

单穗重量 
(g) 

出汁率 
(%) 

果实纵横径比 
(%) 

百粒重 
(g) 

酸 
(g/L) 

总糖 
(g/L) 

可溶性固形物 
(波美度) pH 

1 
4 14.3 ± 1.7a 217.91a 56.88a 1.17 ± 0.01a 209.4a 6.8a 208.9a 22.0a 3.46a 

6 14.8 ± 1.5a 215.33a 58.04b 1.18 ± 0.01a 188.4b 6.8a 218.5b 23.5a 3.50a 

2 
4 15.0 ± 2.1a 205.52b 74.32a 1.15 ± 0.01a 167.3b 6.8a 194.3b 20.6b 3.44a 

6 13.5 ± 1.9a 176.12c 75.14b 1.13 ± 0.02a 178.2b 6.4a 178.1c 18.2c 3.4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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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15.9 ± 1.7b 237.22b 55.58b 1.19 ± 0.01a 160.0a 6.2a 188.4c 19.2c 3.47a 

6 14.6 ± 2.2a 176.54c 71.21b 1.17 ± 0.01a 143.6c 6.4a 193.0b 18.2c 3.53a 

CK - 13.9 ± 3.1a 203.39b 67.14c 1.12 ± 0.03a 168.0c 5.5b 197.4b 21.0b 3.64b 

 
由数据表 2 可知，不同摘心时期与不同留叶数对西拉的产量与品质均影响较大。总体来看留 6 个叶

进行摘心的产量、品质均高于留 4 个叶摘心，处理 1、处理 2、处理 3 的各项指标均高于 CK。其中处理

1 整体的各项指标均为最优项，果穗长、果粒小，高酸高糖，出汁率相对较低为 56.88%和 58.04%，总糖

含量较高为 208.9 g/L 和 218.5 g/L，滴定酸与 pH 值差异不显著。 
 
Table 3. Data on the growth of merlot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of picking heart 
表 3. 不同时期摘心对梅鹿辄果实生长的数据情况 

处理 留叶量 
果穗 果粒 理化指标 

长度 
(cm) 

单穗重量 
(g) 

出汁率 
(%) 

果实纵横径比 
(%) 

百粒重 
(g) 

酸 
(g/L) 

总糖 
(g/L) 

可溶性固形物 
(波美度) pH 

1 
4 13.8 ± 1.1a 135.71a 60.30 1.10 ± 0.01 114.0 4.6 212.1 24.5 3.61 

6 12.5 ± 1.5a 124.02a 61.42 1.07 ± 0.01 100.2 4.4 202.8 23.5 3.59 

2 
4 11.2 ± 1.3b 147.41a 60.43 1.12 ± 0.02 117.4 5.5 207.4 20.5 3.55 

6 12.2 ± 1.7b 136.33a 61.85 1.10 ± 0.01 114.4 4.5 201.4 21.5 3.66 

3 
4 14.4 ± 1.4a 145.91a 71.61 1.14 ± 0.02 104.7 4.4 220.6 24.0 3.66 

6 13.5 ± 1.3a 115.36b 65.84 1.17 ± 0.01 126.6 3.8 218.8 23.2 3.78 

CK  11.7 ± 2.5c 110.92c 71.88 1.19 ± 0.02 123.7 4.5 207.4 23.0 3.64 

 
由数据表 3 可知，不同摘心时期与不同留叶数对梅鹿辄的产量与品质均影响较大。总体来看留 4 个

叶的产量、品质高于留 6 个叶，其中处理 1 整体的各项指标均为最优项，果穗长、果实均一，可溶性固

形物稳定为 24.5 和 23.5，果皮厚，出汁率较低。 

4. 结论与讨论 

综合各项指标，处理 1 (开花前 7 d 摘心)对酿酒葡萄产量及果实品质的影响最佳，产量、果粒情况、

糖、酸、pH 值等各项均处于中上等。其中赤霞珠和梅鹿辄 4 叶摘心比 6 叶摘心效果好，西拉则是 6 叶摘

心优于 4 叶摘心。试验结果使得摘心时间更加具体，不同品种的摘叶方式更加明确，西拉的摘叶方式为

6 叶摘心，赤霞珠和梅鹿辄的摘心方式为 4 叶摘心。 
试验结果表明：开花前 7 d 摘心，产量与质量最为均衡，结合实际生产作业，为了不影响产量，提

高葡萄品质，可开花前 10 d 或盛花期摘心，综合来看开花前 7~10 d 摘心即可，建议开花前 7 d 摘心，品

质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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