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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更好地开展葡萄病害防治工作，减少因病害造成的

经济损失，采用系统观察与一般调查方式，根据检索相关书

籍、咨询有关专家等对湘西北的澧阳平原的提子类葡萄进行

病害调查。结果表明，澧阳平原提子类葡萄病害种类有１３

种，以霜霉病、灰霉病、裂果病、青霉病、软腐病为主，且７月

和８月为病害高发期。不同葡萄品种抗病性存在差异，抗病

性较强的葡萄品种为：克伦森无核、红宝石、维多利亚。提子

类葡萄病害主要受葡萄品种、环境条件、土壤肥力、生产管

理、贮藏条件等的影响，进行合理控制，葡萄病害能得到有效

防治。

关键词：葡萄；抗病性；防治措施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ｂｅｔｔｅｒ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ｔｈｅ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ｘ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ｏｆｇｒａｐ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ｏｓｓｅ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ｄｉｓｅａ

ｓｅｓ，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Ｌｉｘ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ｖｉｎｅｙａｒｄ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ｏｆＨｕｎａｎｗａｓｐｕｔｕｐｂｙ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ｕｒｖｅｙ

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ｂｏｏｋｓ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ｔｓ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

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Ｔｈｅｇｒａｐｅｈａｄ１３ｋｉｎｄｓ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ｎＬｉｙａｎｇ

Ｐｌａｉ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ｄｏｗｎｙ ｍｉｌｄｅｗ，ｇｒａｙ ｍｏｌｄ，ｆｒｕｉｔ

ｃｒａｃｋｉｎｇ，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ｕｍａｎｄｓｏｆｔｒｏｔ．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ｒｅａｃｈｅｄｔｈｅｐｅａｋｉｎ

ＪｕｌｙａｎｄＡｕｇｕｓ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ｌｉｅｓｉ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ｐｅ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ｄｉｓｅａｓ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ｇｒａｐｅ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ｗｅｒｅ：Ｋａｒｅｎｎｕｃｌｅａｒｆｒｅｅ，Ｒｕｂｙａｎｄ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ｏｆｇｒａｐｅ

ｍａｉｎ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ｇｒａｐｅ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ｓｏｉｌｆｅｒ

ｔ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ｅｔｃ．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ｓ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ｇｒａｐ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ｃａｎｂ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ｒａｐ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ｘ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近年来，位于湘西北的澧阳平原的提子类葡萄快速发

展，在澧阳平原优质葡萄面积达到了１１３３．３ｈｍ２，挂果面积

超过６６６．７ｈｍ２
［１］。澧阳平原提子类葡萄主要选用的是欧亚

种葡萄，此类葡萄宜种植在阳光充足、昼夜温差大、空气相对

干燥的环境中，澧阳平原气候条件能满足部分条件，自１９８６

年试引种至今已渐成规模，被誉为“南方吐鲁番”。但由于种

系单一且气候高温高湿等因素导致部分提子类葡萄花芽形

成不良、病害严重，采后极易感染灰葡萄胞霉菌等病菌，葡萄

易出现变质腐烂，脱粒、干梗等现象，影响鲜食型葡萄商品价

值［２］。提子类葡萄部分采后病害的病原菌在花期就已浸染，

采后在水分、养分供应相对不足时，部分信号分子激活而引

发病原菌萌发［３］。正确识别诊断葡萄病害，掌握葡萄病害发

生趋势和防治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对更好地开展葡萄病害

防治工作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为此，本研究系统地调

查和监测葡萄浸染病害（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的情况，分析１０多

余种侵染澧阳平原提子类葡萄的主要病害，比较各品种葡萄

抗病性强弱，旨在为澧阳平原优质葡萄的发展与病害防治提

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提子类葡萄调查区域地理条件

　　年降雨量１２００～１９００ｍｍ、无霜期２７２ｄ、土壤有机质

含量２６．３ｇ／ｋｇ、ｐＨ 为６．１、速效氮１２７．４ｍｇ／ｋｇ、速效磷

１０．８ｍｇ／ｋｇ、速效钾１１３ｍｇ／ｋｇ。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一般调查法　在发病盛期，对病害进行３次调查。

在１块田随机调查６个点，在同一地区调查１０块田。

１．２．２　文献分析法　参考《葡萄病虫害防治彩色图谱》
［４］、

７７



《葡萄病虫害看图防治》［５］等。

１．２．３　病情指数计算　按式（１）进行
［６］。

　　病情指数＝
１００×∑各级病叶数×各级病叶代表值

调查总叶数×最高级代表值
（１）

１．２．４　数据处理　使用ＳＰＳＳ１７．０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葡萄病害种类及侵害几率

　　由表１可知：提子类葡萄采前病害有黑痘病、穗轴竭枯

病、根癌病、白腐病、霜霉病、白粉病、灰霉病、病毒病和裂果

病等９种，多发的病害种类主要为霜霉病、灰霉病和裂果病。

病害的发生规律为生长前后期病害种类少，生长中期病害种

类多。７～８月为病害高发期，６月和９月病害较少。其采后

病害种类有灰霉病、青霉病、软腐病、交链孢霉腐病、芽枝霉

腐病等５种，多发的病害种类主要为灰霉病、青霉病和软腐

病。除灰霉病病原菌外，其他４种病害病原菌均在０℃以下

不能生长繁殖或生长很慢［７］。

　　从表１还可看出：葡萄根、茎、叶、花、果实５种器官中，

叶和果实更容易受多种病害侵染，且受害几率也更大。对叶

片和果实各病害受害几率分别用字母标记法进行多重分析，

发现叶片较易感染霜霉病、灰霉病，果实较易感染霜霉病、裂

果病、灰霉病。

２．２　主要病害发生情况

　　澧阳平原所种葡萄主要为欧亚系品种，本次调查了红地

球、美人指、红宝石、维多利亚、夏黑无核、比昂扣、藤稔、克伦

森无核、高妻等品种病害情况，发现，霜霉病、灰霉病、裂果病

３种病害是澧阳平原所种葡萄的主要病害，霜霉病、灰霉病

病原菌分别为葡萄生单轴霉（犘犾犪狊犿狅狆犪狉犪狏犻狋犻犮狅犾犪）、灰葡萄

孢霉菌（犅狅狋狉狔狋犻狊犮犻狀犲狉犲犪），裂果病为生理病害。针对这３种

主要病害进行多重分析，结果见表２～４。

表１　葡萄病害种类及侵害几率


Ｔａｂｌｅ１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ｆｒｉｎｇｅｍｅｎｔｃｈａｎｃｅｓｏｆ

ｇｒａｐｅ（狀＝６）

部位 病害种类 病原菌 浸染时间 受害几率／％

根 根癌病 土壤杆菌属细菌 ５月下旬 １．３２±０．０６

茎 根癌病 土壤杆菌属细菌 ５月下旬 ０．８７±０．０７

叶

黑痘病 葡萄伽圆菌
春秋季节多雨

潮湿时
３．５５±０．２９ｂ

白腐病 白腐盾壳霉菌 ７～８月 ３．２０±０．２４ｂ

霜霉病 葡萄生单轴霉 ７月初 ８．０３±０．４５ａ

白粉病 葡萄钩丝壳菌 ５月中下旬 ２．５８±０．２３ｃ

灰霉病 灰葡萄孢霉菌 春秋季节多雨时３．６２±０．３３ｂ

病毒病 — 整个生长期 ０．６１±０．０９ｄ

花 灰霉病 灰葡萄孢霉菌 花期前后 ２．２１±０．２４

果

黑痘病 葡萄伽圆菌 幼果期 ４．６９±０．４４ｅ

穗轴竭枯病 链格孢菌 开花期 ３．５８±０．２２ｆ

白腐病 白腐盾壳霉菌 ７月 ４．６１±０．３２ｅ

霜霉病 葡萄生单轴霉 ８月 １７．６３±０．５１ａ

白粉病 葡萄钩丝壳菌 ７月初～８月初２．５９±０．１８ｇ

灰霉病 灰葡萄孢霉菌
春秋季多雨时／

贮藏期
８．６６±０．４０ｃ

裂果病 — 夏秋季多雨时 １０．２０±０．５３ｂ

青霉病 青霉菌 贮藏期 ４．７９±０．４９ｅ

软腐病 黑根霉菌 贮藏期 ５．６９±０．４０ｄ

交链孢霉腐病 交链孢霉／匍枝霉 贮藏期 ３．２８±０．３０ｆ

芽枝霉腐病 禾黑芽枝霉属真菌 贮藏期 ３．８２±０．４９ｆ

　　显著性水平α＝０．０５，相同器官不同病害比较，字母相同时差异

不显著，字母不同时差异显著。

表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不同品种葡萄霜霉病发病率与病情指数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ｈｅｄｏｗｎｙｍｉｌｄｅｗ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ｐｅ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２０１２～２０１４（狀＝６）

葡萄品种
２０１２年

发病率／％ 病情指数

２０１３年

发病率／％ 病情指数

２０１４年

发病率／％ 病情指数

红地球 ２７．８０±０．７０ａｂ １４．４０±０．８２ｂｃ ２６．１３±１．２１ｃ １５．７３±０．６０ｄｅ ２４．５３±１．４２ｂ １４．７３±０．５７ａｂ

美人指 ２６．１３±１．６０ｂｃ １４．３７±１．３５ｂｃ ２９．５７±１．１２ｂ １５．１７±０．５０ｄｅ ２１．２０±１．０６ｄ １３．１０±１．０５ｃ

红宝石 ２９．８３±２．０６ａ １４．４７±１．１４ｂｃ ２６．１３±０．５５ｃ １４．２８±０．６１ｅ ２３．８３±０．４９ｂｃ １４．５３±０．９６ａｂ

维多利亚 ２０．９０±１．５６ｄｅ １５．５０±０．５０ｂ ２９．４７±１．０３ｂ １６．８３±０．７２ｃｄ ２１．７３±１．６２ｄ １５．８３±０．７２ａ

夏黑无核 ２４．２７±１．５９ｃ ７．９７±０．４０ｄ ３８．７０±１．４１ａ １７．５０±０．７８ｃ ２８．７３±１．０３ａ ９．８３±０．８６ｄ

比昂扣 ２２．９０±２．１０ｃｄ １４．９７±１．２９ｂ ２３．９７±１．１１ｃ ２０．５７±０．９１ｂ １３．１３±０．８５ｆ １３．８０±０．８０ｂｃ

藤稔 ２７．０３±１．１２ｂ １２．３７±２．４２ｃ ２９．７７±２．６１ｂ ２９．４３±０．８１ａ １５．２７±０．６８ｅ ９．７３±１．１０ｄ

克伦森无核 ２０．１３±０．４２ｅ １４．９０±０．８７ｂ ２１．０３±１．５４ｄ １６．２７±０．７１ｃｄ ２１．２０±０．５６ｄ １４．５７±０．７６ａ

高妻 ２８．９０±１．４７ａｂ １８．３７±１．３５ａ ３２．２３±１．１２ｂ ２８．００±１．９３ａ ２２．１３±１．１０ｃｄ ９．２３±０．５０ｄ

　　　　　显著性水平α＝０．０５，同列比较，字母相同时差异不显著，字母不同时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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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不同品种葡萄灰霉病发病率与病情指数


Ｔａｂｌｅ３　Ｔｈｅｇｒａｙｍｏｌ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ｐｅ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２０１２～２０１４（狀＝６）

葡萄品种
２０１２年

发病率／％ 病情指数

２０１３年

发病率／％ 病情指数

２０１４年

发病率／％ 病情指数

红地球 ９．７３±０．５０ｃ ９．１７±０．８６ｃ ３７．８３±２．１７ｂ ３８．６０±１．２３ａ １２．０３±１．０２ｃ １３．６７±０．４２ｃ

美人指 １２．１７±１．０４ａ １５．４３±０．９５ａ ３２．１７±１．０４ｃ １４．６０±１．０１ｅ １２．５０±０．９８ｃ １４．７０±０．６２ｃ

红宝石 ４．３７±０．４５ｅ ４．７７±０．２１ｄ ３．５０±０．２６ｆ ３．９７±０．３２ｇ ３．２７±０．３１ｅ ２．６３±０．４０ｇ

维多利亚 ７．３０±０．５６ｄ ５．６７±０．８１ｄ ５．７０±０．５０ｆ ８．９７±０．３１ｆ ２４．５７±１．６６ａ ４．４０±０．７０ｆ

夏黑无核 １０．８３±０．７４ｂｃ １０．６３±０．４０ｂ ４７．７０±２．９３ａ ２９．３±０．８１ｂ ２３．８３±１．５３ａ ２２．４３±１．５３ａ

比昂扣 １０．５０±０．８２ｂｃ ９．４７±０．４５ｃ ２０．６０±１．５１ｄ １８．８３±０．６７ｄ １７．８３±１．５６ｂ ９．２０±１．１１ｅ

藤稔 １０．９０±０．６０ｂ １０．８０±０．７５ｂ ３０．３３±２．９０ｃ ２３．５７±２．５５ｃ １１．９０±１．６５ｃ １０．８７±０．７６ｄ

克伦森无核 ８．１０±０．２６ｄ ５．１３±０．４２ｄ １７．５０±０．７９ｅ １６．４７±１．９１ｅ ９．２０±１．０１ｄ ８．８３±０．４９ｅ

高妻 １１．６０±０．６６ａｂ ８．５０±０．３６ｃ ２９．８７±１．７０ｃ ２８．３３±１．５０ｂ １１．７７±１．１７ｃ １６．９７±０．７６ｂ

　　　　　显著性水平α＝０．０５，同列比较，字母相同时差异不显著，字母不同时差异显著。

表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不同品种葡萄裂果病发病率与病情指数


Ｔａｂｌｅ４　Ｔｈｅｆｒｕｉｔｃｒａｃｋｉｎｇ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ｐｅ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ｉｎ２０１２～２０１４（狀＝６）

葡萄品种
２０１２年

发病率／％ 病情指数

２０１３年

发病率／％ 病情指数

２０１４年

发病率／％ 病情指数

红地球 ４．１７±０．４５ｆｇ ３．４３±０．４０ｅ ４．１０±０．６６ｆ ４．００±０．６２ｅ ５．１０±０．３６ｂｃ ３．６０±０．４０ｄ

美人指 ５．９７±０．２５ｄｅ ５．０３±０．７８ｃｄ ５．１３±０．５９ｅｆ ４．１７±０．１５ｅ ５．３７±０．５１ｂｃ ４．０３±０．０６ｄ

红宝石 ３．７７±０．２５ｇ ２．２３±０．２５ｅ ３．９３±０．７０ｆ ２．６７±０．１５ｆ ２．４７±０．５７ｄ １．８３±０．２１ｅ

维多利亚 ４．４０±０．６２ｆｇ ４．００±０．３０ｄｅ ４．７０±０．３６ｆ ４．７７±０．３２ｄｅ ４．７３±０．３５ｂｃ ４．２７±０．４０ｃｄ

夏黑无核 １４．６３±１．１１ａ １０．９３±１．５７ａ １１．２０±１．３１ｂ １３．２３±０．６５ａ １１．００±０．７２ａ ７．２７±０．５０ｂ

比昂扣 ６．８０±０．４６ｄ ９．６７±０．９０ａ ７．６７±０．６８ｄ ６．２７±０．９２ｃ ４．２７±０．６０ｃ ４．８７±０．４０ｃ

藤稔 ８．５７±０．９７ｃ ６．３３±０．４７ｂｃ ９．６０±０．３２ｃ １１．６３±０．４０ｂ １１．５７±１．１７ａ １０．６０±０．６６ａ

克伦森无核 ５．３７±０．４５ｅｆ ５．０７±０．７５ｃｄ ６．１７±０．３２ｅ ５．４７±０．４２ｃｄ ４．０３±０．７５ｃ ４．８７±０．７６ｃ

高妻 １１．１３±１．５５ｂ ７．１７±０．５５ｂ １２．８０±０．７５ａ １１．６３±０．７０ｂ ５．７３±０．３５ｂ ４．９０±０．３０ｃ

　　　　　显著性水平α＝０．０５，同列比较，字母相同时差异不显著，字母不同时差异显著。

　　由表２可知，２０１２年，霜霉病发病率最高为红宝石，最低

为克伦森无核，病情指数最高为高妻，最低为夏黑无核；２０１３

年，霜霉病发病率最高为夏黑无核，最低为克伦森无核，病情

指数最高为藤稔，最低为红宝石；２０１４年，霜霉病发病率最

高为夏黑无核，最低为比昂扣，病情指数最高为维多利亚，最

低为高妻。对于霜霉病各品种葡萄抗病性强弱为：克伦森无

核、比昂扣、美人指＞维多利亚、夏黑无核、藤稔＞红宝石、红

地球、高妻。

　　由表３可知，２０１２年，灰霉病发病率最高为美人指，最低

为红宝石，病情指数最高为美人指，最低为红宝石；２０１３年，

灰霉病发病率最高为夏黑无核，最低为红宝石，病情指数最

高为红地球，最低为红宝石；２０１４年，灰霉病发病率最高为

维多利亚，最低为红宝石，病情指数最高为夏黑无核，最低为

红宝石。对于灰霉病各品种葡萄抗病性强弱为：红宝石、维

多利亚、克伦森无核＞美人指、藤稔、比昂扣＞夏黑无核、红

地球、高妻。

　　由表４可知，２０１２年，裂果病发病率最高为夏黑无核，最

低为红宝石，病情指数最高为夏黑无核，最低为红宝石；２０１３

年，裂果病发病率最高为高妻，最低为红宝石，病情指数最高

为夏黑无核，最低为红宝石；２０１４年，裂果病发病率最高为

藤稔，最低为红宝石，病情指数最高为藤稔，最低为红宝石。

对于裂果病各品种葡萄抗病性强弱为：红宝石、红地球、维多

利亚＞克伦森无核、美人指、比昂扣＞夏黑无核、高妻、藤稔。

　　综合霜霉病、灰霉病、裂果病３种主要病害，抗病性较强

的葡萄品种为：克伦森无核、红宝石、维多利亚。葡萄生产

中，根据不同品种抗病性不同有针对性的进行种植和管理，

可以有效提高葡萄质量。

３　讨论
３．１　澧阳平原提子类葡萄病害的影响因素

３．１．１　葡萄品种　葡萄是最不耐贮藏的水果之一，不同品

种的葡萄，其物理性状和生物性状不同，易受病原菌感染的

程度不同，葡萄的耐贮性也会存在很大差异。饶景萍等［８］指

出欧洲种葡萄比美洲种耐贮藏，欧洲东方种群品种比西欧和

黑海沿岸种群品种耐贮藏，晚熟品种比早熟、中熟品种耐贮

藏。罗国光［９］研究指出耐贮藏品种的果梗木质化程度高，失

水速度较慢，穗轴及果皮表面蜡质含量较多，糖酸含量高，较

不易感染病原菌。

３．１．２　环境条件　环境条件密切影响着提子类葡萄病害，

葡萄病害病原菌大部分为真菌，病原菌游动孢子借风雨传

９７

第３１卷第４期 叶　纯等：澧阳平原提子类葡萄抗病性调查分析及对策 　



播，湿度大有利于孢子囊的形成和存活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郭书普等［１０］指出霜霉病病原菌孢子囊萌发适宜温度为１３～

２８℃，孢囊梗、孢子囊的产生，孢子囊和游动孢子的萌发、侵入

均需有雨露等高湿条件。雨水多、通风透光性差、地面潮湿的

葡萄园，极易发生葡萄霜霉病。春季，多雨，气温在２０℃左

右，连续３ｄ以上空气湿度超９５％的年份容易感染灰霉病。

３．１．３　土壤肥力　氮、磷、钾和微肥的用量适宜，施肥技术

得当，维持土壤肥力水平，才能满足葡萄均衡吸收各种营养，

达到葡萄高产、优质和高效的目的。樊存虎等［１１］研究指出，

过量施用氮肥会严重影响葡萄对钙、钾等元素的吸收，导致

葡萄营养失衡生理病害增多，品质降低，树体的抗性降低，诱

发霜腐病、白粉病等病害。钾肥的使用量不足，会使树体的

生长势减弱、抗性降低、新梢生长变弱、提早停长，导致葡萄

扇叶病等的发生。仅注重氮、钾等大量元素的补充，很少施

用中微量元素肥，也会导致土壤营养失衡，缺素现象严重，生

理病害增加。

３．１．４　生产管理　葡萄生产管理对葡萄的产量、质量都有

很大的影响，包括土肥水管理、树体整形修剪、疏花序果粒、

果实套袋等等。王先荣［１２］研究指出葡萄园要对园内病果、

烂果进行认真清理，清理出来的果实要彻底出园并集中深埋

处理，否则会导致病害蔓延和引发其它病害的发生。葡萄套

袋一般在第１次疏果后及早进行，但需要避开雨后的高温天

气，除袋一般选择晴天，绝对不能在大雨前或下雨时进行，否

则除袋后葡萄果实表皮会吸水引发裂果病。水分管理也很

重要，在一年生产中要保障３次重要灌水，即葡萄萌芽期灌

水浆、果实膨大期灌水和冬灌，各品种在成熟前１个月内严

禁灌水，否则会引起气灼病。

３．１．５　贮藏条件　影响葡萄采后病害的因素主要是贮藏条

件，直接影响贮藏条件的因素主要有温度、湿度、空气成分、

机械损伤及微生物等。温度是影响葡萄贮藏最重要的环境

因子，低温能抑制一些致病菌的生长。贮藏温度高，各种有

机物质分解加速，黑根霉菌等致病菌易侵染，果实衰老腐烂

快，葡萄贮藏期短。葡萄贮藏所需的温度受地区、品种等的

影响，葡萄适宜贮藏的温度范围是－１．１～０℃。另外，恒定

的贮藏温度也有利于葡萄的贮藏，温度变化幅度过大，葡萄

的耐贮性会变差。保持适宜的相对湿度也利于葡萄贮藏，相

对湿度小，能有效控制病菌的危害，但是果粒、果梗易失水，

使果皮收缩，果梗、穗轴干枯；相对湿度高，适宜霉菌生长繁

殖，会加快葡萄腐烂变质。

３．２　澧阳平原提子类葡萄病害的防治措施

　　提子类葡萄病害的防治应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为原

则，充分发挥抗病品种、农业防治、物理防治、植物检疫、化学

防治、生物防治等防治措施的综合效应［１３］。选用抗病性较

强的葡萄品种，使用健康无病害的苗木；秋后彻底清扫葡萄

园，焚烧或者深埋落叶，有效减少越冬的真菌病源；增施肥

料，种植绿肥或以作物秸秆覆盖，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强

树势，合理修剪，注意排水降湿；经常疏松土壤，防止土壤板

结，使土壤内保持一定的水分，避免土壤内水分变化过大；按

照中国规定的有关植物检疫制度执行检疫；发病初期及时喷

洒适宜化学药剂，要注重植株下部的叶片，正、反面都要喷

洒；结合生物防治技术，发展无公害葡萄。

　　葡萄贮藏期病害的防治重点是选择合适的保鲜技术，现

用的保鲜技术有冷藏、气调贮藏、涂膜保鲜、防腐剂保鲜、臭

氧保鲜、辐射保鲜和拮抗菌保鲜等［７］。低温可抑制果实的呼

吸作用和酶活性，能降低各种生理生化反应速度，同时也能

抑制微生物的活动，能延缓果实衰老［１４］。在实际贮藏中，低

温冷藏是一项基本措施，常结合其他保鲜技术贮藏葡萄，能

有效抑制病原菌入侵，提高葡萄保鲜效果。

４　结论
　　（１）澧阳平原提子类葡萄病害种类有黑痘病、穗轴竭枯

病、根癌病、白腐病、霜霉病、白粉病、灰霉病、病毒病、裂果病、

青霉病、软腐病、交链孢霉腐病和芽枝霉腐病等１３种，多发的

病害种类主要为霜霉病、灰霉病、裂果病、青霉病和软腐病。

　　（２）澧阳平原提子类葡萄病害发病时间为整个生长期

间，７～８月为病害高发期，６月和９月病害较少；贮藏期常温

较冷藏易发生病害。

　　（３）霜霉病抗病性较强的葡萄品种有克伦森无核、比昂

扣、美人指；灰霉病抗病性较强的葡萄品种有红宝石、维多利

亚、克伦森无核；裂果病抗病性较强的葡萄品种有红宝石、红

地球、维多利亚。综合霜霉病、灰霉病、裂果病３种主要病害，

抗病性较强的葡萄品种为：克伦森无核、红宝石、维多利亚。

　　（４）葡萄病害防治应采取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原则，

控制葡萄生产，提高葡萄产量，发展无公害葡萄，合理保鲜贮

藏，降低葡萄腐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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