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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自西汉种植葡萄以来，就十分重视葡萄种植技术经验的积累。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当下，葡萄高产种植技术有助

于农民提高种植效率，增加农民收益，同时也有助于消费者获得更加安全的高品质葡萄。随着科技进步和互联网的普及，区块链技术

逐渐成为农业生产和管理的新一代解决方案。应用区块链技术实现葡萄生产的全链条可追溯和透明化，打造品牌信任，加强葡萄质量

监管，从而实现葡萄的优质生产和顺畅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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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中国葡萄种植始于

西汉。2 000 多年来，人们积累了丰富的葡萄种植技术经

验。伴随葡萄文化发展和科技进步，种植技术日益与新

兴科技交叉融合，推动着现代农业变革。其中葡萄种植

技术与区块链技术的创造性联姻，彰显着许多农业应用

价值。

1  葡萄高产种植技术

葡萄，属葡萄科藤本植物，种植历史悠久、范围广泛，

口感酸甜可口，营养丰富，是颇具食药价值的果蔬类作物。

其种植难度不高，在散光和较少遮阴的环境下即可生长。

如果想要葡萄高产，获得更高经济效益，就需要从建园

选址到采摘贮藏都采用合适的种植技术。本文结合对葡

萄种植户的走访归结如下。

1.1  合适的建园选址

葡萄建园的合适选址非常重要，它关系到葡萄的产

量、品质、经济效益和园区经营管理等。影响葡萄建园

选址主要有光照、空气、土壤和水源等多种因素。葡萄

是喜光作物，喜欢生长在充足阳光照射的地方，尤其需

要一定时间的直射光照，长时间光照会促进花期和果期

提前，加速果实成熟，这是葡萄建园选择光照充足地方

的重要原因。葡萄建园区域空气流动要顺畅，可适量设

置风围或太阳雨棚等辅助保护设施，保持空气清新和合

适的湿度，这样可以保证葡萄植株通气良好，营养供应

充足。在建园选址时除了考虑光照和通风条件外，还要

根据土地条件进行定夺。一方面，土层深度要适当，一

般不超过 60 cm，这是由于葡萄的根系比较浅；另一方面，

土壤太黏重和砂质过多等情况会影响葡萄根系生长，进

而影响葡萄果实质量和产量。以上是顺向选择，还需要

逆向思维。在确定建园地块前提下，要根据栽培的种类

和品种来选择合适的土壤调剂或“派对”方式。由于葡

萄种植品种众多，各种品种适应环境和特点存在差异，

因此，在进行建园时一定要同步选定种植品种。如在选

择高产优质、营养价值高的葡萄品种时，需要参考不同

品种的果实大小、产量、口感和风味等指标，同时要考

虑到种植地的气候和土地条件。另外，充足的水源也是

建园选址优先考虑的要素 [1]。

1.2  正确的修剪技巧

首先，注意修剪时机。修剪整形要按照葡萄植株的

生长状况，长势好的修剪为 4 主蔓或 3 主蔓株型，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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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修剪为“一字型”2 主蔓株型；夏季修剪需要对双芽

或多芽的枝进行修剪，留下长势集中旺盛枝芽。通常来说，

葡萄修剪的最佳时间是在葡萄进入休眠期。休眠期一般

在 11 月中旬至 12 月初，这个时期葡萄的叶子已经全部

脱落，树木处于休眠状态，没有叶子和芽眼的遮挡，可

以清晰地看到树干、枝条和枝叶的分布。同时，修剪后

的树枝还有较长生长恢复期，为下一年的果实生长创造

条件。其次，注意修剪频率。修剪太频繁会导致枝条过

于短小，影响葡萄冠层的形成；修剪太少则会形成浓密

的冠层，枝叶互相遮挡，光线不足，也会影响果实的品

质和产量。因此，通常建议每年在适当的时机对葡萄进

行一次修剪，让它恢复健康生长状态。最后，注意修剪

方式。葡萄的常见修剪方法有 2 种：一是保芽剪法。葡

萄树的芽眼数量对其果实生长和品质有很大影响。保芽

剪法的目的是保护芽眼，在冬季修剪时留下一部分芽眼，

以便在来年春季开花。二是去枝剪法。顾名思义就是剪

掉一些冠层内部的枝条，让葡萄尽可能地接受充足的日

照和空气。进行这种剪法时，首先要考虑枝条的大小和

方向，选择黄金分割点进行剪枝，最好将剪口用刀刃刮净，

以达到防止病害侵染的效果。

1.3  科学的施肥方式

首先，注重基肥施加。基肥指在种植前或播种后，

对土壤进行整治时，将一定量的肥料施入土壤中，形成

植物生长所需的基础性营养物质。对于葡萄来说，一般

在冬、春两季进行基肥施用，肥量以 10～15 kg/667 m2 的

有机肥为宜。有机肥种类以腐熟好的新鲜粪便和堆好的

农家肥为主，有利于增加土壤肥力，改善土壤物理性质，

提高葡萄植株对营养的吸收利用率。其次，合理进行追

肥。在葡萄生长、发芽、开花、结果和秋天葡萄长势旺

盛等不同时期加强对葡萄的肥料供应。对于葡萄来说，

一年要追肥 3～4 次，其中，主要的追肥时期为春季，要

选择好肥料品种和喷雾肥料的适当时机。通常，在春季

应选用腐熟好的有机肥、氮肥、磷肥和钾肥等进行追肥，

注意植株分蘖期需要施肥，夏季果实成熟后期也可适量

追一次肥，以此增强葡萄的养分吸收和利用能力。最后，

恰当叶面喷肥。叶面施肥是利用植物叶面吸收肥料的特

性，将肥料喷在叶片上，让肥料被叶面直接吸收，以达

到快速增加树体营养和抗病能力的目的 [2]。

1.4  合理的灌溉方法

葡萄生长需要充足的水分，灌溉是葡萄栽培过程中

的重要一环，它关系着葡萄生长发育及果实的品质和产

量。制定葡萄灌溉方案时要考虑葡萄的生长发育、栽培

环境、土壤类型和气候条件等因素。在种植葡萄的过程中，

灌溉葡萄必须科学合理，需要结合树龄、种植密度和生

长环境等因素来适时适量灌溉。灌溉的方式通常有 3 种：

第一，滴灌。滴灌是常用灌溉方式，适用于大面积葡萄

园，优点在于用水高效低耗，不易胀渗和水土流失。第

二，喷灌。喷雾灌溉是采用微细喷泉灌溉，适用于干旱

或高温地区，可保持土壤湿度，使土壤更加细腻，有利

于葡萄生长和果实发育。第三，地面浸润法。这是一种

利用天然降水补充水分的自然浇灌方式，灌溉器材简单、

成本低。在种植葡萄的过程中，利用天然降雨或雪水浸

润葡萄园地，补充土壤表层水分，可以增加土壤透气性

和保水性，促进葡萄快速生长和均匀成熟。

葡萄不但喜光喜热，也喜欢湿润环境。其水分需求

在各个时期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 3 个阶段：一是生长

期。生长期的葡萄，需要充足的水分供应来支持其生长。

因此，每隔 3～4 d 要进行一次灌溉，保持土壤湿润度为

60%～70% 即可。二是成熟期。进入成熟期的葡萄，需要

降低每次灌溉水量，灌溉周期也日趋延长，大概 7～10 d，

水量通常控制在土层湿润度为 45%～55% 即可。三是休

眠期。对休眠期的葡萄灌溉主要是为了补充耗失水分，

维持根系健康。因此，无须大量用水，每隔 15～20 d 进

行一次浅浇灌即可。

1.5  病虫害防治措施

葡萄是易受病虫侵害植物。因此，在种植葡萄的过

程中，需要加强对葡萄的病虫害防治。通常是定期用农

药喷洒葡萄，从源头上控制病害和虫害发生。当葡萄果

实即将进入成熟期时，需将物理防治措施端口前移，如

提前悬挂纸袋或放置捕虫灯，以保证葡萄的品质和产量。

对于病虫害的防治，人们比较常用的措施主要有以下 4

种：一是清理园地。葡萄园地的杂草、病株和虫害株要

尽早予以清除，保持园地干净。二是优选种苗。葡萄的

育苗和移植要采用优良品种和无病苗。三是轮作套种。

葡萄园地应采用轮作制度或作物套种，如采取立体化套

种蔬菜的种植模式，尽量不连续种植相同作物，减少病

虫害危害。四是合理施肥。对葡萄进行科学施肥有利于

增强植株的抗病能力。总之，对葡萄病虫害要综合防治，

尽可能采取科学方法进行植物检疫、抗病育种，并应用

生物、物理、化学和农业等多种防治手段，打好科学防

治“组合拳”，确保葡萄园的健康发展，提高葡萄的产量

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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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采摘和保鲜妙招

葡萄是易腐食品，在采摘和保鲜环节要采取适当措

施，以延长其保质期。在采摘葡萄时要注意 4 点：一是

选择成熟度高的果实，避免过度损坏，影响葡萄质量和

产量。二是选择日照充足的采摘时间，最好是气温适宜

的早晨或傍晚采摘，以避免烈日暴晒，使葡萄发热和水

分蒸发过快。三是采用手摘或剪枝钳摘方式，切勿用硬

物抽打或摇晃树枝，以免损坏果蒂或果梗，影响葡萄品质。

四是不要拎起葡萄，以免挤破果实。

对于葡萄的贮存与保鲜，建议进行如下操作：一是

将采摘的新鲜葡萄处理干净，去除杂物和烂果，用流

动的清水冲洗 2～3 遍，晾干水分。二是将干净的葡萄

捧放在清洁、干燥的浅盘、果篮或盒子里，也可装入

垫有薄草席或泡沫塑料的箱子，确保果实完整和干净

卫生，还可将葡萄放入通风良好的冰箱中，存放温度

控制在 0～4 ℃。需要注意，葡萄贮藏要避免与其他蔬果

混放，因葡萄果实柔软多汁，含水分较高，易受霉菌

和甲醛等物质侵染，加速果实的衰老和腐烂。葡萄的采

摘、贮存和保鲜状态关系到葡萄的质量和口感，应尽

量采用科学合理的操作方法，提高葡萄的品质和营养

价值 [3]。

2  区块链技术在葡萄种植中的应用

2.1  打造葡萄品牌信任

生产信息上链是区块链技术的核心功能。应用到葡

萄种植上，可以“全息”葡萄生产的每一环节，包括

种植、施肥、灌溉、病虫害防治、保鲜、贮存和销售等。

例如，农药剂量、施肥情况、灌溉时间和贮存状态等。

对于消费者而言，在传统供应链管理下，难以了解食品

的生产过程，存在诸多食品安全的不确定性或隐患。通

过区块链技术应用，消费者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实时

查看现实世界中每个葡萄的生产环节，同步了解施肥和

农药等真实信息，从而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透明

化反馈体系，利于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度。如果发

现产地存在病虫害、存放和保鲜等问题，消费者可以溯

源、追责和维权，及时止损，有力防止假冒伪劣产品流通。

利用区块链技术，葡萄生产信息可被记录下来，便于消

费者监督，对葡萄的品质和品牌价值有更高的信任度；

促进生产者自律，用更好的生产信息证明自己产品的优

劣和价值。

2.2  葡萄全流程可追溯

通过区块链技术，葡萄生产的全链条可进行动态追

溯，消费者可通过手机扫码或上网查询等方式看到葡萄

的生长或加工全过程，了解清楚每个葡萄的生长环境、

加工过程和流通细节，从而更加放心购买与食用。对于

生产方和销售方来讲，葡萄全流程可追溯的作用也十分

明显。生产方可利用区块链技术记录每一个生产细节，

通过对土壤湿度、温度、酸碱度和营养成分等监测，实

现情境化调控；对葡萄生长情况、成熟度和品质等获得

透明化信息，改进生产过程，实现精准采摘和包装，从

而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销售方可通过信息溯源，

更好地管理库存和送货，避免不必要的损耗，从而提高

配送货准确性和效率。

2.3  加强葡萄质量监管

传统种植方法需要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而

利用传感器和数据采集技术可以有效降低成本。例如，

根据传感器采集数据，可精准监测葡萄种植区域的温度、

湿度和光照等环境因素，以及葡萄生长和生产系列数

据。随着该项技术的升级换代，葡萄生产方能够更加及

时发现问题、调整生产、降低损失或成本，从而提高生

产效率。此外，通过发挥区块链技术的可追溯性，把采

集数据储存起来，可以加强葡萄质量监管，做好风险把

控，选择品质更好、更安全的葡萄。当出现质量问题时，

可快速精准定位、追溯问题，最大化地减少损失、消除

影响。在葡萄种植技术推广和产品营销环节，应用区块

链技术可实现产品信息的精准对接，从而增强品牌影响

和竞争力。 

3  结束语

区块链技术应用于葡萄种植上，能够实现从种植环

境到劳动管理，从节水灌溉到病虫害防治，从采摘保鲜

到 运 输 销 售， 再 到 管 理 体 系 完 善 溯 源， 打 通 葡 萄 种

植、生产和销售等关键环节，实现信息全过程“数字化”，

且不可篡改。区块链技术与葡萄种植技术交叉融合，

让小小葡萄带着“身份证”行走，这预示着技术交叉是

未来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必将在乡村振兴中激发新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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