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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树势

对葡萄种植者来说，最基本的工作

是调整好树体及新梢的长势。中庸的长

势更利于葡萄开花结果，利于葡萄当年

花芽分化，提高植株抗逆性，也更利于果

实品质的提高和栽培管理。

树势强的表现为新梢基部较粗、生

长旺盛、节间长、新梢先端弯曲、叶片大；

树势弱的表现为新梢基部较细、生长衰

弱、节间短、新梢先端较直立、叶片偏小。

树势与品种、砧木、土壤肥力、氮肥施

用量、水分供应量、新梢选留密度、修剪的

轻重、结果量等有密切关系。当土壤肥力

不变，新梢数量及结果量减少时，树势就

会增强；当新梢数量和结果量不变，增加

土壤肥力时，树势也会增强。从这点来

看，树势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地上地

下部分的管理会随时产生不同的变化。

修剪的轻重可影响到树势强弱。葡

萄在春季萌芽后，新梢生长初期（大概在

几片叶期间内）主要靠体内上年积累的

营养维持生长，如果修剪过重、新梢数量

减少，就会增加每个芽获得养分的数量；

对旺盛树采取轻剪，适当增加新梢数量，

是促进树势中庸的重要措施。如果修剪

量过大，仅靠留下的数量偏少的芽消耗

从根系吸收的营养，即使这些芽增加一

定的叶片数量，也不能全部消耗掉树体

及从根部吸收上来的养分，这样就会产

生徒长枝，以消耗掉多余的养分而促进

营养物质收支平衡。

土壤及水肥管理对树势有重要影

响。当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时，土壤较

为疏松，较高的腐殖质含量促进土壤的

团粒结构形成，根系分布较广，加之充足

而相对均衡的营养，可促进地上部分生

长强壮。追施肥料的时期、种类、数量对

树势有重要影响，开花前追肥尤其是追

施氮肥，对提高植株生长势效果显著，弱

树应适当追施，而旺树则应控制追肥，对

落花落果严重的品种一般要慎重使用。

在实际生产中，树势过旺往往是由于大

量使用化学肥料造成的，尤其是大量使

用氮肥。在秋季适当施用有机肥料，对

第二年树势可达到壮而不旺的效果。根

据树势生长情况，在适当时期，追施适当

的肥料，促进葡萄健壮树势的形成。施

肥应与灌水配合使用，在相对干旱情况

下，灌水可促进根系对营养物质的吸

收。对于树势的调整，要地下地上一体

化综合进行，根据树势生长情况灵活掌

握，其根本目标是使新梢下部几节的粗

度达到0.8~1.2厘米，这样可满足果穗对

营养物质的基本要求，花芽也可得到良

好发育。

新梢摘心

对于多数品种来说，葡萄在开花之

前，为促进坐果，一般要进行一次摘心，

以控制营养生长，促进营养物质对花序

的供应以促进坐果。

主干环剥

在开花前对主干进行环剥，也是促

进坐果的有效措施，一般环剥宽度要小

于树干直径的五分之一，且不能伤及木

质部。环剥后要注意保护伤口不受害虫

危害。环剥一般对生长较旺的树采用，

对长势较弱的树不宜采用。叶片营养物

质是透过韧皮部向下运输的，葡萄主干

环剥后，使营养物质停留在环剥口以上

部位，可促进坐果。

使用生长调节剂

对树势较旺的树，可使用缩节胺（助

壮素）等生长延缓剂、抑制剂控制新梢生

长，提高坐果。缩节胺的使用浓度一般

为500~750毫克/升，树势强时使用较高

浓度，树势中庸时使用较低浓度，树势偏

弱者不用。缩节胺一般在田间刚见花时

使用，新梢上下部叶片全部喷洒，为保证

效果，要将溶液喷洒在叶片背面，尽量少

喷洒花序。

使用生长调节剂处理花序可以促进

坐果，目前生产上使用的多为赤霉素。

赤霉素使用浓度因品种而异，一般在5~

50毫克/升。二倍体无核葡萄使用浓度

一般在5~20毫克/升，如巨峰使用浓度

一般为5~10毫克/升。三倍体夏黑葡萄

使用浓度为25~50毫克/升，以微型喷雾

器喷洒或蘸穗为主。

单纯以提高坐果率为主要目的时，

适宜的处理时期一般为开花末期至落花

后3天内。过晚处理时，由于已经自然落

果，不能达到提高坐果率的目的。如果

处理过早，有核品种有无核化倾向，增加

无核果实比例，造成坐果过多，增加疏花

疏果的用工量。

▶近日，农业农村部节水农业专家

指导组在北京成立，将为促进节水农业

发展提供科学有力技术支撑。指导组由

旱作农业、农艺节水、节水灌溉、水肥一

体化、抗旱育种、水资源规划、节水信息

化、土壤墒情等领域专家34人组成，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康绍忠教授

担任专家组组长。

▶近日，由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组织

的《药肥产品标签标识规范》团体标准研

讨会召开。据悉，该标准于2020年12月

正式立项，目前处于起草及征求意见阶

段，计划于2021年下半年发布实施。

▶3月16日，农业农村部、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供销总社

等七部门联合召开2021年全国农资打

假专项治理行动视频会议。会议强调

要创新农资监管方式，大力推进执法信

息化建设，实现农资生产、经营、使用、

监管信息一体化，进一步健全信用监管

机制，实行黑名单制度，让制假售假者

付出代价、寸步难行。

▶日前，面向“十四五”的农业保险

高质量发展政策研讨会暨中国农业风

险管理研究院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

专家提出，农业保险要围绕“扩面、增

品、提标”的发展方向，深入推进实施三

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

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方式，进一步加强农

业保险增信功能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做

好2021年全程机械化有关工作促进粮

食稳产增产的通知》。当前我国农业生

产进入机械化主导的新阶段，在技术层

面，要着力补齐重点区域粮食生产全程

机械化短板，围绕双季稻机械化移栽、

玉米籽粒机收等薄弱环节和丘陵山区、

种业机械化短板，推广应用一批高适应

性技术装备和全程机械化生产模式，提

升粮食生产效率效益。

▶近期，尿素各地成交价格均小幅

上涨，预计短期内行情继续坚挺。磷肥

方面，交投氛围转弱，价格趋于平稳；多

地二铵库存不足，且原料成本较高，价

格出现小幅上涨。钾肥价格高位坚挺、

库存有限，短期内仍将维持高位走势。

复合肥需求增加，市场稳中向上运行，

由于原料涨幅较大，预计短期以高位盘

整运行为主。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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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葡萄坐果有方法 掌握四项措施夺高产

核心提示

>>> 专家简介

春犁破土，化肥农药等农资品步入

“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忙碌节奏。然而，

在一些地方，化肥农药遭到全面查禁。

据报道，有的地方派出督查组封禁各农

资销售店化肥农药，有的提出“全域无

化肥农药”，等等。为此开出的替代方

案是，以有机肥和生物农药全面替代化

肥农药。

应当说，这些做法无论从推动农业

绿色发展、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的长远

目标，还是从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发展无

公害绿色农产品的现实角度来看，有一

定必要性、合理性。但是，如果“一刀切”

地禁用化肥农药，并且要求“全面替代”，

以当前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产能

力，未免操之过急，有失偏颇，不仅违背

农民意愿，也违背农业常识，既不现实，

更不科学，还有形式主义和“懒政”之嫌。

化肥农药是人类技术进步的成果，

它给农业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控制病

虫害，提升单产。如果没有化肥农药的

出现，以现在的农业资源禀赋，人类将

难以养活自己。但化肥农药过度使用也

产生了土壤老化和环境污染等弊端，所

以我国提出了“减量化、零增长”等目标

举措，一方面加强对绿色化肥农药的研

发，一方面不断减少使用量，通过提升

品质和减量施用达到产量与环境平衡。

同样，随着观念改变和技术进步，有

机肥和生物农药正在受到更大重视。有

机肥和生物农药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减

轻了化肥农药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有机

肥和生物农药在肥力综合性能和成本等

方面与化肥农药还难以相比，除了特定

区块或地段，在大范围大面积内有机肥

和生物农药目前根本不可能完全替代化

肥农药。这是科学，也是现实。而且，从

技术进步角度看，两者并非“死对头”，而

是相向而行，属于“同一战壕”，只不过使

用的“武器”有所区别。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对化肥农药

“彻底查封”呢？这是当前一些地方或

多或少地存在的“老毛病”和“积习”所

致。一是没有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

贯彻新发展理念，比如把“绿色发展”理

念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把农业“绿

色发展”等同于杜绝化肥农药，误以为

化肥农药零增长就是“封禁”“不使用”；

二是形式主义的“政绩观”驱使，比如明

知道化肥农药全替代不切实际，但为了

显示“推动绿色农业有力”的形象，依然

声势浩大地搞“一刀切”“刮风式”行动，

以此表达“政绩突出”；三是可能有利益

集团裹挟其中，为某些利益不惜以行政

手段来站台推动。

这样的毛病，不止一地，也不止一

时；这样的教训，同样不止一地，也不止

一时。问题在于，相关地方什么时候才

能彻底改正、真正吸取经验教训！

（瞿长福）

3月20日，2021中国种子大会暨南

繁硅谷论坛在海南省三亚市拉开帷幕，超

过2000名中国种业产学研人士齐聚三

亚，围绕各自研发领域进行深度探讨。

种业作为国家战略性、基础性产业，

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丰富人民餐桌和促进重要农副产品

高效供给的重要基石。2020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将解决好种子问题列为八大重

点任务之一，强调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

术攻关，打一场种业翻身仗。

在此背景下，本届种子大会得到业

界高度关注。主办方介绍，大会计划接

待1500人左右，实际报名人数超出2000

人，出于疫情防控需要，大会注册报名通

道提前关闭。

中国种子协会会长张延秋介绍，自

2018年举办首届中国种子大会以来，该

大会已成为中国种业的群英大会、博览大

会、引领大会。本届大会共设置1场主论

坛和12场分论坛，议题涵盖水稻、玉米、

蔬菜、畜禽、南繁等领域，百余名国内外权

威专家将带来100多场精彩报告。

有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

29位院士参会。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家洋作题为《生物育种发展报告》的演

讲，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作题为《种源

“卡脖子”技术攻关打好种业翻身仗》的

演讲，此外还有张启发、戴景瑞、谢华安、

陈温福、包振民等众多院士专家将围绕

各自研发领域进行深度探讨。

作物遗传育种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盖钧镒表示，与往届大会不同的是，本次大

会附加了一个“南繁硅谷论坛”。“因为得天

独厚的光热优势，每年冬春时节，海南三亚

等地迎来成千上万的育种科研人员，进行

南繁加代育制种工作。”盖钧镒说，过去是

各个科研单位、育种机构自发来海南南繁，

近年来在“建设南繁硅谷”的口号下，育种

力量被充分组织起来，海南的热带光热条

件也得到充分利用。

据介绍，本次大会持续至 3 月 24

日。其间除了主旨报告、论坛交流外，还

将在三亚、乐东、陵水等南繁基地开展品

种田间展示，多达2400多个品种供与会

者参观考察。 （王晓斌）

日前，省农业农村厅印发《河南省

2021年农业转基因生物监管工作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严防非法

生产经营转基因种子，检查覆盖率

100%。

方案指出，坚持“两手抓”“两促进”，

既要加快推进生物育种研发应用，又要

依法依规严格监管，严肃查处非法制种、

知识产权侵权等违法违规行为，保障农

业转基因研发应用健康有序发展。

方案要求，持续推进河南省农业转

基因监管体系队伍不断健全，监管能力

不断提升，农业转基因研究、试验、生

产、经营、进口、加工活动规范有序。对

农业转基因研究试验和农业转基因加

工企业现场检查覆盖率100%；对涉农

科研育种单位试验基地抽样检测覆盖

率100%；对河南省南繁育种单位试验

基地开展抽样检测。

方案明确八项重点工作，即：压实

主体责任，严防非法生产经营转基因种

子；加强研究试验监管，对农业转基因

研发单位全覆盖检查；加强南繁基地监

管；加强品种审定监管；加强制种环节

监管，严防非法转基因种子流入市场；

加强种子加工经营监管，严查转基因种

子非法加工销售；加强进口加工监管；

加强病虫害发生动态监测。（厅报）

3月19日，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发

布《2021年河南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产

品种类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南依据

《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办法》《农业机械试验

鉴定工作规范》有关规定，围绕全省农业

生产和农机发展的中心任务拟定。

指南共涉及11大类15小类28个

品目的农机产品，主要是铧式犁、微耕

机、旋耕机、铺膜机、起垄机、条播机、穴

播机、深松施肥播种机、全秸秆茬地洁

区播种机、花生起垄施肥播种机、秧苗

移栽机、田园管理机、割草机、花生摘果

机、玉米脱粒机、复式清选机、花生脱壳

机、茶叶筛选机、茶叶炒（烘）干机、茶叶

杀青机、茶叶揉捻机、喂料机、潜水电泵、

抓草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备、鸡

笼和笼架等推广鉴定品种，以及自走式

烟叶采收机、自走式烟叶植保打顶机和

自走式烟叶采收机等专项鉴定种类。

据悉，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还将

根据鉴定资质及大纲发布等情况，适时

对鉴定产品种类指南做出调整。（厅报）

严防非法生产经营转基因种子
检查覆盖率100%

农机试验鉴定产品种类指南发布
涉及11大类15小类28个品目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 蒯传化 刘崇怀

春季回暖，葡萄树体破除休眠、树
液流动，树体将陆续开始萌芽、发枝、
开花、孕穗、坐果。坐果的质量和数量
将直接影响果农一年的收益，而促进
葡萄坐果是一件系统的工作，需要从
控制树势、新梢摘心、主干环剥等多方
面着手。

蒯传化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

树研究所副研究员，从事葡萄新品种

选育和葡萄规范化栽培技术研究。

主持河南省重点攻关项目“套袋葡萄

日灼病诱发因子与防治技术研究”，

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高产优

质柑橘、葡萄、桃新品种选育”等项目

的研究，参与国家农业行业标准“绿

色食品—温带水果”的制定。

刘崇怀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

果树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兼任中国农学会葡萄分会副

会长，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育种

研究室主任等职务。长期从事葡萄

品种资源及栽培技术研究。主持

“葡萄种质创新与利用研究”“葡萄

新品种 DUS 测试技术及标准的研

制”等国家项目。主持制定4项农业

行业标准。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贺小荣在

参加“2021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

坛”时表示，当前我国种业已进入以自主

创新为驱动力的新发展阶段，最高人民法

院将在年内出台一部新的审理植物新品

种权案件司法解释，严格依法保护种业自

主创新。

贺小荣说，人民法院将与有关部门推

动形成严格依法保护知识产权的更强合

力，并将加大植物新品种司法保护作为重

点领域。一是进一步明确植物新品种裁

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将在广泛听取业

界、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意见基础上，在

年内出台一部新的审理植物新品种权案

件司法解释，进一步统一司法裁判尺度、

加大司法保护力度。

二是进一步促进植物新品种行政执法

标准和司法裁判标准统一。人民法院将加

强与行政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开展机制

性的人才交流和业务培训，完善植物新品种

鉴定机制，健全行政执法和司法衔接机制，

不断创新中国特色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三是进一步发挥专门人民法院特色

优势。最高人民法院将指导海南自由贸

易港知识产权法院充分发挥自由贸易港

政策优势，探索积累更多的实践经验，进

一步加大对“南繁硅谷”种业知识产权的

司法保护，从源头上增强种业自主创新的

内生驱动力。

贺小荣说，过去二十多年人民法院不

断提高植物新品种审判水平，为种业自主

创新提供有力司法保障。1997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施行以来，

人民法院植物新品种审判从无到有、由弱

变强，各级法院审理了一大批植物新品种

案件。最高人民法院还先后发布了2个植

物新品种审判司法解释和3件指导性案例，

明确了一系列裁判规则。（据新华社电）

逾两千产学研人士

齐聚“南繁硅谷”探路中国种业研发

新的审理植物新品种权案件司法解释将于年内出台

“一刀切”禁用化肥农药
不现实更不科学

信息速览

链 接

3月20日，正值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全

省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开展春季农业生产，乡间

田野一派忙碌的景象。

分至分至春春 事忙事忙农农

安阳市殷都区都里镇北马辛庄村跃进合作社

社员在为李子疏花 毕兴世摄

温县武德镇亢村农民在大棚里施肥 徐宏星摄 项城市丁集镇绿色农业种植基地日光温室内，瓜农忙着为黄金瓜秧苗打叉 王洁石摄

言 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