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葡萄种植心得体会怎么写(优质5篇)
心得体会是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考、
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
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
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葡萄种植心得体会怎么写篇一

师：同学们，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葡萄沟》（齐读课题）。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学过的生字词，看同学们还记不记
得？（开火车，齐读）（出示幻灯）

师：好！同学们真棒！下面我们开始学习课文，课文里有一
句话是夸葡萄沟的，边读边在课文中找出夸葡萄沟这句话，
找的后请用横线画出来。看谁读得最认真。开始读！

师：好！同学们读的都很认真，谁来告诉我哪一句是夸葡萄
沟的。（生答）（板书好地方）

师：接下来谁先来说说你是从哪里感受到葡萄沟是个好地方
的。（从第一段感受到葡萄沟是个好地方）师：为什么？
（因为那里出产水果）（读第一段）

师：我们一起了解了解：葡萄沟在哪？（新疆吐鲁番）（出
示幻灯片）

师：

七、八月有——

师：还有没有？说出来。（九、十月有葡萄）

师：那是人们最喜爱吃的葡萄，我们不由得想说葡萄沟是个



好地方。

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葡萄园看一看（齐读）请同学们用
横线画出描写葡萄枝叶的句子，用曲线画出描写葡萄果实的
句子。

师：同学们，这里的葡萄种在哪儿？

师：谁能把书上的话告诉大家？（一起说）（葡萄种在山坡
的梯田上）师：同学们，一起来看看，这（简笔画山坡）我
们可以叫做什么？（山坡）

师：我们再来看看，像石阶一样沿着山坡向上的，（板书简
笔画梯田）我们就可以把它叫作——（梯田）（出示幻灯片）

师：真好，种在山坡的梯田上的葡萄，有好在哪里呢？（出
示幻灯）生：这些葡萄茂密的枝叶向四周展开，就像搭了一
个绿色的凉棚。

师：是说它的叶子长得怎么样？（茂密）师：我们读一读，
告诉大家

生齐读：茂密的枝叶向四周展开，就像搭了一个个绿色的凉
棚

师：同学们，我们来看看，（板书简笔画葡萄架和葡萄藤）
这是——（葡萄架，葡萄藤）师：书上说是茂密的枝叶，我
们来看,(简笔画叶片)，一片叶子能说是茂密吗？ 师：那行，
那两片、三片、四片、五片~~~~（不是~~~）

师：怎么样才是茂密的枝叶呢？（有很多很多，数不清的枝
叶）谁想到前面来画画呢？（请几位学生上台画枝叶，画在
藤上）



师：有许多这样的凉棚在山坡上，老师只是画了其中一个，
孩子们，在凉棚下，你的感觉如何呀？（凉快，冰爽，舒服）

师：是啊，一句话，好舒服哟，好凉快哟。谁会读，让人感
到真的好凉快。

师：你再来，读出凉快的感觉。这个“绿色的凉棚”就感到
凉快了。你们也来一起读一读。那种凉快的、舒服的感觉。）

（指名对比读——互相读——能读好的起立读

师：读得真好，听了之后什么感受？（听了大家的朗读，我
感觉自己就真的在葡萄架下）

师：同学们，通过刚才的朗读，我们感受到枝叶长得——很
茂密。现在我们透过茂密的枝叶，看看葡萄长得怎么样？
（出示幻灯）

生：到了秋季，葡萄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一大串挂在绿叶
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
美丽极了。

师：总之一句话，葡萄有很多的颜色，有红的~~~~~~~~~~~~
（生齐读）

（生站一排，介绍自己手中葡萄的颜色,师作引导，区别红色
和暗红色）

师：给“光”组组词看（光明、阳光、光亮、金光、金光闪
闪、金光灿灿）生：我们这里的光指什么？（亮光）

师：哪来的亮光？(阳光),阳光一照，葡萄就发光、发亮，就
像一个个珍珠

师：像珍珠，像玛瑙，这样的葡萄不仅颜色多，而且会发光



这就叫——“五光十色”

师：同学们，我们不禁感受到葡萄沟的葡萄——五光十色，
美丽极了.师：为什么这葡萄沟的葡萄长得这么好啊？(维吾
尔族人民很勤劳，自然条件要好。)师：正因为维吾尔族老乡
勤劳、能干、聪明，把葡萄种在山坡上，所以这儿的葡萄长
得好。这维吾尔族老乡不仅聪明，能干，还有什么特点？请
你快速地读读课文。（出示幻灯）（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
乡，总会摘下嘴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

师：也就是说维吾尔族的老乡还怎么样？读读这个词，（板
书热情好客）

师：汉族小朋友，你好！你称我什么？ 生：维吾尔族阿姨好！
师：汉族小姑娘好！

师：我们这个民族啊，维吾尔就是团结合作的意思。在我们
新疆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有维吾尔族，还有哈萨克族、回族等
等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人们团结合作，建设
更美好的明天。

师：感觉我们这个地方怎么样？（请一位学生回答）你好，
感觉我们葡萄沟的葡萄怎么样？ 师：能不能用一个成语来说
说？（五光十色；很甜）

师：是啊，所以今天我要让你们吃个够！课文中有这个词，
读读这个词（吃个够）师：吃个够是怎么吃？（吃得很多；
吃饱为止）

师：一句话，吃不了了还让你们吃，吃不下去了还让你们吃，
没完没了地让你们吃，一个劲地让你们吃，就是让你们——
吃个够！师：同学们，我们葡萄沟的葡萄就是让你们使劲吃，
吃不了还可以带回家去给~~~~~吃，那么还有一些葡萄我们怎
么办？刚才你们夸我们聪明能干，把葡萄种在山坡上，我



们~~~~？（还有一部分葡萄变成葡萄干。）

师：真了不起！接下来读第三自然段想一想，阴房是什么样
子的用横线画出来，葡萄干在阴房里是怎样制成的，用小括
号括出来。（点名读）

师：（阴房是用来干什么的（制成葡萄干）阴房是什么样子
的，（点名回答）接下来老师领你们到阴房看看（出示幻灯
片）

师：阴房里挂着成串的葡萄，它们是怎样制成葡萄干的呢？
请同学们在课文里找，用小括号括出来。（点名读，齐读）
谁能用自己的话说说，葡萄干是怎样制成的？（出示幻灯片）
（点名两位同学）

师：颜色鲜，味道甜，能用一个词概括出来吗？（色鲜味甜）

师：刚才老师带着你们去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沟看了葡萄园，
感受了维吾尔族的热情好客。即将与老乡告别了，在这告别
之际，对老乡说些什么？（谢谢你的好客）

师：谢谢我的招待（谢谢你五光十色的葡萄；谢谢你带我去
凉棚；色鲜味甜的葡萄干；老乡）师：同学们，葡萄沟好不
好，（好）

师：这次旅行我们真是眼见为实，不有的发出这样的感
慨——（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出示幻灯）师：没发过言
的同学站起来，一起说——（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师：同学们，旅行结束了，马上就要告别老乡了，我们都站
起来，还想再发出同样的感慨——（葡萄沟真是个好地方）
师：我们就要离开葡萄沟了，再一起来回味一下葡萄沟的美
（齐读课文）师：同学们，旅游到此结束。



葡萄种植心得体会怎么写篇二

第一段：引言（150字）

在不久前我有幸参加了一次葡萄种植的考察活动，收获颇多。
葡萄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常见的果树之一，有着悠久的种植
历史和广泛的应用价值。考察中，我了解了葡萄的种植技术、
发展现状以及商业价值，深刻体会到了葡萄产业的潜力和未
来发展的巨大空间。

第二段：技术探讨（250字）

在考察中，我发现了葡萄种植的关键技术与措施。首先是选
址与土壤状况。只有选择适合种植葡萄的土质，才能保证葡
萄植株的生长状况。其次是栽培与控制。适当修剪树形、管
理和翻土施肥，以及果实膨大期的水分控制等都是关键措施。
再次是预防与治理病虫害。合理的防治措施可有效保证葡萄
的健康和产量。尤其是对于葡萄白粉病、黑腐病等常见病害，
采取合理的预防和治理方法至关重要。

第三段：行业发展（250字）

随着国内外人们对葡萄营养价值认知的提高，葡萄产业的发
展前景一片看好。通过考察，我深入了解了当前国内外葡萄
产业的现状和趋势。国外的葡萄产业发达，尤其以法国、美
国和澳大利亚等为代表的葡萄酒产业更是独树一帜。而我国
葡萄产业还处在起步阶段，但随着对葡萄和葡萄酒的需求增
加，国内葡萄种植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第四段：商业价值（250字）

考察中，我了解到葡萄种植的商业价值不容小觑。首先，葡
萄酒产业是世界上一个巨大的市场，前景广阔。其次，葡萄
品种繁多，除了酿造葡萄酒外，还可以加工成葡萄干、果酱



等产品，可以用于制作果冻、果汁等。此外，葡萄还可以开
发出一些化妆品等高附加值产品。这些商业化的运用将大大
增加葡萄种植的收益，带动种植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段：展望未来（300字）

通过这次考察，我深感葡萄种植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我
国葡萄产业还需要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引进，提高栽培品种
的质量和收益水平。同时，还应加强品牌建设，提高葡萄产
品的附加值，加强市场营销能力，扩大销售渠道。还需要加
大培训力度，提高种植者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在此基础
上，政府应加大支持力度，优化税收政策，加大资金投入，
提供技术服务和市场开拓等方面的支持，推动葡萄产业的良
性发展。

总结（100字）

通过这次葡萄种植考察，我从不同角度深入了解了葡萄的种
植技术和商业价值。同时，我也看到了葡萄产业的发展前景
和后续发展需要的努力。我相信，在各方的努力下，葡萄产
业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为我国农业产业的发展和农民收
入的增加做出更大的贡献。

葡萄种植心得体会怎么写篇三

“在教学过程中，要始终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应充分
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营造宽松、和谐的学习气氛……。”这是《国家英语
课程标准》关于“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中”明确提到的，这
里的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就是指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
通过这次培训，现在我就如何在英语教学中始终体现学生的
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和教师的指导作用，谈
几点心得体会。



一、学生主观能动作用的意义

学生的主观能动，通俗地说，就是

对的重要课题。

二、如何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

(一)以明确的学习目标激励自身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

学生是学习的承担者，是保障其主体地位的决定者。学生为
了能使自己在教学活动中充分发挥主体作用，把自己置于主
体地位，应努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要明确英语学习的目的。当今时代是信息时代，中国越来
越与世界紧密相关，而英语就堪称为时代信息的首要载体。
对于我们来说，学会英语就等于打开了世界之窗，使自己与
世界联系得更为密切。学生们只有把英语学习的目的与自己
全部生活的目标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增强自己的主体意识，
把英语学习真正作为自己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真正学
好这一门课程。

2.要正确认识自己在学习中的作用。学习是获取知识的过程。
知识不全

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借助其
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而
获得的。

3.要善于自我激励学习动机。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对学习兴趣
的形成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它是促进学生学习兴趣形成的
基本条件。一个有强烈学习动机的人，才可以有强大的学习
动力，才能主动地投入到英语学习中去。



4.要善于自我调动学习的主动性。学生要自觉地确立学习目
标，制定学习计划，总结学习方法，建立认知结构。从学习
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某种满足感，并以活跃的思维
状态去面对英语语言知识和技能，在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训
练的同时，使基础知识转移为语言技能，并发展成运用英语
进行交际的能力。

(二)教师要以正确的教学理念促进学生主观能动的发挥

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教师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更新教学观念。首先，要具有新的人才观。传授英语基础
知识是教学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之一，但还需在这个
基础上发展学生的能力，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其次，要认识
教师角色的转变。以往的英语课堂教学，教师多数扮演的是
一种家长式的角色，往往采用一种“填鸭式”模式进行教学。
而未来的教学要求教师在教学方法方面作出最重要的改变
是“不再做演讲者”，并认为“优秀的教师都是激励者、促
进者、辅助者和协调者”。

2.确立为学而教的指导思想。教师应该“授道解惑”，这
是“解惑”才是重点，要充分发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主导
作用，教师要把以“教”为重心逐渐转移到以“学”为重心，
把以“研究教法”为重心逐渐转移到以“研究学法”为重心，
并做好教与学的最佳结合。以“学”为重心，其基本精神就
是使学生爱学习，学会学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叶圣陶
先生说过：

“教是为了不需要教。”

3.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形成学习动机。兴趣是一
种学习的动力，学习英语的兴趣越浓，学习的积极性就越高，



学习的效果就越好。课堂教学是教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
高学生参与行为的重要场所之一。英语学习的兴趣产生之后，
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方法会逐步改善，继而产生强烈的参与愿
望。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发挥出的主体作用反过来又促进
了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教与学真正进入良性循环。

三、学生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

1.创设最佳的学习状态

影响学习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是状态。“状态”
即创造学习的适当的精神状态。主题。但传统的、以教师为
中心的“一言堂”教学模式忽视了“状态”，我在课堂教学
中，尝试应注重利用各种教学方式来协调课堂环境，创造一
种轻松的气氛。

2.注重语言交际功能

英语教学的实质是交际，是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交际，不
是我教你学。英语教学就是通过这些交际活动，使学生形成
运用英语的能力。在交际过程中，师生双方的认识活动也是
相互作用的。学生认识英语的进展离不开教师对教学规律的
认识;教师对教学规律的认识也离不开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学习
的客观效应。教学就是为了促进这种交流。为了培养学生的
交际能力，我较注重交际策略的学习和应用，积极培育课堂
真实交际的氛围，同时尽可能地创设虚拟真实情景进行虚拟
真实交际。

3.激励创新思维发展

当今时代知识更新日益加快，衡量一个人素质的主要标准不
再仅仅是他拥有知识的多少。新世纪更加强烈地呼唤着教学
对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在英语课堂教学中，为了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体作用，我特别注重学生思维发展训练，培养思维能



力。

(1)精心设计课堂提问

课堂提问是一种最直接的师生双边活动，我在着重培养学生
思维能力的前提下，注重课堂提问的艺术、质量和效果。

(2)注重创新能力培养

葡萄种植心得体会怎么写篇四

葡萄种植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农业活动，它不仅是一种重
要的经济作物，也是一门艺术。通过多年的实践与研究，我
对种植葡萄的技巧与方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收获了许多
宝贵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葡萄的选择与种植

种植一颗美味的葡萄，首先要选择合适的品种。葡萄的品种
繁多，不同品种具有不同的特性与适应性。在选择品种时要
根据种植区的气候、土壤条件以及市场需求等因素进行考虑。
同时，还要注意选购健康的葡萄苗，以确保种植的起点就是
健康的。

种植葡萄还需要考虑土壤的选择与改良。葡萄喜欢渗透性好、
疏松肥沃的土壤，因此在种植前应对土壤进行分析，了解其
肥力状况、含水量以及pH值等因素。如果土壤情况不理想，
需要进行土壤改良，添加适量的有机肥料以及矿物质肥料来
提高土壤的肥力。

第二段：葡萄的管理与护理

葡萄在整个生长期间都需要以人工管理与护理为基础。首先，
要进行良好的修剪与形状控制。通过修剪，可以保持葡萄植



株的健康，促进果实的生长与发育。形状控制则可以使葡萄
的分枝分布均匀，光照合理，有利于果实的产量与质量。

其次，葡萄需要进行定期的浇水与施肥。葡萄的根系一般较
为浅表，对水分与营养的需求较为高。因此，要根据土壤的
湿度和干旱程度合理浇水，并进行适量的追肥，以满足葡萄
的生长需求。

此外，防治病虫害也是葡萄种植的重要环节。常见的葡萄病
虫害有黑穗病、霜霉病和葡萄蝇等。要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
作，可以通过使用农药、采取生物防控手段以及合理的田间
管理来降低病害发生的概率，并保证葡萄的生长健康。

第三段：适时的采收与储藏

葡萄的采收时机对于果实的品质与口感有着重要的影响。一
般来说，采收葡萄要选择在果实成熟的时候进行。这就需要
仔细观察果实的颜色、硬度和糖度等指标，掌握合适的采摘
时机。

采摘后的葡萄要进行适当的处理与储藏。首先，要进行果梗
的剪除，以防果实受到损害。其次，要进行通风与保鲜措施，
使葡萄能够保持新鲜的状态。储藏时要注意温度与湿度的控
制，以防果实腐烂或失水。

第四段：种植葡萄的经验

种植葡萄的过程中，我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首先，了解
葡萄的生长习性和品种特点是种植葡萄的基础。这有助于选
择适合自己种植环境的品种，并掌握好葡萄的栽培技巧。

其次，定期对葡萄植株进行修剪与管理，保持植株的健康与
形状，有利于果实的生长与发育。此外，根据不同阶段的需
求，进行科学的浇水与施肥，促进葡萄的生长。



最后，及时防治病虫害，保证葡萄的健康与生长。定期检查
葡萄植株的叶片、果实和枝条等部位，发现问题要及时进行
处理，以防病虫害扩散。

第五段：结语

总的来说，种植葡萄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与经验。通过多年
的实践与研究，我对种植葡萄的技巧与方法有了更深入的理
解，也收获了许多宝贵的心得体会。我相信只有不断地学习
与实践，才能使种植葡萄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收获丰富的
果实。

葡萄种植心得体会怎么写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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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青睐。葡萄是见效最快的果树之一，具有高产、稳产等
优势，一般当年种，第二年即可量产，3年大丰收，在正常管
理条件下，一般无大小年现象，产量相当稳定。

（一）气候及土壤要求

葡萄抗抗逆性强，生长旺盛，到目前为止，幅员辽阔的中国
大地上遍地可见葡萄的影子，无论东北三省，还是西北高原，
黄河流域或是多雨江南。葡萄之抗性，适应广普性是其它任
何—种果树不可相比的。葡萄对土壤的要求极低，除严重沙
化，重盐碱地等极端土质不适合种植葡萄外，其他的诸如黑
土、黄土、红土、冲积平原、河滩淤地整改土地都可以种植
葡萄，尤其是土壤肥沃的平原地段，更适宜种植葡萄。

葡萄的适应性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经济寿命一般20～
30年，若管理精细，可长达30～40年。鲜果供应期长，自5月
上旬鲜果陆续上市，直至10月。定植后，第二年开始结果，
一般二年生葡萄亩产就达1000千克，三年生的亩产可达2000
千克，四年生的亩产可达3000千克。在管理好的条件下，每
亩可获得近两万元的收益。近年来引入欧亚种葡萄，其经济
价值更可观，每亩收益可高达2万元以上。葡萄除鲜食外，还
可用来酿制葡萄酒，制成葡萄汁，具有防暑、止渴、降血脂、
血压的功效。另外，还可晾成葡萄干、制成糖水葡萄罐头和
果浆、果冻等。

（三）营养价值

葡萄的营养价值高，是一种普遍受人喜爱的果品，其色香味
俱佳，既能满足人们的感官享受，又具有很高的营养及保健
价值。据测定，葡萄含有65%~85%水分，15%~25%糖类，主要
是葡萄糖和果糖，0.5%~1.5%有机酸，主要是苹果酸和酒石酸，
0.3%~0.5%矿物质，含有多种维生素和蛋白质、氨基酸，红葡
萄中含有较多的色素与单宁。每千克鲜葡萄可产
生2928.8~4184焦耳的热量，经自然风干活人工烘制的葡萄干，



含糖量达60%以上，每千克可产生13974.6焦耳的热量。葡萄
汁发酵酿成的普通酒是一种营养保健型饮料，含有大量的氨
基酸和维生素，含有24种微量元素及其他营养成分。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中就曾记载葡萄酒有“暖腰肾、耐寒、驻颜
色”的功能。美国著名杂志《科学》1997年1月发表的最新研
究报告称，在葡萄及其产品中在发现一种抗癌物质
叫“resveratrol”，该物质的大量存在能够阻止癌变发生。在此
之前，大量的研究报告指出，适量饮用葡萄酒尤其是红葡萄
酒，能够减少脂肪在血管里的沉积，减少心血管疾病发生的
危险。

（四）社会和生态效益

1、改善当地生态环境：

如生猪规模生产，生猪存栏数200～300头，每日排猪粪
约3～4吨，如任其向四周流淌，将严重污染周围土壤、河流
及空气。葡萄需要大肥大水，含有丰富有机质的猪粪水，对
葡萄的生长结果有良好作用。在农村除大面积连片种植外，
还可在畜禽、水产养殖场及房前屋后、田边隙地栽培葡萄，
能起到遮阴、降温、净化空气的生态效应。

2、美化环境：

葡萄又是绿化树种，花朵开放时，其香气浓郁，人入园中，
顿觉清香扑鼻，流连忘返。它的果粒，千姿百态，不但颜色
各异，形态也不相同。其枝叶茂盛，也极有观赏价值。近年
来我国很多城市以葡萄棚来点缀市容。沈阳、上海等地的盆
栽葡萄已进入千家万户，用以美化阳台、走廊、天井等。

3、旅游添加景色：

近年来兴办了一些观光果园，为城市居民郊游时增添情趣。
这是一项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新兴农业经营方式。



（五）市场前景分析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我国葡萄生产既有机遇也有压力。
来自国外的压力主要是欧洲，近年由于欧洲市场上葡萄酒供
大于求，迫使一些葡萄和葡萄酒生产大国如法国、意大利等
大力向其他地区包括我国推销其产品，这势必与我国同类产
品形成激烈竞争。来自国内的压力一方面是葡萄深加工滞后，
如葡萄酒生产不论是资金、技术还是质量均难与欧洲国家相
抗争，另一方面是科技含量较低，多为一家一户种植，形不
成批量生产，“入世”后难以与进口的大批量葡萄打赢价格
战，也因质量问题而难以打入国际市场。然而，在带来挑战
的同时，也赢得了不少机遇。

首先，未来十年，我国葡萄及葡萄酒人均消费量有可能达到
世界平均水平，年产量将达到1200万吨，种植面积要扩大
到1500万亩，也就是说，国内葡萄发展空间较大，只要我们
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利用国内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使生产
成本低于国外葡萄，届时既可占领国内市场，还可望出口占
领部分国际市场。

其次，批量发展名优鲜食品种，实现优质高效。预计近十年，
国内葡萄酒与国外竞争优势不大。在普通的低端葡萄供应日
趋饱和度情况下，发展的重点应定位在名优鲜食品种，如藤
稔、夏黑、红地球、金手指，醉金香等品种。从质量上看，
国产与进口不相上下，而价格上相差3～6倍，当前的主要问
题是国产货尚未形成批量生产。

最近几年，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
者对葡萄的色香味要求越来越高，发展满足高收入消费者需
求的中高档葡萄前景广阔，种植中高档葡萄正成为越来越多
的老白姓的选择。我国的鲜食葡萄市场，整体上而言处于一
种供不应求的状态，未来数十年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对高档葡萄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我国葡萄产区又相
对集中，广大的中部及西南地区种植葡萄种植规模很小，市



场前景相当广阔。

（六）葡萄品种选择

品种的选择十分关键,为延长市场供应期,避免葡萄集中成熟
造成的劳力紧张, 尽量提倡早、中、晚熟搭配,可结合栽培目
的、供应方向、消费习惯、市场趋势来确定。近几年早熟中
熟葡萄销量大, 早熟晚熟葡萄价格高，中熟葡萄产量高。

东方黑珍珠——夏黑（早熟品种）欧美种，华北地区6月中下
旬成熟上市，果穗大多为圆锥形，部分为双歧肩圆锥形，无
副穗。果穗大，平均粒重7.5g，最大粒重12g，平均穗重600g，
最大穗重950g。果粒着生紧密或极紧密，果穗大小整齐。果
粒近圆形，紫黑色到蓝黑色。在夜温高的地方也非常容易着
色，着色一致，成熟一致。果皮厚而脆，无涩味。果粉厚。
果肉硬脆，无肉囊，果汁紫红色。味浓甜，有浓郁的草莓味。
无种子。无小青粒。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为20%～22%。鲜食品
质上等。

该品种浓甜爽口，有浓郁草莓香味，不裂果，不落粒，不回
味，是适于大面积发展的优质早熟鲜食品种。经赤霉素处理
后，果粒增大1倍以上，产量增加。盛果期亩产4500斤左右，
树势强健，抗病力强，果粒着生牢固，是一个集极早熟、大
粒、优质、抗病、易着色、耐运输于一体的优良无核品种，
适合全国各地露天种植。

颗粒最大、效益最高的葡萄——藤稔（中熟品种）欧亚种，
又名乒乓球葡萄。果穗大，果粒特大。

华北地区7月下旬至8月初成熟，大棚栽植7月初成熟上市。平
均单粒重18-22克，最大粒重30克以上，是目前中果粒最大的
品种。色紫黑，短椭圆形，含糖量可达20%，有香味，品质、
风味极佳，肉质稍硬，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且极耐贮运，有
着极强的市场竞争力。



藤稔作为一种特大粒鲜食品种，不仅具有早果、丰产、优质、
抗病等优良特性，而且落花落果轻，小果粒少，盛果期亩
产6500斤左右，且与其他葡萄品种相比，管理叫简易，是初
次种植葡萄的果农的最佳选择。

藤稔葡萄以其优良的性状，在庞大的普通家族中独树一帜，
是目前我国鲜食葡萄栽培的首选品种。

二、晚熟葡萄之王——美国红提（晚熟品种）欧亚种，又名
红地球，华北地区九月中旬成熟上市。原产于美国加州，果
穗大，长圆锥形，平均穗重650克，最大穗重可达2500克。果
粒圆形或卵圆形，平均粒重11－14克，最大可达23克，果粒
着生松紧适度，整齐均匀；果皮中厚，果实呈深红色；果肉
硬脆，能削成薄片，味甜可口，风味纯正，可溶性固形物大
于16.5％，刀切无汁，品质极上。果柄长，与果实结合紧密，
不易裂口；果刷粗大，着生极牢固，耐拉力极强，不脱粒；
盛果期亩产6000斤左右，果实可远途运输和长期贮藏，可贮
藏到翌年3月份。

自我国1987年引入该品种以来，北方地区除黑龙江、吉林两
省外，其余各省都进行了引种及栽培，尤其是在华南地区，
华北及西北大部分地区栽培表现极好，果实品质优，晚熟，
耐贮运，丰产，是发展葡萄的优质高效品种。

（七）启动资金及未来收益预算

按照华北地区栽培管理模式，结合最近3年的物价水品进行计
算。以一亩藤稔葡萄为例，今年秋后10月份定植，明年2012
年为第一年，葡萄需要长一整年，完成根系和枝条的生长发
育，第二年即2013年春天挂果，实现量产，第三年即2.14年
进入丰产期，产量达到稳定状态。

投资预算：



土地承包费用按每年800元计算，一年一结。苗木为550株，
每株3.8元。即基础设施包括搭建葡萄架所用水泥柱及铁丝。
临时雇工人员按每天60元计算，长期雇工按每月1600元计算。
第一年葡萄园工作量小，用工少，将葡萄栽种计入第一年的
管理。第二年葡萄量产，第三年进入丰产期，由于葡萄管理
集中在每年的开花时的4月到葡萄采收完后的8月，第二年每
三亩地需长期雇工一人，第三年之后，这段时间每两亩地需
长期雇人一人。葡萄开花季节和采收季节每两亩地需增加雇
佣临时工人1人，合计20天。

收益预算：

第二年亩产2900斤商品葡萄，第三年及之后亩产6000斤商品
葡萄，每斤葡萄按照最近3年市场收购均价3.2元计算。得最
近五年收支明细表如下。

收支明细表：单位/元

项目 收益 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投

资



土地

承包

800

800

800

800

800

苗木

2090

0

0

0

0

基础

设施

500

0



0

0

0

化肥

农药

500

1000

1500

1500

1500

人工

500

2400

4600

4600

4600

零碎



投资

200

200

200

200

投资

合计

4490

4400

7100

7100

7100

收

益

商品

葡萄

0



9280

19200

19200

19200

当年纯收益

-4490

4880

12100

12100

12100

累计纯收益

-4490

390

12490

24590

36690

分析：第一年的投资主要为苗木，化肥农药需求量小，第二
年之后，人工成本占开支大多数，其次是化肥农药投资。种



植一亩葡萄，第二年即可收回前两年投资，并有少量盈余，
三年之后每亩获得稳定纯收益一万二千余元。湖南当地葡萄
种植规模小，市场需求旺盛，在未来10年内，可保持此收益。

（八）风险分析与防控

云南地处我国南方，最近几年由于全球气候剧烈变化，易发
生旱涝天气，会对葡萄的正常生产造成影响。为此需增加水
利建设，打井防旱，同时建设排水沟，及时将过量降雨排除
园外。

（九）山东沂蒙苗木基地配套服务宗旨

山东沂蒙苗木基地以保证品种纯度为根本、提高苗木质量为
追求、提供技术服务为职责、赢得客户赞誉为光荣、与您共
同致富始终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二十多年来我基地全体员工
在苗木生产和销售上始终严把质量关，以过硬的生产技术与
严格的管理制度，使生产上无病苗，销售上无次苗，果农栽
到地里无假苗。从而建立了稳定的客户关系，树立了良好的
市场信誉，赢得了同行及果农的不断赞誉。二十多年来，从
没因为品种纯度与客户发生过纠纷。凡从我购苗的单位和个
人我所一律免费提供技术资料，免费培训技术人员，提供最
新农药、药具供销信息，协助果品销售。

技术部均为多年从事栽培的技术人员，有丰富的栽培管理经
验，对少量引种的客户，基地将免费提供技术资料，并长期
提供技术咨询。对规模开发的客户，基地将派出专业人员现
场指导，提供科学完整的规划论证及实施方案，确保客户如
期见效，马到成功！

专业的山东沂蒙苗木基地是您引进葡萄苗木的最佳选择，种
植葡萄的道路上，我们一起携手，共创辉煌！

山东沂蒙苗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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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咨询山东沂蒙苗木基地首席技术师 1521x141 李玉 技
术咨询

qq935x32 专业育苗 值得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