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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国内外酿酒葡萄生态区划多侧重于气候区划，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气候和环

境资源，本着循序渐进、分层推进、优中选优的区划原则，提出酿酒葡萄优质生态区的区划指标，运用 ＧＩＳ技术，完
成宁夏酿酒葡萄优质生态区区划。结果表明：宁夏中北部大部地区可以种植酿酒葡萄，约占宁夏国土总面积的

１／３；在可种植区域内，气候最适宜区面积占３２％，主要集中在北部灌区特别是贺兰山东麓大部地区；在气候最适宜
区内，生态特优区占１．８％，分布在距银川市西约３０公里的贺兰山东麓，青铜峡鸽子山和中宁白马、余丁乡北部部
分山地。研究成果可大大提高宁夏酿酒葡萄区划结果的精细化程度，直接服务当地酿酒葡萄基地选择和区域化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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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酿酒葡萄质量的生态条件主要包括气候和

土壤两个方面，由于葡萄对土壤的适应性较强，早期

国内外酿酒葡萄生态区划工作多侧重于气候适宜性

区划方面［１－３］，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土壤类型

对葡萄酒独特风味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受到研究者们

的重视［４－５］，李世泰等曾将土壤类型作为主要区划

指标之一，研究烟台市酿酒葡萄生态区划，区划结果

对烟台市酿酒葡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６］。

宁夏由于其独特的气候、土壤和引黄灌溉条件

等优势，葡萄种植历史悠久，宁夏贺兰山东麓更是国



内外公认的优质酿酒葡萄种植区域，酿酒葡萄气候

区划研究一直是研究者们的关注重点［７－９］，研究成

果对宁夏酿酒葡萄产业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指导意

义，目前，宁夏的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成为具有区域优

势的特色产业和六大支柱产业之一。然而以往宁夏

酿酒葡萄前期气候区划主要依据气象台站的观测资

料［７－８］，以县气象局所在地的观测数据（点）代表全

县的面值，用该类资料进行气候区划结果比较粗糙，

难以满足立体气候条件下酿酒葡萄产业发展的需

求，为了使区划结果达到精细化的目的，必须对气象

因子进行小网格化处理，随着地理信息技术（ＧＩＳ）的
发展和成熟，ＧＩＳ小网格化技术可以根据站点的经
度、纬度、高程、坡度、坡向等将点资料推算到面上，

从而最终使区划结果从行政单元提升到地理网格单

元，实现精细化区划的目的。

项目组前期在开展宁夏酿酒葡萄种植区划研究

中，已开始关注典型土壤类型对酿酒葡萄最优种植

区的影响，并发现宁夏境内灰钙土、风沙土等对酿酒

葡萄生长和品质积累较为有利的几种土壤类型［１０］。

本文本着循序渐进、分层推进、优中选优的原则，采

用集优区划方法，结合前期研究成果，采用 ＧＩＳ小网
格推算技术，进一步分析宁夏气候和土壤资源，首先

明确宁夏区内可以种植酿酒葡萄的区域，明确酿酒

葡萄能否种植的问题；然后通过综合分析气候资源，

完成气候适宜性区划，研究酿酒葡萄可种植区内气

候适宜性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土壤、小气候等主

要生态指标，完成宁夏酿酒葡萄优质生态区区划。

通过研究，以期进一步精细化宁夏酿酒葡萄生态区

划工作，加强宁夏酿酒葡萄品牌规范化、标准化基础

建设，挖掘品牌潜力，科学指导宁夏酿酒葡萄基地建

设，提升酿酒葡萄品牌的国际化水准，为发展高端葡

萄酒、产地酒，将贺兰山东麓的产区优势转化为产业

优势奠定基础。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及处理方法

本文所用基本气象资料包括宁夏 １９８１—２０１０
年近３０年日平均气温、无霜期、≥１０℃活动积温、降
水量、日照时数等，水热系数（Ｋ）通过降水量（Ｐ）和
积温（Ｔａ）计算得到：Ｋ＝１０×Ｐ／Ｔａ。对所有气象资
料根据站点经度、维度、高程、坡度和坡向等进行面

上推算，具体推算方法见参考文献［１１］，推算后的二
进制数据文件运用 ＥＲＤＡＳＩＭＡＧＩＮＧ转换成．ｉｍｇ文
件，通过模型生成器（ＭｏｄｅｌＭａｋｅｒ）完成配准之后，在
ＡｒｃＭａｐ软件中进行图层运算。

土壤类型资料是根据对宁夏农业勘察设计院绘

制的１∶２５００００宁夏土壤类型图经矢量化得到。
面积计算运用 ＡｒｃＭａｐ软件中自带的几何计算

功能，通过象元数统计换算得到。

１．２ 区划方法

集优法：选择几种与作物生育和产量形成有密

切关系的气候要素值作为指标，分别将这些指标值

在地域上的分布范围绘制在一张图上，然后根据各

个地区所占有指标的数目，划分出不同适宜程度的

农业气候区，当具备所有最适种植指标时，该区为最

适宜区；如果这些地区一个也不具备最适种植指标

时，则为不适宜或不能种植区。

采用集优法结合 ＧＩＳ技术，分步完成酿酒葡萄
优质生态区划。首先是根据酿酒葡萄种植界限热量

指标，划出宁夏酿酒葡萄可种植区，明确宁夏到底哪

些区域能够种植酿酒葡萄，哪些区域无法保证酿酒

葡萄正常成熟，然后在酿酒葡萄可种植区内，依据气

候区划指标体系，从气候的角度进行气候适宜性等

级划分，完成酿酒葡萄气候适宜性区划，找到酿酒葡

萄种植气候最优区；最后一步是在气候适宜性区划

的基础上，结合土壤类型、小气候等环境因素，进行

酿酒葡萄优质生态区区划，找到宁夏酿酒葡萄种植

的生态特优区。

１．３ 指标选取

１．３．１ 种植区指标

无霜期。无霜期的长度决定葡萄能否正常种植

和成熟，国内外相关学者对此已达成共识。无霜期

过短，春天的终霜使葡萄芽受冻，影响挂果；秋季初

霜则影响葡萄成熟、植物营养积累和安全越

冬［１２－１３］。葡萄植株的正常生长期至少需要 １５０ｄ
左右，早熟品种一般需１５０～１７０ｄ，晚熟品种所需生
长期则更长，约需 １８０～２４０ｄ，无霜期过短，将成为
一个地区葡萄发展的制约因素。目前，酿酒葡萄区

划工作中，多以无霜期１６０ｄ作为能否种植的标准，
以往研究者在使用无霜期这个指标时，均是指春天

的最后一次０℃出现到秋天第一次０℃出现间隔的
时间，项目组经过调查结合宁夏实际，考虑由于春季

葡萄萌芽期抗冻能力弱，嫩梢和幼叶在－１℃即开始
受冻，０℃时花序受冻，且近地面温度要低于气温，因
此以２℃最低气温作为界限温度来统计无霜期，文
中所使用种植临界无霜期日数降至１５０ｄ。

≥１０℃积温。酿酒葡萄是喜温植物，其生长对
热量需要较高，一般１０℃是葡萄春季萌芽开始和秋
季营养生长停止的界限温度，即葡萄的生物学零度

为１０℃，因此，≥１０℃积温往往成为推断某葡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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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在某地区能否进行经济栽培的关键性指

标［１４－１５］。研究中一般以≥１０℃积温２５００℃作为葡
萄栽培最低界限，虽然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

≥１０℃积温２５００℃无法满足酿酒葡萄对较高的含
糖量和适当的酸度积累的积温需求，提出我国北方

地区，酿酒葡萄适栽区域的积温界限应提高至

２８００℃［１６］。但由于近年来酿酒葡萄品种增多，以及
葡萄酒种类的细化对酿酒葡萄类型需求也不断扩

展，并且气温日较差大的地区积温有增效的特点，主

要是由于日较差大的地区，白天日照充足，太阳辐射

强，气温高，有利于植物的光合作用，可以制造、积累

较多的营养物质，夜间气温越低，植物的呼吸作用越

弱，能量消耗就越少，有利于糖分的贮存，宁夏各地

气温日较差在 １０℃以上，具有明显的积温增效作
用，本文在从宏观上确定宁夏酿酒葡萄可种植区域

时，仍然以２５００℃的积温界限。
１．３．２ 气候区划指标 气候对葡萄酿酒质量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酿酒葡萄最适宜的气候是地中海

型气候，地中海型气候的主要特征夏季凉爽，干旱少

雨，秋冬季温和，湿润多雨雪，这种气候极利于葡萄

的生产，冬季可以不埋土越冬，生长期病害轻微，浆

果可充分成熟。但这种气候类型所占有的陆地面积

最小，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１．７％。不具备这种气
候条件的地区也可以从事酿酒葡萄的生产，但积温、

降水、光照等气候因子必须达到一定的要求［１７］。

积温。如前所述，≥１０℃积温决定着酿酒葡萄
能否正常成熟和实现经济种植，目前研究中常用的

酿酒葡萄对≥１０℃积温需求标准为：从萌芽到果实
充分成熟，极早熟品种需≥１０℃积温 ２１００℃ ～
２５００℃、早熟品种 ２５００℃ ～２９００℃、中熟品种
２９００℃～３３００℃、晚熟品种３３００℃～３７００℃、极晚
熟品种３７００℃以上［３，１８］。基于该积温标准，结合宁
夏实际，在宁夏酿酒葡萄可种植区内，适宜的热量条

件应该满足≥１０℃积温在３１００℃以上，≥１０℃积温
在２８００℃～３１００℃之间热量条件一般，在 ２５００℃
～２８００℃之间则对酿酒葡萄生长和品质积累不利。
降水。降水是影响宁夏酿酒葡萄品质的主要因

子，前苏联葡萄酿酒专家达维塔雅提出用水热系数

（Ｋ）来反映降水与酒质的关系，认为浆果采收前两
个月内的水热系数和成熟期降水量多少对酿酒葡萄

的质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经过广泛调查和分析

世界各地所生产的名酒发现，酿酒葡萄收获前１～２
个月（成熟期）水热系数 Ｋ＜１．５、降水量 ＜１００ｍｍ
是世界葡萄酒著名产品的共同特征，指出“Ｋ＜１．５，
能生产出优质的葡萄酒，Ｋ在１．５～２．５之间只能生

产出中等葡萄酒”，这个指标也被国内众多研究者认

可和使用［１４，１６，１９－２０］。

光照。葡萄是典型的喜光树种，对光照要求较

敏感。光照好，糖度高、酸度低；光照不足，对植株生

长、成熟、坐果、越冬抗寒能力及果实品质都有较大

影响［２１］。宁夏光照资源丰富，４—９月日照时数普遍
大于１２５０ｈ，日照虽不是宁夏酿酒葡萄栽培的限制
因子，但由于不同酿酒葡萄对光照的要求不同，且不

同光照下生产的酿酒葡萄可酿造的葡萄酒酒种也不

同，因此本文以光照作为气候区划辅助指标之一，以

期在酿酒葡萄产业发展中更好的利用宁夏光照资

源。

１．３．３ 生态区划指标 土壤是葡萄生长的重要环

境因素之一，对葡萄酿酒的品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般来讲，葡萄对土壤的适应性较强，除了沼泽地和

重盐碱地不适于生长外，其余各类型土壤都能栽培。

然而李华［４］，田维鑫［５］等在研究中发现，世界著名葡

萄产区，除了与之相适应的气候因素外，与其土壤资

源息息相关，葡萄酒的独特风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土壤对品种的影响，法国人普遍认为，只有在某种

特定的土壤中栽培的葡萄，才能酿造出具有特殊风

味的世界名酒。国内著名酿酒葡萄产区土壤也都有

一些共同的特点：沙质壤土、土层深厚、土壤疏松、富

含钙质、通水通气性能强等［６，１４，２２］。因此，本文以土

壤类型作为主要生态区划指标。

２ 宁夏酿酒葡萄区划结果

２．１ 宁夏酿酒葡萄可种植区区划

以无霜期和≥１０℃活动积温作为酿酒葡萄品种
可种植区区划指标，在宁夏区内同时满足无霜期超

过１５０ｄ、≥１０℃活动积温超过２５００℃的区域，定为
宁夏可种植酿酒葡萄的区域，并运用 ＡｒｃＭａｐ软件，
将分区结果插值到面上，得到宁夏酿酒葡萄可种植

区区划图（图 １）。从图 １可以看出，宁夏酿酒葡萄
可种植区集中在中北部和原州区北部部分区域，面

积约 ４．２３×１０４ｋｍ２，占宁夏总面积的 ６４％；不可种
植区主要在宁夏南部大部、中部的部分地区以及北

部贺兰山山地，面积约 ２．４１×１０４ｋｍ２，占宁夏总面
积的３６％左右。不可种植区中，南部的固原市大部
（包括原州区大部、西吉、隆德、泾源和彭阳）和中部

中卫沙坡头区、海原部分地区主要是由于无霜期过

短（小于１５０ｄ），且其中大部分区域≥１０℃活动积温
积温也不足２５００℃，热量资源过低，无法保证酿酒
葡萄正常成熟；而海原、盐池、同心部分及中卫环香

山地区、贺兰山、大罗山、麻黄山山地等区域酿酒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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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种植主要限制因素是积温，这些区域≥１０℃活动
积温均在２５００℃以下，不能满足酿酒葡萄生长基本
热量需求。

图１ 宁夏酿酒葡萄种植区区划

Ｆｉｇ．１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ｗｉｎｅｇｒａｐｅ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Ｎｉｎｇｘｉａ

２．２ 宁夏酿酒葡萄气候适宜性区划

以≥１０℃有效积温和收获前两个月（７—８月）

水热系数（Ｋ）作为气候区划主要指标，以收获期降
水量和日照时数作为辅助指标，结合项目组前期研

究成果和宁夏实际，制定宁夏酿酒葡萄气候适宜性

区划指标及标准（表１），运用 ＧＩＳ技术，在宁夏酿酒
葡萄可种植区内完成气候适宜区划（图２）。

图２ 宁夏酿酒葡萄气候适宜性区划

Ｆｉｇ．２ 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ｗｉｎｅｇｒａｐｅｉｎＮｉｎｇｘｉａ

表１ 酿酒葡萄气候适宜性区划指标及标准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ｏｒｗｉｎｅｇｒａｐｅ

指标

Ｉｎｄｅｘｅｓ
指标类型

Ｉｎｄｅｘｔｙｐｅｓ
最适宜

Ｏｐｔｉｍｕｍ
适宜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次适宜

Ｉｎｆｅｒｉｏｒ
不适宜

Ｉ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１０℃活动积温／℃
≥１０℃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一级指标

Ｐｒｉｍａｒｙｉｎｄｅｘ ≥３１００ ２８００～３１００ ２８００～３１００ ２５００～２８００

水热系数

Ｗａｔｅｒｈｅａｔ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二级指标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ｉｎｄｅｘ ＜１．０ １．０～１．５ １．５～２．５ ＞２．５

收获期降水量／ｍｍ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ｈａｒｖｅｓｔｐｅｒｉｏｄ

辅助指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ｅｘ ＜３０ ３０～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日照时数／ｈ
Ｈｏｕｒｓｏｆ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辅助指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ｅｘ ＞１５５０ ＞１５５０ １２５０～１５５０ ＜１２５０

在宁夏酿酒葡萄可种植区内，气候最适宜区占

３２％，面积１．４４×１０４ｋｍ２，约占宁夏总面积的２２％，
主要分布在北部宁夏平原大部及中宁北部、灵武西

部、吴忠利通区、红寺堡北部等地区，该区域≥１０℃
活动积温在３１００℃以上，大部地区无霜期在 １６０ｄ
以上，４—９月日照时数大部在１５５０ｈ以上，最热月
气温大部在 ２２℃以上，该区域热量资源丰富，气候

条件好，一般中晚熟酿酒葡萄品种在该区域种植均

可充分成熟，且该区域收获前两个月水热系数 Ｋ７－８
＜１．０，收获期降水量在 ３０ｍｍ以下，能够得到较好
的品质。

气候适宜区，面积 １．１９×１０４ｋｍ２，约占宁夏酿
酒葡萄可种植区的 ２６％、占宁夏总面积的 １８％，主
要分布在灵武东部、红寺堡和中宁大部、以及中卫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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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头区东部、同心北部和贺兰山沿山的部分地区。

该区域≥１０℃活动积温在２８００℃～３１００℃之间，无
霜期大部在１５５～１６０ｄ之间，４—９月日照时数大部
在１５５０ｈ以上，热量资源能够满足中早熟酿酒葡萄
品种的种植和成熟，收获前两个月水热系数 Ｋ７－８＜
１．５，收获期降水量在 ５０ｍｍ以下，酿酒葡萄可以获
得较好品质，适宜发展。

气候次适宜区，面积 １．５７×１０４ｋｍ２，约占宁夏
酿酒葡萄可种植区的 ３５％，包括盐池大部、红寺堡
南部、中宁南部、同心和中卫沙坡头部分区域、海原

东北部等地。该区域≥１０℃活动积温 ２５００℃ ～
２８００℃，无霜期１５０～１６０ｄ之间，４—９月日照时数
大部在小于１５５０ｈ，收获前两个月水热系数 Ｋ７－８大
部在１．０～１．５之间，果实成熟期降水量在５０ｍｍ以
下，酿酒葡萄可以获得较好品质，适宜发展，但由于

生长季较短，热量资源有限，仅能够基本满足早熟酿

酒葡萄品种成熟，因此该区域酿酒葡萄种植对品种

要求较严、具有一定的风险。

其它区域为不适宜区，面积 ４００ｋｍ２，占宁夏酿
酒葡萄可种植区的１％，包括盐池和同心南部、海原
东北大部、中卫沙坡头区和原州区北部以及贺兰山、

罗山等山地等。该区域热量资源一般，且由于大部

地区收获前两个月水热系数 Ｋ７－８在 １．５～２．５以
上，种植酿酒葡萄品质也一般，该区域气候条件无法

满足酿酒葡萄经济种植需求。

２．３ 宁夏酿酒葡萄生态区划

宁夏虽然国土面积较小，但土壤类型丰富，张秀

珍［２３］等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在宁夏境内分布面积较

大、对农业和生态环境影响大的土壤类型主要有１２
种，其中灰钙土土壤质地为沙壤，结构松散，含有一

定的钙质，以往研究表明这类土壤对酿酒葡萄品质

积累非常有益，其次是风沙土，土壤质地为沙性，结

构松散，常与灰钙土交错分布，含有一定的营养成

分，调查证实在两种土壤上种植出来的葡萄具有较

高的质量和香气，属于宁夏较适宜种植酿酒葡萄的

土壤类型［１０，２２］。另外，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宁夏“灰

钙土和粗骨土”混合类土壤，土质以沙壤和壤土为

主，石块较多，土壤透水透气性好，符合优质酿酒葡

萄种植土壤的标准。

因此，根据宁夏土壤类型分布，及各土壤类型对

酿酒葡萄品质的影响程度，将宁夏土壤类型大致分

为５级，其中灰钙土和粗骨土为第１级，第２级为灰
钙土，第３级为风沙土、灰漠土、黄绵土和新积土等，
该类土壤透气性好，也能够满足酿酒葡萄品质积累

需求；第４级为粗骨土、灌淤土、黑垆土等；第５级为

盐土、碱土、沼泽土、石质土、粘土、泥炭土、潮土等，

无法满足酿酒葡萄品质需求。在气候适宜性区划的

基础上，运用ＧＩＳ空间分析功能，完成宁夏酿酒葡萄
生态区划（图３），将宁夏酿酒葡萄生态区分为５类。

图３ 宁夏酿酒葡萄生态区划

Ｆｉｇ．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ｗｉｎｅｇｒａｐｅｉｎＮｉｎｇｘｉａ

在气候最适宜区内，生态特优区占１．８％，面积
３万ｈｍ２，主要分布在距离银川市西约３０ｋｍ的贺兰
山东麓，青铜峡鸽子山和中宁白马、余丁乡北部部分

山地，占地面积较小。该区域气候条件本已属于最

适宜区，且靠近山体又形成一定的小气候环境，加上

土壤类型是“灰钙土和粗骨土”混合土壤，土质以沙

壤和壤土为主，石块较多，土壤透水透气性好，对中

晚熟酿酒葡萄的生长和品质积累都非常有利，该区

域种植的酿酒葡萄所酿造葡萄酒品质上乘。

生态优质区，面积 ９４００ｋｍ２，约占宁夏酿酒葡
萄可种植区的２２％，主要分布在宁夏灌区贺兰山东
麓大部以及中宁、吴忠利通区南部和红寺堡、灵武部

分地区。该区域热量资源丰富，土壤类型以淡灰钙

土为主，另外，这些区域大都分布在宁夏引黄灌区及

扬黄灌区，灌溉条件较好，中晚熟品种在这些区域种

植都能够得到较优的品质。

生态优良区，面积 ７６００ｋｍ２，与生态特优区和
优质区交错分布，分布在贺兰山东麓的部分地区，灵

武中部，中卫沙坡头东北部、红寺堡北部、同心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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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等部分地区。该地区气候适宜，土壤类型为风沙

土、新积土、灰漠土等为主，除盐池外，其他地区有灌

溉条件，中晚熟品种在该区域种植能够达到较好的

品质。

生态中等区，面积 １．９８×１０４ｋｍ２，主要分布在
沿黄河两岸及盐池、同心、中卫沙坡头区大部、红寺

堡南部、海原东北部等地区。其中，沿黄河两岸虽然

气候条件较好，但由于该地多为灌淤土，土壤质地虽

较砂松，地下水位却偏高，土壤含盐量较高，对酿酒

葡萄品质影响大；而宁夏中部干旱带盐池、同心、红

寺堡和中卫等地部分区域，主要是由于生长季短、热

量资源一般，且土壤水、肥条件较差，过于贫瘠，对酿

酒葡萄生长和糖酸积累不利。

生态劣质区，主要分布在石嘴山大部、中宁东

部、沿黄河部分地区以及同心南部、海原东北部、中

卫沙坡头区等地小部分区域，面积 ０．４６×１０４ｋｍ２。
这些地区土壤类型主要以盐土、碱土、潮土或沼泽土

等为主，葡萄虽然对土壤的适应性较强，但沼泽土由

于地下水位高、长期有积水，粘土、潮土等土壤过于

粘重，和盐、碱土一样，都对葡萄生长和品质不利，因

此该区域从生态上属于劣质区。

３ 结 论

本文在总结以往酿酒葡萄生态和气候区划研究

的基础上，提出了“循序渐进、分层推进、优中选优”

的区划原则，首先根据热量条件，明确本区域可种植

酿酒葡萄的区域，然后综合气候因素，完成气候适宜

性区划，最后在气候适宜性区划的基础上，考虑环境

因素，完成优质生态区区划。基于该区划思路，形成

相应的区划指标体系，既充分考虑各影响因素、又避

免各因素间的交互重复作用，为宁夏酿酒葡萄精细化

区划提供了新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同时得到一系列对

宁夏酿酒葡萄产业规划和发展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１）酿酒葡萄不可种植区主要集中在宁夏南部
固原市大部，以及北部贺兰山、中部大罗山、月亮山、

南华山、香山等山地，这些区域热量条件低，无法保

证酿酒葡萄正常成熟，面积占宁夏总面积１／３左右；
宁夏酿酒葡萄可种植区，面积约 ４．２３×１０４ｋｍ２，分
布在中北部大部地区，但由于区域内各地热量资源

差异大，生长季长短不一，在进行酿酒葡萄种植和基

地开发时，要充分考虑不同酿酒葡萄品种特性、对热

量条件的不同需求，选取适宜的葡萄品种。

２）在宁夏酿酒葡萄可种植区内，气候最适宜区
占３２％，适宜区占２６％，次适宜区占３５％，不适宜区
占１％。其中，宁夏酿酒葡萄气候最适宜区面积为

１．４４×１０４ｋｍ２，主要集中分布在北部灌区大部区域；
气候适宜区面积 １．１９×１０４ｋｍ２，除在灌区青铜峡、
中宁、中卫沙坡头区与最适宜区交错分布外，集中分

布在灵武、红寺堡、盐池大部；气候次适宜区，面积

１．５７×１０４ｋｍ２，主要分布在宁夏中部大部地区；其它
为气候不适宜区，面积４００ｋｍ２。

３）在宁夏酿酒葡萄气候最适宜区内，生态特优
区占１．８％，面积 ３万 ｈｍ２，主要分布在距离银川市
西约３０ｋｍ靠近贺兰山的区域、青铜峡鸽子山和中
宁白马、余丁乡北部部分山地；生态优质区，面积 ９
４００ｋｍ２，分布在北部灌区贺兰山东麓、中宁大部以
及灵武、吴忠利通区和红寺堡部分地区；生态优良区

面积７６００ｋｍ２，在北部灌区与特优区和优质区交错
分布；生态中等区 １．９８×１０４ｋｍ２，主要分布在北部
灌区沿黄河区域和中部大部；中部各地偏南的部分

区域为生态劣质区，面积４６００ｋｍ２。

４ 讨 论

葡萄虽属耐旱忌湿类作物，但根据酿酒葡萄生

长季对降水量的需求，酿酒葡萄生长一般需保证年

降水量在６００～８００ｍｍ，上述气候区划中，生态中等
以上区域由于年降水量均低于４００ｍｍ，若在生态中
等以上区域发展酿酒葡萄种植需要灌溉条件保证，

另外，李华等提出，葡萄属喜温植物，如果某个地区

每５～１０年中出现 １次－１５℃或更低的温度时，则
需要埋土防寒［１５］，宁夏冬季严寒，最冷月气温较低，

为保证酿酒葡萄安全越冬，需要进行埋土越冬。

另外，本文是在项目组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开展

的，与前期工作相比有两个特点，一个理论方法上，

摈弃了过去将所有指标一起分析的思路，提出集优

法，分种植区划、气候区划和生态区划三步完成指标

选择和最终区划；另外一个特点是在指标选取上，前

期成果经过多年的生产实践验证后，进一步对区划

指标及指标范围进行了调整，以期得到更加具有指

导意义的区划结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酿酒葡萄生态区划

结论，虽然综合了气候、环境多方面因素，比较符合

宁夏实际和酿酒葡萄发展现状，对宁夏酿酒葡萄产

业规划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由于宁夏环

境复杂、地形多变，但优质区区划仍有一些不完善的

地方，比如没有能够包括一些由于小尺度特殊地形

形成的小环境和小气候条件，在应用时候要充分考

虑这些小气候条件对酿酒葡萄种植的影响，这也是

下一步需要优化的部分。

（下转第２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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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决策者明确的风险感知分布地图，重新审视农村

居民对气候变化的地域性影响的意识和各种适应性

政策的地方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现有各种适应

和减缓政策进行调整，避免大而化之却无的放矢的

政策结果，最终降低气候变化风险对农村地区的社

会经济影响。

致谢：本文调研和部分数据得到新疆财经大学

新疆社会经济统计研究中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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