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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报告选取全区 5家葡萄育苗企业，围绕宁夏贺兰山

东麓产区 2025年酿酒葡萄品种与苗木繁育、病毒检测和种苗销

售情况进行调研，从苗木质量、优化品种结构、加强科技支撑三

方面提出产区酿酒葡萄种苗未来发展建议，以期真实掌握产区

2025年品种与苗木的实际情况，为促进产区酿酒葡萄品种与苗木

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一、产区酿酒葡萄种苗基本情况

1.种苗繁育情况

优质的酿酒葡萄种苗是建设高标准葡萄园的基础。2025年，

全区共有 5 家育苗企业开展酿酒葡萄苗木生产和销售，同 2024

年相比，农垦、欣欣向荣、金垚等 3家大型育苗企业所育种苗数

量大幅下降，舜农、塞上江南等两家规模较小的企业育苗数量持

平，而悦成、中视国品、森源 3 家葡萄育苗企业 2025 年未育苗

（图 1）。2025年全区共育苗 431万株，2024年全区育苗数量 863

万株，2025年育苗数量比 2024年下降 100.23%（图 2）。不同企

业的种苗生产数量不同，其中：当年生产酿酒葡萄种苗 150万株

以上的企业有欣欣向荣 1家，100~150万株的企业有金垚 1家，

50~100万株的企业有农垦 1家，50万株以下的企业为舜农、塞

上江南 2家。从单品种育苗数量来看，与 2024 年相比，传统大



品种赤霞珠、马瑟兰、美乐、品丽珠等育苗数量大幅下跌，而雷

司令、维欧尼、霞多丽、黑比诺等品种育苗数量增幅明显（图 3）。

图 1 2024-2025年不同企业育苗总数比较 图 2 2024-2025年葡萄育苗总数比较

图 3 2024-2025年不同品种葡萄育苗数量比较

2.种苗病毒检测情况

2025 年 3 月-4 月，我们对全区繁育的 431 万株酿酒葡萄进

行抽样检测，从 5 家企业累计抽取样品 825 个，采用 ELISA 检



测方法，分别检测了葡萄卷叶病-1和葡萄卷叶病-3。检测结果表

明，受检测样品中，未检测到葡萄卷叶病-1阳性样品，仅有一个

样品被检测出葡萄卷叶病-3呈阳性，说明产区 2025年生产的酿

酒葡萄苗木的病毒带毒率较低，仅为 0.12%（图 4），产区 2025

年生产的酿酒葡萄种苗卷叶病带毒率得到很好控制。

分析 2012-2025年全区酿酒葡萄卷叶病抽样调查结果发现，

产区早期葡萄卷叶病发病率较高，2012年全区酿酒葡萄种苗抽样

调查卷叶病发病率高达 9.60%。随着产区对酿酒葡萄种苗病毒病

的重视，产区酿酒葡萄种苗卷叶病带毒率得到有效控制，尤其是

2015-2019年，产区由于主要以法国引进的优质苗木作为采穗基

地，期间未检测出卷叶病阳性样品。由于产区引进的法国优质苗

木都是以生产园方式管理，未按照采穗圃要求管理，导致逐渐又

被卷叶病感染。2020-2025年，虽然葡萄苗木卷叶病带毒率总体

控制很好，尤其是 2024、2025年，抽样检测葡萄种苗卷叶病带

毒率仅为 0.1%左右（图 4），但仍然有阳性检出，说明产区依然

存在葡萄卷叶病感染的潜在风险。

调查各育苗企业的种条来源发现，5家育苗企业的种条均采

自酿酒葡萄生产园，尽管各企业在采集种条时都对采穗用的酿酒

葡萄生产园优中选优，但由于没有相应的隔离措施，且未按照采

穗圃管理要求进行管理，为采穗圃再次感染病毒提供了条件，这

也是产区 2020年之后抽样检测的酿酒葡萄苗木总能检测到阳性

样品的原因。



图 4 2012年-2025年产区葡萄种苗卷叶病抽样调查结果

3.种苗销售情况

与 2024年相比，2025年酿酒葡萄苗木市场进一步萎缩。对

5家育苗企业中的 4家当年苗木生产销售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虽

然不同的育苗企业当年生产销售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但各育苗

企业均有较大库存压力，当年累计生产苗木 390万株，实际销售

165 万株，销售量占当年育苗总数的 42.31%（图 5），超过一半

的苗木库存积压。从不同品种来看，传统大品种赤霞珠、马瑟兰、

美乐的销售量均低于生产总数的 50%，美乐的销售尤其惨淡，仅

销售 12.5万株，占生产总数的 15.72%。近年来，黑色品种黑比

诺和白色品种霞多丽、雷司令和贵人香等市场比较稳定（图 6）。



图 5 总体苗木生产销售情况 图 6 不同品种苗木生产销售情况

从种苗销售区域来看，通过调研发现，酿酒葡萄苗木销售除

宁夏外，在新疆、内蒙、四川、云南、甘肃等省区均有销售，且

宁夏之外省区的酿酒葡萄苗木销售量逐年增加，2025年区外销售

占总销售数量的 46%。而宁夏产区由于新建园数量减少，酿酒葡

萄种苗需求量也逐年降低。

二、产区酿酒葡萄种苗产业发展建议

1.注重种苗质量，提升市场竞争力

随着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酿酒葡萄种植面积由快速增长向

稳定发展转变，新建葡萄园面积逐年下降，产区内酿酒葡萄苗木

市场需求量发生了变化。近年来，宁夏的酿酒葡萄苗木生产企业

积极“走出去”，分别到四川、云南、西藏、新疆等产区开拓市场。

具不完全统计，2025 年区外销售占总销售数量的 46%，但总销

售数量仅占当年生产数量的 42.31%，供大于求的局面使得产区

内酿酒葡萄苗木生产企业面临更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与 2024 年

相比，2025年全区已有 3家酿酒葡萄种苗生产企业退出市场。



随着酿酒葡萄苗木市场的变化，对酿酒葡萄种苗企业与质量

提出了更高要求，构建完善的酿酒葡萄苗木繁育技术体系和市场

监管体系是提升种苗质量的基础。一是加快产区酿酒葡萄无病毒

种苗三级繁育体系构建，研究制订酿酒葡萄无病毒母本园、采穗

圃和商品苗的相应标准，建设标准化的酿酒葡萄无病毒母本园、

采穗圃，实现种苗三级繁育；二是修订产区酿酒葡萄苗木质量标

准，提升产区酿酒葡萄苗木质量水平；三是构建完善的葡萄苗木

市场准入制度，对苗木生产企业强化资质管理，对进入市场的苗

木要质量可追溯；四是育苗企业自身要提高苗木质量，销售的苗

木满足苗木质量标准，确保苗木的品种纯度和无主要病毒病。

2.优化品种结构，避免产品同质化

赤霞珠、马瑟兰、美乐等酿酒葡萄品种仍然是目前产区的主

要品种，这些品种种植面积超过 80%，相对单一的种植品种导致

产区内葡萄酒产品同质化趋势明显，产品市场竞争更需要多样化

的品种。近年来，产区内部分酒庄已初步意识到产品同质化问题，

开始种植多元化品种，甚至通过在原来种植赤霞珠、美乐等葡萄

树上嫁接其他品种实现品种的更新。葡萄酒市场的变化也直接反

映到葡萄苗木市场，近年来，赤霞珠、马瑟兰等原来大量种植的

品种苗木需求量逐年下降，而黑比诺、西拉、霞多丽、维欧尼、

雷司令等品种苗木需求量却较稳定。2025年，产区内酿酒葡萄苗

木销售最好的品种是黑比诺、西拉、霞多丽、雷司令。

面对市场对新产品多元化的需求，优化调整酿酒葡萄种苗市



场的品种结构是必要的。一是产区与育苗企业要加强市场调研，

明确目前产区内各酒庄对酿酒葡萄品种的需求，不是有什么品种

就生产什么苗木，而是市场需要什么品种才生产什么苗木；二是

育苗企业的苗木销售必须“走出去”，产区内酿酒葡萄种植规模已

达到相对稳定程度，近年来要大规模种植酿酒葡萄的可能性较小，

酿酒葡萄苗木未来市场应面向国内；三是适度控制单品种生产规

模，强化品种多元化，加快多元化品种苗木储备，尤其是对近年

来具有发展潜力的酿酒葡萄优良品种苗木的储备，育苗企业应积

极应对市场需求。

3.强化科技支撑，推动种苗产业可持续发展

酿酒葡萄种苗需要科技赋能。围绕产区酿酒葡萄苗木生产中

的问题，持续加大科技投入，推动种苗生产可持续发展。一是加

快酿酒葡萄品种的引进试验筛选，通过引进收集、精准鉴定、精

细评价，筛选适合产区推广的优良品种，丰富产区酿酒葡萄栽培

品种，避免品种同质化；二是加强酿酒葡萄无病毒原原种的创制

研究，当前，产区内用于酿酒葡萄苗木生产的优质种条均来自于

国外引进苗木建园的葡萄园，这些无病毒种条的品种有限，无法

满足市场对品种多元化需求的要求，且随着种植时间的延长和缺

乏采穗圃的规范化管理，再次感染病毒的风险极高，因此，需要

通过自主创制不同品种的无病毒原原种，才能满足市场需要；三

是提升酿酒葡萄苗木繁育技术水平，产区内现有酿酒葡萄苗木的

繁育技术水平仍处于相对传统阶段，苗木繁育各阶段基本都是通



过人工操作实现，育苗成本相对较高，加强葡萄育苗的机械化和

智能化研究与应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提升苗木质量；四是加

强酿酒葡萄品种育种研究，结合区域内葡萄酒产业发展的实际需

要，加快葡萄新种质创制，立足优质、抗性等目标性状，培育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酿酒葡萄新品种，为有效推进区域内酿酒葡萄

种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多元化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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