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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葡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果树之一，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上万份的种质资源，其遗传多样性非常丰富。 近年来，随着葡

萄产业与计算机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建立葡萄种质资源网络数据库显得尤为重要。 １９８４ 年，德国 Ｇｅｉｌｗｅｉｌｅｒｈｏｆ 葡萄育

种研究所在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 ＩＰＧＲＩ，现更名 Ｂｉｏ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与国际葡萄和葡萄酒组织（ＯＩＶ）支持下，建立了

世界上最丰富的葡萄种质数据库———国际葡萄品种目录（ＶＩＶＣ，Ｖｉｔ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为了让广大葡萄育种者

和科研人员更好地认识 ＶＩＶＣ 的功能及其所登录的大量葡萄种质的特点，达到促进对葡萄种质资源的利用与创新，本研究介

绍了 ＶＩＶＣ 的主要功能与数据库中登录的葡萄种质资源的情况，并对这些葡萄种质的育种地区、用途、果皮色泽、花器类型、种
子有无等性状以及 ＳＳＲ 标记在葡萄种质鉴定中的利用等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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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质资源是果树生产中选用良种与进一步选育

新品种的物质基础，也是研究树种起源、果树分类、
果树生态等理论的主要材料［１］。 葡萄是世界上最

重要的果树之一，获取优良的葡萄种质信息是选育

新品种的前提［２⁃３］，因此构建一个国际化的葡萄种

质资源平台显得尤为重要。 纸质数据库依旧是世界

各地的育种家和科研工作者主要的获取种质信息的

来源，但因其信息滞后与检索不便，致使其无法满足

葡萄育种者与科研人员对果树种质信息的获取［４］。
近年来，依托互联网低成本、信息交流便捷、资源整

合能力强、信息储存量大、储存内容多样等特点，世
界各国纷纷建立起葡萄种质资源数据库。 中国是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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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属（Ｖｉｔｉｓ Ｌ． ）植物的原产国之一，拥有丰富的葡萄

种质资源［５⁃６］，若建立一个种质数据库不仅可以帮

助科技工作者快速获取最新的种质信息，同时提供

一个种质信息共享的平台［７⁃８］。 本文将介绍国际葡

萄品种目录（ＶＩＶＣ）的各项功能，分析其数据库内的

信息。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数据库

本研究介绍的数据库为国际葡萄品种目录

（Ｖｉｔ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ＶＩＶ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ｖｉｖｃ． ｄｅ ／ ），对其所记载的葡萄种质的果皮色

泽、育种地区、用途、花器类型、种子性状、ＳＳＲ 标记

等信息进行分析，所有信息截止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图 １）。

１ ２　 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 对数据库中信息进行归类、统
计和绘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数据库概况

ＶＩＶＣ 网站分为功能选择区与种质信息区。 功

能选择区包括网站介绍、数据信息检索、相关网站链

接以及网站其他相关信息等。 种质信息界面由种质

基本信息、相关文献、相似品种、保存机构和用途

５ 个部分所构成［９］ （图 １）。 数据库拥有丰富的功

能，可对上述所描述的一个或多个种质信息进行检

索，并提供欧美等国葡萄种质数据库的网站链接，进
而帮助科研人员通过其他国家所建设的葡萄数据库

获取 ＶＩＶＣ 中未收录或者不完整的种质信息。

图 １　 ＶＩＶＣ 种质信息界面

Ｆｉｇ １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ＩＶＣ

ＶＩＶＣ 登录了 ８４ 个国家及地区 １４６ 个研究所

保存的 ２４４００ 份次葡萄种质资源信息。 大部分种

质提供了其原产地、育种者或机构信息（育种者、
机构、地址）、育种年份、亲本、性状（果皮色泽、果
实香气以及花与种子特性）、用途、ＳＳＲ 标记信息、
抗性信息、保存机构、图片以及参考文献等重要信

息（表 １）。

通过分析葡萄选育的历史进程，发现最初葡萄

品种的数目很少，至 １８５４ 年时共选育出 ６３ 个品种。
１８７９ － １９０２ 年与 １９４６ 年至今两个时期增长速度较

快，而 １９０３ － １９４５ 年这段时期则相对较慢，表现为

双“Ｓ”型曲线（图 ２）。 这与 ２０ 世纪前半段欧洲乃至

世界各国局势相对不稳定，从而限制了整个葡萄产

业的发展有关［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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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ＶＩＶＣ 中所收录的葡萄种质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ｇｒａｐ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ＩＶＣ

项目

Ｉｔｅｍ
数量

Ｎｏ．
具体分类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种质份数

Ｎｏ． ｏｆ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原产地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
８４ 法国、美国、意大利、土耳其等

Ｆｒａｎｃ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Ｉｔａｌｙ，Ｔｕｒｋ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１７２４

育种年份

Ｙｅａｒ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１８１１ － ２０１５ ２６３０

果皮色泽

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ｂｅｒｒｙ ｓｋｉｎ
５ 白色、粉红、玫瑰红、紫红、黑色

ｂｌａｎｃｅ，ｇｉｒｓ，ｒｏｓｅ，ｒｏｕｇｅ，ｎｉｏｒ
１９６２０

果实香气

Ｔａｓｔｅ
５ 无味、青草味、玫瑰香味、狐臭味、其他

ｎｏｎｅ，ｈｅｒｂａｃｅｏｕｓ，ｍｕｓｃａｔ，ｆｏｘｙ，ｏｔｈｅｒ
２９６１

花器类型

Ｓｅｘ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ｓ
３ 完全花、雌能花、雄能花

ｈｅｒｍａｐｈｒｏｄｉｔｅ，ｆｅｍａｌｅ，ｍａｌｅ
６７８０

种子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ｅｄｓ
２ 有核、无核

ｓｅｅｄ，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４５９０

用途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 酿酒、鲜食、砧木、制干

ｗｉｎｅ ｇｒａｐｅ，ｔａｂｌｅ ｇｒａｐｅ，ｒｏｏｔｓｔｏｃｋ，ｒａｉｓｉｎ ｇｒａｐｅ
１９１１２

ＳＳＲ 分子标记

ＳＳＲ⁃ｍａｒｋｅｒ
９ ＶＶＳ２、ＶＶＭＤ５、ＶＶＭＤ７、ＶＶＭＤ２５、ＶＶＭＤ２７、ＶＶＭＤ２８、ＶＶＭＤ３２、ＶｒＺＡＧ６２、ＶｒＺＡＧ７９ ３４２９

抗性信息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７ 黑斑病、炭疽病、黑腐病、灰霉病、霜霉病、白粉病、白腐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 ｒｏｔ，ａｎｔｈｒａｃｎｏｓｅ，ｂｌａｃｋ ｒｏｔ，
ｂｏｔｒｙｔｉｓ ｂｕｎｃｈ ｒｏｔ，ｄｏｗｎｙ ｍｉｌｄｅｗ，ｐｏｗｄｅｒｙ ｍｉｌｄｅｗ，ｗｈｉｔｅ ｒｏｔ

２２９２

保存机构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１４６ ＢＧＲ０１３、ＢＲＡ００３、ＤＥＵ０９８、ＥＳＰ０７４、ＥＳＰ０８０、ＦＲＡ１３９ 等 １３５９０

图片

Ｐｈｏｔｏｓ
４ 新梢、叶片、花序、果穗

ｓｈｏｏｔ ｔｉｐ，ｌｅａｆ，ｆｌｏｗｅｒ，ｃｌｕｓｔｅｒ
１２１３６

参考文献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４ 形状描述、抗性、分子标记、单倍型

ａｍｐｅ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ｄａｔｅ，ｍａｋｅｒ ｄａｔｅ，ｈａｐｌｏｔｙｐｅ
２３６５

图 ２　 不同年份累计选育的葡萄品种数

Ｆｉｇ 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ｂｒｅ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２ ２　 世界各国与国内葡萄种质选育的基本情况

从 ７２ 个国家及地区所选育和原有的葡萄种质

情况来看（表 ２），法国是登录品种最多的国家，共有

５６１２ 份，占数据库种质总数的 ２３％ ，远多于其他国

家所登录种质份数。 排名 ２ 至 ５ 位的分别为美国、
意大利、土耳其和德国，种质数分别为 ２３８８、２３４２、
１０４１、９９０ 份。 这些选育种质数较多的国家主要集

中在纬度 ３０° ～ ５０°之间、年平均气温 １０ ～ ２０ ℃的欧

洲环地中海⁃西亚与美洲地区（图 ３）。 欧洲国家选

育的葡萄品种数量远高于美洲和亚洲国家，多为欧

亚种，而且用于酿酒与砧木的品种数量较多，而美洲

和亚洲国家选育的葡萄品种不仅数量少，而且以鲜

食品种为主（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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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至绿色表示葡萄种质资源密度由高到低

Ｆｒｏｍ ｒｅｄ ｔｏ ｇｒｅｅ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ｇｒａｐ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ｈｉｇｈ ｔｏ ｌｏｗ

图 ３　 葡萄种质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图 ４　 不同地区所选育的不同用途的葡萄品种数

Ｆｉｇ 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

世界上有很多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达的国家，
这些国家同样非常重视对本国所选育或者主栽的葡

萄种质的数据库建设（表 ３），且大部分数据库都收

录 ＳＳＲ 标记信息，这能有效的纠正错误品种和鉴定

新品种［１１］。 欧洲葡萄数据库收录的资源数量与

ＶＩＶＣ 相当，这与两个数据库都由 Ｇｅｉｌｗｅｉｌｅｒｈｏｆ 葡萄

育种研究所维护，存在数据的共享有关［９］。 收录资

源数量最多的国家数据库为“Ｆｒｅｎ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Ｇｒａ⁃
ｐｅｖｉｎ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ｅｓ”，共 ７２１７ 份种质资源。 Ｇｅｎｓｙｓ
数据库虽登记的种质数较多，但信息的完整度远不

及 ＶＩＶＣ。 综上，通过比较不同数据库所登记的信

息，发现 ＶＩＶＣ 所记载的种质数量最多，信息内容较

丰富。
我国登录 ＶＩＶＣ 中的种质数为 ３２７ 份，其中包

括 ５６ 份野生种质，虽整体数量较多，较其他国家依

然差距明显（图 ４，表 ２）。 欧亚种和欧美杂种数相

当，并以鲜食为主要育种目的。 国家作物资源信息

系统（ＣＧＲＩＳ）中登录的种质数量要多于 ＶＩＶＣ，能够

从中检索到 ５２５ 份葡萄种质，但描述信息相对简单。
２ ３　 葡萄不同性状的分析

２ ３ １　 果皮色泽性状的分析 　 ＶＩＶＣ 数据库对

１９６２０ 份种质的果皮色泽进行了记载，其中绝大多数

为白色（ｂｌａｎｃ）和黑色（ｎｏｉｒ）葡萄品种，红色（ｒｅｄ，包
括粉红色、红色和紫红色）种质仅占 １２％ （图 ５Ａ），可
见葡萄果皮色泽主要为黑色和白色，而红色种质则

相对较少。
进一步对 ２２８２ 份标记育种年份和果皮色泽信

息的种质，通过对白色、红色和黑色 ３ 种不同色泽在

当时所占比例进行分析（图 ６Ａ），结果表明最初所

选育的葡萄品种以黑色为主，之后白色葡萄选育的

数量急速增加。 至 １８５４ 年，数据库中共记录 ６０ 个

品种，白色与黑色品种分别占 ３４ ０％与 ３８ ９％ 。 之

后，白色品种占比增长速度趋于平缓，而黑色和红色

品种的占比变化出现相反的趋势，前者迅速增加，而
后者以近乎相同的趋势减少。 １９００ 年，品种总数达

６３３ 种，其中黑色葡萄占 ５８ ７％ ，红色葡萄品种的占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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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世界各国葡萄种质资源数据库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ｂａｎｋ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创办国家

Ｆｏｕｎ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英文名称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ｎａｍｅ
网址

ＵＲＬ

收录资源份数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Ｃｏｐｉｅｓ

主要收录信息

Ｍａｉ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德国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Ｖｉｔ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ＶＩＶ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ｖｉｖｃ． ｄｅ ／ ２４４００ 原产地、育种信息、外观性状、用

途、ＳＳＲ 信息、抗性信息、保存机

构、图片、参考文献

捷克

Ｃｚｅｃｈ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ｔｔｐ： ／ ／ ｇｅｎｂａｎｋ． ｖｕｒｖ． ｃｚ ／
ｇｅｎｅｔｉｃ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７９７ 原产地、育种信息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Ｖｉｔｉ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ｕ⁃ｖｉｔｉｓ． ｄｅ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２５１２０ 原产地、果皮色泽、育种信息、图

片、ＳＳＲ 信息、采集信息

意大利

Ｉｔｌｉａ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Ｖｉｔｉ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ｈｔｔｐ： ／ ／ ｃａｔａｌｏｇｏｖｉｔ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ｈｅａｇｒｉｃｏｌｅ． ｉｔ ／ ｃａｔａｌｏｇｏ． ｐｈｐ
５１６ 原产地、 色泽、 用途、 基因克隆、

图片

意大利

Ｉｔｌｉａ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Ｖｉｔｉ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ｖｉｔｉｓｄｂ． ｉｔ ／ ８２８ 原产地、形态描述、栽培特点、用途

斯洛文尼亚

Ｓｌｏｖｅｎｉａｎ
Ｓｌｏｖｅｎｉａｎ Ｖｉｔｉ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ｔｃｇｌａｂｓ． ｃｏｍ ／ ｖｉｔｉｓ ／ １６３ ＳＳＲ 信息

西班牙

Ｓｐａｉｎ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Ｖｉｔｉ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ａｄｒｉｄ． ｏｒｇ ／

ｃｏｌｅｃｃｉｏｎｖｉｄｅｎｃｉｎ ／
３５３５ 原产地、果皮色泽

德国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Ｇｅｎｂａｎｋ Ｒｅｂｅ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ｇｅｎｂａｎｋ⁃

ｒｅｂｅｎ． ｊｋｉ． ｂｕｎｄ． ｄｅ ／
４５３６ 与 ＶＩＶＣ 同属一个研究所，内容

相近

美国 ＵＳＡ Ｕ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ｐ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ｇｒ． ｕｃｄａｖｉｓ． ｅｄｕ ／
ｉｎｄｅｘ． ｃｆｍ？ ｓｅｔｄｉｓｃｌａｉｍｅｒ ＝ ｙｅｓ

１０４３ 原产地、育种信息、果皮色泽、用
途、抗病性

保加利亚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ｎ Ｖｉｔｉ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ＢＶ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ｕｌｖｉｔｉｓ⁃ｄｂ． ｃｏｍ ／ ２５５ ＳＳＲ 信息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ａｐｅ ｈｔｔｐ： ／ ／ ｐｌａｎｔｇｒａｐｅ．

ｐｌａｎｔｎｅｔ⁃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ｒｇ ／
３９１ 原产地、亲本、用途、形态描述、ＳＳＲ

信息、种植面积、抗病性、技术指

标、克隆选择、参考文献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Ｇｒａｐｅｖｉｎ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ｂｉｏｗｅｂ． ｓｕｐａｇｒｏ． ｉｎｒａ． ｆｒ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ｖｉｇｎｅ ／
７２１７ 原产地、性状描述、物候期、图片、

文献、相关链接

全球

Ｗｏｒｌｄ
Ｇｅｎｓｙ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ｅｎｅｓｙｓ⁃ｐｇｒ． ｏｒｇ １５４０１ 原产地、保存机构、质量指标

美国

ＵＳＡ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ＧＲＩＮ）
ｈｔｔｐｓ： ／ ／ ｎｐｇｓｗｅｂ． ａｒｓ⁃ｇｒｉｎ． ｇｏｖ ／ ５００ 原产地、亲本、外观描述、甜度、形

态学数据、物候期、ＳＳＲ 信息

中国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ｒｏｐ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ＣＧＲＩ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ｇｒｉｓ． ｎｅｔ ／ ５２５ 原产地、种属、成熟期、形态学数

据、可溶性固形物、用途

日本

Ｊａｐ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ＡＲＯ）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ｅｎｅ． ａｆｆｒｃ． ｇｏ． ｊｐ ／
ａｂｏｕｔ⁃ｐｌａｎｔ＿ｅｎ． ｐｈｐ

３３８ 原产地

Ｇｅｎｓｙｓ、ＧＲＩＮ、ＣＧＲＩＳ、ＮＡＲＯ 为综合性种质数据库，表中收录资源份数为数据库中与葡萄相关信息

Ｇｅｎｓｙｓ，ＧＲＩＮ，ＣＧＲＩＳ ａｎｄ ＮＡＲＯ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ｇｒａ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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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１９ 卷

Ａ：果皮色泽；Ｂ：种子特点；Ｃ：香气；Ｄ：花器类型

Ａ：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ｂｅｒｒｙ ｓｋｉｎ，Ｂ：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ｅｄｓ，Ｃ：Ｔａｓｔｅ，Ｄ：Ｓｅｘ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ｓ

图 ５　 不同性状葡萄种质比例

Ｆｉｇ ５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ａｉｔｓ

Ａ：果皮色泽；Ｂ：种子性状

Ａ：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ｂｅｒｒｙ ｓｋｉｎ，Ｂ：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ｅｄｓ

图 ６　 不同时期所选育的不同果皮色泽和种子性状种质的比例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ｅｒｒｙ ｓｋｉｎ ｃｏｌｏｒ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ｅｄ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ｓ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比降至 １１ ６％ ，之后一直保持在 １２％ ～ １５％的比例

范围。 １９００ 年之后，黑色与白色葡萄的占比表现出

两种截然不同的变化趋势，前者减少，后者增加，至
１９６９ 年，二者所占的比例都约为 ４３％ ，品种数分别

为 ７４６ 与 ７２６ 种。 在此之后，黑色、白色和红色品种

一直保持着 ３ ∶ ３ ∶ １ 的数量关系。 可以看出在 ２０ 世

纪之前主要选育黑色葡萄品种，白色品种的选育数

量在 １９００ 年以后明显增加。
２ ３ ２　 葡萄种质种子有无性状分析　 对 ４９０６ 份依

据种子性状进行登记的种质进行分析发现 ８９％ 为

有核种质，１１％为无核种质，但 ５３８ 份无核种质中的

７７ ５％为鲜食葡萄（图 ５Ｂ），可见无核是鲜食葡萄主

要的选育性状之一［１２⁃１３］。
通过分析无核葡萄选育的历史进程，发现有记

载的无核品种选育主要是从 ２０ 世纪初开始的，而最

早的一批无核品种均为无核白系谱成员，在那之后

选育出的种质数量不断增加 （图 ６Ｂ），这与刘崇

怀［１４］通过分析无核品种系谱，发现无核白是世界范

围内无核葡萄育种的主要无核性来源的结果相一

致。 尽管当前无核葡萄种质在整个葡萄资源的占比

不高，随着对无核机理的进一步了解，以及激素处

理、胚挽救和转基因等技术的应用，无核品种将会在

葡萄育种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１５⁃１７］。
２ ３ ３　 葡萄种质资源的香味类型　 香气同样也是

当前主要的葡萄育种目标之一［１８］。 ＶＩＶＣ 数据库共

有 ２９５４ 份种质进行香味性状的描述，其中 ３６６ 份种

质具有香味，占总数的 １２％ 。 玫瑰香味、青草味、麝
香味 和 其 他 香 型 分 别 为 香 气 种 质 的 ７２ １％ 、
１６ １％ 、０ ８％和 １０ ９％ ，而无香味的种质有 ２５８８ 份

（图 ５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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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葡萄种质资源的花器类型　 对 ６７８０ 份不同

花器类型的种质分析发现完全花为 ５６３７ 份，雌性花

与雄性花分别为 ９１３ 与 ２３０ 份，３ 种分别占 ８３％ 、
１４％与 ３％ 。 而野生类型为雌雄异株，也有极少数

为完全花的株系。 这与万怡震等［１９］ 研究的结论相

符（图 ５Ｄ）。
２ ４　 不同用途的葡萄种质情况

葡萄不仅风味优美，而且营养丰富，广泛用于酿

酒、鲜食和制干，除此之外一些抗逆性较好的品种可

作为砧木［２０］。 对 １５８４２ 份种质根据用途分析，其中

１４２１２ 份为专用品种，并以酿酒和鲜食为主，分别为

８７０４ 与 ４１４０ 份，占总数的 ５４ ９％和 ２６ １％ ；兼有 ２
至 ４ 种用途的种质分别为 １５８４、４６ 和 ２ 份，其中酿

酒和鲜食兼用的葡萄种质最多为 １４０５ 种（图 ７），具
有 ４ 种用途的 ２ 份葡萄种质分别为‘ Ｓｋｕｎｇｕｂ２’与

‘Ｓｋｕｎｇｕｂ９’，这两个品种均为俄罗斯所选育，是

‘Ａｍｕｒｓｋｉｉ Ｋｏｍｓｏｍｏｌａｋａ’ 与 ‘莎巴珍珠’ 杂交的后

代，虽具有成熟期早、抗性强、甜度高等特点，但相对

主流的鲜食和酿酒品种还有一定的差距。
２ ５　 ＳＳＲ 分子标记信息

ＳＳＲ 分子标记技术具有便捷、快速高效和等位

基因多样性高等特点，广泛应用于鉴别不同葡萄

种质之间的差异以及亲缘关系［２１⁃２２］。 ＶＩＶＣ 登记了

图 ７　 不同用途葡萄种质数

Ｆｉｇ ７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ｓ

３３９９ 份种质的 ９ 对 ＳＳＲ 分子标记（ＶＶＳ２、ＶＶＭＤ５、
ＶＶＭＤ７、 ＶＶＭＤ２５、 ＶＶＭＤ２７、 ＶＶＭＤ２８、 ＶＶＭＤ３２、
ＶｒＺＡＧ６２ 和 ＶｒＺＡＧ７９）等位基因长度信息［９］ （表 ４），
通过统计分析，发现仅有 １０７ 份种质无法准确区分，
其中 ６６ 份种质的 ９ 对等位基因的 ＳＳＲ 标记长度完

全相同，４１ 份则由于某一等位基因上信息缺失导致

无法鉴别，其余 ３２９２ 份种质可以通过 ＳＳＲ 分子标

记区分开来。

表 ４　 ＶＩＶＣ 数据库中 ＳＳＲ 分子标记所采用的引物信息［２３⁃２４］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ＳＳＲ⁃ｍａｒｋｅｒｓ′ ｐｒｉｍ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ＶＣ

ＳＳＲ
引物 １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ｐｒｉｍｅｒ（５′→３′）
引物 ２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ｐｒｉｍｅｒ（５′→３′）
染色体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
模板

Ｒｅｐｅａｔ ｍｏｔｉｆ

ＶＶＳ２ ＣＡＧＣＣＣＧＴＡＡＡＴＧＴＡＴＣＣＡＴＣ ＡＡＡＴＴＣＡＡＡＡＴＴＣＴＡＡＴＴＣＡＡＣＴＧＧ １１ （ＧＡ） ｎ

ＶＶＭＤ５ ＣＴＡＧＡＧＣＴＡＣＧＣＣＡＡＴＣＣＡＡ ＴＡＴＡＣＣＡＡＡＡＡＴＣＡＴＡＴＴＣＣＴＡＡＡ １６ （ＣＴ） ３ＡＴ（ＣＴ） １１ＡＴＡＧ（ＡＴ） ３

ＶＶＭＤ７ ＡＧＡＧＴＴＧＣＧＧＡＧＡＡＣＡＧＧＡＴ ＣＧＡＡＣＣＴＴＣＡＣＡＣＧＣＴＴＧＡＴ ７ （ＣＴ） １４

ＶＶＭＤ２５ ＴＴＣＣＧＴＴＡＡＡＧＣＡＡＡＡＧＡＡＡＡＡＧＧ ＴＴＧＧＡＴＴＴＧＡＡＡＴＴＴＡＴＴＧＡＧＧＧＧ １１ （ＣＴ） ｎ

ＶＶＭＤ２７ ＡＣＧＧＧＴＡＴＡＧＡＧＣＡＡＡＣＧＧＴＧＴ ＧＴＡＣＣＡＧＡＴＣＴＧＡＡＴＡＣＡＴＣＣＧＴＡＡＧＴ ５ （ＣＴ） ｎ

ＶＶＭＤ２８ ＡＡＣＡＡＴＴＣＡＡＴＧＡＡＡＡＧＡＧＡＧＡＧＡＧＡＧＡ ＴＣＡＴＣＡＡＴＴＴＣＧＴＡＴＣＴＣＴＡＴＴＴＧＣＴＧ ３ （ＣＴ） ｎ

ＶＶＭＤ３２ ＧＧＡＡＡＧＡＴＧＧＧＡＴＧＡＣＴＣＧＣ ＴＡＴＧＡＴＴＴＴＴＴＡＧＧＧＧＧＧＴＧＡＧＧ ４ （ＣＴ） ｎ

ＶｒＺＡＧ６２ ＣＣＡＴＧＴＣＴＣＴＣＣＴＣＡＧＣＴＴＣＴＣＡＧＣ ＧＧＴＧＡＡＡＴＧＧＧＣＡＣＣＧＡＡＣＡＣＡＣＧＣ ７ （ＧＡ） １９

ＶｒＺＡＧ７９ ＡＧＡＴＴＧＴＧＧＡＧＧＡＧＧＧＡＡＣＡＡＡＣＣＧ ＴＧＣＣＣＣＣＡＴＴＴＴＣＡＡＡＣＴＣＣＣＴＴＣＣ ５ （ＧＡ） １９

３　 讨论

种质性状对葡萄选育中亲本选择与果园种植搭

配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ＶＩＶＣ 虽较大多数同

类数据库信息较为完善，但形态特征的描述明显不

足，仅对果皮色泽和花器类型等少量信息进行描述，
而叶形、种子性状、穗形、穗长、果粒形状、果实糖酸

等均未被记录。 相比之下，美国种质资源信息网

（ＧＲＩＮ）形态特征信息更为具体，其对果实含糖量，
果粒、果穗和叶片的尺寸、形状和颜色以及物候期均

有详细的记录（表 ３）。 这些信息的完善往往需要进

行大量的田间调查工作，且不同气候条件和地域环

境都会对调查结果产生一定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有

助于各国葡萄科研人员更好地了解在不同立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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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葡萄生长发育的特点，且比实验室模拟出来的条

件更具说服力［２４⁃２５］。 ＶＩＶＣ 作为全球最大的葡萄种

质资源数据库，其有义务号召不同国家及地区的葡

萄科研工作者来共同完成这项工作。
我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种质资源，但种质资源

数据库的构建相比欧美发达国家起步较晚，自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我国相继构建了多个种质资源数据库系

统，但仅有少数几个平台如中国作物种质资源信息

系统（ＣＧＲＩＳ） ［２６］、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平台等可通过

网络获取平台中的信息。 近几年，我国在种质资源

发现、保存和信息记录工作上成果颇丰［２７⁃２９］。 在果

树上，国家果树种质资源数据库以及葡萄、桃、荔枝

等果树的种质资源数据库系统相继开始建立［３０⁃３２］。
其中，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与西安航空

学院正构建葡萄相关的种质资源数据库［３１，３３⁃３４］，但
暂未提供外部访问。 即便如此，只有继续开展种质

资源的收集、规范统一评价指标、利用及保护种质遗

传资源多样性和新品种选育等工作，才能为果树科

研、育种及科研人员全方位了解果树种质的特征，深
入了解种质遗传基因特性，为国内外众多果树科研

人员提供一个种质信息的交流窗口。

参考文献
［１］ 　 黎裕，李英慧，杨庆文，等． 基于基因组学的作物种质资源研

究：现状与展望［Ｊ］ ． 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１５，４８（１７）：３３３３⁃３３５３
［２］ 　 陶然，王晨，房经贵，等． 我国葡萄育种研究概况［ Ｊ］ ． 江西农

业学报，２０１２，２４（６）：２４⁃３０，３４
［３］ 　 房经贵，刘崇怀． 葡萄遗传育种与基因组学［Ｍ］． 南京：江苏

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１４：３６⁃５９
［４］ 　 焦根林，李勇． 植物志后时代植物多样性知识的应用和发展

展望［Ｃ］ ／ ／ 中国植物学会植物园分会 ２００６ 年学术会议论文
集． 北京：中国植物学会 ２００６：４２⁃４６

［５］ 　 刘鑫铭，刘崇怀，樊秀彩，等． 葡萄种质资源初级核心群的构
建［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２０１２，１３（１）：７２⁃７６

［６］ 　 Ｊｉａｎｇ Ｊ，Ｋｅｌｌ Ｓ，Ｆａｎ Ｘ，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ｗｉｌ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ａｐ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Ｊ］ ． Ａｇ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２０１５，２１０（１）：５０⁃５８

［７］ 　 田智硕，姜建福，张国海，等． 国外主要葡萄种质资源数据库
简介［Ｊ］ ． 中外葡萄与葡萄酒，２０１２（１）：５９⁃６２

［８］ 　 张演义，宋长年，房经贵，等． 鲜食葡萄品种资源果实性状分
析及育种目标的制定 ［ Ｊ］ ． 浙江农业学报，２０１２，２４ （ ４ ）：
５６７⁃５７３

［９］ 　 Ｍａｕｌ Ｅ，Ｔöｐｆｅｒ Ｒ． Ｖｉｔ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ＶＩＶＣ）：
Ａ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Ｃ］ ／ ／ ＢＩＯ Ｗｅｂ ｏｆ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ｕｔｒａｎｓ，Ｆｒａｎｃｅ：ＥＤＰ Ｓｃｉ，２０１５

［１０］　 Ｅｌｉｎａ Ｏ，Ｈｅｉｍ Ｓ，Ｒｏｌｌ⁃Ｈａｎｓｅｎ Ｎ，ｅｔ 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ｗａｒ，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Ｊ］． Ｏｓｉｒｉｓ，２００５，２０（２０）：１６１

［１１］　 王姣，刘崇怀，樊秀彩，等． 葡萄种类和品种鉴定技术研究进
展［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２００８，９（３）：４０１⁃４０５

［１２］　 Ｌｅｄｂｅｔｔｅｒ Ｃ Ａ，Ｒａｍｍｉｎｇ Ｄ Ｗ．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ｉｎ Ｇｒａｐｅｓ［Ｍ］． Ｗｉ⁃
ｌｅｙ：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１：１５９⁃１８４

［１３］ 　 Ｌｉ Ｊ，Ｗａｎｇ Ｘ，Ｗａｎｇ Ｘ，ｅｔ ａｌ． Ｅｍｂｒｙｏ ｒｅｓｃｕ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ｉｎ ｇｒａｐｅ［Ｊ］ ．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 Ｔｉｓｓ Ｏｒｇ，
２０１５，１２０（３）：８６１⁃８８０

［１４］ 　 刘崇怀． 无核葡萄品种的无核性来源分析［ Ｊ］ ． 植物遗传资源
学报，２００３，４（１）：５８⁃６２

［１５］ 　 Ｃｈａｉ Ｌ，Ｌｉ Ｙ，Ｃｈｅｎ Ｓ，ｅｔ ａｌ． ＲＮＡ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ｈｉｇｈ ｒｅ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ｐｌａｎｔ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ｇｅｎ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ｙｏｕｎｇ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ｇｒａｐｅ ｂｅｒｒｉｅ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ｉｂｂｅｒｅｌｌｉｎ ［ Ｊ］ ．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２０１４，２２９：２１５⁃２２４

［１６］ 　 Ｗａｎｇ Ｙ，Ｌｉ Ｓ，Ｚｈａｎｇ Ｘ，ｅｔ 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
ａｌ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ｇｅｎ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ｏｖｕｌｅ 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ｇｒａｐｅ
［Ｊ］ ． Ｓｃｉ Ｈｏｒｔｉｃ，２０１６，２１１：３７６⁃３８３

［１７］ 　 房经贵，章镇． 葡萄无核遗传机理研究进展及育种技术［ Ｊ］ ．
中国农学通报，１９９９，１５（３）：３４⁃３５，８２

［１８］ 　 李晓颖，谭洪花，房经贵，等． 果树果实的风味物质及其研究
［Ｊ］ ． 植物生理学通讯，２０１１，４７（１０）：９４３⁃９５０

［１９］ 　 万怡震，翟龙飞，李庆勇，等． 葡萄花型（性别）基因型的研究
［Ｊ］ ．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１，１５（４）：２１⁃２２

［２０］ 　 王晨，房经贵，刘洪，等． 葡萄与葡萄酒的营养成分［ Ｊ］ ． 江苏
林业科技，２００９，３６（４）：３８⁃４０

［２１］ 　 Ｌｏｒｅｎｚｉｓ Ｇ Ｄ，Ｃａｓａｓ Ｇ Ｌ，Ｂｒａｎｃａｄｏｒｏ Ｌ，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ｏｔｙｐｉｎｇ ｏｆ Ｓｉｃｉｌ⁃
ｉａｎ ｇｒａｐｅｖｉｎ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Ｖ．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 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Ｓａｎｇｉｏｖｅｓｅ［Ｊ］ ． Ｓｃｉ Ｈｏｒｔｉｃ，２０１４，１６９（１）：１８９⁃１９８

［２２］ 　 Ｓｅｆｃ Ｋ Ｍ，Ｒｅｇｎｅｒ Ｆ，Ｔｕｒｅｔｓｃｈｅｋ Ｅ，ｅｔ 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ｓａ⁃
ｔｅｌｌｉｔ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Ｖｉｔｉｓ ｒｉｐａｒ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ｇｅｎｏｔｙ⁃
ｐｉｎｇ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ｉｔｉ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 Ｊ ］ ． Ｇｅｎｏｍｅ， １９９９， ４２ （ ３ ）：
３６７⁃３７３

［２３］ 　 Ｌａｕｃｏｕ Ｖ，Ｌａｃｏｍｂｅ Ｔ，Ｄｅｃｈｅｓｎｅ Ｆ，ｅｔ ａｌ． Ｈｉｇ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 ａ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 ． Ｔｈｅｏｒ Ａｐｐｌ Ｇｅｎｅｔ，２０１１，１２２（６）：１２３３⁃１２４５

［２４］ 　 Ｌａｍｂｒｉ Ｍ，Ｔｏｒｃｈｉｏ Ｆ，Ｃｏｌａｎｇｅｌｏ Ｄ，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ｅｒｒｙ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ｇｒａｐｅ 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ｎｄ
ｓｋｉｎ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ｇｒａｐｅ ｊｕｉ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 ． Ｆｏｏｄ Ｒｅｓ Ｉｎｔ，２０１５，７７（Ｓ１）：
５８４⁃５９０

［２５］ 　 Ｔｏｒｃｈｉｏ Ｆ，Ｕｒｃａｎ Ｄ Ｅ，Ｌｉｎ Ｌ，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ｉｔｈ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ｈｅｎｏｌ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ｖａｎａ，Ｃｈ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Ｎｅｂｂｉｏ⁃
ｌｏ ｇｒａｐ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ｗｉｎｅｓ． ［ Ｊ］ ． 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２０１６，１９４：２４７⁃２５６

［２６］ 　 方沩，曹永生． 中国作物种质资源信息系统［ Ｊ］ ． 科研信息化
技术与应用，２０１２，３（６）：６６⁃７３

［２７］ 　 方嘉禾． 中国作物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和利用成果研究回
顾与展望［Ｊ］ ． 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０７，４０（Ｓ１）：４９⁃５７

［２８］ 　 Ｗｕ Ｙ Ｌ，Ｙｉ Ｇ Ｊ，Ｚｈｏｕ Ｂ Ｒ，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ｌｉｔｃｈｉ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ａｎ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Ｓｃｉ Ｈｏｒｔｉｃ，
２００７，１１４（３）：１４３⁃１５０

［２９］ 　 Ｌｉｕ Ｗ，Ｌｉｕ Ｄ，Ｚｈａｎｇ Ａ，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ｐｌｕｍ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ｓｉｍｐｌ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ｒｅｐｅａｔ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Ｊ］ ． Ｊ Ａｍ Ｓｏｃ Ｈｏｒｔｉｃ
Ｓｃｉ，２００７，１３２（５）：６１９⁃６２８

［３０］ 　 杨克钦，马智勇． 国家果树种质资源数据库的建立［ Ｊ］ ． 中国
果树，１９９２（４）：３４⁃３６

［３１］ 　 田智硕． 葡萄种质资源数据库系统的研究与构建［Ｄ］． 洛
阳： 河南科技大学， ２０１２

［３２］ 　 吴元立， 易干军， 周碧容， 等． 荔枝与龙眼种质资源研究进
展［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２００７， ８（４）：４９８ － ５０２

［３３］　 姜建福，李川，战非，等． 葡萄种质资源数据库系统的构建
［Ｊ］ ． 山东农业科学，２０１５（１）：１１９⁃１２３

［３４］ 　 姜建福，孙海生，刘崇怀，等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中国葡萄育种研究
进展［Ｊ］ ． 中外葡萄与葡萄酒，２０１０（３）：６０⁃６５

０２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2018-1期(优化)_部分12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2018-1期(优化)_部分13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2018-1期(优化)_部分14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2018-1期(优化)_部分15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2018-1期(优化)_部分16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2018-1期(优化)_部分17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2018-1期(优化)_部分18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2018-1期(优化)_部分19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2018-1期(优化)_部分20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2018-1期(优化)_部分21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2018-1期(优化)_部分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