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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葡萄产量与品质和花序数量、特点、结构等密切相关。 葡萄品种资源众多，不同品种结实系数、花序着生节位以及

花序的结构等存在差异，花芽分化的高低与修剪有关。 为对葡萄花序有更好的认识，以及为更好地利用葡萄种质资源、葡萄

育种亲本选择以及栽培管理措施的实施提供一定理论参考，本研究对 ２０５ 份葡萄种质资源的花序特点进行了调查分析。 研究

发现：葡萄花序类型有花序紧凑型、花序松散型、无卷须型、卷须紧靠花序型、卷须非紧靠花序型等，欧美杂种花序着生初节位

分布在 ３ 和 ４，其结实系数为 １ 或 ２。 欧亚种初节位分布在 ４ 和 ５，其结实系数主要为 １。 抽生花序节位的芽比非抽生花序节

位的芽大。 花序增长速度在开花前 ７ｄ 时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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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在世界果树生产中占据重要位置。 近

些年来，我国葡萄产业发展迅速，到 ２０１５ 年全国

鲜食葡萄栽培面积为 ８０ 万 ｈｍ２，年产量 １３６６
万 ｔ。 葡萄结果早，可连年丰产，稳产，已成为当

前农业生产中经济效益很高的产业之一。 开花

是植物生命周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果树

发育过程中的重要过程，葡萄花着生于花序上，

花序数决定了葡萄果实的数量、产量与品质。 花

序着生于当年抽生的新梢上，花序有无、质量高

低等受花芽分化质量的影响。 抽生花序的芽的

位置及大小决定了花序的性状与质量。 花序的

结构决定了果穗结构及其质量，花序的数量决定

了果实的产量与品质 ［１⁃７］ 。 花芽分化与果实发

育、新梢生长同时进行，在了解花序分化进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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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可在特定时期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外界环

境条件、内部营养与激素条件有利于花序的形

成，从而调控收获期和保证高产、稳产 ［８⁃１０］ 。 花

序着生位置决定着其修剪方式，尤其是夏季整形

修剪。 葡萄品种繁多，不同品种的葡萄花序的结

构及生长发育情况不尽相同。 了解葡萄花序着

生位置，对葡萄开花习性有较全面认识，便于栽

培与管理。 为此，本试验对 １９９ 个鲜食葡萄品

种，６ 个野生葡萄株系果实的花芽的情况进行了

研究。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材料

本试验于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连续 ２ 年在中国农业科

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进行，共选择 ２０５ 份葡萄种质

材料（表 １），包括 １９９ 个鲜食品种，６ 个野生株系；
每个株系选取 ６ 个结果枝进行花序调查。 选择有代

表性的 ９１ 份葡萄种质材料，每份选取 ３ 个枝条进行

芽的调查。 葡萄园正常水肥管理，葡萄植株生长

良好。

表 １　 供试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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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名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编号

Ｎｏ．
名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编号

Ｎｏ．
名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野生材料 Ｗｉｌｄ ｇｒａｐｅｓ ２６ 高地 Ｇａｏｄｉ ５３ 美洲白 Ｍｅｉｚｈｏｕｂａｉ

１ 变叶葡萄 Ｂｉａｎｙｅｐｕｔａｏ ２７ 高墨 Ｔａｋａｓｕｍｉ ５４ 蜜尔紫 Ｍｉｌｌｓ

２ 多裂叶蘡薁 Ｄｕｏｌｉｅｙｅｙｉｎｇｙｕ ２８ 高砂 Ｔａｋａｓａｇｏ ５５ 蜜红 Ｈｏｎｅｙ Ｒｅｄ

３ 灵宝复叶葡萄 Ｌｉｎｇｂａｏｆｕｙｅｐｕｔａｏ ２９ 高尾 Ｔａｋａｏ ５６ 摩尔多瓦 Ｍｏｌｄｏｖａ

４ 塘尾葡萄 Ｔａｎｇｗｅｉｐｕｔａｏ ３０ 戈尔比 ゴルビー ５７ 茉莉香 Ｍｏｌｉｘｉａｎｇ

５ 山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 ３１ 歌德 Ｇｏｅｔｈｅ ５８ 尼加拉 Ｎｉｇａｒａ

６ 毛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ｈｅｙｎｅａｎａ ３２ 贵妃玫瑰 Ｇｕｉｆｅｉｍｅｉｇｕｉ ５９ 莎加蜜 さがみ

欧美杂交种 Ｖ．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 Ｌ． × Ｖ． ｌａｂｒｕｓｃａ Ｌ． ３３ 哈佛德 Ｈａｒｔｆｏｒｄ ６０ 申秀 Ｓｈｅｎｘｉｕ

７ ７９⁃０５⁃６ ３４ 黑奥林 Ｂｌａｃｋ Ｏｌｉｍｐｉａ ６１ 藤稔 Ｆｕｊｉｍｉｎｏｒｉ

８ Ｊａｄｅ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３５ 红瑞宝 Ｂｅｎｉｚｕｉｈō ６２ 天使玫瑰香 Ｍｕｓｃａｔ Ａｎｇｅｌ

９ ＮＹ１４５２８ ３６ 红萨福尔克 Ｈｏｎｇｓａｆｕｅｒｋｅ ６３ 田野黑 Ｔａｎｏ Ｂｌａｃｋ

１０ 艾尔威因 Ａｉｅｒｗｅｉｙｉｎ ３７ 红双味 Ｈｏ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ｗｅｉ ６４ 维金娜斯 Ｖｅｒｇｅｎｎｅｓ

１１ 爱欧娜 Ｉｏｎａ ３８ 红香蕉 Ｈ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ｊｉａｏ ６５ 夕阳红 Ｘｉｙａｎｇｈｏｎｇ

１２ 安尼斯基 Ａｙａｎｅｓｋｅａｌ ３９ 红伊豆 Ｂｅｎｉｉｚｕ ６６ 先锋 ピオ⁃ネ

１３ 安芸皇后 Ａｎｙｕｎｈｕａｎｇｈｏｕ ４０ 琥珀 Ｈｕｐｏ ６７ 伊豆锦 Ｉｚｕｎｉｓｈｉｋｉ

１４ 白奥林 Ｂａｉａｏｌｉｎ ４１ 户太 ８ 号 Ｈｕｔａｉ ８ ｈａｏ ６８ 着色香 Ｚｈｕｏｓｅｘｉａｎｇ

１５ 白香蕉 ＴｒｉｕｍｐＨ ４２ 沪培 ２ 号 Ｈｕｐｅｉ Ｎｏ． ２ ６９ 状元红 Ｚｈｕａｎｇｙｕａｎｈｏｎｇ

１６ 白香蕉株选 ＴｒｉｕｍｐＨ ４３ 加拿大玫瑰 Ｊｉａｎａｄａｍｅｉｇｕｉ ７０ 紫玉 Ｓｈｉｇｙｏｋｕ

１７ 蓓蕾 Ｂａｉｌｅｙ ４４ 京亚 Ｊｉｎｇｙａ ７１ 紫早 Ｚｉｚａｏ

１８ 蓓蕾玫瑰 Ｍｕｓｃａｔ Ｂａｉｌｅｙ ４５ 京优 Ｊｉｎｇｙｏｕ ７２ 紫珍香 Ｚｉｚｈｅｎｘｉａｎｇ

１９ 脆红 Ｃｕｉｈｏｎｇ ４６ 巨峰 Ｋｙｏｈō ７３ 碧绿珠 Ｂｉｌｖｚｈｕ

２０ 大阪 ４８２０２ Ｄａｂａｎ ４８２０２ ４７ 巨玫瑰 Ｊｕｍｅｉｇｕｉ ７４ 黑贝蒂 Ｈｅｒｂｅｔ

２１ 大宝 タイホウ ４８ 卡托巴 Ｃａｔａｗｂａ ７５ 红奥林 オリンピア

２２ 大平地拉洼 Ｄａｐｉｎｇｄｉｌａｗａ ４９ 康拜尔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７６ 红富士 Ｂｅｎｎｉ ｆｕｊｉ

２３ 俄罗斯康可 Ｒｕｓｓｉａ Ｃｏｎｃｏｒｄ ５０ 龙宝 Ｒｙūｈō ７７ 田野红 Ｔａｎｏ Ｒｅｄ

２４ 二伯娜 Ｅｒｂｏｎａ ５１ 罗曼尔 Ｒｏｍｍｅｌ 欧亚种 Ｖ．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 Ｌ．

２５ 峰后 Ｆｅｎｇｈｏｕ ５２ 玫瑰怡 Ｍｅｉｇｕｉｙｉ ７８ ８７⁃１

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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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编号

Ｎｏ．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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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 ９０⁃１ １２２ 黑彭斯 Ｈｅｉｐｅｎｇｓｉ １６５ 恰齐瓦赫 Ｑｉａｑｉｗａｈｅ

８０ １１⁃３９ １２３ 黑夏尼 Щани черный １６６ 巧保 ２ 号 Чауш × Волгар Ｎｏ． ２

８１ １１⁃４３ １２４ 黑油亮 Ｈｅｉｙｏｕｌｉａｎｇ １６７ 巧吾什 Чауш

８２ 阿佛阿丽 Ａｆｕａｌｉ １２５ 红古沙 Гузаль кара １６８ 琼尼 Ｑｉｏｎｇｎｉ

８３ 阿古西 Ａнгур сиёх гиссарский １２６ 红加利亚 Ｈｕｎｇａｒｉｇａ １６９ 秋白 Ｑｉｕｂａｉ

８４ 安吉文 Ｍａｄｅｌｅｉｎｅ Ａｎｇｅｎｉｎｅ １２７ 红莲子 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ｚｉ １７０ 日鲁捷维 Желудёвый

８５ 安娜马里亚 Ａｎｎａｍａｒｉａ １２８ 红星 Ｒｅｄ Ｓｔａｒ １７１ 森田尼 Ｃｅｎｔｅｎｉａｌ

８６ 奥古斯特 Ａｕｇｕｓｔａ １２９ 红亚历山大 Ｆｌａｍｉｎｇ Ｍｕｓｃａｔ １７２ 沙斯巴达尔 Ｓｈａｓｉｂａｄａｅｒ

８７ 奥利文 Ｉｒｓａｙ ｏｌｉｖｅｒ １３０ 红意大利 Ｒｕｂｙ Ｏｋｕｙａｍａ １７３ 莎巴斯 Шабаш Ｃｈａｂａｃｈｅ

８８ 奥林匹亚 Ｏｌｉｍｐｉａ １３１ 黄蜜斯 Ｈｕａｎｇｍｉｓｉ １７４ 山葡萄 Ｓｈａｎｐｕｔａｏ

８９ 巴士 Ｂａｓｈｉ １３２ 基拉尔 Матяш Кираль １７５ 沈阳玫瑰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ｍｅｉｇｕｉ

９０ 白哈丽丽 Ｋｈａｌｉｌｉ ｂｌａｎｃ １３３ 吉峰 Ｊｉｆｅｎｇ １７６ 圣诞玫瑰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 Ｒｏｓｅ

９１ 白胡沙涅 Хусайне белый １３４ 济南早红 Ｊｉｎａｎｚｕｏｈｏｎｇ １７７ 胜利 Победа

９２ 白鸡心 Ｂａｉｊｉｘｉｎ １３５ 京可晶 Ｊｉｎｇｋｅｊｉｎｇ １７８ 胜利花药 ２ 号 Победа Ｎｏ． ２

９３ 白夏尼 Ｃｈａａｎｉ ｂｌａｎｃ １３６ 京玉 Ｊｉｎｇｙｕ １７９ 斯蒂本 Ｓｉｄｉｂｅｎ

９４ 阪琢 Ｂａｎｚｈｕｏ １３７ 克里木考尼松 Корнцщон １８０ 斯堪地拜格 Ｓｉｋａｎｄｉｂａｉｇｅ

９５ 比赛尔 Ｊｕｌｓｋｉ Ｂｅａｓｅｒ １３８ 克林巴马克 Хусайне келим бармак １８１ 苏 ４６ 号 Ｓｕ Ｎｏ． ４６

９６ 布拉金涅 Ｂｒａｇｈｉｎａ １３９ 库特赛塔 Куртсеит аганый иэюм １８２ 苏丹尼 Ｋａｒａ ｓｏｕｌｔａｎｉ

９７ 布列其罗然西 Береги рожаш １４０ 莱考德 Ｒｅｋｏｒｄ １８３ 索罗门 Ｓａｌｏｍｏｎ

９８ 超宝 Ｃｈａｏｂａｏ １４１ 李子香 Ｌｉｚｉｘｉａｎｇ １８４ 特别黑大粒 キヨシン

９９ 德苏拉乌苏姆 Джура узюм １４２ 里扎马特 Ｒｉｚａｍａｔ １８５ 微红白 Ｗｅｉｈｏｎｇｂａｉ

１００ 登瓦斯玫瑰 Ｍｉｓｋｅｔ ｄｏｕｎｖａｓｋｉ １４３ 龙眼 Ｌｏｎｇｙａｎ １８６ 维多利亚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１０１ 笛吹 Ｄｉｃｈｕｉ １４４ 罗马尼亚 Ｇｒｏｓ ｃｏｌｍａｎ １８７ 吾家克阿衣 Ｗｕｊｉａｋｅａｙｉ

１０２ 东京红 Ｄｏｎｇｊｉｎｇｈｏｎｇ １４５ 洛迪 Ｒｏｄｉ １８８ 西莱特 Ｘｉｌａｉｔｅ

１０３ 芳香拉查基 Ｒｏｚａｋｉ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１４６ 驴奶 Ｌｖｎａｉ １８９ 香妃 Ｘｉａｎｇｆｅｉ

１０４ 芳香玫瑰 Ｍａｔｈｉａｓ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１４７ 绿葡萄 Ｌｖｐｕｔａｏ １９０ 香悦 Ｘａｉｎｇｙｕｅ

１０５ 芳香葡萄 Ｍａｔｈｉáｓｚ Ｐｉｐｉｓｋｅ ｍｕｓｋｏｔáｌｙ １４８ 马琳格尔 Ｐｒｅｃｏｃｅ ｄｅ ｍａｌｉｎｇｅｒ １９１ 小白葡萄 Ｘｉａｏｂａｉｐｕｔａｏ

１０６ 绯红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 １４９ 玛瑙 Ｍａｎａｏ １９２ 谢花红 Ｍｕｓｃａｔ Ｍａｔｈｉａｓｚ Ｊａｎｏｓｎｅ

１０７ 粉红阿里蔓登 Ｆｅｎｈｏｎｇａｌｉｍａｎｄｅｎｇ １５０ 玫瑰香 Ｍｕｓｃａ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１９３ 秀特玫瑰 Ｘｉｕｔｅｍｅｉｇｕｉ

１０８ 粉红拉查基 Ｐｉｎｋ Ｒｏｚａｋｉ １５１ 米哈尔 Мунсачи Мчхаль １９４ 洋葡萄 Ｙａｎｇｐｕｔａｏ

１０９ 粉红葡萄 Ｆｌａｍｅ Ｔｏｋａｙ １５２ 蜜汁 Ｍｉｚｈｉ １９５ 伊尔玛 Ｋｏｃｓｉｓ Ｉｒｍａ

１１０ 粉红亚依苏娜 Ｆｅｎｈｏｎｇｙａｙｉｓｕｎａ １５３ 牡丹红 Ｍｕｄａｎｈｏｎｇ １９６ 伊犁莎白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ｇｒａｐｅ

１１１ 凤凰 ５１ Ｆｅｎｇｈｕａｎｇ ５１ １５４ 那多尔 Иожеф надор １９７ 依斯比沙里 Ислцсар

１１２ 弗斯玫瑰 Ｆｕｓｉｍｅｉｇｕｉ １５５ 尼姆兰格 Ｎｉｍｕｌａｎｇｅ １９８ 意大利 Ｉｔａｌｉａ

１１３ 高蓓蕾 ハイベリー １５６ 牛心 Ｎｉｕｘｉｎ １９９ 意大利玫瑰 Ｙｉｄａｌｉｍｅｉｇｕｉ

１１４ 高妻 Ｇａｏｑｉ １５７ 纽约玫瑰香 Ｍｕｓｃａｔ Ｎｅｗｙｏｒｋ ２００ 早黑宝 Ｚａｏｈｅｉｂａｏ

１１５ 瑰宝 Ｇｕｉｂａｏ １５８ 派卡尔 Пакар дюла ２０１ 早玛瑙 Ｚａｏｍａｎａｏ

１１６ 哈尼 Ｋｈａｎｉ １５９ 派克斯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ｐｅｃｓ ２０２ 长白 ９ 号 Ｃａｈｎｇｂａｉ Ｎｏ． ９

１１７ 哈特巴尔 Хатал баар １６０ 潘诺尼亚 Ｐａｎｎｕｏｎｉｙａ ２０３ 紫鸡心 Ｚｉｊｉｘｉｎ

１１８ 和田红 Ｈｅｔｉａｎｈｏｎｇ １６１ 瓶儿 Ｐｉｎｇｅｒ ２０４ 保尔加尔 Волгар

１１９ 黑鸡心 Ｈｅｉｊｉｘｉｎ １６２ 葡萄园皇后　 Ｑｕｅｅｎ ｏｆ ｖｉｎｅｙａｒｄ ２０５ 红罗莎里奥 ロザリオ ロッソ

１２０ 黑蜜 Ｇａｏｍｉ １６３ 普列文玫瑰 Ｍｉｓｋａｔ ｐｌｅｖｅｎｓｋｉ

１２１ 黑墨 Ｇａｏｍｏ １６４ 齐查卡普列 Цица капре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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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期 许瀛之等：葡萄种质资源花序的调查与分析

１ ２　 调查方式

在葡萄开花后，对葡萄种质资源的花序进行调

查，每份种质资源选 ３ 株，每株 ２ 个结果枝，调查节

数、花序着生节位与花序类型、数量。 从长出花序到

谢花期每隔 ３ ｄ 测量 １ 次花序的长度、宽度，记录盛

花期以及盛花期单朵花的直径和花柄到柱头的

距离。
在葡萄开花前，对葡萄的芽进行调查，每份种质

资源选 ３ 株，每株选 １ 个结果枝进行调查，每个枝条

选第 １ ～ ８ 节位进行芽的调查。
１ ３　 数据分析

对试验结果进行汇总统计，统计葡萄花序类型

的数量、百分数、花序开花时间、花序着生情况、芽的

大小、花序大小、单朵花大小等数据，制作图表，并使

用 Ｅｘｃｅｌ 辅助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葡萄花序类型

２ １ １　 按外型分类　 田间调查发现，自然生长条件

下葡萄花序类型按紧凑程度分为紧凑花序和松散花

序两大类。 欧亚种与欧美种葡萄中紧凑花序和松散

花序所占比例不同。 欧亚种中，花序松散的类型占

６０ ３％ ，花序紧凑的类型占 ３９ ７％ 。 欧美种中，花
序松 散 的 类 型 占 ４８ ８％ ， 花 序 紧 凑 的 类 型 占

５１ ２％ ，比欧亚种紧凑。 花序形状决定果穗形状，花
序紧凑的品种成熟后果穗也紧凑，花序松散的品种

果穗也松散（图 １）。

Ａ：品种为俄罗斯康可，花序松散型；Ｂ：品种为白香蕉，花序紧凑型

Ａ：Ｒｕｓｓｉａ 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ｌｏｏｓｅ ｔｙｐｅ，
Ｂ：ＴｒｉｕｍｐＨ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ｔｙｐｅ

图 １　 不同果穗形状

Ｆｉｇ 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按有无卷须分，有无卷须、有卷须之分（图 ２）。
欧亚种中，７７ ６％的品种具备卷须，１９ ８％ 的品种

卷须紧靠花序。 欧美种中，５８ ７％ 的品种具备卷

须，２６ ３％的品种卷须紧靠花序。 ７５ ２％ 的鲜食

种具备卷须，卷须着生在叶的对面，其在新梢上排

列的方式依种类不同而异。 欧美杂种的卷须在节

位上常不规则的出现，欧亚种均为非连续性，即连

续出现两节卷须后，中间间断一节。 Ｐ Ｋ Ｂｏｓｓ
等［１１］报道，欧亚种葡萄栽培品种‘ Ｐｉｎｏｔ Ｍｅｕｎｉｅｒ’
的矮化突变体与正常植株相比在茎上只产生花

序，没有卷须形成。

Ａ：品种为摩尔多瓦，无卷须型；Ｂ：品种为白奥林，有卷须型

Ａ：Ｍｏｌｄｏｖａ，ｎｏ ｔｅｎｄｒｉｌ ｔｙｐｅ，Ｂ：Ｂａｉａｏｌｉｎ，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ｅｎｄｒｉｌ ｔｙｐｅ

图 ２　 葡萄花序的卷须类型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ｔｅｎｄｒｉ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ａｐｅｓ

２ １ ２　 花序开花时间 　 田间调查发现，不同葡萄

品种花序开花时间有早有晚，开花持续时间长短

不同。 如果按开花时期早晚分，葡萄花序类型分

为早开花型和晚开花型。 ２０１７ 年所调查的 ２０６ 个

葡萄品种开花期分布在 ４ 月 ２１ 日至 ５ 月 １６ 日之

间，将 ４ 月 ２１ 日至 ５ 月 ７ 日开花的品种划分为早

开花型，占 ５６ ２％ ；将 ５ 月 ８ － １６ 日开花的品种划

分为晚开花型，占 ４３ ８％ 。 每个品种从始花期到

盛花期为 ２ ｄ，从盛花期到谢花期为 ４ ｄ，整个花期

为 ６ ～ ７ ｄ。 其中，野生材料开花最早，平均开花日

期为 ５ 月 １ 日，９０％ 的野生材料为早开花型，其中

最早开花的野生材料是变叶葡萄，最晚开花的野

生材料是毛葡萄。 欧美种开花较早，开花期分布

在 ４ 月 ２７ 日至 ５ 月 １０ 日之间，７９ ３％的品种盛花

期集中在 ５ 月 ４ － ７ 日之间，８９ ７％ 的品种为早开

花型，１０ ３％为晚开花型，其中最早开花的品种是

紫早，最晚开花的品种是红富士。 欧亚种开花较

晚，不同品种的开花期分布在 ５ 月 ４ － １３ 日之间，
８６ １％的品种盛花期集中在 ５ 月 ７ － １１ 日之间，
２６ ９％的品种为早开花型，７３ １％ 为晚开花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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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早开花的品种是‘Ａｕｇｕｓｔａ’，最晚开花的品种

是‘Ｈｅｉｐｅｎｇｓｉ’。
２ ２　 花序着生情况统计分析

２ ２ １　 花序着生低节位情况　 花序着生的节位影

响修剪时枝的修剪长度以及树体大小，尤其是影

响生长季修剪方式。 田间调查发现，鲜食品种中，
第一花序着生节位分布在 １ ～ ８ 之间，在第 ４ 节位

的品种占 ３８ ４％ （表 ２）。 欧美杂种花序着生平均

初节位为 ３ ６，初节位大部分分布在 ３ 和 ４，占

８０ ２％ ，而且初节位分布在 ４ 最多，占 ４３ ８％ 。 欧

美杂种中花序着生初节位最低的品种是美洲白

（图 ３ｂ），花序着生初节位为 １ 或 ２；最高的品种是

贵妃玫瑰和状元红，其花序着生初节位为 ６。 欧亚

种花序着生平均初节位为 ４ ３８，初节位大部分分

布在 ４ 和 ５，占 ７２ ４％ ，初节位分布在 ４ 最多，占
３６ ４％ 。 欧亚种初节位比欧美杂种高 ０ ８ 个节

位，分布最少的初节位为第 ７ 节。 欧亚种中花序

着生初节位最低的品种是京可晶，花序着生初节

位为 ２；最高的品种是红莲子，花序着生初节位为

６ 或 ７。 野生材料花序着生平均初节位为 ３ ６，主
要分布在 ２ ～ ３ 节位，占 ７９ １％ 。 初节位分布在 ３
最多，占 ４１ ９％ ，分布最少的初节位为第 １ 节。 野

生材料中花序着生初节位最低的种是塘尾葡萄，
花序着生初节位为 １；花序着生初节位最高的种是

多裂叶蘡薁，花序着生初节位为 ４。 野生材料花序

着生部位较低，相对较分散。

表 ２　 不同葡萄品种（种）花序着生情况汇总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ａｐ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ｓｐｅｃｉｅｓ）

结实系数

Ｓｅｅ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花序抽生节位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ｎｏｄｅ

花序类型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ｔｙｐｅｓ

品种（种）编号

Ｖａｒｉｅｔｙ（ｓｐｅｃｉｅｓ）ｎｕｍｂｅｒ

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花序松散 ５３

花序紧凑 ７９，１７，９７，１３２，１３５，６４

花序松散 ８４，７３，１２８，４９，１４６，１４７，５８

花序紧凑 ７，７９，１６，９４，９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４，１０６，２７，１１６，１１９，３５，３８，３９，１３３，４４，１３６，
４８，１３８，１４３，１４９，１５１，５７，１７８，１７９，６１，１９２，１９３，１９６，１９９，６８，２０３，７１

花序松散

７３，２６，４０，１２８，５３，１５７，６２，６０，７０，４３，１７７，１６９，１８３，２０２，１７４，１３，７６，４１
５９，５６，１０５，９６，１２９，３０，２８，２５，７５，７２，８８，８４，１０２，１２４，１４５，１４６，１４１，１５０，１６２，１６１，１８５

花序紧凑 ７，８６，８７，１４，９２，１６，９４，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９９，２４，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１０８，２７，２９，１１５，３２，１１６，１１８，
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２，２０５，３５，３６，３７，３８，３９，１３０，１３５，４４，１３６，４６，１４３，１４８，１４９，５２，１５１，５７，

１６７，１７８，１７９，６１，７７，１８７，６５，１８８，６６，１９３，１９５，１９６，１９７，１９８，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１，６８，２０３，７１

花序松散 ７８，８０，８１，８，９，８５，１２，１３，８８，９５，９６，１００，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５，１１０，２５，１１２，１１４，２８，３０，１１７，
３４，１２１，１２３，１２４，７５，７６，１２５，１２６，１２９，４１，４２，１３４，４５，４７，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２，５０，１４６，

１４７，５４，５５，５６，１５３，１５４，１５５，１５６，１５９，１６１，１６３，１６４，１６５，１６６，１６８，１６９，１７０，
１７１，１７２，１７３，５９，１７４，１７５，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２，１８３，１８４，６２，１８５，１９０，６７，７０，７２

花序紧凑 ７，８６，８７，９２，９３，１５，９８，１９，２０，９９，１０１，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１０８，１０９，１１５，３２，１１６，
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２，２０５，３７，３８，３９，１３０，１３５，１３８，１４３，１４８，１５１，５７，１７８，１８６，６５，

１８８，６６，１８９，１９１，１９２，１９３，１９５，１９６，１９７，１９８，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１，６８，６９
花序松散 ７８，８０，８１，８，８２，８３，８４，８５，１３，８８，９１，２０４，９５，９６，１０３，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３，１２１，１２３，１２４，

７６，１２５，１２９，４２，１３４，４７，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２，５０，１４４，１４５，１４６，１５０，５５，５６，１５３，１５４，１５５，１５６，１５９，
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３，１６４，１６５，１６６，１６８，１６９，１７０，１７１，１７２，１７５，１７６，１７７，１８０，１８２，６２，１９４，７２

花序紧凑 ７９，８３，８６，８７，９２，９３，９８，９９，１０６，１０７，１１５，３２，１２２，１３０，１３８，
１４８，１４９，１８７，１８８，１９２，１９６，６９，２０３

花序松散 ７８，８０，８１，８２，８４，８５，９０，９１，１１１，１１３，１２５，１２７，１２９，１４２，１４５，１７６，１７７

花序紧凑 ８６，１８８

花序松散 ９１，１２７

花序紧凑 １０４

２ ２ 花序紧凑 ５，１７，９７，３１，１３２，４，６１，６

花序松散 ９０，１，２，２３，３３，７４，１２１，１２６，１２８，４９，５３，５４，５８，１５７，１５８，１６２，１７４，２０２

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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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续）

结实系数

Ｓｅｅ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花序抽生节位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ｎｏｄｅ

花序类型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ｔｙｐｅｓ

品种（种）编号

Ｖａｒｉｅｔｙ（ｓｐｅｃｉｅｓ）ｎｕｍｂｅｒ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花序紧凑 ５，８９，１４，１７，１８，９７，１９，２１，２２，２５，２７，３１，１２０，７５，３６，３７，１３２，１３３，４４，１３６，
４６，４８，１４３，５１，５２，１５１，１５２，１５８，６１，６３，７７，１８９，１９１，１９６，６８，７１

花序松散 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９０，２０４，７３，１，１００，２，２３，２６，３３，１１７，３４，７４，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６，１２８，
４０，１３１，４３，４５，４９，１３７，３，１４４，５３，５４，１５３，５８，１５５，１５７，１５９，１６２，１６９，

１７１，５９，１７４，６０，１８１，１８２，１８３，１８４，１９０，１９４，６７，２０２

花序紧凑 ７，７９，５，１４，１６，９４，１８，１９，２０，２２，２４，１０４，１０７，２７，１１８，３６，３９，４６，５１，５２，１５１，１５８，１７９，
６３，１８６，１８９，１９１，１９３，１９５，１９７，２０１，６９，２０３，７１

花序松散 ９，８２，１０，１１，１３，９０，９１，２０４，１００，２，２３，１０４，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４，３０，１１７，３４，
１２５，１２６，４１，４２，１３１，１３４，４３，４７，１３７，１４１，５０，１４４，５６，１５３，１５７，１６２，１７３，

５９，１７５，１７６，１７７，１８１，１８４，１９０，１９４，６７，２０２，７０

花序紧凑 ８３，９８，９９，１０１，１１８，１３０，１６７，６５，１８９，１９２，１９８，１９９，６

花序松散 ８，８２，８４，１０４，１１７，１２５，４２，１３１，１４２，５６，１５４，１５９，１７６，１８１

花序紧凑 ８６，１９２

花序松散 １２７

花序松散 ９１

３ １

２

３

４

５

花序紧凑 ４，６

花序紧凑 ５，９７，３１，４，６４

花序松散 ３３，７４，４９，３，１８４

花序紧凑 ５，８９，１７，４，６４，６，６８

花序松散 １０，１２，２０４，２３，１１１，７４，１２８

花序紧凑 １５，５１

花序松散 ２

花序紧凑 １０１

花序松散 ９６

４ ２

３

４

花序紧凑 ２２，６

花序松散 １２，１，２６

花序紧凑 ８９

花序松散 ３

花序松散 ８１，３

５ ２ 花序松散 ３

３ 花序松散 ３

２ ２ ２　 结实系数分析　 结实系数即单果枝上花序

的数量。 结实系数影响产量高低以及花序的选留。
鲜食种中，结实系数分布在 １ ～ ５ 之间（图 ４），结实

系数为 １ 的品种最多，占 ６６ ９％ ，结实系数大于 ３
的品种极少，占 ０ ７％ ，花序体积较大。 在结实系数

大于 ２ 的品种中，花序在枝条上连续着生的占

６７ ４％ ，间隔着生的占 ３２ ６％ 。 欧美种结实系数主

要为 １ 或 ２，占 ９３ １２％ ，且结实系数为 １ 最多，占

５３ ３３％ 。 结实系数最大的品种是维金娜斯，为 ３
个。 欧亚种主要为 １ 或 ２，占 ９８ ９９％ ，且结实系数

为 １ 最多，占 ７６ ７２％ ，比欧美杂种高 ２３ ３９％ 。 结

实系数最大的品种是特别黑大粒，为 ２ 或 ３。 野生

材料平均结实系数主要为 ２，占 ５３ ５％ ，结实系数最

大的野生材料是灵宝复叶葡萄，为 ４ 左右，且花序数

总体较少，开花最早，比鲜食种早一个星期，花序体

积较小。

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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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 ｆ 分别为第一花序着生在第 １ 节位、第 ２ 节位、第 ３ 节位、第 ４ 节位、第 ５ 节位、第 ６ 节位

ａ ～ ｆ ｓｔ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ｂｏ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图 ３　 第一花序着生节位类型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ｂｏｒｎｅ

Ａ、Ｂ 结实系数；Ｃ、Ｄ 抽生节位。 百分数为各种类型所占该种葡萄类型的百分比

Ａ ａｎｄ Ｂ： ｓｅｅ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 ａｎｄ Ｄ：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ｎｏｄ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ｉ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ｐｅｓ

图 ４　 欧美杂种与欧亚种的花序情况分布图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ｍａｐ ｏｆ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ｙｂｒｉｄｓ ｏｆ Ｖ．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 Ｌ． ａｎｄ Ｖ． ｌａｂｒｕｓｃａ 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ｆ Ｖｉｔｉｓ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

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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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花序抽生节位及数量与花芽质量的关系

为了分析冬季葡萄花芽的大小与花序抽生的关

系，对其进行了调查与分析。 田间调查发现，葡萄芽

的直径（宽度）在 ０ ２ ～ ０ ６ ｃｍ 之间。 一般情况下，
第 １、２ 节位的芽较小，其宽度在 ０ ２ ～ ０ ４ ｃｍ 之间；
第 ３ ～ ６ 节位较大，在 ０ ４ ～ ０ ６ ｃｍ 之间；第 ６ 节位

以上较小，小于 ０ ３ ｃｍ（图 ５）。 ８２ ０５％的鲜食葡萄

品种抽生花序节位的芽比非抽生花序节位的芽大，
８９ ３８％的鲜食葡萄品种抽生花序节位的芽比非抽

生花序节位的芽直径大，大 ０ １６ ｃｍ 左右。 ９２ ７％
的鲜食葡萄品种抽生花序节位的芽比非抽生花序节

位的芽高，高度值大 ０ １７ ｃｍ 左右。 抽生花序节位

不同的葡萄品种情况不同（图 ４）。 抽生节位为第 ２
节位的品种的芽普遍偏大，第 ２ 节位比其他节位的

直径大 ２２ ７７％ ，芽高度的值大 ３１ ９４％ 。 抽生节位

为第 ３ ～ ６ 节位的品种情况相似，抽生花序节位的芽

比非抽生花序节位的芽直径大 ４７ １２％ ，高度的值

大 ４５ １９％ 。 第 ６ 节位以上的芽明显偏小且抽生花

序的概率不到 １％ ，因此冬季修剪时可将第 ６ 节位

以下短截。

图 ５　 不同抽生花序节位的芽的大小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２ ４　 不同品种资源的花序大小及其生长情况分析

２ ４ １　 花序大小和单朵花大小分析　 田间调查发

现，盛花期葡萄花序长度分布在 ２ ３０ ～ ２４ ５４ ｃｍ 之

间，花序宽度分布在 １ ６２ ～ ７ ３５ ｃｍ 之间，其中野生

材料葡萄花序最小，花序长度分布在 ２ ３０ ～１１ ３２ ｃｍ
之间，花序宽度分布在 １ ８０ ～ ４ ３４ ｃｍ 之间。 野生

材料中花序最大的种是毛葡萄，最小的种是变叶葡

萄；欧美种葡萄花序长度分布在 ３ ４３ ～ １４ ９３ ｃｍ 之

间，花序宽度分布在 １ ６２ ～ ６ １１ ｃｍ 之间；欧美种中

花序最长的品种是红富士，最短的品种是脆红，最宽

的品种是紫玉（早生高墨），最窄的品种是脆红。 欧

亚种葡萄花序最大，花序长度分布在 ３ ２２ ～ ２４ ５４
ｃｍ 之间，花序宽度分布在 １ ０９ ～ ７ ３５ ｃｍ 之间。 欧

亚种中花序最长的品种是圣诞玫瑰（秋红），最短的

品种是白鸡心，最宽的品种是圣诞玫瑰（秋红），最
窄的品种是和田红。

在葡萄花序中单朵花从花柄到柱头的距离分布

在 ０ ４２ ～１ ０５ ｃｍ 之间，单朵花的直径分布在 ０ １５ ～
１ ２５ ｃｍ 之间。 在欧美杂种中单朵花从花柄到柱头的

距离分布在 ０ ４３ ～１ ２５ ｃｍ 之间，单朵花的直径分布

在 ０ ３６ ～１ ２５ ｃｍ 之间。 单朵花从花柄到柱头的距

离最大的品种是爱欧娜，距离最小的品种是摩尔多

瓦，单朵花的直径最大的品种是爱欧娜，最小的品种

是碧绿珠。 欧亚种中单朵花从花柄到柱头的距离分

布在 ０ ３１ ～ １ ０４ ｃｍ 之间，单朵花的直径分布在

０ ２７ ～ ０ ８１ ｃｍ 之间。 单朵花从花柄到柱头的距离

最大的品种是绯红（美）距离最小的品种是布拉金

涅，单朵花的直径最大的品种是莱考德，最小的品种

是布拉金涅。 野生材料的单朵花从花柄到柱头的距

离分布在 ０ ４２ ～ ０ ９３ ｃｍ 之间，单朵花的直径分布

在 ０ １５ ～ ０ ６２ ｃｍ 之间。 野生材料中单朵花从花柄

到柱头的距离最大的品种是塘尾葡萄，距离最小的

品种是灵宝复叶，花的直径最大的品种是毛葡萄，最
小的品种是山葡萄。
２ ４ ２　 花序生长动态分析 　 田间调查发现，从长

出花序到谢花期这段时间，欧美种的花序大小在

开花期之前 ７ ～ ９ ｄ 增长速度最快，花序长度以

０ ８３ ｃｍ ／ ｄ 的速度增长，花序宽度以 ０ ４０ ｃｍ ／ ｄ
的速度增长，开花前 ３ ｄ 至谢花期速度变慢，花序

长度和宽度增长速度均低于 ０ １０ ｃｍ ／ ｄ。 欧亚种

的花序大小在开花期之前 ７ ～ ９ ｄ 增长速度最快，
花序长度以 １ ４８ ｃｍ ／ ｄ 的速度增长，花序宽度以

０ ４７ ｃｍ ／ ｄ 的速度增长，随后逐渐变慢，但均高于

欧美种，开花期至谢花期速度最慢。 野生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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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序大小在开花期之前 ３ ｄ 增长速度最快，花序

长度 以 ０ ８６ ｃｍ ／ ｄ 的 速 度 增 长， 花 序 宽 度 以

０ ０５ ｃｍ ／ ｄ 的速度增长，开花后至谢花期增长速

度明显变慢（图 ６） 。

图 ６　 不同品种（种）花序增长速度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ｓｐｅｃｉｅｓ）

３　 讨论

目前园艺对花序的研究主要有荔枝、龙眼、油
菜、山楂、枇杷［１２］ 等，并有了系统的修剪和管理方

案，而针对葡萄花序节位的研究和报道尚不多，所调

查的种质资源不多，形状、位置、开花习性都没有针

对大量种质资源进行研究。 １ 个葡萄花序包含上百

朵小花［１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花朵都能坐果并发育

成浆果［１４］，平均 １ 个花序只有 ５０％的花朵能坐果并

发育成浆果［１５］。 葡萄花着生于花序上，位置、数量

各不相同［１１］，其中花序数量直接制约产量，花序类

型决定果穗的类型，位置制约修剪方式，修剪方式影

响树形、树体大小，从而影响产量，不同管理条件对

植株生长势等均有影响［１６⁃１９］。 因此花序在葡萄生

长发育及质量产量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曹雪等［２０］、Ｒ Ｉｓｏｄａ［２１］ 通过在枝条不同节位进

行修剪并仅保留顶部 ２ 个芽的处理的研究表明不同

节位的修剪处理均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结果枝的粗度

和花序数，果穗和果实性状也有所提高； Ｓ Ｉｓｈｉａｉ
等［２２］证明葡萄花序的节位是可调控的。 这些发现

说明可以通过不同修剪方式以及栽培条件来控制花

序节位，从而控制果穗的着生位置。 调查发现

９６ ３％的鲜食种都具备卷须，目前葡萄的人工栽培

方式使得卷须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在生产上常常

人为地去除。 而卷须和花序有共同的来源并且两者

间的发育可以转换［２３⁃２５］。 因此研究如何使卷须向

花序转化以提高葡萄的产量对葡萄生产是很有价值

的。 王宝亮等［２６］ 研究了花前花序整形对夏黑葡萄

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花序整形后综合表现较好，产
量适宜，果实着色良好，单粒重显著高于对照，单穗

重适中，内在品质优良，穗形美观。 因此研究花序形

状和花序着生节位为花序整形奠定了基础。
本研究发现，花序过多不一定产量高、品质好，

花序数为 １ 对果实品质是有益处的，如果穗过于紧

凑，造成挤压，则果形不规则，品质降低。 因此修剪

时一条枝上的花序数保留 １ 或 ２ 个时品质最佳。 有

一些品种花序的着生会影响其开花，然后间接影响

果实品质，在第 ３ ～ ５ 节位的果穗果实品质比其他节

位好，间隔着生的花序的果实品质比连续着生的好，
所以在田间建议进行人工疏花疏枝与整穗。 研究不

同葡萄花序着生情况对生产和栽培起着一定的指导

作用［２７］。 （１）修剪直接影响葡萄的树形及树体大

小；（２）可通过花序数量控制产量；（３）花序形状决

定果穗形状；（４）掌握花序着生位置及花序形状有

利于获得优质果穗。 了解葡萄花序着生位置，对葡

萄开花习性有较全面认识，便于修剪与管理，修剪时

可按低中高节位进行分类管理；了解花序数量便于

预估产量，用保留花序数目与整形来控制树形及树

体大小，从而控制产量；根据花序数科学地进行疏花

疏果，以达到高产、优质的目标；了解花序的生长速

度便于掌握水肥的使用量与时间，进而控制花序的

生长状态，达到精确施肥，保证果实质量。

参考文献
［１］ 　 孔庆山，刘崇怀，潘兴，等． 国内外鲜食葡萄发展现状、趋势、

问题与对策［Ｊ］ ． 中国农业信息快讯，２００２（７）：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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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任国慧，吴伟民，房经贵，等． 我国葡萄国家级种质资源圃的

建设现状［Ｊ］ ． 江西农业学报，２０１２，２４（７）：１０⁃１３
［４］ 　 Ｙａｈｙａｏｕｉ Ｔ， Ｂａｒｂｉｅｒ Ｍ， Ｂｅｓｓｉｓｓ Ｒ．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ｍｏｒｐ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ｇｒａｐｅｖｉｎｅ（ Ｖｉｔｉｓ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 Ｌ． ）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 ｃｖｓ Ｐｉｎｏｔ
Ｎｏｉｒ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ｄｏｎｎａｙ［ Ｊ］ ． Ａｕｓｔ Ｊ Ｇｒａｐｅ Ｗｉｎｅ Ｒ，１９９８，４（３）：
１１１⁃１２０

［５］ 　 鲁会冉，陈锦永，程大伟，等． 葡萄花穗整形技术研究进展
［Ｊ］ ． 江西农业学报，２０１７，２９（７）：５６⁃６１

６９４



　 ３ 期 许瀛之等：葡萄种质资源花序的调查与分析

［６］ 　 孙海生，樊秀彩，李民，等． 葡萄花序修整技术简介［ Ｊ］ ． 果农
之友，２０１０（１０）：４３

［７］ 　 Ｓｈａｖｒｕｋｏｖ Ｙ Ｎ，Ｄｒｙ Ｉ Ｂ，Ｔｈｏｍａｓ Ｍ Ｒ．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ｕｎｃｈ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Ｖｉｔｉｓ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 Ｌ． ［ Ｊ］ ． Ａｕｓｔ Ｊ Ｇｒａｐｅ
Ｗｉｎｅ Ｒ，２００４，１０（２）：１１６⁃１２４

［８］ 　 袁志友，李宪利，孙庆华，等． 巨峰葡萄花芽分化的研究［ Ｊ］ ．
西北植物学报，２００３，２３（３）：３８９⁃３９４

［９］ 　 沈建生，陈一帆，陈邦君． 白罗莎里奥葡萄的引种表现及优质
栽培技术［Ｊ］ ． 落叶果树，２００９，４１（４）：１９⁃２１

［１０］ 　 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ｎ Ｃ，Ｍｕｌｌｉｎｓ Ｍ Ｇ．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Ｖｉｔｉｓ：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ｎ⁃
ｄｒｉｌｓ ｉｎｔｏ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ｎｃｈ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ｐｅｓ［Ｊ］ ． Ｐｌａｎｔａ，１９７９，
１４５（２）：１８７⁃１９２

［１１］　 Ｂｏｓｓ Ｐ Ｋ，Ｔｈｏｍａｓ Ｍ 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ｗａｒｆｉｓｍ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ａｌ ｉｎ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ｇｒａｐｅ‘ ｇｒｅｅ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Ｊ］ ． 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２，
４１６：８４７⁃８５０

［１２］　 陈秀萍，黄爱萍，蒋际谋，等． 枇杷属植物 ４ 个种的花序性状
多样性研究［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２０１０，１１（６）：７０９⁃７１４

［１３］　 Ｖｏｌ 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ｇｒａｐ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Ｊ］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ｄｅ ｌ′ＯＩＶ． ，１９９４，６７（７５９⁃７６０）：３７６⁃３８３

［１４］　 Ｐａｔｔｙ Ｓｋｉｎｋｉｓ，辛国奇． 葡萄花序坐果差的原因分析［ Ｊ］ ． 西北
园艺：果树专刊，２０１６（１）：４４⁃４６

［１５］ 　 Ｍａｙ Ｐ． Ｆｒｏｍ ｂｕｄ ｔｏ ｂｅｒｒｙ，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ｉｎ 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ｕｎｃｈ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Ｖｉｔｉｓ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 Ｌ． ［Ｊ］ ． Ａｕｓｔ Ｊ Ｇｒａｐｅ Ｗｉｎｅ
Ｒ，２０００，６（２）：８２⁃９８

［１６］ 　 Ｐｅｔｒｉｅ Ｐ Ｒ，Ｃｌｉｎｇｅｌｅｆｆｅｒ Ｐ 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ｂｅ⁃
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ｂｕｄｂｕｒｓｔ） ｏｎ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ｈａｒｄｏｎｎａｙ ｇｒａｐｅｖｉｎｅｓ（Ｖｉｔｉｓ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 Ｌ． ） ［ Ｊ］ ． Ａｕｓｔ Ｊ
Ｇｒａｐｅ Ｗｉｎｅ Ｒ，２００５，１１（１）：５９⁃６５

［１７］ 　 Ｐａｖａｎ Ｆ，Ｓｔｅｆａｎｅｌｌｉ Ｇ，Ｃａｒｇｎｕｓ Ｅ，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ｔｒａｉ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ｔｏ ｖｉｎｅ ｍｏｔｈｓ

［Ｊ］ ． Ｊ Ａｐｐｌ Ｅｎｔｏｍｏｌ，２００９，１３３（５）：３９４⁃４０１
［１８］ 　 Ｐｅｔｒｏｖ Ｖ 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ｕｓｈ ｐｌａｎｔ⁃

ｉｎｇ ｏｎ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ｉｎ ｅｍｂｒｙｏｎａｌ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ｓ ａ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ｕｄｓ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ｅｙｅｓ［Ｊ］． Ｖｅｓｔｎ Ｒｕｓｓ Ａｇｒ Ｓｃｉ，２０１５（３）：４１⁃４３

［１９］ 　 Ｍｏｔｏｍｕｒａ Ｙ．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ｅｓ ｉｎｔｏ ＧＡ⁃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ｎｄ ⁃
ｕｎｔｒｅａｔｅｄ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２ ｂｙ 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 ｌｅａｖｅｓ ｉｎ ｇｒａｐｅ ｓｈｏｏｔ ［ Ｊ］ ． Ｔｏｈｏｋｕ Ｊ Ａｇｒ Ｒｅｓ，１９８２，３３：
１⁃１３

［２０］ 　 曹雪，杨光，王晨，等． 藤稔葡萄不同节位芽的发育及结果能
力分析［Ｊ］ ． 中外葡萄与葡萄酒，２０１１（１）：２４⁃２６

［２１］ 　 Ｉｓｏｄａ 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ｍｍｅｒ ｐｒｕｎｉｎｇ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ｈｏｏ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ｎ ｇｒａｐｅ［ 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７８，４（１）：１３１⁃１４１

［２２］ 　 Ｉｓｈｉａｉ Ｓ，Ｎａｋａｊｉｍａ Ｙ，Ｅｎｏｋｉ Ｓ，ｅｔ ａｌ． Ｇｒａｐｅ Ｓ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ＲＡＭＯ⁃
ＳＡ３ ｉｓ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ｏｆ ｐｅｄｉｃｅ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ｉｎｆｌｏ⁃
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Ｊ］ ． Ｐｌａｎｔ Ｃｅｌｌ， Ｔｉｓｓｕｅ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ＰＣＴＯＣ），
２０１６，１２４（１）：２１７⁃２２５

［２３］ 　 张彦苹，慕茜，李晓鹏，等． 葡萄卷须及其相关研究［ Ｊ］ ． 植物
生理学报，２０１３，４９（３）：２３４⁃２４０

［２４］ 　 Ｓｅｄｉｇｈｉ⁃Ｄｅｈｋｏｒｄｉ Ｆ，Ｇｈｏｌａｍｉ Ｍ，Ｒａｆｉｅｉａｎ Ｍ．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ｌａ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ｓｉｚｅ，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ｐｅ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
ｃｅｎｃｅ ｅｘｐｌａｎｔ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ｌ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ｉｎ ａｎ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Ｊ］ ． Ｊ Ｈｅｒｂｍｅ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１４，３（１）：３１⁃４０

［２５］ 　 Ｚｈａｎｇ 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ａｎｄ ｏｒｔｈｏｌｏｇｓ ｉｎ Ｖｉ⁃
ｔａｃｅａ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ｈｏｍ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ｅｎｄｒｉ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ｐｅ ｆａｍｉｌｙ ［ Ｊ］ ． Ｊ Ｓｙｓｔ Ｅｖｏｌ， ２０１５， ５３ （ ５ ）：
４６９⁃４７６

［２６］ 　 王宝亮，王海波，王孝娣，等． 花序整形对夏黑葡萄产量和果
实品质的影响［Ｊ］ ． 中国果树，２０１３（５）：３６⁃３９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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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４７⁃４８


（上接第 ４８７ 页）
［４］ 　 Ｂｒｏｎｄａｎｉ Ｃ，Ｂｏｒｂａ Ｔ Ｃ Ｏ，Ｒａｎｇｅｌ Ｐ Ｈ Ｎ，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ｒｉ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ｍｉ⁃
ｃｒｏ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Ｊ］ ． Ｇｅｎｅｔ Ｍｏｌ Ｂｉｏｌ，２００６，２９（４）：６７６⁃６８４

［５］ 　 Ｚｈｕ Ｍ Ｙ，Ｗａｎｇ Ｙ Ｙ，Ｚｈｕ Ｙ Ｙ，ｅｔ 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ｒｉｃｅ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ｙｕｎｎａｎ ｂｙ ＳＳＲ ａｓｓａ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Ｊ］ ． Ａｃｔａ Ｂｏｔ Ｓｉｎ，２００４，４６（１２）：１４５８⁃１４６７

［６］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Ｍ Ｊ，Ｐｏｌａｔｏ Ｎ Ｒ，Ｐｒａｓｅｔｉｙｏｎｏ Ｊ，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ｏｆ ｒｉｃｅ（Ｏｒｙｚａ ｓａｔｉｖａ
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ｅａｓｔ Ｋａｌｉｍａｎｔａ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ｎｄ ｏｆ Ｂｏｒｎｅｏ ［ Ｊ］ ．
Ｒｉｃｅ，２００９，２（１）：８０⁃９２

［７］ 　 李小湘，肖军治，段永红，等． 湖南同名地方稻资源 ＳＳＲ 标记及

表现型的比较分析［ 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２０１４，１５ （２）：
２４８⁃２５４

［８］ 　 Ｗｏｎｇ Ｓ Ｃ，Ｙｉｕ Ｐ Ｈ，Ｂｏｎｇ Ｓ Ｔ Ｗ，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ａｒａｗａｋ Ｂａｒｉｏ
ｒｉｃ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 Ｊ］ ． Ａｍ Ｊ Ａｇｒｉｃ Ｂｉｏｌ
Ｓｃｉ，２００９，４（４）：２９８⁃３０４

［９］ 　 韩龙植，魏兴华． 水稻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Ｍ］． 北

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１１９
［１０］ 　 卢扬江，郑康乐． 提取水稻 ＤＮＡ 的一种简易方法［ Ｊ］ ． 中国水

稻科学，１９９２，６（１）：４７⁃４８
［１１］ 　 赵一洲，倪善君，张战，等． 辽宁省水稻品种品质性状及亲缘关

系变化分析［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２０１７，１８（６）：１０３９⁃１０４５
［１２］ 　 金伟栋，洪德林． 太湖流域粳稻地方品种遗传多样性研究［ Ｊ］ ．

生物多样性． ２００６，１４（６）：４７９⁃４８７
［１３］ 　 徐福荣，董超，杨文毅，等． 基于表型性状和 ＳＳＲ 分子标记的云

南省水稻主要育成品种（系）的遗传相似性分析［ Ｊ］ ． 植物遗

传资源学报，２０１１，１２（５）：７００⁃７０８
［１４］ 　 张冬玲，张洪亮，魏兴华，等． 贵州栽培稻的遗传结构及其遗传

多样性［Ｊ］ ． 科学通报，２００６，５１（２３）：２７４７⁃２７５４
［１５］ 　 李红宇，侯昱铭，陈英华，等． 用 ＳＳＲ 标记评估东北三省水稻推

广品种的遗传多样析 ［ Ｊ］ ． 中国水稻科学，２００９，２３ （ ４ ）：
３８３⁃３９０

［１６］ 　 齐永文，张冬玲，张洪亮，等． 中国水稻选育品种遗传多样性及

其近 ５０ 年变化趋势［Ｊ］ ． 科学通报，２００６，５１（６）：６９３⁃６９９

７９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