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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野生葡萄资源在生产和育种中利用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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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自古就有采食葡萄野果的习惯。 自从 ２０００ 多年前葡萄的栽培种———欧亚种传入我国，国内原产野生葡萄逐渐

失去重视，但其栽培利用在一些地方一直延续至今。 刺葡萄是中国野生葡萄中果粒最大的一个种，因其耐湿热和抗病性强，
在江西、福建、湖南、贵州等地区一直作为鲜食葡萄栽培利用至今。 长期以来，毛葡萄在广西、湖北、陕西、西藏等地被用作生

产独具地方特点的野葡萄酒。 山葡萄在东北被用作酿酒原料的历史有 ９０ 年以上。 一些野生葡萄被用作抗性砧木育种的亲本

材料。 新中国成立以来，野生葡萄的栽培利用和遗传改良不断得到重视，实现了山葡萄的人工栽培，选育了大量优良单株，培
育了一系列葡萄新品种，在我国葡萄产业发展中发挥了或正在发挥作用。 本文对中国野生葡萄资源在遗传改良和栽培利用

中的成就进行了总结，旨在引起葡萄育种工作者对中国原产野生葡萄的重视，加强中国野生葡萄在葡萄遗传改良中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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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期 刘崇怀等：中国野生葡萄资源在生产和育种中利用的概况

全球已经报道的葡萄属植物有 ７０ 余种，集中分

布在 ３ 个中心：欧亚⁃西亚分布中心、北美分布中心

和东亚分布中心。 我国处在东亚分布中心，已知葡

萄属植物 ４０ 余种［１］，是世界上葡萄遗传资源最丰富

的起源中心。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工

作者在葡萄野生资源研究利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利用山葡萄、毛葡萄和刺葡萄选育出一系列的酿酒

品种［２］，取得瞩目的成就。 本文对我国野生葡萄资

源的利用现状进行了总结分析，以期为进一步提高

我国野生葡萄种质资源的研究利用提供参考。

１　 直接利用

１ １　 鲜食

我国原产葡萄属植物中至少有 ４ 个种有食用价

值。 在许多的古书中都有食用野生种葡萄的记载，
如在《诗经》中“南有蓼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
履绥之”；“绵绵葛藟，在河之浒。 终远兄弟，谓他人

父。 谓他人父，亦莫我顾”；“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

葵及菽。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

寿”等，这里的葛藟就是一个中国野生葡萄种，薁就

是现在的蘡薁葡萄，可以看出在《诗经》所反映的殷

商时代，人们就已经知道采集并食用各种野生葡萄。
曹植的《种葛篇》中的“种葛南山下，葛磊自成阴。
与君初婚时，结发思义深”。 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

期，在种植张骞引进的欧亚种葡萄的同时，也种植我

国原产的葡萄［３］。
多数野生葡萄种果粒较小，而“刺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ｄａｖｉｄｉｉ）果粒特大，直径 １ ６ ｃｍ，味亦不恶，是野生

葡萄种中最有希望培育的一种，我国长江流域以

及华南各省若能以刺葡萄与葡萄杂交而加以培

育，可使葡萄的栽培向南推进” ［４］ 。 ２００８ 年湖南

省刺葡萄栽培面积 ６８００ ｈｍ２，产量达到 ２５ ５ 万 ｔ，
用于鲜食的占 ９９ ８４％ ，用于酿酒、制汁等仅占

０ １６％ ，随着近年来的不断研究，其利用情况正在逐

渐转变，由直接鲜食开始向酿制刺葡萄酒、加工刺葡

萄汁和保健品的方向发展［５］。 怀化刺葡萄已有 ４００
多年的驯化种植历史，在怀化桐木镇大松坡蒲海水

库发现的一株百年老藤，其覆盖面积达 ４１５ ｍ２，被
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认定为“中国最大的刺葡萄

藤”，在该村有集中连片的刺葡萄 ２００ ｈｍ２，碧叶连

天，一望无际，宛如葡萄的海洋，被人们称为 “蒲

海” ［６］。
此外，福建福安市栽培刺葡萄也具有比较久的

历史，主要分布在该市西部内陆畲族山区，以房前屋

后、路旁隙地、溪涧水面搭架种植为主，规模较小。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受市场需求的影响开始集中连片

栽培，面积逐渐扩大［７］。 如穆云畲乡的溪塔村，该
村群众在种植野生刺葡萄中，为了节约耕地，沿溪边

种植，在溪面搭架，形成绵延近 ５ ｋｍ 的 “刺葡萄

沟” ［８］。 目前，刺葡萄已成为当地集科研、生产、观
光于一体的重要资源，引起了地方党委、政府和农业

生产、科研、院校、企业等部门的高度重视［９］。 全村

总产高达 ４００ 多 ｔ，总收入达 ２５０ 多万元，户均收入

近 ４ 万元［１０］。
１ ２　 酿酒

１ ２ １　 山葡萄（Ｖ．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 　 山葡萄是葡萄属植

物中最抗寒的一个种，属东亚种群。 吉林、黑龙江和

辽宁是其原产地，在长白山和大小兴安岭山脉的山

林荒野中广泛自然分布。 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朝鲜半

岛也有山葡萄野生分布。 我国在山葡萄种质资源利

用方面具有悠久历史，取得了丰硕成果［１１］。 早在

１９５７ 年吉林省就开始人工栽培山葡萄［１２］。 １９５８
年，沈隽指出，在东北三省的山林中约有 １ ３ 万 ｔ 的
野生山葡萄果实，多年来成为东北中部和北部地区

果酒酿造的主要原料。 山葡萄抗寒力强，在其原产

地能抵抗 － ４０ ℃的低温，前苏联园艺学家米丘林利

用山葡萄作亲本，育成了不少抗寒力强的新品种，山
葡萄是我国丰富的野生果树资源中最重要的一种，
如何 进 一 步 加 以 利 用 和 发 展， 是 值 得 注 意 的

问题［１３］。
吉林通化市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开始酿造山葡萄

酒，已经有 ８０ 年的历史，是我国唯一一个以地名命

名和注册的葡萄酒商标。 通化葡萄酒公司、通天酒

业、得珍源葡萄酒、天池葡萄酒等企业取得了地理标

识使用权，通过国家绿色标识认证。 全市山葡萄种

植基地已发展到 ６６７０ ｈｍ２，年产山葡萄 １０ 万 ｔ 以
上［１４］。 通化集安是亚洲最大的山葡萄生产基地，被
中国果品流通协会命名为“山葡萄之乡”，被农业部

划为绿色农产品山葡萄标准化生产示范区，山葡萄

种植面积达 １４００ ｈｍ２ ［１５］。 柳河有 ３０００ 多农户从事

山葡萄种植，面积达到 １０００ ｈｍ２ ［１６］，２００６ 年，该县

被推荐为“中国优质山葡萄酒之乡”。 ２００７ 年，全县

山葡萄产业实现产值 ３ ２ 亿元，实现利税 ６５００ 万

元。 松源市位于吉林省西部，辖 １ 区 ４ 县（抚余县、
前郭县、长岭县、乾安县和宁江区），属于典型的干

旱地区，栽植山葡萄近 ７３３ ３３ ｈｍ２ ［１７］。
内蒙古赤峰市喀旗河南街道马鞍山村因势利

导，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山葡萄产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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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雪球”式的发展模式，山葡萄栽植面积不断扩

大，经济效益逐年提高，２０１１ 年创有史以来最好

水平，全村山葡萄栽培面积达到 １３３ ｈｍ２，平均

６６７ ｍ２产量突破 １０００ ｋｇ［１８］ 。 辽宁建平县白山乡

围洼子沟村栽植了 ７０ ｈｍ２的山葡萄，为村里的群

众走上富裕之路奠定了基础 ［１９］ 。 １９８０ 年，黑龙

江省友谊农场和八五三农场承担农垦部下达的

山葡萄大面积家栽丰产配套技术试验项目，在中

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协作下，经过 ７ 年的努

力，发展了 １１７ ｈｍ２。 目前，在佳木斯、双鸭山、牡
丹江等地均有山葡萄栽培。
１ ２ ２ 　 毛葡萄（Ｖ． ｑｕｉｎｑｕ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广西的桂

中、桂西和桂北山区野生葡萄资源丰富，有 １１ 种，
以毛葡萄产量最大、分布最广。 毛葡萄酒为宝石

红色，甜酸可口。 人工栽培速生早结果，一般种后

２ 年投产，第 ３ 年丰产，６６７ ｍ２产量 １ ～ １ ５ ｔ，产值

２０００ ～ ３０００ 元。 在石山地区利用山弄、山脚的荒

坡地种植，不用搭架种后 ３ 年也可以投产，不但增

加农民经济收入，还可以绿化覆盖裸露的石山荒

地，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

野生葡萄资源已成为贫困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

主要途径之一 ［２０］ 。 广西毛葡萄生产面积已达

５８００ ｈｍ２，产量 ２１００ ｔ［２１］ 。
河池市葡萄野生资源十分丰富，主要为毛葡萄，

全市 １１ 个县（市、区）均有分布。 其中罗城县栽培

面积 ３８００ ｈｍ２，产量 ７５０ ｔ，２０００ 年被授予“中国野

生毛葡萄之乡”称号，获“中国毛葡萄原产地保护标

志”，毛葡萄已从野生资源发展成为当地的一种经

济作物广泛种植［２１］。 都安县从 １９９０ 年开始种植毛

葡萄，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６ 年开始大面积发展，全县毛葡萄

种植面积为 １７５８ ７ ｈｍ２，年总产量约 １５００ ｔ，年产值

达 ６００ 万元以上［２２］。
１ ２ ３　 刺葡萄（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江西崇义县野生刺葡

萄分布广、密度大，有红刺葡萄、白刺葡萄等，是名副

其实的刺葡萄资源宝库。 位于崇义县的江西君子谷

野生水果世界有限公司充分挖掘当地生态优势，从
１９９５ 年开始对野生水果的种质资源进行调查和收

集工作，建立了野生刺葡萄种质资源圃，收集、保存

野生刺葡萄种质资源 １１００ 多份，是目前国内收集较

多、较完整的刺葡萄种质资源圃。 该公司还成功酿

造出干红刺葡萄酒，编制了《酿酒刺葡萄栽培技术

规程 》、 《 刺 葡 萄 酿 酒 技 术 规 范 》 等 相 关 技 术

标准［２３］。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湖南省科学技术厅在湖南澧县组

织并主持召开了湖南省澧县神州庄园葡萄酒业有限

公司与湖南农业大学共同完成的“刺葡萄酒系列产

品研发”项目科技成果鉴定会。 该项目利用中国南

方地区特有的野生刺葡萄种质资源开发出干红、甜
红两种类型葡萄酒，在特色刺葡萄种质资源酿酒品

系开发利用、研制特色刺葡萄干酒和甜酒等方面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２４］。
１ ３　 砧木

原产我国的野生种葡萄具有极强的抗病性，国
内在野生葡萄的砧木利用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

展，如苗平生等［２５］ 用小果葡萄（Ｖ． ｂａｌａｎｓｅａｎａ）作砧

木嫁接白香蕉葡萄，结果可以提高栽培种的产量及

抗病性。 山葡萄根系可耐 － １３ ２ ℃低温，在东北、
内蒙古冬季寒冷地区利用其实生苗作欧亚种葡萄的

抗寒砧木，取得了良好效果［２６］。 Ｊ． Ｌ． Ｚｈａｎｇ 等［２７］ 利

用野生复叶葡萄（Ｖ． 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作砧木，嫁接普通品

种，二者亲和性好，且后代抗寒性得到极大提高。
１ ４　 其他

多数野生葡萄种可食部分少、种子多，山葡萄子

油不仅可作优质食用油，还可作医药、食品工业等原

料，山葡萄子蛋白质营养丰富，既可作强化食品原

料，又可作味精原料；榨油后的粕可作优质饲料［２８］，
同时，山葡萄有一定的观赏价值，还可作为庭院或公

园的观赏树种。

２　 品种选育利用

２ １　 系统选育

２ １ １　 山葡萄　 山葡萄性状变异大、类型多，为了

进行人工栽培，首先选高产优良类型做为栽培材

料［２９］。 如吉林市长白山葡萄酒厂选育出长白 ５ 号、
６ 号、７ 号、９ 号、１０ 号、１１ 号等雌能花品种，其中的

长白 ９ 号植株生长势中，丰产性较好；通化葡萄酒厂

也选育出通化 １ 号、２ 号、３ 号、７ 号、１０ 号、１２ 号等

优良单株［３０］。 １９６３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

所在吉林市左家镇蔡家背发现一株野生雌能花山葡

萄，表现穗粒大，抗霜霉病，单株产量高，１９７４ 年扩

繁并进行观察比较，１９８４ 年通过鉴定，定名为左山

一［３１］。 左山二是 １９７４ 年在黑龙江省尚志县苇河镇

志成村的野生山葡萄资源中选育获得的 ７４００３ 单株

繁殖而成的无性系，１９８９ 年通过审定并定名［３２］。
牡山 １ 号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果树研究所 １９９５ 年

从山葡萄自然实生苗中选育的。 果穗圆锥形，平均

穗重 １９５ ０ ｇ，最大穗重 ６５０ ０ ｇ，平均粒重 １ １３ ｇ，
果粒黑色，果肉绿色，果肉与果皮易分离，可溶性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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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物含量 １６ ０％ ，出汁率 ６０ ０％ ，在黑龙江省牡丹

江市 ９ 月上旬成熟，在黑龙江省中部、南部栽培不用

埋土防寒，２０１０ 年通过审定定名［３３］（图 １）。 优良雌

能花山葡萄品种的选育，进一步改善了山葡萄的果

实经济性状，提高了山葡萄的产量，是实现山葡萄家

庭栽培的重要举措。

图 １　 山葡萄优良单株选择与杂交利用

Ｆｉｇ． １　 Ｅｌｉｔｅ ｃｌ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ｂｒｉｄｓ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Ｖ．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

１９６３ 年，长白山葡萄酒厂在吉林省蛟河县天北

公社首次发现了一株野生的两性花山葡萄，后经该

厂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协作研究，１９７５ 年

经正式鉴定，命名为双庆，成为我国第 １ 个两性花山

葡萄品种［３０］。 １９８１ 年，吉林农业大学与集安市太

王乡上解放村科技专业户合作，从双庆中选育出 １
个优良单株，该单株既保持了双庆两性花的特点，而
果穗、产量上又超越了左山一，１９８８ 年通过审定，定
名为双优［３４］（图 １）。 两性花山葡萄的发现与培育，
结束了人工栽培山葡萄只能以雌能花品种（品系）
为主栽品种必须配植雄株作授粉树的历史，并且可

以充分利用雌能花山葡萄中的各种优良性状，为选

育抗寒葡萄品种创造了良好条件［１２］。
２ １ ２　 刺葡萄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江西玉山栽

培的葡萄 ８０％ 是由刺葡萄驯化栽培而成的无性系

后代，其原产地和栽培较集中地方为玉山县横街乡

塘尾村，故定名为塘尾葡萄，全村共有此类葡萄 ２５６
株，年产葡萄 １５ ｔ，玉山县发展到 ２０００ 余株，年产量

达 ４０ 余 ｔ，除在当地销售外，还远销外地［３５］。 在湘

西溆浦和隆回县境内海拔 １３５０ ｍ 左右的雪峰山上，
发现一个刺葡萄的半栽培种，庭院内栽培有 １００ 余

年的历史，命名为雪峰刺葡萄［３６］。 湖南农业大学选

育的刺葡萄新品种紫秋，２００４ 年通过现场评议，
２００５ 年通过湖南省品种认定并登记［３７］ 。 此外，湖
南农业大学在对怀化野生刺葡萄种质资源进行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选育出一个刺葡萄新类型水晶

刺葡萄，该葡萄已在湖南怀化地区进行区域种

植［３８］ （图 ２）。

图 ２　 刺葡萄优良品种单株

Ｆｉｇ ２　 Ｅｌｉｔ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ｓ ｏｆ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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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２００２ 年，安徽省六安市横塘农科所对南

方雪峰山区的刺葡萄农家品种进行连续观察、试验

和对比，从中选育出系列品系，性状表现稳定，其中

有一品系综合性状表现良好，被命名为南抗葡萄，该
品系具有抗病、抗逆性强，高产、品质优等诸多优点，
可以在我国广大的南方葡萄非适宜区种植推广［３９］。

湖南娄底特色植物研究课题组自 １９９０ 年冬开

始，采集原始刺葡萄株系 １１５ 个，历经 １５ 年选育出

表现较好的野生观赏葡萄品系金枝葡萄，该品系嫩

叶呈美丽的紫红色，成熟枝条呈金黄色，其上密生金

黄皮刺，故名为金枝刺葡萄（图 ２）。
２ １ ３　 毛葡萄 　 １９９５ 年起，广西都安县科委会同

自治区农科院园艺所在产区调查观察了毛葡萄 １２
个单株的性状表现，从中筛选育出古山 ２ 号和中旧

５ 号 ２ 个适应性强、丰产稳产的优良单株［４０］。 广西

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依托自治区丰富的野生

毛葡萄种质资源从中选育出单性花株系野酿 １ 号，
该株系存在产量低、易感病缺陷，后来又选育出两性

花野生毛葡萄株系野酿 ２ 号，于 ２０１１ 年通过广西农

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４１］。 该品种耐旱耐瘠耐

病力强，同时对南方高温高湿气候适应性较好，已在

广西山区大面积推广种植。 广西罗城县水果生产管

理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果生产技术指导总站联合

从野生毛葡萄芽变单株中选育出雌能花品种水源 １
号和水源 １１ 号，于 ２０１２ 年通过广西省品种审定。
该品种在当地 ６ 月上旬开花，９ 月下旬成熟，其中水

源 １ 号果实有淡草莓香味（图 ３）。

图 ３　 毛葡萄优良单株选择与品种培育

Ｆｉｇ ３　 Ｅｌｉｔｅ ｃｌ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ｈｙｂｒｉｄｓ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Ｖ． ｑｕｉｎｑｕａｎｇｕｌａｒｉｓ

２ ２　 杂交育种

２ ２ １　 山葡萄　 在我国北部地区种植葡萄，每年冬

季要覆土防寒，耗费大量的劳力和资金，在上架下架

时容易发生机械伤害，造成产量上的损失，这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当地葡萄产业的发展。 因此，培育出

冬季不需防寒的葡萄品种，在葡萄生产上具有重要

意义［４２⁃４３］。 山葡萄具有很强的抗寒性，若与葡萄杂

交而加以改良，可使葡萄的栽培往北推至黑龙

江［４］。 我国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就开始了山葡萄的遗

传改良工作，在种内和种间杂交利用方面取得了巨

大的成绩。
（１）种内杂交。 第 １ 个两性花山葡萄品种双庆

存在着植株生长势弱，栽植后成形缓慢，插条发根困

难，扦插繁殖成苗率低、产量低、果穗小、青粒多等弱

点，为了进一步选育性状优良的两性花新品种，国内

相关科研单位陆续进行山葡萄种内杂交育种［４４⁃４５］。
双丰是 １９７５ 年利用通化 １ 号与双庆杂交，１９７６ 年

播种，１９７８ 年初选，经过 ３ 年区域试验，均表现出丰

产、浆果含糖量高、较抗病等优良性状，１９９５ 年通过

品种审定并定名［４６］。 双红是 １９７７ 年以野生雌能花

山葡萄品系通化 ３ 号为母本、两性花品种双庆为父

本进行杂交，１９７８ 年播种，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进行区域试

验，在各区试地均表现抗寒、丰产、稳产、浆果酿酒品

质好、抗霜霉病。 １９９８ 年通过品种审定［４７］。 两性

花山葡萄的培育，为山葡萄生产栽培取代雄株授粉，
在生产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产量增加了 ２２ ４％ ～
３１ ６％ ［３１］（图 １）。

（２）种间杂交。 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从

１９５１ 年就开始在兴城进行了该项工作，利用山葡萄

作父本，分别与黑汉和玫瑰香杂交，１９５５ 年从实生

苗中选育出黑山和山玫瑰 ２ 个品种。 冬季可以不覆

盖防寒，抗 － ２６ ℃低温，同时仍保持高糖低酸的特

点，适于酿酒，品质超过山葡萄［４２⁃４３］。 华葡 １ 号是

该所以左山一与白马拉加杂交育成的酿酒与砧木兼

用新品种，在辽宁兴城 ９ 月中下旬成熟；抗寒、抗病

性强，产量高，用其酿造的干红和冰红葡萄酒酒质

好，与红地球和巨峰等鲜食葡萄品种嫁接亲和力好，
可作抗寒砧木［４８］。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从 １９５１ 年开始

利用野生山葡萄与栽培品种进行杂交，相继育成了公

酿 １ 号（玫瑰香 ×山葡萄）、公酿 ２ 号（山葡萄 ×玫瑰

香）２ 个抗寒、丰产、含糖量高的酿酒葡萄新品种，在
－ ２９ ℃条件下露地越冬［４９］。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该所

应用山葡萄与栽培品种杂交一代选出的优良品种，
再与不同颜色的栽培品种杂交，选出适宜酿制优良

白葡萄酒的公主白，经多年栽培表明，该品种在果实

大小、结果习性、风味品质上均明显提高，抗寒力、适
应性较强［５０］。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根据我国葡萄生产发展

的需要，从 １９５４ 年起，开始培育抗寒酿酒葡萄新品

４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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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研究。 目的在于获得能抗 － ２５ ℃低温，在华北

冬季不需埋土防寒，抗病丰产，含糖量高，适于酿造

的葡萄新品种［５１］。 通过近 ３０ 年的工作，利用玫瑰

香为母本、山葡萄为父本，培育出抗寒、抗病葡萄新

品种北醇、北玫和北红，并于 ２００８ 年通过品种

审定［５２⁃５３］。
山东省酿酒葡萄科学研究所（原山东葡萄试验

站）于 １９６４ 年配置甜水 × 山葡萄杂交组合，从杂交

后代选出育种编号为 ６５⁃２２⁃６ 的优株，１９８５ 年定名

为趵突红［１］。
根据前苏联及我国葡萄抗寒育种多年工作经

验，山⁃欧 Ｆ１很难选育出抗寒、质优的酿酒品种，只
有在 Ｆ２或 Ｆ３、Ｆ４才能达到育种目标［４６，５４⁃５５］。

熊岳农业专科学校 １９６１ 年用玫瑰香、山葡萄杂

交，利用后代所选育出的优系作父本，于 １９６７ 年再

与龙眼葡萄进行杂交，并从其杂交后代里选出一个

抗逆性、抗病性较强，倾向于栽培类型，适合做白葡

萄酒用的新品系。 于 １９８７ 年通过品种选育鉴定，并
命名为熊岳白［５６］ （图 １）。 玫瑰红是齐齐哈尔园艺

研究所 １９７０ 年以罗也儿玫瑰（Ｂｒｉｇｈｔｏｎ） × 公 ５２⁃３４
（玫瑰香 × 山葡萄） 杂交育成的鲜食葡萄品种。
１９７１ 年播种，１９７８ 年选为优良单株，１９８３ 年推广应

用，１９９２ 年通过黑龙江省品种审定［５７］。
左红一是 １９９８ 年以山⁃欧 Ｆ１７９⁃２６⁃５８ 为母本、

山葡萄 ７４⁃６⁃８３ 为父本杂交选育而成的抗寒酿酒品

种［５８⁃５９］。 左优红是从［（山⁃欧）Ｆ１ ×山葡萄］中选育

出的新品种，１９７９ 年杂交，２００５ 年通过吉林省品种

审定。 可用于酿造干红葡萄酒，酒质好。 抗病性强、
早熟、生育期 １１９ ～ １２８ ｄ，抗寒性强、丰产［６０］。 北冰

红是从［（山⁃欧） Ｆ２ × （山⁃欧） Ｆ２］ Ｆ５中选育出的新

品种，１９９５ 年杂交，２００８ 年通过吉林省品种审定。
正常成熟时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１７ ６％ ～
２５ ８％ ，１２ 月上旬采收的冰冻果实的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 ３５ ２％ ～ ３７ ０％ ，该品种抗寒性和抗病力强，
产量高，用其所酿的冰红葡萄酒酒质好［５５］。 雪兰红

（左红三）是以左优红作母本、北冰红为父本杂交育

成的酿造干红山葡萄酒新品种。 ２００１ 年杂交，２０１２
年通过吉林省品种审定。 果实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１６ ２％ ～ ２１ ８％ ，果实 ９ 月中下旬成熟，生育期

１３７ ～ １４５ ｄ，抗寒力近似贝达葡萄［６１］。 山葡萄多亲

多代杂交后代制作的干红葡萄酒酒质好，品质明显

得到改善。
２ ２ ２　 毛葡萄 　 凌丰（原编号 ＮＷ１９６；桂葡 １ 号，
以下统称凌丰葡萄）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１９８８ 年利

用原产于陕西的野生毛葡萄雌能花优株 ８３⁃４⁃９６ 作

母本、欧亚种酿酒葡萄品种粉红玫瑰作父本，进行种

间杂交（杂交组合 ８８⁃１１０），从杂种后代中筛选出的

优良单株，与广西农业科学院合作并在广西参与区

试与推广，２００５ 年通过广西农作物新品种审定，
２００９ 年获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授权。 凌丰葡萄

适应性和抗病性强、长势较旺、两性花坐果率高，适
合在南方产区人工栽培，目前已在广西的都安、上
林、罗城、兴业等县建立示范基地，并开展优质栽培

配套技术示范。 此外，他们还利用南方暖冬干燥气

候条件，应用夏季重修剪与人工打破冬芽休眠调控

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在国内首次成功实现了酿酒葡

萄一年两熟栽培，延长原料供应期而深受葡萄酒加

工企业欢迎。 在 ８８⁃１１０ 组合中，筛选出另一优良单

株 ２⁃１⁃３（原编号 ＮＷ２１３），通过田间性状观察，该株

系表现优良性状稳定、丰产稳产且品质优良，２００５
年命名为凌优并通过广西省品种审定。 在广西省都

安、罗城、玉林等地示范种植，并逐步扩大示范面

积［６２］（图 ３）。
桂葡 ２ 号由广西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用野生

毛葡萄雌性花优良单株作母本，美洲种酿酒葡萄

Ｂ． Ｌａｎｅ Ｄｕ Ｂｏｉｓ 为父本杂交 Ｆ１种子筛选育成，平均

６６７ ｍ２产 １００２ ６ ｋｇ，２０１２ 年通过广西农作物品种

审定委员会审定［６３］ 。
２ ２ ３　 蘡薁（Ｖ． ａｄｓｔｒｉｃｔａ）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自 １９５３ 起开始利用蘡薁与栽培品种进行杂交育

种，先后选育出北紫、北香和北丰等加工品种，２００６
年通过北京市品种审定。 其中北紫为蘡薁葡萄与玫

瑰香进行种间杂交选育而成［６４］；北香为野生蘡薁葡

萄与亚历山大进行种间远缘杂交选育而成的制汁品

种［６５］；北丰为野生蘡薁葡萄与玫瑰香进行种间杂交

选育而成［６６］（图 ４）。

图 ４　 利用蘡薁葡萄杂交培育的新品种

Ｆｉｇ． ４　 Ｈｙｂｒｉｄ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Ｖ． ａｄｓｔｒｉｃｔａ

２ ２ ４　 华东葡萄（Ｖ． ｐｓｅｕｄｏ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上海市农

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 １９８４ 年开始利用华东葡萄

与佳利酿杂交，从其后代中选育出生长势极强的

单株华佳 ８ 号，作为砧木与藤稔等葡萄品种嫁接

亲和力强，有明显的乔化作用。 果穗与果实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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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超过巨峰砧木，是藤稔葡萄较为理想的砧木

品种［６７］ 。
２ ２ ５　 葛藟（Ｖ． ｆｌｅｘｕｏｓａ） 　 葛藟在江西分布广，适
应性强，抗黑痘病。 江西农业大学 １９６３ 年以玫瑰香

为母本、葛藟为父本进行杂交，１９７３ 年从实生后代

中选育出抗黑痘病能力强的优良单株玫野。 玫野除

保持了葛藟抗黑痘病的优良特性外，葛藟的一些野

生性状，如果粒小、果穗松散、成熟不一致、采前落

果严重等也随着遗传下来。 １９７３ 年又选用欧亚种

品种黑汗为父本，用玫野为母本进行杂交。 通过

连续数年对杂种后代的选择，于 １９８１ 年选育出株

号为 ６３⁃７３⁃２ 的优良株系，命名为玫野黑［６８］。

３　 展望

特有野生果树都是在漫长的自然演变过程中经

历了大自然的选择和实生变异，多数具有适应性广、
抗性强等各种优异性状［６９］。 山葡萄、毛葡萄、刺葡

萄等中国野生葡萄资源可直接用于酿酒和鲜食，在
地方经济作物发展和农业生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野生葡萄的人工种植是对野生葡萄资源的最好保护

形式，不仅保护了野生种，也保护了野生种内的多样

性。 这种传统的栽培习惯，超出了资源保护的范围，
经历了对野生种的选择和人工驯化，而具有改良、发
展葡萄遗传资源的意义［７０］。

中国野生葡萄也是葡萄品种改良的重要遗传材

料。 但野生果树资源存在果实经济性状差的缺陷，
表现出雌雄异株、产量低、果小、质地粗糙、味道酸

涩、利用率低等［６９］，关于中国野生葡萄的杂交利用

在 ２０ 世纪研究的比较多，也选育出了一系列的品种

用于生产。 我国拥有丰富的野生葡萄资源，也发现

有抗寒（山葡萄、燕山葡萄、蘡薁葡萄）、抗霜霉病

（华东葡萄、瘤枝葡萄、秋葡萄、复叶葡萄、菱叶葡

萄、燕山葡萄）、抗白腐病（刺葡萄、山葡萄、燕山葡

萄、秦巴野葡萄）、抗黑痘病（所有野生种）、抗炭疽

病（山葡萄、秦巴野葡萄、刺葡萄）、抗根癌病（燕山

葡萄）、抗南方根结线虫（华东葡萄、毛葡萄）等抗性

资源。 对野生葡萄的利用主要目的就是利用其抗寒

性、抗病性、优良结实性状和部分资源的高含糖量等

特性，将这些有益性状通过杂交导入栽培品种，获得

抗性、优质或丰产的新品种。 但大部分种类还未得

到充分挖掘利用，为了全面利用我国野生葡萄的抗

性，应该对我国的野生葡萄资源进行系统的调查收

集，在收集保存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生物学等相关

性状的鉴定，并适当的选择亲本进行多代杂交，选育

适合我国生态条件下栽培的优新品种，促进我国葡

萄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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