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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是葡萄属植物的主要起源地之一ꎬ也是世界葡萄属植物种类最多、遗传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ꎬ起源于中国的

葡萄属植物共有 ４０ 种、１ 亚种、１３ 变种ꎮ 本研究根据«葡萄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ꎬ选择多项性状指标作为形态鉴定

参数ꎬ对起源于中国的葡萄属植物 ２３ 个种的生物学性状、植物学特征、农艺性状等进行鉴定ꎬ分析其遗传多样性特点ꎮ 结果表

明ꎬ中国葡萄属植物的主要物候期ꎬ嫩梢新梢的绒毛、颜色ꎬ叶片的形状、颜色、锯齿ꎬ果实大小、颜色、香型和花器官等形态性

状都有丰富的变化ꎬ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ꎮ 本研究结果将为葡萄属植物的分类鉴定提供依据ꎬ也将为葡萄属植物演化研究和

育种利用提供参考ꎮ 建议对目前使用的«葡萄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作进一步修订和完善ꎬ以适应我国野生葡萄资

源多样性评价研究ꎮ
　 　 关键词:中国野生葡萄ꎻ种质资源ꎻ形态多样性ꎻ分类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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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葡萄属于葡萄科(Ｖｉｔａｃｅａｅ)葡萄属(Ｖｉｔｉｓ
Ｌ. )ꎬ葡萄属植物集中分布在 ３ 个起源中心ꎬ即欧

洲 － 西亚分布中心、北美分布中心和东亚分布中

心[１]ꎬ按照地理起源形成了 ３ 个种群ꎬ即欧亚种群、
美洲种群和东亚种群ꎮ 我国是葡萄属植物的起源中

心之一ꎬ也是东亚种群的集中分布区ꎬ已知野生葡萄

４０ 种、１ 亚种、１３ 变种产于中国ꎬ约占世界葡萄属植

物种类的 ６０％ [２]ꎮ 科学工作者对我国野生葡萄的

分类[３]、遗传多样性[４]、抗逆基因的克隆和遗传转

化[５￣６]、抗逆性生理鉴定[７￣９]、野生葡萄资源的品种

选育[１０]以及野生资源的离体保存和快繁体系的建

立[１１]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ꎬ但有关我国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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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属植物的形态多样性研究较少ꎮ
形态性状的鉴定和描述ꎬ是植物研究的最基本

的方法ꎮ 历史上ꎬ该属每个种的发现和分类都是由不

同研究者完成的ꎬ描述内容不完全相同ꎬ这是对野生

葡萄进行系统分组的难度之一ꎮ 同时ꎬ现行葡萄描述

标准都是针对栽培品种为依据[１２]ꎬ而我国野生葡萄

在叶片形状、绒毛的类型、皮刺等植物学形态上存在

丰富的变异ꎬ研究制订出适合我国野生葡萄的描述记

载标准显得十分必要[１３]ꎮ 为此ꎬ本研究拟通过对我

国葡萄属不同种或变种主要质量性状和数量性状的

多样性进行分析ꎬ发掘野生葡萄资源优异性状ꎬ对更

好地利用优异种质材料、拓宽葡萄品种改良与种质资

源创新提供基础ꎬ为我国葡萄属植物野生种数据描述

规范的制定、分类及种质资源利用提供基本数据ꎬ使
野生葡萄资源的描述及数据表达趋于统一和规范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

以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国家果树种

质郑州葡萄圃内保存的葡萄属植物为试材ꎬ共调查

了圃内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葡萄属植物 ２３ 种(其
中泸定野葡萄、信阳野葡萄为未确定种)的 ９０ 份材

料(表 １)ꎬ观察其性状变异幅度ꎮ

表 １　 试验材料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ｅｓ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序号

Ｎｏ.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材料数量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序号

Ｎｏ.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材料数量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１ 山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
５ １３ 东南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ｃｈｕｎｇ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

２ 燕山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ｙｅ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 １４ 菱叶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ｈａｎｃｏｃｋｉｉ
１

３ 美丽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ｂｅｌｌｕｌａ
１ １５ 蘡薁

Ｖｉｔｉｓ ｂｒｙｏｎｉｉｆｏｌｉａ
７

４ 刺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ｄａｖｉｄｉｉ
２２ １６ 葛藟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ｆｌｅｘｕｏｓａ
１

５ 桑叶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ｈｅｙｎｅａｎａ
８ １７ 桦叶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ｂｅｔｕｌｉｆｏｌｉａ
３

６ 毛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ｈｅｙｎｅａｎａ
２ １８ 云南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２

７ 腺枝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ａｄｅｎｏｃｌａｄａ
６ １９ 华东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ｐｓｅｕｄｏ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６

８ 秋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ｒｏｍａｎｅｔｉｉ
３ ２０ 小果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ｂａｌａｎｓｅａｎａ
１

９ 网脉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ｅ
２ ２１ 河口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ｈｅｋｏｕｅｎｓｉｓ
２

１０ 武汉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ｗｕ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 ２２ 信阳野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ｓｐ.
１

１１ 小叶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ｓｉｎｏｃｉｎｅｒｅａ
１ ２３ 泸定野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ｓｐ.
２

１２ 变叶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１１

１. ２　 方法

田间调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 １１ 月进行ꎮ 物候期、
嫩梢、新梢、幼叶、成龄叶、花、果实等观察项目及

记载标准参考«葡萄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

准» [１４] (简称«标准»)进行ꎬ对于«标准»中不能满

足中国葡萄属植物描述性状的一些项目ꎬ如新梢

节间腺毛类型、新梢节间腺毛颜色、叶缘缘毛等ꎬ
根据实际观察适当补充以满足研究需要ꎮ 资源圃

内调查及室内分析得到的数据ꎬ采用 Ｅｘｃｅｌ 统计处

理基本数据ꎬ对于数值型性状采用 １ ~ ５ 级分级系

统ꎬ由最低级到最高级划分 ５ 个区间ꎬ进行多样性

分析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物候期的多样性

以中国葡萄属 ２０ 个种或变种为研究对象ꎬ对其

萌芽始期、初花期、盛花期、浆果始熟期及浆果完熟

期进行了系统观测ꎬ并对其物候期的变异规律进行

分析ꎬ调查结果如表 ２ꎮ
中国野生葡萄属植物不同种间的物候期存在明

显差异ꎮ 其中ꎬ萌芽始期的变异范围是 ３ 月 １５ 日至

４ 月 １９ 日ꎬ前后相差 ３５ ｄꎻ开花始期的变异范围是 ４
月 １９ 日至 ６ 月 ４ 日ꎬ前后相差 ４６ ｄꎻ浆果始熟期的

变异范围是 ６ 月 １５ 日至 ８ 月 ２８ 日ꎬ最早和最晚种

类相差 ７４ ｄꎬ浆果完熟期的变异范围是 ６ 月 ２８ 日至

９ 月 １６ 日ꎬ最早和最晚种类相差 ８０ ｄꎻ菱叶葡萄、华
东葡萄、蘡薁的果实发育期较短ꎬ刺葡萄、桦叶葡萄

的果实发育期较长ꎬ其中ꎬ果实发育期最短的是菱叶

葡萄ꎬ最长的是桦叶葡萄ꎬ分别为 ５３ ｄ 和 ９８ ｄꎬ两者

相差 ４５ ｄ(表 ２)ꎮ
２. ２　 嫩梢形态多样性

２. ２. １　 嫩梢梢尖形态　 中国野生葡萄嫩梢梢尖形

态分为闭合、半开张、全开张 ３ 种(图 １)ꎬ基本符合

«葡萄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ꎮ 其中以半

开张的种类最多(表 ３)ꎬ同时ꎬ中国野生葡萄梢尖形

态并不稳定ꎬ不同株系的梢尖形态有差异ꎮ
２. ２. ２　 嫩梢梢尖花青素分布　 野生葡萄嫩梢梢尖

花青素的分布基本符合«葡萄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

数据标准»ꎬ嫩梢无花青素的种类最多ꎬ有刺葡萄、
菱叶葡萄、华东葡萄等 １３ 个种ꎻ变叶葡萄、小果葡萄

等 ３ 个种花青素呈带状分布ꎻ网脉葡萄等 ６ 个种的

嫩梢被花青素全面覆盖(表 ３ꎬ图 ２)ꎮ
２. ２. ３　 嫩梢梢尖匍匐绒毛密度　 大多数野生葡萄

着生匍匐绒毛ꎬ匍匐绒毛的密度分为无或极疏、疏、

７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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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中国野生葡萄的主要物侯期(２０１２ 年)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ｌｄ ｇｒａｐｅ(２０１２) (月. 日)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萌芽始期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ｏｆ ｂｕｄ ｂｕｒｓｔ

开花始期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ｄａｔｅ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盛花期

Ｔｉｍｅ ｏｆ ｆｕｌｌ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浆果始熟期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ｄａｔｅ
ｏｆ ｒｉｐｅｎｉｎｇ

浆果完熟期

Ｄａｔｅ ｏｆ
ｂｅｒｒｙ ｒｉｐｅ

果实发育期(ｄ)
Ｂｅｒｒ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ｉｏｄ
山葡萄 ３. １５ ~ ４. １ ４. １９ ~ ４. ２３ ４. ２３ ~ ４. ２６ ７. ６ ~ ７. １４ ７. ２５ ~ ８. ６ ７２ ~ ８２
燕山葡萄 ３. ２７ ~ ４. ６ ４. ２７ ~ ５. ４ ４. ３０ ~ ５. ６ ７. ２ ~ ７. １２ ７. ２９ ~ ８. ６ ６３ ~ ６７
美丽葡萄 ４. ６ ４. ２９ ５. １ － － －
毛葡萄 ４. １５ ６. １ ６. ３ ８. ２３ ９. １６ ８１
桑叶葡萄 ４. ８ ~ ４. １６ ５. １５ ~ ５. ２４ ５. １７ ~ ５. ２５ ７. ２１ ~ ８. １２ ８. １１ ~ ９. ８ ６５ ~ ７９
腺枝葡萄 ４. １４ ~ ４. １９ ５. ２７ ~ ６. ４ ５. ２９ ~ ６. ６ ８. １５ ~ ８. ２８ ８. ３０ ~ ９. １４ ７３ ~ ８５
变叶葡萄 ３. ２７ ~ ４. ５ ４. １９ ~ ５. ５ ４. ２３ ~ ５. ７ ６. ２５ ~ ７. １１ ７. １５ ~ ７. ２６ ６３ ~ ６５
华东葡萄 ４. １０ ~ ４. １９ ５. １０ ~ ５. １９ ５. １２ ~ ５. ２１ ７. ５ ~ ７. １９ ７. １１ ~ ７. ２９ ５４ ~ ５９
刺葡萄 ３. ２０ ~ ４. １７ ４. ２５ ~ ５. １２ ４. ２７ ~ ５. １４ ７. １５ ~ ８. ６ ８. ９ ~ ９. ４ ７４ ~ ９４
菱叶葡萄 ３. ２６ ４. ２０ ４. ２３ ６. １５ ６. ２８ ５３
蘡薁 ３. ２４ ~ ３. ２８ ４. ２２ ~ ４. ２５ ４. ２５ ~ ４. ２７ ６. ２１ ~ ６. ２９ ７. ２ ~ ７. １８ ５９ ~ ６３
桦叶葡萄 ３. ２８ ~ ４. ５ ４. ２０ ~ ４. ２４ ４. ２２ ~ ４. ２６ ７. １０ ~ ８. ２ ７. ２６ ~ ８. ２７ ７９ ~ ９８
秋葡萄 ３. ２７ ~ ３. ３０ ４. １９ ~ ４. ２４ ４. ２２ ~ ４. ２７ ７. １ ~ ７. ４ ７. １７ ~ ７. ２１ ６８ ~ ７０
网脉葡萄 ４. ２ ~ ４. ５ ５. ３ ~ ５. ５ ５. ５ ~ ５. ７ ７. １８ ~ ７. １９ ８. ２ ~ ８. ５ ７３ ~ ７４
信阳野葡萄 ４. ５ ４. ２７ ４. ２９ ６. ２２ ７. ６ ５４
泸定野葡萄 ４. ５ ４. ２７ ４. ２９ ７. １６ ８. ５ ７８
葛藟葡萄 ４. ５ ~ ４. １０ ５. ５ ~ ５. ８ ５. ７ ~ ５. ９ ７. １５ ７. ２９ ８３
云南葡萄 ４. ９ ４. ２９ ~ ５. ４ ５. １ ~ ５. ６ － － －
武汉葡萄 ４. ７ ４. ２５ ４. ２７ ７. ９ ７. ２１ ７３
小叶葡萄 ３. ２７ － － － － －

－ 表示没有数据　 － ｍｅａｓ ｎｏ ｄａｔａ

表 ３　 中国野生葡萄嫩梢形态多样性

Ｔａｂｌｅ ３　 Ｙｏｕｎｇ ｓｈｏｏｔｓ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ｌｄ ｇｒａｐｅ
性状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类别 Ｇｒｏｕｐ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梢尖形态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ｐ
闭合 桑叶葡萄ꎬ腺枝葡萄ꎬ华东葡萄

半开张 菱叶葡萄ꎬ桦叶葡萄ꎬ变叶葡萄ꎬ刺葡萄ꎬ山葡萄ꎬ小叶葡萄ꎬ泸定野葡萄ꎬ信阳野葡萄ꎬ毛葡萄ꎬ秋葡萄ꎬ武汉

葡萄ꎬ河口葡萄

全开张 美丽葡萄ꎬ网脉葡萄ꎬ葛藟葡萄ꎬ蘡薁ꎬ云南葡萄ꎬ燕山葡萄ꎬ小果葡萄

嫩梢梢尖花青素

分布

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 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
ｓｈｏｏｔ ｔｉｐ

无 刺葡萄ꎬ菱叶葡萄ꎬ蘡薁ꎬ华东葡萄ꎬ燕山葡萄ꎬ葛藟葡萄ꎬ山葡萄ꎬ美丽葡萄ꎬ秋葡萄ꎬ桦叶葡萄ꎬ武汉葡萄ꎬ
信阳野葡萄ꎬ河口葡萄

带状 变叶葡萄ꎬ泸定野葡萄ꎬ小果葡萄

全面覆盖 桑叶葡萄ꎬ腺枝葡萄ꎬ网脉葡萄ꎬ毛葡萄ꎬ小叶葡萄ꎬ云南葡萄

嫩梢梢尖着色

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 ｉｎｔ￣
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
ｓｈｏｏｔ ｔｉｐ

无或极浅 菱叶葡萄ꎬ燕山葡萄ꎬ云南葡萄ꎬ山葡萄ꎬ秋葡萄ꎬ武汉葡萄

浅 毛葡萄ꎬ桑叶葡萄ꎬ腺枝葡萄ꎬ变叶葡萄ꎬ刺葡萄ꎬ美丽葡萄ꎬ华东葡萄ꎬ小果葡萄ꎬ信阳野葡萄ꎬ河口葡萄

中 葛藟葡萄ꎬ桦叶葡萄ꎬ小叶葡萄ꎬ蘡薁

深 泸定野葡萄

极深 网脉葡萄

嫩梢梢尖匍匐绒

毛密度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ｅ ｈａｉｒｓ ｄｅ￣
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ｐ

无或极疏 葛藟葡萄ꎬ云南葡萄ꎬ武汉葡萄

疏 刺葡萄ꎬ变叶葡萄ꎬ菱叶葡萄ꎬ燕山葡萄ꎬ山葡萄ꎬ华东葡萄ꎬ小果葡萄ꎬ信阳野葡萄

中 桦叶葡萄ꎬ秋葡萄ꎬ小叶葡萄ꎬ蘡薁ꎬ泸定野葡萄

密 美丽葡萄ꎬ网脉葡萄ꎬ桑叶葡萄ꎬ河口葡萄

极密 腺枝葡萄ꎬ毛葡萄

嫩梢梢尖直立绒

毛密度

Ｅｒｅｃｔ ｈａｉｒｓ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ｐ

无或极疏 腺枝葡萄ꎬ美丽葡萄ꎬ网脉葡萄ꎬ蘡薁ꎬ桑叶葡萄ꎬ毛葡萄ꎬ小叶葡萄ꎬ泸定野葡萄ꎬ华东葡萄ꎬ刺葡萄ꎬ桦叶葡

萄ꎬ葛藟葡萄ꎬ燕山葡萄ꎬ云南葡萄ꎬ武汉葡萄ꎬ小果葡萄ꎬ信阳野葡萄
疏 变叶葡萄

中 山葡萄

密 秋葡萄ꎬ河口葡萄

极密 菱叶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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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密和极密 ５ 种(表 ３)ꎬ符合«葡萄种质资源描述

规范和数据标准»ꎮ
２. ２. ４　 嫩梢梢尖直立绒毛密度　 少数野生种着生

直立绒毛ꎬ其中菱叶葡萄嫩梢梢尖直立绒毛极密ꎬ秋
葡萄与河口葡萄直立绒毛为密ꎬ山葡萄也有中等密

度的直立绒毛ꎬ多数种类无或具有极疏的直立绒毛

(表 ３)ꎮ 秋葡萄嫩梢梢尖密生直立绒毛的同时还密

生腺毛(图 ２￣Ｃ)ꎬ«标准»中没有嫩梢梢尖腺毛情况

的描述ꎮ
２. ２. ５　 嫩梢梢尖绒毛着色　 菱叶葡萄、山葡萄和燕

山葡萄等嫩梢梢尖绒毛不着色ꎻ葛藟葡萄、桦叶葡

萄、小叶葡萄、蘡薁等嫩梢梢尖着色程度中等ꎻ网脉

葡萄的嫩梢梢尖绒毛密实着色极深ꎬ呈粉红色ꎬ大多

数野生葡萄嫩梢梢尖绒毛着色浅(表 ３ꎬ图 ２)ꎮ

Ａ:闭合(华东葡萄)ꎻＢ:半开张(变叶葡萄)ꎻＣ:全开张(美丽葡萄)
Ａ:Ｃｌｏｓｅｄ(Ｖ. ｐｓｅｕｄｏ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ꎬＢ:Ｈａｌｆ￣ｏｐｅｎ(Ｖ. 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ꎬＣ:Ｏｐｅｎ(Ｖ. ｂｅｌｌｕｌａ)

图 １　 嫩梢梢尖形态

Ｆｉｇ. １　 Ｔｉｐ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 ｓｈｏｏｔ ｔｉｐｓ

Ａ:菱叶葡萄ꎻＢ:美丽葡萄ꎻＣ:秋葡萄ꎻＤ:华东葡萄ꎻＥ:葛藟葡萄ꎻＦ:蘡薁ꎻＧ:毛葡萄ꎻＨ:桑叶葡萄ꎻＩ:网脉葡萄

Ａ:Ｖ. ｈａｎｃｏｃｋｉｉꎬＢ:Ｖ. ｂｅｌｌｕｌａꎬＣ:Ｖ. ｒｏｍａｎｅｔｉｉꎬＤ:Ｖ. ｐｓｅｕｄｏ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ꎬＥ:Ｖ. ｆｌｅｘｕｏｓａꎬＦ:Ｖ. ｂｒｙｏｎｉｉｆｏｌｉａꎬＧ:Ｖ. ｈｅｙｎｅａｎａꎬＨ:Ｖ. ｈｅｙｎｅａｎａꎬＩ:Ｖ. 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ｅ

图 ２　 嫩梢梢尖的多样性

Ｆｉｇ. 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ｓｈｏｏｔ ｔｉｐｓ

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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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新梢性状多样性

２. ３. １　 新梢姿态　 野生葡萄的新梢姿态包括直立、
半直立、近似水平、半下垂和下垂ꎬ多数种类呈半直

立和半下垂(表 ４)ꎮ 新梢姿态受植株生长势或生境

的影响ꎬ描述存在一定的主观性ꎮ
２. ３. ２　 新梢节间背腹侧颜色　 桑叶葡萄、毛葡萄、

腺枝葡萄等种类新梢密被白色或锈色匍匐绒毛ꎬ节
间背腹侧颜色即为绒毛的颜色(表 ４)ꎮ 若去毛观察

桑叶葡萄腹侧为绿带红条带ꎬ背侧全绿ꎮ 去毛观察

又带有一定的繁琐性ꎬ所以现行描述标准可能没有

充分考虑野生葡萄的特异性ꎬ所以要对评价方法进

行完善ꎮ

表 ４　 中国野生葡萄新梢多样性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ｈｏｏｔ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ｌｄ ｇｒａｐｅ

性状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类别 Ｇｒｏｕｐ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新梢姿态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ｓｈｏｏｔ
直立 桑叶葡萄

半直立 毛葡萄ꎬ菱叶葡萄ꎬ燕山葡萄ꎬ山葡萄ꎬ小叶葡萄ꎬ小果葡萄

近似水平 网脉葡萄

半下垂 华东葡萄ꎬ腺枝葡萄ꎬ美丽葡萄ꎬ秋葡萄ꎬ桦叶葡萄ꎬ变叶葡萄ꎬ泸定野葡萄ꎬ河口葡萄

下垂 刺葡萄ꎬ蘡薁ꎬ葛藟葡萄ꎬ信阳野葡萄ꎬ云南葡萄ꎬ武汉葡萄

节间腹侧颜色

Ｃｏｌｏｕｒ ｏｆ ｖｅｎｔｒａｌ
ｓｉｄ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ｏｄｅｓ

全绿 菱叶葡萄ꎬ毛葡萄ꎬ腺枝葡萄ꎬ葛藟葡萄ꎬ山葡萄ꎬ小叶葡萄ꎬ华东葡萄ꎬ秋葡萄ꎬ美丽葡萄ꎬ河口葡萄ꎬ小果葡

萄ꎬ武汉葡萄

绿带红条带 刺葡萄ꎬ变叶葡萄ꎬ桑叶葡萄ꎬ燕山葡萄ꎬ蘡薁

全红 网脉葡萄ꎬ泸定野葡萄ꎬ信阳野葡萄ꎬ桦叶葡萄ꎬ云南葡萄

节间背侧颜色

Ｃｏｌｏｕｒ ｏｆ ｄｏｒｓａｌ
ｓｉｄ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ｏｄｅｓ

全绿 菱叶葡萄ꎬ毛葡萄ꎬ腺枝葡萄ꎬ小叶葡萄ꎬ刺葡萄ꎬ葛藟葡萄ꎬ泸定野葡萄ꎬ华东葡萄ꎬ秋葡萄ꎬ美丽葡萄ꎬ桑叶

葡萄ꎬ蘡薁ꎬ河口葡萄ꎬ小果葡萄ꎬ武汉葡萄

绿带红条带 变叶葡萄ꎬ燕山葡萄

全红 网脉葡萄ꎬ山葡萄ꎬ美丽葡萄ꎬ信阳野葡萄ꎬ云南葡萄

２. ３. ３　 新梢卷须分布　 真葡萄亚属的卷须分布ꎬ除
美洲种(Ｖｉｔｉｓ ｌａｂｒｕｓｃａ)为连续性外ꎬ其他种均为非连

续性(间歇性) [１５]ꎮ 中国野生种均属真葡萄亚属ꎬ
其卷须在新梢上连续着生 ２ 节后空 １ 节ꎬ呈不连续

分布ꎮ 调查中也得到证实ꎬ中国野生葡萄的卷须分

布方式不存在多样性ꎬ不具分类价值ꎮ
２. ４　 幼叶绒毛和颜色多样性

２. ４. １　 幼叶下表面叶脉间匍匐绒毛密度　 野生葡

萄的毛被情况是葡萄属植物重要的分类依据ꎬ匍匐

绒毛的密度在种内和种间均存在差异ꎬ幼叶下表面

叶脉间匍匐绒毛最密的有桑叶葡萄、腺枝葡萄和毛

葡萄ꎬ较密的有美丽葡萄、河口葡萄和小叶葡萄等ꎬ
还有多数种类无匍匐绒毛或匍匐绒毛极疏(表 ５)ꎮ
２. ４. ２　 幼叶下表面叶脉上直立绒毛密度　 幼叶下

表面直立绒毛通常沿叶脉着生ꎬ其密度在种内和种

间也存在差异ꎬ菱叶葡萄幼叶下表面叶脉上直立绒

毛最为密集ꎬ秋葡萄、山葡萄、河口葡萄等直立绒毛

密(表 ５)ꎮ 其中秋葡萄叶脉上直立绒毛和腺毛并

生ꎬ较为典型ꎮ
２. ４. ３　 幼叶上表面颜色 　 葡萄属野生种的幼叶上

表面颜色存在差异ꎬ同种类不同株系的幼叶颜色也不

同ꎬ调查结果主要为黄绿色、绿色带有黄斑、绿黄兼粉

红色、桃红色、红棕色、酒红色、紫红色和紫黑色 ８ 种

色调(表 ５)ꎮ 毛葡萄幼叶以绿黄色兼粉红色为主ꎬ网
脉葡萄以桃红色为主ꎬ刺葡萄以酒红色为主(图 ３)ꎮ
野生葡萄幼叶的颜色在种内和种间均存在差异ꎬ说明

嫩叶颜色在野生葡萄分类中可作为一个判断标准ꎬ但
不是最主要的分类依据ꎮ 现行标准对幼叶颜色的描

述只有黄绿色、绿色带有黄斑、红棕色和酒红色ꎬ不能

满足野生葡萄幼叶上表面颜色多样的特点ꎮ
２. ５　 枝条表面形态多样性

２. ５. １　 枝条腺毛　 不同种类和同一种类中不同株

系着生腺毛的类型和腺毛密度存在差异(图 ４、图 ５)ꎮ
腺枝葡萄、秋葡萄、变叶葡萄和河口葡萄的枝条具有

腺毛ꎬ其中变叶葡萄与河口葡萄在«中国植物志»
(葡萄科)中没有着生腺毛的记录[１]ꎮ 腺毛有不同

类型ꎬ腺枝葡萄的腺毛呈顶端尖细、钩状ꎬ秋葡萄、变
叶葡萄和河口葡萄的腺毛呈顶端膨大、棒状ꎮ 腺枝

葡萄的腺毛为紫红色ꎬ秋葡萄与河口葡萄的腺毛为

黄绿色ꎬ变叶葡萄腺毛为微红色(表 ６)ꎮ 现行标准

只有枝条腺毛的有无性状ꎬ而枝条腺毛的多样性也

是区分中国野生葡萄种类的重要特征ꎬ腺毛类型、腺
毛颜色和腺毛紧密度在野生葡萄的描述中也具有重

要作用ꎬ应予以补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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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中国野生葡萄幼叶多样性

Ｔａｂｌｅ ５　 Ｙｏｕｎｇ ｌｅａ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ｌｄ ｇｒａｐｅ
性状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类别 Ｇｒｏｕｐ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幼叶下表面叶脉间匍

匐绒毛密度

Ｌｏｗｅｒ ｓｉｄｅ 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ｅ
ｈａｉ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ｅｉｎｓ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ｌｅａｆ

无或极疏 刺葡萄ꎬ菱叶葡萄ꎬ燕山葡萄ꎬ云南葡萄ꎬ武汉葡萄ꎬ葛藟葡萄ꎬ小果葡萄ꎬ信阳野葡萄

疏 华东葡萄ꎬ山葡萄ꎬ桦叶葡萄ꎬ变叶葡萄

中 网脉葡萄ꎬ秋葡萄ꎬ泸定野葡萄ꎬ蘡薁

密 美丽葡萄ꎬ河口葡萄ꎬ小叶葡萄

极密 桑叶葡萄ꎬ腺枝葡萄ꎬ毛葡萄

幼叶下表面叶脉上直

立绒毛密度

Ｌｏｗｅｒ ｓｉｄｅｅｒｅｃｔ ｈａｉｒｓ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ｎ ｍａｉｎ ｖｅｉｎｓ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ｌｅａｆ

无或极疏 刺葡萄ꎬ桑叶葡萄ꎬ毛葡萄ꎬ腺枝葡萄ꎬ美丽葡萄ꎬ燕山葡萄ꎬ网脉葡萄ꎬ葛藟葡萄ꎬ云南葡萄ꎬ小叶葡

萄ꎬ小果葡萄
疏 华东葡萄ꎬ武汉葡萄ꎬ桦叶葡萄ꎬ信阳野葡萄

中 泸定野葡萄ꎬ蘡薁ꎬ变叶葡萄

密 秋葡萄ꎬ山葡萄ꎬ河口葡萄

极密 菱叶葡萄

幼叶上表面颜色

Ｕｐｐｅｒ ｓｉｄｅ 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ｌｅａｆ

黄绿色 菱叶葡萄ꎬ山葡萄ꎬ燕山葡萄ꎬ信阳野葡萄

绿色带有黄斑 华东葡萄ꎬ武汉葡萄ꎬ桦叶葡萄ꎬ腺枝葡萄ꎬ河口葡萄ꎬ小果葡萄

绿黄兼粉红色 美丽葡萄ꎬ毛葡萄ꎬ蘡薁ꎬ小叶葡萄

桃红色 网脉葡萄

红棕色 变叶葡萄ꎬ桑叶葡萄ꎬ秋葡萄ꎬ葛藟葡萄

酒红色 刺葡萄ꎬ云南葡萄

紫红色 泸定野葡萄

紫黑色 云南葡萄

Ａ:黄绿色(菱叶葡萄)ꎻＢ ~ Ｃ:绿色带有黄斑(Ｂ:变叶 ７ 号ꎬＣ:腺枝葡萄)ꎻＤ:绿黄兼粉红色(毛葡萄)ꎻＥ:桃红色(网脉葡萄)ꎻＦ ~ Ｈ:红棕色

(Ｆ:变叶葡萄ꎬＧ:秋葡萄ꎬＨ:桑叶葡萄)ꎻＩ ~ Ｊ:酒红色(Ｉ:刺葡萄ꎬＪ:云南葡萄 １ 号)ꎻＫ:紫红色(泸定野葡萄)ꎻＬ:紫黑色(云南葡萄)
Ａ:Ｙｅｌｌｏｗ ｇｒｅｅｎ(Ｖ. ｈａｎｃｏｃｋｉｉ)ꎬＢ￣Ｃ:Ｇｒｅｅｎ ｗｉｔｈ ｂｒｏｎｚｅ ｓｐｏｔｓ(Ｂ:Ｖ. 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７ ｈａｏ’ꎬＣ:Ｖ. ａｄｅｎｏｃｌａｄａ)ꎬＤ:Ｇｒｅｅｎ ｙｅｌｌｏｗ ａｎｄ ｐｉｎｋ(Ｖ. ｈｅｙｎｅａｎａ)ꎬ

Ｅ:ｐｉｎｋ(Ｖ. 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ｅ )ꎬＦ￣Ｈ:Ｒｅｄ ｂｒｏｎｚｅ(Ｆ:Ｖ. 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ꎬＧ:Ｖ. ｒｏｍａｎｅｔｉｉꎬＨ:Ｖ. ｈｅｙｎｅａｎａ)ꎬＩ￣Ｊ:Ｒｅｄｄｉｓｈ(Ｉ: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ꎬ
Ｊ:Ｖ.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１ ｈａｏ’)ꎬＫ:Ａｕｂｅｒｇｉｎｅ(Ｖ. ｓｐ. )ꎬＬ:Ａｔｒｏｐｕｒｐｕｒｅｕｓ(Ｖ.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图 ３　 幼叶上表面颜色多样性

Ｆｉｇ. 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ｓｉｄｅ 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ｌｅａｖ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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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顶端尖细ꎬ紫红色(腺枝葡萄)ꎻＢ:顶端膨大ꎬ黄绿色(秋葡萄)ꎻＣ:顶端膨大ꎬ微红色(变叶葡萄)ꎻＤ:无腺毛ꎬ有直立绒毛(灵宝变叶 ７ 号)
Ａ:Ｔｏｐ ｎｏｚｚｌｅꎬｖｉｏｌｅｔ￣ｒｅｄ(Ｖ. ａｄｅｎｏｃｌａｄａ)ꎬＢ:Ｔｏｐ ｓｗｏｌｌｅｎꎬｙｅｌｌｏｗ￣ｇｒｅｅｎ(Ｖ. ｒｏｍａｎｅｔｉｉ)ꎬ

Ｃ:Ｔｏｐ ｓｗｏｌｌｅｎꎬｒｅｄｄｉｓｈ(Ｖ. 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ꎬＤ:Ｎｏ 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 ｈａｉｒｓꎬｅｒｅｃｔ ｈａｉｒｓ(Ｖ. 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ｌｉｎｇｂａｏ ７ ｈａｏ’)

图 ４　 枝条腺毛

Ｆｉｇ. ４　 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 ｈａｉｒｓ ｏｆ ｓｈｏｏｔｓ

Ａ:桑叶葡萄ꎻＢ:变叶葡萄ꎻＣ:桦叶葡萄

Ａ:Ｖ. ｈｅｙｎｅａｎａꎬＢ:Ｖ. 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ꎬＣ:Ｖ. ｂｅｔｕｌｉｆｏｌｉａ

图 ５　 成龄叶叶型的多样性

Ｆｉｇ. ５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ｔｕｒｅ ｌｅａｆ ｔｙｐｅｓ

２. ５. ２　 枝条皮孔和勾刺有无　 中国野生葡萄属真葡

萄亚属所有种的枝条表皮均无皮孔ꎬ不存在多样性ꎬ分
类价值不大ꎮ 中国野生葡萄中只有刺葡萄及其变种枝

条有皮刺ꎬ通过查阅标本ꎬ瘤枝葡萄作为刺葡萄变种的

典型特征是小枝上勾刺极疏ꎬ老枝上瘤状突起密度中

等ꎬ所以皮刺的疏密程度在刺葡萄种内也存在着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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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中国野生葡萄枝条多样性

Ｔａｂｌｅ ６　 Ｓｈｏｏｔ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ｌｄ ｇｒａｐｅ

性状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类别 Ｇｒｏｕｐ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枝条腺毛
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
ｈａｉｒｓ
ｏｆ ｓｈｏｏｔｓ

中国

野生

种

变叶

葡萄

无 桦叶葡萄ꎬ燕山葡萄ꎬ网脉葡萄ꎬ刺葡萄ꎬ云南葡萄ꎬ泸定野葡萄ꎬ信阳野葡萄ꎬ葛藟葡萄ꎬ小叶葡萄ꎬ武汉

葡萄ꎬ山葡萄ꎬ毛葡萄ꎬ桑叶葡萄ꎬ蘡薁ꎬ华东葡萄ꎬ菱叶葡萄ꎬ美丽葡萄ꎬ小果葡萄

有 变叶葡萄ꎬ秋葡萄ꎬ腺枝葡萄ꎬ河口葡萄

无 灵宝变叶 ７ 号

有
变叶葡萄♂(０９５８)ꎬ变叶葡萄♀(０９５７)ꎬ卢氏变叶 １ 号ꎬ卢氏变叶 ２ 号ꎬ灵宝变叶 ２ 号ꎬ灵宝变叶 １ 号ꎬ灵
宝变叶 １０ 号ꎬ灵宝变叶葡萄ꎬ亚武山变叶 ７ 号ꎬ灵宝无毛变叶

枝条腺毛类型

Ｇｌａｎｄｕｌａｒ ｈａｉｒｓ ｏｆ
ｓｈｏｏｔｓ

顶端膨大 变叶葡萄ꎬ秋葡萄ꎬ河口葡萄

顶端尖细 腺枝葡萄

枝条腺毛颜色

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ｓｈｏｏｔｓ ｇｌａｎ￣
ｄｕｌａｒ ｈａｉｒｓ

黄绿色 秋葡萄ꎬ河口葡萄

微红色 变叶葡萄

紫红色 腺枝葡萄

２. ６　 成龄叶形态多样性

２. ６. １　 成龄叶叶型　 中国野生葡萄的叶型分为单

叶和复叶ꎬ调查表明ꎬ部分种类具有明显的异型叶特

征ꎬ即在同一植株上既有单叶又有复叶ꎬ还有二者之

间的过渡叶型ꎬ或全是单叶ꎬ但有全缘与裂叶的变

化ꎮ 如桑叶葡萄有全缘、三裂叶和五裂叶 ３ 种叶型ꎮ
变叶葡萄有全缘单叶、三裂叶单叶、三小叶复叶、过
渡型二小叶复叶 ４ 种叶型ꎻ桦叶葡萄的叶型有全缘、
三裂叶(深裂、浅裂均有)２ 种(图 ５)ꎮ
２. ６. ２　 成龄叶形状　 根椐对中国野生葡萄的调查ꎬ
野生葡萄的叶形主要有心脏形、卵圆形、楔形、三角

形、五角星、椭圆形、近圆形和披针形 ８ 种形态

(表 ７)ꎮ 中国野生葡萄成龄叶叶形丰富ꎬ除了调查

的种ꎬ通过文献和标本查证ꎬ勐海葡萄叶形为近圆

形ꎬ闽赣葡萄和狭叶葡萄叶形为披针形ꎮ 但现行描

述标准中没有卵圆形、三角形、披针形、椭圆形的描

述划分ꎮ
２. ６. ３　 叶柄长度　 中国野生葡萄的叶柄长度也存

在极大的差异ꎬ为 ０. ５ ~ １３. ５ ｃｍꎮ 叶柄长度多集

中在 ４ ~ １０ ｃｍꎬ菱叶葡萄叶柄极短ꎬ刺葡萄叶柄最

长(表 ７)ꎮ 叶柄长度在«标准»中小于 ７ ｃｍ 描述

为极短ꎮ 本研究中叶柄长度大多数小于 ７ ｃｍꎬ需
要调整分级标准ꎮ
２. ６. ４　 成龄叶长度、宽度与大小　 叶片长度 ４. ３ ~
２５. ４ ｃｍꎬ宽度 ３. １ ~ ２１. ５ ｃｍꎬ成龄叶大小 １５. ５ ~
５４６. １ ｃｍ２ꎮ 不同类型之间的叶片长度、宽度和大小

有较大差别(表 ７)ꎮ 其中刺葡萄和秋葡萄等叶片较

长ꎬ武汉葡萄、美丽葡萄和小叶葡萄等种类叶片较

短ꎮ 秋葡萄、刺葡萄等叶片面积较大ꎬ美丽葡萄、武

汉葡萄和小叶葡萄等叶片面积较小ꎮ 同一个种内不

同植株的叶片大小也有差异ꎬ认为虽受种性影响ꎬ但
环境对叶片生长也有较大的影响ꎮ
２. ６. ５　 成龄叶片横截面形状　 中国野生葡萄属成

龄叶横截面形状种间和种内有很大差异ꎬ但调查中

没有发现内卷的类型(表 ７)ꎮ
２. ６. ６　 成龄叶裂片数　 野生葡萄的叶片裂片数不

但因不同种类相差较大ꎬ而且同株不同节位也存在

着差异ꎬ所以取样调查时要选择枝条中部叶片ꎮ 概

括起来ꎬ裂片数目有全缘、全缘兼三裂、三裂、全缘

兼三裂兼五裂、五裂、三裂兼五裂及多于七裂等变

化形式ꎬ全缘兼三裂、三裂兼五裂和全缘兼三裂兼

五裂等情况是现行标准所没有反映的ꎮ 野生葡萄

成龄叶以全缘叶居多ꎬ其次是三裂叶ꎬ暂未发现七

裂叶(表 ７)ꎮ
２. ６. ７　 成龄叶上裂刻深度　 不同种类的成龄叶具

有裂片数ꎬ裂刻深浅也不同ꎬ小叶葡萄、武汉葡萄的

裂刻较浅ꎻ桑叶葡萄、山葡萄、燕山葡萄裂刻深度中

等ꎻ蘡薁裂刻深ꎻ秋葡萄裂刻达到全裂ꎬ为极深ꎬ根据

«中国植物志» (葡萄科)对秋葡萄的描述判断该株

系可能属于种间过渡类型(表 ７)ꎮ
２. ６. ８　 成龄叶叶柄洼开叠类型 　 野生葡萄叶柄

洼开叠类型非常丰富ꎬ但不像栽培种那样存在高

度重叠、极度重叠等类型ꎬ所以野生葡萄的描述类

型把轻度、中度、高度、极度重叠都归为重叠一项

(表 ７)ꎮ
２. ６. ９　 成龄叶叶柄洼基部形状　 野生种叶柄洼类

型多样ꎬ现行«标准»叶柄洼基部形状只有 Ｕ 形和 Ｖ
形ꎬ不能满足描述需要ꎮ 如菱叶葡萄不具叶柄洼ꎬ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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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中国野生葡萄成龄叶多样性

Ｔａｂｌｅ ７　 Ｍａｔｕｒｅ ｌｅａ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ｌｄ ｇｒａｐｅ

性状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类别 Ｇｒｏｕｐ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成龄叶形状

Ｍａｔｕｒｅ ｌｅａｆ ｓｈａｐｅ
心脏形 桑叶葡萄ꎬ网脉葡萄ꎬ华东葡萄ꎬ武汉葡萄ꎬ山葡萄ꎬ秋葡萄

卵圆形 东南葡萄ꎬ小叶葡萄ꎬ泸定野葡萄ꎬ毛葡萄ꎬ腺枝葡萄ꎬ刺葡萄ꎬ河口葡萄ꎬ小果葡萄

楔形 信阳野葡萄ꎬ桦叶葡萄

五角形 变叶葡萄ꎬ蘡薁ꎬ燕山葡萄

三角形 美丽葡萄ꎬ葛藟葡萄ꎬ云南葡萄

椭圆形 菱叶葡萄

近圆形 勐海葡萄

披针形 闽赣葡萄ꎬ狭叶葡萄

成龄叶片横截面

形状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ｍａｔｕｒｅ
ｌｅａｆ

平 毛葡萄ꎬ桑叶葡萄ꎬ腺枝葡萄ꎬ刺葡萄ꎬ菱叶葡萄ꎬ燕山葡萄ꎬ桦叶葡萄ꎬ蘡薁ꎬ东南葡萄ꎬ河口葡萄

Ｖ 形 美丽葡萄ꎬ泸定野葡萄ꎬ小叶葡萄ꎬ云南葡萄ꎬ秋葡萄ꎬ武汉葡萄ꎬ山葡萄ꎬ网脉葡萄ꎬ华东葡萄ꎬ变叶

葡萄ꎬ葛藟葡萄ꎬ小果葡萄ꎬ信阳野葡萄

成龄叶裂片数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ａｔｕｒｅ ｌｅａｆ ｌｏｂｅｓ

全缘 菱叶葡萄ꎬ美丽葡萄ꎬ毛葡萄ꎬ腺枝葡萄ꎬ华东葡萄ꎬ云南葡萄ꎬ葛藟葡萄ꎬ东南葡萄ꎬ刺葡萄ꎬ泸定野

葡萄ꎬ信阳野葡萄ꎬ网脉葡萄ꎬ河口葡萄ꎬ小果葡萄

三裂 桦叶葡萄ꎬ小叶葡萄ꎬ武汉葡萄ꎬ秋葡萄ꎬ山葡萄ꎬ蘡薁

五裂 桑叶葡萄ꎬ燕山葡萄

全缘兼三裂兼五裂 桑叶葡萄ꎬ华东葡萄ꎬ山葡萄

全缘兼三裂 桦叶葡萄

三裂兼五裂 燕山葡萄ꎬ蘡薁

多于七裂 蘡薁

成龄叶上裂刻

深度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ｓｉｎｕｓｅｓ

极浅 桦叶葡萄

浅 小叶葡萄ꎬ武汉葡萄ꎬ秋葡萄

中 桑叶葡萄ꎬ山葡萄ꎬ燕山葡萄

深 蘡薁

极深 秋葡萄

成龄叶叶柄洼

开叠类型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ｐｅｔｉｏｌｅ
ｓｉｎｕｓ

极开张 菱叶葡萄ꎬ美丽葡萄ꎬ葛藟葡萄ꎬ桦叶葡萄ꎬ信阳野葡萄

开张 山葡萄ꎬ网脉葡萄ꎬ秋葡萄ꎬ毛葡萄ꎬ武汉葡萄ꎬ变叶葡萄ꎬ腺枝葡萄ꎬ桑叶葡萄ꎬ泸定野葡萄ꎬ燕山葡

萄ꎬ小果葡萄

半开张 小叶葡萄ꎬ华东葡萄ꎬ刺葡萄ꎬ蘡薁

闭合 河口葡萄

轻度重叠 东南葡萄

叶柄洼基部形状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ｂａｓｅ ｏｆ
ｐｅｔｉｏｌｅ ｓｉｎｕｓ

Ｕ 形 桑叶葡萄ꎬ燕山葡萄ꎬ泸定野葡萄ꎬ山葡萄

Ｖ 形 云南葡萄ꎬ武汉葡萄ꎬ小叶葡萄ꎬ蘡薁ꎬ秋葡萄ꎬ东南葡萄ꎬ华东葡萄ꎬ变叶葡萄ꎬ网脉葡萄ꎬ腺枝葡萄ꎬ
毛葡萄ꎬ刺葡萄ꎬ河口葡萄ꎬ小果葡萄

一形 葛藟葡萄ꎬ信阳野葡萄ꎬ桦叶葡萄

倒 Ｕ 形 菱叶葡萄ꎬ美丽葡萄

锯齿形状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ｔｅｅｔｈ

双侧凹 河口葡萄

双侧直 燕山葡萄

双侧凸 刺葡萄ꎬ山葡萄ꎬ云南葡萄ꎬ葛藟葡萄ꎬ变叶葡萄ꎬ秋葡萄ꎬ武汉葡萄ꎬ美丽葡萄ꎬ腺枝葡萄ꎬ小叶葡萄ꎬ
毛葡萄ꎬ蘡薁ꎬ信阳野葡萄

两侧直与两侧凸皆有 菱叶葡萄ꎬ桦叶葡萄

波状 网脉葡萄ꎬ桑叶葡萄ꎬ东南葡萄ꎬ小果葡萄

４００１



　 ６ 期 程大伟等:中国葡萄属植物野生种多样性分析

表 ７(续)

性状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类别 Ｇｒｏｕｐ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上表面泡状凸起

Ｂｌｉｓ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ｓｉｄｅ

无或极浅 腺枝葡萄ꎬ毛葡萄ꎬ葛藟葡萄ꎬ美丽葡萄ꎬ网脉葡萄ꎬ燕山葡萄ꎬ云南葡萄ꎬ小叶葡萄ꎬ东南葡萄ꎬ
小果葡萄ꎬ信阳野葡萄

浅 华东葡萄ꎬ泸定野葡萄ꎬ武汉葡萄ꎬ刺葡萄ꎬ桑叶葡萄

中 桦叶葡萄ꎬ变叶葡萄ꎬ秋葡萄ꎬ蘡薁ꎬ河口葡萄

强 菱叶葡萄

极强 山葡萄

叶脉限制叶柄洼

类型

Ｐｅｔｉｏｌｅ ｓｉｎｕ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ｂｙ ｖｅｉｎ

山葡萄

华东

葡萄

不受限制 山葡萄♀(Ｎ４４￣２￣Ｎ)ꎬ长白 ９ 号(Ｎ４４￣２￣Ｍ)ꎬ山葡萄♀(Ｎ４８￣３)

受限制 山葡萄(Ｓ４８￣３)ꎬ山葡萄(Ｎ４３￣３)

不受限制 华东葡萄♂ꎬ华东葡萄♀ꎬ广西华东ꎬ洪江桐木华东 ０１ꎬ洪江红岩华东 ０２

受限制 福建华东葡萄♂

叶背面被白粉

Ｗｈｉｔｅ ｐｏｗｄｅｒ ｏｆ ｌｏｗｅｒ
ｓｉｄｅ

无 毛葡萄ꎬ桑叶葡萄ꎬ腺枝葡萄ꎬ刺葡萄ꎬ燕山葡萄ꎬ美丽葡萄ꎬ网脉葡萄ꎬ华东葡萄ꎬ东南葡萄ꎬ菱
叶葡萄ꎬ山葡萄ꎬ蘡薁ꎬ秋葡萄ꎬ变叶葡萄ꎬ河口葡萄ꎬ信阳野葡萄ꎬ小果葡萄

薄 桦叶葡萄ꎬ云南葡萄ꎬ刺葡萄ꎬ葛藟葡萄

中 武汉葡萄

厚 东南葡萄

成龄叶片叶缘缘毛

Ｌｅａｆ ｍａｒｇｉｎ ｔｒｉｃｈｏｌｏｍａ
无或极疏 毛葡萄ꎬ桑叶葡萄ꎬ腺枝葡萄ꎬ刺葡萄ꎬ燕山葡萄ꎬ美丽葡萄ꎬ葛藟葡萄ꎬ网脉葡萄ꎬ华东葡萄ꎬ东

南葡萄ꎬ河口葡萄ꎬ小果葡萄ꎬ信阳野葡萄

疏 小叶葡萄ꎬ泸定野葡萄ꎬ桦叶葡萄ꎬ云南葡萄ꎬ秋葡萄ꎬ山葡萄

中 武汉葡萄ꎬ蘡薁

密 变叶葡萄

极密 菱叶葡萄

成龄叶长度(ｃｍ)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ｍａｔｕｒｅ ｌｅａｆ

< ６. ０ 武汉葡萄ꎬ美丽葡萄ꎬ信阳野葡萄ꎬ小叶葡萄

６. ０ ~ １０. ０ 云南葡萄ꎬ菱叶葡萄ꎬ泸定野葡萄ꎬ华东葡萄ꎬ小果葡萄

１０. １ ~ １４. ０ 网脉葡萄ꎬ蘡薁ꎬ葛藟葡萄ꎬ东南葡萄ꎬ桦叶葡萄ꎬ毛葡萄

１４. １ ~ ２０. ０ 山葡萄ꎬ腺枝葡萄ꎬ变叶葡萄ꎬ燕山葡萄ꎬ桑叶葡萄

> ２０. ０ 秋葡萄ꎬ刺葡萄ꎬ河口葡萄

成龄叶宽度(ｃｍ)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ｍａｔｕｒｅ ｌｅａｆ

< ４. ０ 武汉葡萄ꎬ美丽葡萄ꎬ小叶葡萄

４. ０ ~ ８. ０ 云南葡萄ꎬ菱叶葡萄ꎬ泸定野葡萄ꎬ信阳野葡萄ꎬ小果葡萄

８. １ ~ １２. ０ 华东葡萄ꎬ蘡薁ꎬ网脉葡萄ꎬ东南葡萄ꎬ桦叶葡萄ꎬ葛藟葡萄ꎬ腺枝葡萄ꎬ毛葡萄

１２. １ ~ １６. ０ 山葡萄ꎬ变叶葡萄ꎬ燕山葡萄ꎬ桑叶葡萄ꎬ河口葡萄

> １６. ０ 秋葡萄ꎬ刺葡萄

叶片大小(ｃｍ２)
Ｓｉｚｅ ｏｆ ｍａｔｕｒｅ
ｌｅａｆ

< ３０. ０ 美丽葡萄ꎬ武汉葡萄ꎬ信阳野葡萄ꎬ小叶葡萄

３０. １ ~ ８０. ０ 云南葡萄ꎬ菱叶葡萄ꎬ泸定野葡萄ꎬ小果葡萄

８０. １ ~ １５０. ０ 华东葡萄ꎬ网脉葡萄ꎬ蘡薁ꎬ葛藟葡萄ꎬ东南葡萄ꎬ桦叶葡萄

１５０. １ ~ ２００. ０ 山葡萄ꎬ腺枝葡萄ꎬ变叶葡萄ꎬ毛葡萄

> ２００. ０ 燕山葡萄ꎬ桑叶葡萄ꎬ秋葡萄ꎬ刺葡萄ꎬ河口葡萄

叶柄长度(ｃｍ)
Ｐｅｔｉｏｌｅ ｌｅｎｇｔｈ

< ２. ０ 菱叶葡萄ꎬ美丽葡萄

２. １ ~ ４. ０ 云南葡萄ꎬ武汉葡萄ꎬ泸定野葡萄ꎬ信阳野葡萄ꎬ小叶葡萄ꎬ小果葡萄

４. １ ~ ７. ０ 蘡薁ꎬ秋葡萄ꎬ山葡萄ꎬ桦叶葡萄ꎬ东南葡萄ꎬ华东葡萄ꎬ葛藟葡萄ꎬ河口葡萄

７. １ ~ １０. ０ 网脉葡萄ꎬ腺枝葡萄ꎬ毛葡萄ꎬ桑叶葡萄ꎬ变叶葡萄ꎬ燕山葡萄

> １０. ０ 刺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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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部呈圆弧形ꎬ定为“倒 Ｕ 形”或“楔形”ꎬ葛藟葡萄

叶柄基部呈横截状的“一形”或“截型”(表 ７)ꎮ
２. ６. １０　 成龄叶叶脉限制叶柄洼　 叶脉是否限制叶

柄洼对葡萄属种间的分类价值不大ꎬ但在种内有不

受限制和受限制类型ꎬ山葡萄 ( Ｓ４８￣３) 和山葡萄

(Ｎ４３￣３)都受叶脉限制ꎬ华东葡萄亦发现既有叶柄

受限制类型又有不受限制类型ꎬ说明其存在着变异

(表 ７)ꎮ
２. ６. １１　 成龄叶锯齿形状　 野生葡萄叶片锯齿形状

变化很大ꎬ同种类间不同植株间也有很大差异(表 ７)ꎮ
野生葡萄多数种类叶缘锯齿较小ꎬ两边无明显的凸、
凹、直的特征ꎬ较难区分锯齿两侧的形状ꎬ如桑叶葡

萄叶缘锯齿只有凸起的一点ꎬ两边呈平滑状ꎬ较难判

断锯齿形状ꎬ锯齿的大小也难测量ꎮ 根据情况增加

“波状”锯齿ꎬ方便评价ꎮ
２. ６. １２　 成龄叶锯齿长、宽度及长 /宽比　 对不同种

类叶片锯齿大小测定结果表明ꎬ锯齿长、宽以及长 /
宽比存在明显差异(表 ８)ꎮ 锯齿长度最小的是葛藟

葡萄(０. １０ ｃｍ)ꎬ最大的是刺葡萄(０. ８９ ｃｍ)ꎻ锯齿

宽度最小的是葛藟葡萄(０ ２１ ｃｍ)ꎬ最大的是刺葡

萄(１ ４５ ｃｍ)ꎻ锯齿长 /宽比最小的是东南葡萄

(０ １５)ꎬ最大的是刺葡萄(１ １０)ꎮ
２. ６. １３　 成龄叶上表面泡状凸起　 成龄叶上表面泡

状凸起最明显的是山葡萄ꎬ较明显的是菱叶葡萄ꎬ中
等的是桦叶葡萄、变叶葡萄、秋葡萄和蘡薁(表 ７)ꎮ
２. ６. １４　 成龄叶叶背面被白粉　 葡萄属植物的叶片

背面除着生各种毛状物外ꎬ有的叶片背面会覆盖一

层白粉ꎮ 调查发现东南葡萄成龄叶片背面白粉最

厚ꎬ武汉葡萄、桦叶葡萄、云南葡萄、葛藟葡萄也被有

较薄的白粉(表 ７)ꎮ 统计发现ꎬ通常叶背光滑、无毛

的种类会有白粉ꎬ叶背白粉的情况对分类和亲缘关

系的探讨有一定的意义ꎮ
２. ６. １５　 叶缘缘毛　 叶缘缘毛是指叶片边缘具有流

苏状小毛ꎮ 野生葡萄叶缘缘毛很少被涉及ꎬ调查发

现部分种类具有叶缘缘毛ꎬ以菱叶葡萄最为典型ꎬ这
个现象在野生葡萄属内首次被注意到(表 ７ꎬ图 ６)ꎮ

表 ８　 成龄叶锯齿测量值

Ｔａｂｌｅ ８　 Ｔｅｅｔｈ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ａｔｕｒｅ ｌｅａｆ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长度(ｃｍ)
Ｌｅｎｇｔｈ

宽度(ｃｍ)
Ｗｉｄｔｈ

比例

Ｔｅｅｔｈ ｌｅｎｇｔｈ /
ｔｅｅｔｈ ｗｉｄｔｈ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长度(ｃｍ)
Ｌｅｎｇｔｈ

宽度(ｃｍ)
Ｗｉｄｔｈ

比例

Ｔｅｅｔｈ ｌｅｎｇｔｈ /
ｔｅｅｔｈ ｗｉｄｔｈ

小叶葡萄 Ｖ. ｓｉｎｏｃｉｎｅｒｅａ ０. １３ ０. ６５ ０. ２０ 山葡萄 Ｖ.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 ０. ２８ ~ ０. ６０ ０. ６４ ~ ０. ９８ ０. ３９ ~ ０. ６５

葛藟葡萄 Ｖ. ｆｌｅｘｕｏｓａ ０. １０ ０. ２１ ０. ４８ 变叶葡萄 Ｖ. 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０. ２０ ~ ０. ３３ ０. ５０ ~ ０. ８１ ０. ３４ ~ ０. ５２

云南葡萄 Ｖ. ｙｕｎｎａｎｅｎｓｉｓ ０. ２２ ０. ５７ ０. ３９ 东南葡萄 Ｖ. ｃｈｕｎｇａｎｅｎｓｉｓ ０. １２ ０. ７９ ０. １５

菱叶葡萄 Ｖ. ｈａｎｃｏｃｋｉｉ ０. １７ ０. ７２ ０. ２４ 燕山葡萄 Ｖ. ｙｅ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０. ８６ １. １１ ０. ７７

泸定野葡萄 Ｖ. ｓｐ. ０. １３ ０. ８３ ０. １６ 桑叶葡萄 Ｖ. ｈｅｙｎｅａｎａ ０. ２０ ０. ６０ ０. ３３

华东葡萄

Ｖ. ｐｓｅｕｄｏ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０. １０ ~ ０. ４８ ０. ３０ ~ １. １２ ０. ３３ ~ ０. ４３ 秋葡萄 Ｖ. ｒｏｍａｎｅｔｉｉ ０. ３５ ~ ０. ４０ ０. ７２ ~ １. ０５ ０. ３８ ~ ０. ４９

网脉葡萄 Ｖ. 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ｅ ０. １９ ０. ６７ ０. ２８ 刺葡萄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０. １０ ~ ０. ８９ ０. ２１ ~ １. ４５ ０. １１ ~ １. １０

蘡薁 Ｖ. ｂｒｙｏｎｉｉｆｏｌｉａ ０. ２７ ０. ９８ ０. ２８ 桦叶葡萄 Ｖ. ｂｅｔｕｌｉｆｏｌｉａ ０. ２９ ０. ６９ ０. ４２

２. ７　 花性多样性

野生葡萄多为雌雄异株ꎬ我国科技工作者已经

在山葡萄、刺葡萄和毛葡萄中均发现了两性花类

型[１６￣１８]ꎮ 两性花类型的选育不仅为我国葡萄生产

提供了新的品种ꎬ而且为葡萄新品种选育提供了新

的种质材料ꎬ影响十分深远ꎮ 在菱叶葡萄和蘡薁中

发现了雌蕊退化的花器类型ꎬ部分结果如图 ７ 所示ꎮ
葡萄属植物的性别变异对葡萄育种具有重要意义ꎮ
２. ８　 果实性状的多样性

通过对葡萄属植物种类的果实性状观测记

载发现ꎬ野生种类的浆果果皮普遍有涩味、较厚、
有韧性ꎬ成熟时果肉较软、有肉囊ꎮ 葡萄属植物

其他的果实性状存在丰富的多样性ꎬ广泛的遗传

变异可为葡萄品种的选育与改良提供丰富的遗

传资源ꎮ
２. ８. １　 中国野生葡萄果穗大小　 果穗大小分布在

５. ６ ~２１０. ７ ｃｍ２ꎬ多数种类集中在 ３０. ０ ~ ７０. ０ ｃｍ２ꎮ
菱叶葡萄、葛藟葡萄果穗较小ꎬ小于 １０. ０ ｃｍ２ꎻ毛葡

萄、秋葡萄和刺葡萄的较大ꎬ大于７０. ０ ｃｍ２(表 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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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我国野生葡萄果实的多样性

Ｔａｂｌｅ ９　 Ｆｒｕｉ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ｌｄ ｇｒａｐｅ

性状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类别 Ｇｒｏｕｐ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果穗大小(ｃｍ２)
Ｂｕｎｃｈ ｓｉｚｅ

< １０. ０ 菱叶葡萄ꎬ葛藟
１０. ０ ~ ３０. ０ 变叶葡萄ꎬ桦叶葡萄

３０. １ ~ ５０. ０ 腺枝葡萄ꎬ山葡萄ꎬ桑叶葡萄ꎬ网脉葡萄

５０. １ ~ ７０. ０ 燕山葡萄ꎬ华东葡萄ꎬ蘡薁

> ７０. ０ 毛葡萄、秋葡萄ꎬ刺葡萄

果穗重量(ｇ)
Ｂｕｎｃｈ ｗｅｉｇｈｔ

< １０. ０ 菱叶葡萄ꎬ葛藟ꎬ燕山葡萄

１０. ０ ~ ２０. ０ 变叶葡萄ꎬ桦叶葡萄ꎬ网脉葡萄ꎬ
２０. １ ~ ４０. ０ 秋葡萄ꎬ山葡萄ꎬ华东葡萄

４０. １ ~ ７０. ０ 腺枝葡萄、毛葡萄、桑叶葡萄ꎬ蘡薁

> ７０. ０ 刺葡萄

果穗紧密度

Ｂｕｎｃ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极疏 菱叶葡萄ꎬ变叶葡萄ꎬ桦叶葡萄ꎬ燕山葡萄ꎬ网脉葡萄

疏 葛藟ꎬ秋葡萄

中 毛葡萄ꎬ刺葡萄ꎬ华东葡萄ꎬ山葡萄ꎬ腺枝葡萄

紧 蘡薁ꎬ桑叶葡萄

果梗与果粒分离难易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ｐｅｄｉｃｅｌ
难 刺葡萄ꎬ葛藟葡萄ꎬ燕山葡萄ꎬ变叶葡萄ꎬ桦叶葡萄ꎬ山葡萄ꎬ华东葡萄ꎬ腺枝葡萄ꎬ毛葡萄ꎬ桑叶葡萄ꎬ蘡薁

易 菱叶葡萄ꎬ秋葡萄ꎬ网脉葡萄

果梗长度(ｃｍ)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ｐｅｄｉｃｅｌ

< ０. ４ 华东葡萄ꎬ蘡薁ꎬ网脉葡萄

０. ４ ~ ０. ６ 菱叶葡萄ꎬ葛藟葡萄ꎬ燕山葡萄ꎬ腺枝葡萄ꎬ毛葡萄ꎬ桑叶葡萄

０. ６１ ~ ０. ８ 变叶葡萄ꎬ山葡萄ꎬ秋葡萄ꎬ刺葡萄

> ０. ８ 桦叶葡萄

果粒大小(ｃｍ２)
Ｓｉｚｅ ｏｆ ｂｅｒｒｙ

< ０. ５ 菱叶葡萄

０. ５ ~ １. ０ 变叶葡萄ꎬ葛藟葡萄ꎬ燕山葡萄ꎬ桦叶葡萄ꎬ华东葡萄

１. １ ~ １. ５ 秋葡萄ꎬ蘡薁ꎬ山葡萄ꎬ网脉葡萄ꎬ腺枝葡萄ꎬ桑叶葡萄

１. ６ ~ ２. ０ 毛葡萄

> ２. ０ 刺葡萄

果粒重量(ｇ)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ｂｅｒｒｙ

< ０. ４ 菱叶葡萄ꎬ葛藟葡萄ꎬ燕山葡萄

０. ４ ~ ０. ７ 变叶葡萄ꎬ桦叶葡萄ꎬ华东葡萄ꎬ秋葡萄

０. ８ ~ １. ２ 蘡薁ꎬ山葡萄ꎬ网脉葡萄ꎬ腺枝葡萄ꎬ桑叶葡萄

１. ３ ~ ３. ０ 毛葡萄

> ３. ０ 刺葡萄

果粉厚度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ｂｌｏｏｍ

薄 菱叶葡萄ꎬ蘡薁ꎬ华东葡萄ꎬ毛葡萄ꎬ腺枝葡萄

中 变叶葡萄ꎬ秋葡萄ꎬ燕山葡萄ꎬ葛藟葡萄

厚 山葡萄ꎬ网脉葡萄ꎬ桦叶葡萄ꎬ桑叶葡萄ꎬ刺葡萄

刺葡萄果粒形状

Ｂｅｒｒｙ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圆形 刺葡萄雌株ꎬ黑珍珠ꎬ湘珍珠(红叶)ꎬ湘珍珠(绿叶)ꎬ会同刺葡萄 １ 号ꎬ洪江桐木刺葡萄 ０７ꎬ洪江刺葡萄

０９ꎬ洪江刺葡萄 ０８

椭圆形 塘尾刺葡萄ꎬ高山 ２ 号ꎬ芷江刺葡萄 ０１ꎬ湖南刺葡萄ꎬ洪江刺葡萄 １０
刺葡萄果皮颜色

Ｂｅｒｒｙ ｓｋｉｎ 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黄绿 白果刺葡萄

紫红色 洪江刺葡萄 ０９
蓝黑色 刺葡萄雌株ꎬ黑珍珠ꎬ湘珍珠(红叶)ꎬ湘珍珠(绿叶)ꎬ会同刺葡萄 １ 号ꎬ洪江桐木刺葡萄 ０７ꎬ洪江刺葡萄

０８ꎬ塘尾刺葡萄ꎬ高山 ２ 号ꎬ芷江刺葡萄 ０１ꎬ湖南刺葡萄ꎬ洪江刺葡萄 １０

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 )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ｏｌｉｄ ｃｏｎ￣
ｔｅｎｔ

≤１１. ０ 变叶葡萄

１１. １ ~ １４. ０ 刺葡萄ꎬ腺枝葡萄ꎬ山葡萄ꎬ葛藟葡萄ꎬ网脉葡萄

１４. １ ~ １７. ０ 桦叶葡萄ꎬ毛葡萄ꎬ秋葡萄ꎬ桑叶葡萄ꎬ菱叶葡萄

１７. １ ~ ２０. ０ 蘡薁ꎬ燕山葡萄

≥２０. １ 华东葡萄

果肉香味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ｆｌａｖｏｒ
无 刺葡萄ꎬ葛藟葡萄ꎬ菱叶葡萄ꎬ毛葡萄ꎬ腺枝葡萄ꎬ山葡萄ꎬ变叶葡萄ꎬ桦叶葡萄

青椒味 蘡薁ꎬ华东葡萄

青草味 燕山葡萄ꎬ秋葡萄ꎬ网脉葡萄ꎬ桑叶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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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匍匐绒毛(毛葡萄)ꎻＢ:直立绒毛(菱叶葡萄)ꎻＣ:叶缘缘毛(菱叶葡萄)
Ａ:Ｐｒｏｓｔｒａｔｅ ｈａｉｒｓ(Ｖ. ｈｅｙｎｅａｎａ)ꎬＢ:Ｅｒｅｃｔ ｈａｉｒｓ(Ｖ. ｈａｎｃｏｃｋｉｉ)ꎬＣ:Ｌｅａｆ ｍａｒｇｉｎ ｔｒｉｃｈｏｌｏｍａ(Ｖ. ｈａｎｃｏｃｋｉｉ)

图 ６　 成龄叶绒毛多样性　 Ｆｉｇ. ６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ｔｕｒｅ ｌｅａｆ ｖｉｌｌｉ ｔｙｐｅｓ

Ａ:雄花(变叶葡萄)ꎻＢ:雌蕊退化(菱叶葡萄)ꎻＣ:两性花(山葡萄♂♀(Ｎ４３￣３))ꎻＤ:雌能花(山葡萄♀(Ｎ４８￣３))
Ａ:Ｍａｌｅ(Ｖ. 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ꎬＢ:Ｐｉｓｔｉ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Ｖ. ｈａｎｃｏｃｋｉｉ)ꎬＣ:Ｈｅｒｍａｐｈｒｏｄｉｔｅ(Ｖ.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 (Ｎ４３￣３))ꎬ

Ｄ:Ｆｅｍａｌｅ ｗｉｔｈ 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ｓｔａｍｅｎｓ(Ｖ.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 (Ｎ４８￣３))

图 ７　 花器类型　 Ｆｉｇ. ７　 Ｓｅｘ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ｓ

２. ８. ２　 中国野生葡萄果穗重量　 果穗重量分布在

２. ５ ~ ２８３. ３ ｇꎬ菱叶葡萄、葛藟葡萄和燕山葡萄果穗

重量小于 １０. ０ ｇꎬ属于较轻的种类ꎻ刺葡萄的果穗重

量较大ꎬ超过 ７０. ０ ｇ(表 ９)ꎮ
２. ８. ３　 果穗紧密度　 野生葡萄果穗紧密度表现从

极疏到紧都有分布ꎬ尤以极疏类型最多ꎬ菱叶葡萄和

变叶葡萄等多数种果粒极疏ꎻ华东葡萄、山葡萄和桑

叶葡萄的果穗紧密度较高ꎬ野生葡萄种间存在很大

差异(表 ９ꎬ图 ８)ꎮ
２. ８. ４　 果梗与果粒分离难易　 我国野生葡萄大多

数种类果梗与果粒较难分离ꎬ调查只发现菱叶葡萄、
秋葡萄和网脉葡萄的果梗与果粒易分离ꎬ成熟时容

易掉粒ꎮ
２. ８. ５　 果穗岐肩和副穗　 多数种类为无岐肩ꎬ华东

葡萄、刺葡萄、山葡萄和桑叶葡萄等少数种内个别株

系的果穗有单岐肩的存在ꎬ桑叶葡萄也有双岐肩的

类型ꎮ 果穗有岐肩的多是果穗紧密度较紧的种类ꎮ
刺葡萄、秋葡萄和桑叶葡萄的果穗多有副穗ꎮ 果穗

岐肩多少和副穗有无虽不能作为分类的依据ꎬ但对

不同株系间的鉴定和选种工作具有意义ꎮ
２. ８. ６　 果梗长度　 野生葡萄果实的果梗长度分布

在 ０. ３ ~ ０. ９ ｃｍꎬ０. ４ ~ ０. ６ ｃｍ 之间的种类最多ꎬ果
梗长度较短的种类有华东葡萄、蘡薁和网脉葡萄ꎬ小
于０. ４ ｃｍꎻ较长的有刺葡萄和桦叶葡萄(表 ９)ꎮ
２. ８. ７　 果粒大小 　 野生葡萄的果粒较小ꎬ分布在

０. ４ ~ ４. １ ｃｍ２的范围ꎬ多集中在 ０. ５ ~ １. ５ ｃｍ２ꎮ 菱

叶葡萄果粒最小ꎬ单果粒大小为 ０. ４ ｃｍ２ꎬ刺葡萄最

大ꎬ单果粒大小为 ４. １ ｃｍ２(表 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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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８. ８　 果粒重量　 最小单果粒重 ０. ２ ｇꎬ最大单果

粒重 ４. ８ ｇꎬ多为 ０. ４ ~ １. ２ ｇ(表 ９)ꎮ 粒重较轻的种

类有菱叶葡萄、葛藟葡萄等ꎬ较重的种类有毛葡萄、刺
葡萄等(表 ９)ꎻ种内不同株系存在较大的差异ꎬ如刺

葡萄种内最小平均粒重 １. ８ ｇꎬ最大平均粒重 ４. ８ ｇꎮ

大果粒者经济利用价值较高ꎮ
２. ８. ９　 果粒形状　 中国野生葡萄多为圆形ꎬ但菱叶

葡萄、秋葡萄等果粒为扁圆形ꎬ刺葡萄果粒除了圆

形ꎬ还有椭圆形、钝卵圆形与梭型ꎬ钝卵圆形和梭型

一并归为椭圆形(表 ９ꎬ图 ９)ꎮ

Ａ ~ Ｂ:极疏(Ａ:变叶葡萄ꎬＢ:燕山葡萄)ꎻＣ ~ Ｄ:疏(Ｃ:葛藟葡萄ꎬＤ:秋葡萄)ꎻ
Ｅ ~ Ｆ:中(Ｅ:华东葡萄ꎬＦ:山葡萄)ꎻＧ ~ Ｈ:密(Ｇ:蘡薁ꎬＨ:桑叶葡萄)

Ａ￣Ｂ:Ｖｅｒｙ ｌｏｏｓｅ(Ａ:Ｖ. 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ꎬＢ:Ｖ. ｙｅ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ꎬＣ￣Ｄ:Ｌｏｏｓｅ(Ｃ:Ｖ. ｆｌｅｘｕｏｓａꎬＤ:Ｖ. ｒｏｍａｎｅｔｉｉ)ꎬＥ￣Ｆ:Ｍｅｄｉｕｍ
(Ｅ:Ｖ. ｐｓｅｕｄｏ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ꎬＦ:Ｖ.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ꎬＧ￣Ｈ:Ｄｅｎｓｅ(Ｇ:Ｖ. ｆｌｅｘｕｏｓａꎬＨ:Ｖ. ｈｅｙｎｅａｎａ)

图 ８　 果穗紧密度　 Ｆｉｇ. ８　 Ｂｕｎｃｈ ｃｏｍｐａｃｔｎｅｓｓ

Ａ:果粒椭圆形、黄绿色(白果刺葡萄)ꎻＢ:果粒圆形、紫红色(洪江刺葡萄 ０９)ꎻＣ:果粒椭圆形、
蓝黑色(芷江刺葡萄 ０１)ꎻＤ:果粒椭圆形、蓝黑色(洪江刺葡萄 １０)

Ａ:ＥｌｌｉｐｔｉｃꎬＧｒｅｅｎ(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ｂａｉｇｕｏ’)ꎬＢ:Ｒｏｕｎｄꎬｖｉｏｌｅｔ(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０９’)ꎬ
Ｃ:ＥｌｌｉｐｔｉｃꎬＢｌｕｅ ｂｌａｃｋ(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ｚｈｉｊｉａｎｇ ０１’)ꎬＤ:ＥｌｌｉｐｔｉｃꎬＢｌｕｅ ｂｌａｃｋ(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１０’)

图 ９　 刺葡萄果粒形状及果皮颜色　 Ｆｉｇ. ９　 Ｂｅｒｒｙ ｓｈａｐｅ ａｎｄ ｂｅｒｒｙ ｓｋｉｎ ｃｏｌｏｒｓ ｏｆ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２. ８. １０　 果皮颜色　 野生葡萄果皮颜色几乎全为蓝

黑色ꎬ而在对刺葡萄种内结果的 １４ 个株系调查发

现ꎬ白果刺葡萄果皮黄绿色ꎬ洪江刺葡萄 ０９ 果皮紫

红色ꎬ其他株系均为蓝黑色(表 ９ꎬ图 ９)ꎮ 表明野生

葡萄果皮颜色存在变异ꎮ
２. ８. １１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野生葡萄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 ８％ ~ ２１. ３％ ꎬ多数种类的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超过 １４％ ꎬ相对经济价值较高ꎮ 华东葡萄最高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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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达 ２１. ３％ ꎬ蘡薁最高含量达 ２０. ２％ ꎬ因而在育种

上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较高的野生资源可作为加工品

种选育的亲本材料(表 ９)ꎮ
２. ８. １２　 果肉香味　 野生种类虽没有栽培种类的玫

瑰香、狐臭味和草莓香味ꎬ但有青椒味和青草味ꎬ青
椒味以蘡薁最为典型(表 ９)ꎮ
２. ８. １３　 果肉质地　 果肉质地现行描述中分软、中、
脆、硬和有肉囊ꎬ野生葡萄果肉成熟时均较软和有肉

囊ꎬ肉囊程度不同ꎬ刺葡萄肉囊较重ꎬ蘡薁、华东葡萄

肉囊轻微ꎮ

２. ９　 种子多样性

种子性状与种子活力和生态适应性有着密

切的关系ꎬ种子性状包括种子发育状态、种子粒

数、种子外表横沟、种脐和种子长度ꎮ 其中变异

幅度 最 大 的 是 种 子 长 度ꎬ 变 异 范 围 为 ３ . ８ ~
７ . ２ ｍｍꎬ长度最小的是菱叶葡萄ꎬ长度最大的是

刺葡萄ꎮ 种子粒数的范围为 １ ~ ６ 粒ꎬ多数为 ４
粒(表 １０) ꎮ 我国葡萄属野生种类的种子均充分

发育ꎬ种子外表无横沟ꎬ种脐也均明显ꎬ不存在多

样性差异ꎮ

表 １０　 中国野生葡萄种子的多样性

Ｔａｂｌｅ １０　 Ｓｅｅ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ｌｄ ｇｒａｐｅ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种子长度(ｍｍ)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ｓｅｅｄ

种子粒数

Ｓｅｅｄ ｎｕｍｂｅｒ
种类

Ｓｐｅｃｉｅｓ
种子长度(ｍｍ)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ｓｅｅｄ

种子粒数

Ｓｅｅｄ ｎｕｍｂｅｒ

菱叶葡萄 Ｖ. ｈａｎｃｏｃｋｉｉ ３. ８ １ ~ ２ꎬ２ 多 变叶葡萄 Ｖ. 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４. ５ ~ ６. ４ １ ~ ６ꎬ４ 多

葛藟葡萄 Ｖ. ｆｌｅｘｕｏｓａ ４. ０ ~ ５. ２ １ ~ ３ꎬ１ 多 山葡萄 Ｖ.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 ４. ６ ~ ６. ５ ３ ~ ４ꎬ４ 多

秋葡萄 Ｖ. ｒｏｍａｎｅｔｉｉ ４. ０ ~ ６. ０ ２ ~ ３ꎬ３ 多 燕山葡萄 Ｖ. ｙｅｓｈａｎｅｎｓｉｓ ４. ６ １ ~ ２ꎬ１ 多

桦叶葡萄 Ｖ. ｂｅｔｕｌｉｆｏｌｉａ ４. ２ ~ ５. ８ １ ~ ４ꎬ２ 多 腺枝葡萄 Ｖ. ａｄｅｎｏｃｌａｄａ ５. ４ ~ ５. ７ ２ ~ ４ꎬ４ 多

蘡薁 Ｖ. ｂｒｙｏｎｉｉｆｏｌｉａ ４. ２ ~ ５. ２ ２ ~ ４ꎬ４ 多 网脉葡萄 Ｖ. ｗｉｌｓｏｎｉａｅ ５. ８ ２ ~ ３ꎬ３ 多

华东葡萄 Ｖ. ｐｓｅｕｄｏ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４. ４ ~ ５. ０ ３ ~ ４ꎬ４ 多 毛葡萄 Ｖ. ｈｅｙｎｅａｎａ ６. ０ ２ ~ ４ꎬ４ 多

桑叶葡萄 Ｖ. ｈｅｙｎｅａｎａ ４. ４ ~ ５. ４ ３ ~ ５ꎬ３ 多 刺葡萄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５. ６ ~ ７. ２ ３ ~ ５ꎬ４ 多

３　 讨论

中国葡萄属植物的物候期存在丰富的变异ꎮ 通

过对葡萄属植物物候期的观测分析ꎬ明确了葡萄属

不同植物的物候规律ꎬ尤其是通过对初花期和盛花

期的观察ꎬ发现供试的中国野生葡萄的花期之间有

重叠ꎬ这一规律为葡萄属植物的种间杂交创造了条

件ꎬ也使葡萄属内种间存在的变异或过渡类型得到

解释ꎮ 牛立新等[１９￣２０] 对物候期变化稳定性研究后

发现ꎬ萌芽期和开花期对于葡萄的分类价值极大ꎬ并
以此支持贺普超[１５] 对小复叶葡萄和复叶葡萄的分

类观点ꎬ认为复叶葡萄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种ꎮ 经过

调查发现腺枝葡萄与毛葡萄从萌芽至浆果成熟的物

候期几乎一致ꎬ推测腺枝葡萄与毛葡萄有很近的亲

缘关系ꎬ在形态学上腺枝葡萄只有枝条密生腺毛与

毛葡萄有区别ꎬ单独作为一个种处理不够合理ꎬ作为

变种处理可能更合适ꎮ
一些野生种类的浆果成熟较早ꎬ菱叶葡萄在 ６

月底已成熟ꎬ是野生葡萄种类中成熟最早ꎬ果实发育

期最短的种类ꎮ 物候期的调查使人们对野生葡萄主

要物候期在«标准»中的极早、早、中、晚和极晚的划

分有了认识ꎬ对加快葡萄种质资源的利用进程ꎬ提高

优良性状选育的效率ꎬ促进遗传多样性的广泛利用

等具有重要意义ꎮ
在现行描述记载标准中ꎬ幼叶的颜色仅描述为 ４

种ꎮ 而中国野生葡萄调查记录了 ８ 种ꎬ牛立新等[２１]

认为幼叶有 ７ 种色相ꎬ阮仕立[２２] 认为野生葡萄的幼

叶颜色共有 ９ 种ꎮ 因此ꎬ对野生葡萄幼叶颜色的描述

标准在列出参照品种的同时ꎬ最好配上颜色的彩色照

片或使用比色卡ꎬ以规范对该性状的描述ꎮ
阮仕立[２２]把野生葡萄的卷须分一次分叉型和

二次分叉型来作描述符ꎮ 经大量调查ꎬ同一植株卷

须有不同分叉类型ꎬ如菱叶葡萄既有一叉分支又有

不分叉ꎻ毛葡萄、秋葡萄既有一叉分支又有二叉分

支ꎬ因此认为卷须分叉较不稳定ꎬ卷须的分叉型与生

长势和生活环境有关ꎬ不适合作为描述评价性状ꎬ但
可以用来判断一个植株的生长势ꎮ

葡萄属植物有匍匐绒毛、直立绒毛、腺毛和勾刺

等ꎬ绒毛的特征亦是我国葡萄属植物分类的重要依

据之一ꎮ 阮仕立[２２] 把绒毛分为 １６ 个类型ꎬ这种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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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虽很全面ꎬ但类型多ꎬ评价难度大ꎬ不便操作ꎮ 建

议只区分匍匐绒毛、直立绒毛、腺毛和勾刺ꎬ再描述

被毛性状的疏密、长短、类型等即可ꎮ «中国葡萄

志»记载着生腺毛的种只有秋葡萄、陕西葡萄和腺

枝葡萄ꎬ调查发现变叶葡萄与河口葡萄也有腺毛着

生ꎮ 而且腺毛类型和颜色丰富ꎬ潘学军等[２３] 首次发

现了绿毛腺枝葡萄ꎬ并定为新变种ꎬ命名为 Ｖ. ａｄｅｎｏ￣
ｃｌａｄａ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ｖａｒ. ｌｉｂｏｅｎｓｉｓ Ｘ. Ｊ. Ｐａｎꎮ 所以ꎬ对腺

毛颜色和类型的描述比较重要ꎬ但现行标准中没有ꎬ
建议补充ꎮ

葡萄属野生种叶片的形态变化多样ꎬ信息丰富ꎬ
在葡萄属植物分类中具有重要意义ꎮ 野生葡萄的叶

片形状有心脏形、楔形、三角形、五角形、椭圆形、披
针形、近圆形等 ７ 种ꎬ存在丰富的多样性ꎮ 而现行标

准中的叶形只分为心脏形、楔形、五角形、近圆形、肾
形 ５ 种ꎬ不能满足野生葡萄叶形多变的实际和描述

评价的要求ꎮ 叶型除了单叶和复叶ꎬ也存在异型叶ꎬ
与阮仕立[２２]的结果一致ꎬ异型叶的出现对葡萄属植

物的分类和亲缘关系探讨具有一定的意义ꎮ 葡萄属

植物叶的形态特征和变化ꎬ大部分符合稳定性和多

态性的要求ꎬ但不可否认ꎬ由于差异比较小或观测条

件的限制ꎬ部分性状在实际观测中比较困难ꎬ有一定

的主观性ꎬ如叶片颜色、叶片横截面形状等易受到光

照条件、观测时间或气候条件的影响ꎮ
葡萄属植物野生种绝大多数为雌雄异株ꎬ山葡

萄、刺葡萄已分别发现两性花品种ꎬ如“双庆”和“塘
尾葡萄”ꎮ 菱叶葡萄类似雄花植株有结果能力ꎬ可
能是雌蕊没有充分退化ꎬ这个现象有待于进一步观

察ꎬ但足以说明野生葡萄的花性有过渡类型ꎮ
野生葡萄的果穗和果粒大小等若按描述符的分

级标准[２４]ꎬ几乎都分布在极小的级次中ꎬ体现不出

种间差别ꎮ 通过调查发现果实大小、重量以及紧密

度在种类间存在着差异ꎬ需要合适的评价标准来区

分ꎮ 野生葡萄的果实存在种间与种内差异ꎬ多数种

类果粒较小、圆形、果皮黑色ꎬ但刺葡萄的果穗和果

粒较大ꎬ果肉白色ꎬ种内果粒形状有圆形和椭圆形ꎬ
果皮颜色有黄绿色、紫红色和蓝黑色类型ꎮ 一些种

类还含有特殊的青椒味或青草味ꎬ蘡薁、华东葡萄等

在成熟时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可达 ２０％左右ꎬ表明这

些野生葡萄具有优良的糖分累积功能ꎬ具有鲜食、酿
酒、制酱和制汁潜力ꎬ对进一步选育优良品种也有着

重要的作用ꎮ
中国野生葡萄在成龄叶叶形、成龄叶裂片数、成

龄叶叶柄洼基部形状、叶柄洼开叠类型、果粒香型、

花器类型、果皮颜色、果实香型、果肉硬度等性状的

表现方面用现行标准无法描述ꎬ需依据其多样性特

点对现行标准做出适当的调整ꎮ 果穗长度、果穗宽

度、果穗大小、果穗重、果粒纵径、果粒横径、果粒大

小、果粒重、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果穗紧密度若根据

原评价标准差异较小ꎬ不能充分反映野生葡萄属间

的差异ꎬ需要调整评价标准ꎮ 新梢节间腺毛类型、节
间腺毛颜色、节间腺毛密度、成龄叶叶背匍匐绒毛颜

色、叶缘缘毛、叶背面被白粉情况等性状存在丰富的

多样性ꎬ考虑补充这些性状的描述符ꎮ 中国野生种

葡萄在一些性状上的表现状态是单一的ꎬ如新梢卷

须分布、枝条皮孔、果粒成熟一致性、果粒横切面形

状、种子发育状态、种子外表横沟和种脐等这些性状

的表现固定ꎬ对我国野生种葡萄分类没有价值ꎮ
以上结果表明ꎬ中国葡萄属野生资源存在着广泛

的形态多样性ꎬ可以为今后种质资源利用、亲缘关系

研究及分子水平的遗传多样性分析提供基本的参考

依据[２５]ꎮ 为了有效利用我国丰富的葡萄种质资源ꎬ
首先应正确认识和了解其特性ꎮ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

此方面的研究ꎬ使现行葡萄描述标准难以适应我国野

生葡萄的实际情况ꎮ 因此必须加强对野生葡萄形态

学研究ꎬ并对现行标准做进一步修订和完善ꎬ以便有

利于我国野生葡萄种质资源研究工作的开展ꎮ 虽然

本研究中的供试材料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国野生葡

萄资源ꎬ但是现有的结果很好地说明我国野生葡萄

在物候期、叶片、枝条、花性和果实等方面存在着丰

富的变异ꎬ我国是葡萄属植物的多样性中心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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