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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葡萄种内遗传多样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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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刺萄萄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ꎬ是中国野生萄萄中果粒最大的一个种ꎬ其果实高抗炭疽病和白腐病ꎬ
在湖南、江西、福建、贵州等省的部分地区一直作为鲜食和酿酒品种栽培利用ꎮ 刺葡萄种内遗传多样性较为丰富ꎬ为了充分挖掘

利用刺葡萄资源ꎬ提高刺葡萄资源的利用效率ꎬ本文从刺葡萄的物候学、花器类型、形态性状、果实理化性状、花粉形态、ＤＮＡ 遗

传水平和抗性等方面进行种内多样性的研究和综述ꎬ以期为刺葡萄种质资源的保护、鉴定评价和发掘利用奠定基础ꎮ
　 　 关键词:刺葡萄ꎻ种内ꎻ形态多样性ꎻ遗传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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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研究方向为葡萄种质资源ꎮ 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ｇｄａｗｅｉｃｅｏ＠ １６３. ｃｏｍ
通信作者:刘崇怀ꎬ研究方向为葡萄种质资源与遗传育种研究ꎮ 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ｃｈｏｎｇｈｕａｉ＠ ｃａａｓ. ｃｎ

　 　 刺葡萄(Ｖｉｔｉｓ ｄａｖｉｄｉｉ Ｆｏëｘ)是葡萄科(Ｖｉｔａｃｅａｅ)
葡萄属(Ｖｉｔｉｓ Ｌ. )东亚种群的一种野生种ꎬ最初由戴

尔斯和秘尔格于 １９０１ 年进行描述ꎬ因枝条上密布皮

刺而得名[１]ꎬ原产中国湖北、湖南、云南、广东、江
西、浙江等省份[２]ꎮ 因刺葡萄是中国野生葡萄中果

穗和果粒最大的种ꎬ具有一定的商品生产价值ꎬ在湖

南怀化市、江西崇义县、福建福安市等地广泛引种栽

培[３￣４]ꎮ 仅 ２００８ 年湖南省刺葡萄栽培面积 ６８００ ｈｍ２ꎬ
产量 ２５. ５ 万 ｔꎬ其中 ９９. ８４％ 用于鲜食ꎬ用于酿酒、
制汁等部分仅占 ０. １６％ [５]ꎬ但对刺葡萄的加工利用

有逐渐增加的趋势[６]ꎮ 刺葡萄对黑痘病、白粉病、

炭疽病等病害的抗性极强ꎬ但对霜霉病抗性较

差[７]ꎮ 刺葡萄的花性有雌、雄和两性花之分ꎬ栽培

利用的主要为两性花类型ꎬ有人称之为驯化类

型[８]ꎬ单性花类型生产中极为罕见ꎮ 果实颜色主要

为紫黑色ꎬ但也有少量白色的果实类型ꎮ 所以ꎬ刺葡

萄果实不仅可以鲜食和酿酒ꎬ同时ꎬ刺葡萄的两性花

类型和白色果实单株在刺葡萄的起源演化研究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ꎮ 在参考有关研究[９￣１４] 的基础上ꎬ为
全面提供有关刺葡萄种内多样性的资料ꎬ本文采用

调查分析和综述前人研究结果的方法ꎬ对刺葡萄遗

传资源的多样性进行总结概述ꎬ以期为刺葡萄种质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１６ 卷

资源保护与利用工作提供理论依据ꎮ 其中田间调查

以国家果树种质郑州葡萄圃内保存的刺葡萄为试

材ꎬ共调查了圃内来自全国各地的 ２２ 份刺葡萄ꎬ调
查内容包括物候期、嫩梢、新梢、幼叶、成龄叶、果实

和种子等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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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进行ꎬ在相关文献的基

础上综述了刺葡萄的单宁含量、花粉形态、抗性和分

子水平的遗传多样性ꎮ

１　 物候学

不同刺葡萄株系的物候期存在着多样性ꎮ 根据

２０１２ 年的调查ꎬ在郑州地区ꎬ最早萌芽的是刺葡萄

９４０(♂)ꎬ在 ３ 月 １６ 日ꎻ最晚萌芽的是刺葡萄 ９４１
(♀)ꎬ在 ４ 月 １７ 日ꎬ种内萌芽期持续时间为 １ 个月左

右ꎮ 最早开花的是刺葡萄 ９４０(♂)ꎬ是 ４ 月 ２５ 日ꎻ较
晚的是刺葡萄 ９４１(♀)和浙江天目山刺￣２ꎬ分别在 ５
月 １０ 日和 ５ 月 １２ 日开花ꎮ 果实最早达到始熟期的

是福安刺ꎬ在 ７ 月 １４ 日ꎻ刺葡萄 ９４１(♀)最晚ꎬ在 ８ 月

６ 日ꎮ 最早成熟的是洪江刺 ０９ 在 ８ 月 ９ 日ꎻ较晚的是

刺葡萄 ９４１(♀)在 ８ 月 ３０ 日ꎻ最晚的塘尾葡萄实生

(♀)在 ９ 月 ３ 日成熟ꎮ 果实发育期 ６６ ~ ９４ ｄꎬ浙江

天目山刺￣２ 最短ꎬ塘尾葡萄实生(♀)最长(表 １)ꎮ

表 １　 刺葡萄的主要物侯期多样性(２０１２ 年)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ｐｈｅｎｏｐｈａｓ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２０１２) (月. 日)

序号
Ｎｏ.

株系
Ｃｌｏｎ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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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刺葡萄 ９４０(♂) ３ １６ ４ ２５ ４ ２７ － － －

２ 刺葡萄 ９４１(♀) ４ １７ ５ １０ ５ １２ ８ ６ ８ ３０ ８６

３ 塘尾葡萄 ９４２(♂♀) ３ ２５ ５ ４ ５ ６ ７ ２０ ８ ２１ ７５

４ 高山一号(♂♀) ３ ２０ ４ ２９ ５ １ ７ ２１ ８ １６ ８１

５ 高山二号(♂♀) ３ ２０ ４ ２９ ５ １ ７ １６ ８ １１ ７６

６ 湖南刺 ３ ２５ ４ ３０ ５ ２ ７ １６ ８ １０ ７５

７ 白果刺葡萄 ４ １　 ５ ９ ５ １１ ７ ２４ ８ ２８ ７４

８ 洪江刺 ０９ ３ ２１ ４ ３０ ５ ２ ７ １６ ８ ９ ７５

９ 黑珍珠 ３ ２３ ５ ３ ５ ４ ７ ２４ ８ １８ ８１

１０ 洪江(岩垄)刺 ０５ ４ １　 ５ ７ ５ ９ ７ １８ ８ １２ ７０

１１ 湘珍珠(红叶) ３ ２６ ５ ３ ５ ４ ７ ２３ ８ ２０ ８０

１２ 湘珍珠(绿叶) ３ ２６ ５ ３ ５ ５ ７ ２３ ８ ２０ ７９

１３ 洪江(桐木)刺 ０７ ３ ２７ ５ ３ ５ ５ ７ ２４ ８ ２２ ７８

１４ 芷江刺 ０１ ３ ２８ ５ ５ ５ ６ ７ １８ ８ １３ ７３

１５ 洪江刺 ０８ ３ ２８ ５ ３ ５ ４ ７ ２１ ８ １８ ７８

１６ 浙江天目山刺￣２ － ５ １２ ５ １４ ７ １９ ８ １４ ６６

１７ 福安刺 － ５ ３ ５ ５ ７ １４ ８ １０ ７０

１８ 洪江刺 １０ － ５ ４ ５ ６ ７ １７ ８ １０ ７２

１９ 洪江刺 ０７ － ５ ３ ５ ４ ７ ２３ ８ １２ ８０

２０ 洪江刺 ０４ ３ ２６ ５ ４ ５ ６ ７ １６ ８ １０ ７０

２１ 会同刺 ３ ２７ ５ ３ ５ ４ ７ １７ ８ １４ ７４

２２ 塘尾葡萄实生(♀) － ４ ２８ ５ １ ８ ３ ９ ３ ９４

－ 表示没有数据　 － ｍｅａｓ ｎｏ ｄａｔａ

２　 花器类型

一般原产我国的野生葡萄为雌雄异株ꎬ目前科

技工作者只在山葡萄、刺葡萄和毛葡萄中发现了两

性花类型[１６￣１８]ꎮ 通过调查ꎬ刺葡萄种内除了雄花、
雌能花外ꎬ大多数刺葡萄植株都是两性花类型ꎮ 黄

乐等[１９]也对刺葡萄的两性花、雌能花、雄能花等花

器官的形态特征进行了观察ꎬ结果表明:雄能花子房

２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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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退化ꎬ雌能花花丝短ꎬ花药低于柱头ꎻ刺葡萄种

内不同株系的花期长短差异较小ꎬ但是雌雄株之间

相比ꎬ雄株的始花期较早ꎬ并且花期结束晚ꎮ 由于野

生种花期和栽培品种差异较大ꎬ因此育种上要注意

花期的调节和花粉的贮藏ꎮ

３　 叶片

３ １　 幼叶

刺葡萄的幼叶通常不被匍匐绒毛和直立绒毛ꎬ或

只有极疏的直立绒毛ꎬ形态上差异也较小ꎬ但幼叶的

颜色却存在明显差异ꎮ 通过刺葡萄种内不同株系之

间的比较发现ꎬ刺葡萄雄株的幼叶上表面是黄绿色ꎬ
雌株幼叶上表面是红棕色ꎬ两性花类型的株系幼叶着

色深ꎬ多为酒红色ꎬ十分鲜艳(图 １)ꎮ 此外ꎬ雄株整个

植株都着色弱ꎬ叶柄和叶脉花青素着色极浅或无ꎬ刺
葡萄雌株和两性花株系的叶柄红紫色ꎬ成龄叶叶脉也

有中等着色ꎮ 白果刺葡萄的幼叶为紫红色ꎬ是白刺葡

萄与其他类型的刺葡萄距离较远的又一证据ꎮ

Ａ:刺葡萄 ９４０(♂)ꎬＢ:刺葡萄 ９４１(♀)ꎬＣ:洪江刺 ０９ꎬＤ:白果刺葡萄

Ａ: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９４０ꎬＢ: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９４１ꎬＣ: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０９’ꎬＤ: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Ｂａｉｇｕｏ’

图 １　 刺葡萄幼叶上表面颜色多样性

Ｆｉｇ. １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ｓｉｄｅ 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３. ２　 成龄叶

刺葡萄的叶片成卵状椭圆形ꎬ但一些两性花株系

的叶片宽度较大ꎬ叶片两边主脉延伸的大锯齿突出ꎬ
成楔形ꎮ 刺葡萄叶片长宽比例为 １. １２ ~１. ４６ꎬ叶片大

小为 ２１８. ８ ~７１１. ８ ｃｍ２ꎬ其中刺葡萄 ９４０(♂)成龄叶

片大小是 ２２９. １ ｃｍ２ꎬ刺葡萄 ９４１(♀)大小是 ２６９ ８

ｃｍ２ꎬ是刺葡萄种内叶片较小的株系(表 ２)ꎮ
刺葡萄的叶柄长度多集中在 ７ ~ １３ ｃｍ 之间ꎬ比

较刺葡萄的叶柄长度ꎬ除了洪江刺 ０８ 叶柄 ６ ８ ｃｍ
较短外ꎬ刺葡萄 ９４０(♂)和刺葡萄 ９４１(♀)的叶柄

长度与其他两性花植株的叶柄长度比起来相对较短

(表 ２)ꎮ

表 ２　 刺葡萄成龄叶测量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ａｔｕｒｅ ｌｅａｆ ｏｆ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株系
Ｃｌｏｎｅｓ

叶片长(ｃｍ)
Ｍａｔｕｒｅ ｌｅａｆ

ｌｅｎｇｔｈ

叶片宽(ｃｍ)
Ｍａｔｕｒｅ ｌｅａｆ

ｌｅｎｇｔｈ

叶片长宽比
Ｌｅａｆ ｌｅｎｇｔｈ /
ｌｅａｆ ｗｉｄｔｈ

叶片大小(ｃｍ２)
Ｍａｔｕｒｅ ｌｅａｆ

ｓｉｚｅ

叶柄长(ｃｍ)
Ｐｅｔｉｏｌｅ
ｌｅｎｇｔｈ

锯齿长(ｃｍ)
Ｔｅｅｔｈ
ｌｅｎｇｔｈ

锯齿宽(ｃｍ)
Ｔｅｅｔｈ
ｗｉｄｔｈ

锯齿长宽比
Ｔｅｅｔｈ ｌｅｎｇｔｈ /
ｔｅｅｔｈ ｗｉｄｔｈ

刺葡萄 ９４０(♂)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９４０

１７. ９ １２. ８ １. ４０ ２２９. １ ７. ４ ０. １４ ０. ９３ ０. １５

刺葡萄 ９４１(♀)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９４１

１９. ０ １４. ２ １. ３４ ２６９. ８ ７. ３ ０. １２ １. １２ ０. １１

塘尾葡萄 ９４２(♂♀)
Ｔａｎｇｗｅｉ ９４２

２２. １ １９. ８ １. １２ ４３７. ６ ９. ３ ０. ２８ １. １３ ０. ２５

白果刺葡萄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Ｂａｉｇｕｏ’

２３. ３ ２０. ３ １. １５ ４７３. ０ ８. ４ ０. ４３ １. ０２ ０. ４２

湖南刺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Ｈｕｎａｎ’

２２. １ １８. ０ １. ２３ ３９７. ８ １２. １ ０. ２６ １. ４５ ０. １８

洪江刺 ０８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０８

１７. ５ １２. ５ １. ４０ ２１８. ８ ６. ８ ０. ３１ ０. ４３ ０. ７５

３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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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续)

株系
Ｃｌｏｎｅｓ

叶片长(ｃｍ)
Ｍａｔｕｒｅ ｌｅａｆ

ｌｅｎｇｔｈ

叶片宽(ｃｍ)
Ｍａｔｕｒｅ ｌｅａｆ

ｌｅｎｇｔｈ

叶片长宽比
Ｌｅａｆ ｌｅｎｇｔｈ /
ｌｅａｆ ｗｉｄｔｈ

叶片大小(ｃｍ２)
Ｍａｔｕｒｅ ｌｅａｆ

ｓｉｚｅ

叶柄长(ｃｍ)
Ｐｅｔｉｏｌｅ
ｌｅｎｇｔｈ

锯齿长(ｃｍ)
Ｔｅｅｔｈ
ｌｅｎｇｔｈ

锯齿宽(ｃｍ)
Ｔｅｅｔｈ
ｗｉｄｔｈ

锯齿长宽比
Ｔｅｅｔｈ ｌｅｎｇｔｈ /
ｔｅｅｔｈ ｗｉｄｔｈ

黑珍珠
Ｈ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ｕ １９. １ １３. ６ １. ４０ ２５９. ８ ８. ３ ０. ４２ ０. ８１ ０. ５２

洪江刺 ０９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０９ １９. １ １３. ７ １. ３９ ２６１. ７ ７. ９ ０. ４８ ０. ８６ ０. ５６

会同刺￣１
Ｈｕｉｔｏｎｇ￣１ １９. ３ １６. ４ １. １８ ３１６. ５ １３. ５ ０. ３２ ０. ８６ ０. ３７

湘珍珠(绿叶)
Ｘ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ｚｈｕ(ｇｒｅｅｎ) ２１. ８ １４. ９ １. ４６ ３２４. ８ ９. ３ ０. ３５ １. ０５ ０. ３３

高山二号(♂♀)
Ｇａｏｓｈａｎ Ｎｏ. ２ ２２. ４ １６. ８ １. ３３ ３７６. ３ １２. １ ０. ３４ ０. ９３ ０. ３７

高山一号(♂♀)
ＧａｏｓｈａｎＮｏ. １ ２２. ６ １８. １ １. ２５ ４０９. １ １３. １１ ０. ６９ １. ２７ ０. ５４

洪江双溪刺 １３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ｓｈｕａｎｇｘｉ １３ ２２. ８ １７. ３ １. ３２ ３９４. ４ １０. ２ ０. ７０ １. ２７ ０. ５５

湘珍珠(红叶)
Ｘ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ｚｈｕ(ｒｅｄ) ２３. ６ １８. ８ １. ２６ ４４３. ７ １０. １ ０. ３３ １. １２ ０. ２９

洪江岩垄刺 ０５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ｙａｎｌｏｎｇ ０５ ２５. ４ ２１. ５ １. １８ ５４６. １ ８. ７ ０. ７２ １. ２７ ０. ５７

芷江刺 ０１
Ｚｈｉｊｉａｎｇ ０１ ２６. ０ １９. ２ １. ３５ ４９９. ２ １０. ７ ０. ４２ ０. ６９ ０. ６１

洪江桐木刺 ０７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ｔｏｎｇｍｕ ０７ ２８. ７ ２４. ８ １. １６ ７１１. ８ １１. ５ ０. ５９ １. ３１ ０. ４５

　 　 叶片锯齿长、宽ꎬ以及长宽比存在明显差异ꎮ 刺

葡萄雌株与雄株在锯齿长度上远远小于其他两性花

类型ꎬ锯齿长宽比刺葡萄 ９４１(♀)为 ０. １１ꎬ刺葡萄 ９４０
(♂)为 ０. １５ꎬ是比例中最小的两种ꎮ 白果刺葡萄锯齿

长宽比为 ０. ４２ꎬ与其他两性花类型比较相似(表 ２)ꎮ
刺葡萄种内成龄叶片的横截面形状有平、Ｖ 形、

外卷和波状ꎬ成龄叶叶柄洼开张程度从极开张到开

张均有(表 ３)ꎮ

表 ３　 刺葡萄种内成龄叶多样性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ａｔｕｒｅ ｌｅａ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性状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类别 Ｇｒｏｕｐ 株系 Ｃｌｏｎｅ

成龄叶片横截面形状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ｍａｔｕｒｅ ｌｅａｆ

平 湘珍珠(绿叶)ꎬ湘珍珠(红叶)ꎬ黑珍珠ꎬ高山一号(♂♀)ꎬ会同刺￣１ꎬ洪江刺 ０８ꎬ洪江桐木

刺 ０７ꎬ湖南刺ꎬ白果刺葡萄

Ｖ 形 塘尾葡萄 ９４２(♂♀)ꎬ洪江岩垄刺 ０５ꎬ洪江双溪刺 １３

外卷 刺葡萄 ９４０(♂)ꎬ刺葡萄 ９４１(♀)ꎬ洪江刺 ０９

波状 高山二号(♂♀)ꎬ芷江刺 ０１

成龄叶叶柄洼开叠类型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ｐｅｔｉｏｌｅ ｓｉｎｕｓ

极开张 洪江刺 ０８

开张 刺葡萄 ９４０(♂)ꎬ洪江刺 ０９ꎬ高山一号(♂♀)ꎬ高山二号(♂♀)

半开张 塘尾葡萄 ９４２(♂♀)ꎬ白果刺葡萄ꎬ刺葡萄 ９４１(♀)ꎬ湖南刺ꎬ洪江桐木刺 ０７ꎬ湘珍珠(红
叶)ꎬ湘珍珠(绿叶)ꎬ会同刺￣１ꎬ芷江刺 ０１

轻度开张

闭合

洪江双溪刺 １３ꎬ洪江岩垄刺 ０５
黑珍珠

成龄叶锯齿形状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ｔｅｅｔｈ

双侧凸 高山二号(♂♀)ꎬ塘尾葡萄 ９４２(♂♀)ꎬ白果刺葡萄ꎬ湖南刺ꎬ黑珍珠ꎬ洪江刺 ０９ꎬ洪江桐木

刺 ０７ꎬ洪江刺 ０８ꎬ洪江岩垄刺 ０５ꎬ湘珍珠(绿叶)ꎬ芷江刺 ０１

两侧直与两侧

凸皆有波状

高山一号(♂♀)
刺葡萄 ９４０(♂)ꎬ刺葡萄 ９４１(♀)ꎬ洪江双溪刺 １３ꎬ会同刺 １ 号ꎬ湘珍珠(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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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龄叶锯齿形状在刺葡萄种内不同植株间

有很大差异(图 ２) ꎮ 刺葡萄雌、雄株的叶缘锯齿

两边无明显的凸、凹、直的特征ꎬ如波状ꎬ以至于

较难利用现行的葡萄资源描述规范来判断锯齿

形状ꎬ这一特征与野生葡萄多数种类叶缘锯齿较

小的特征相似ꎮ 然两性花株系的成龄叶锯齿较

粗大ꎬ多双侧凸ꎬ高山一号(♂♀)两侧直与两侧

凸皆有(表 ３) ꎮ

Ａ:雌株ꎬＢ:两性花植株　 Ａ:ＦｅｍａｌｅꎬＢ:Ｂｉｓｅｘｕａｌ

图 ２　 刺葡萄锯齿形状

Ｆｉｇ. ２　 Ｓｈａｐｅ ｔｅｅｔｈ ｏｆ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４　 枝条皮刺

中国野生葡萄中只有刺葡萄及其变种枝条有皮

刺ꎬ皮刺成为刺葡萄分类的重要依据ꎬ以至于在分类

上忽略了其他的性状特征ꎬ所以要探讨刺葡萄的起

源演化还要与其他性状相结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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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ꎮ

５　 果实理化性状

５. １　 果穗和浆果大小

刺葡萄种内不同株系存在较大的差异ꎬ果穗大小

分布在 ５９. ８ ~２１０. ７ ｃｍ２ꎬ刺葡萄 ９４１(♀)果穗最小ꎬ
黑珍珠果穗最大ꎮ 果穗重量分布在４５. ２ ~２８３ ３ ｇꎬ同
样刺葡萄 ９４１(♀)是最轻的类型ꎮ 刺葡萄果粒大小

２. ３ ~ ４. １ ｃｍ２ꎬ刺葡萄种内果粒重量最小平均为

１. ９ ｇꎬ最大平均粒为 ４. ８ ｇ(表 ４)ꎮ 大果粒者经济利

表 ４　 刺葡萄果实的主要性状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ａｉｎ ｆｒｕｉ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株系
Ｃｌｏｎｅｓ

果穗长度
(ｃｍ)
Ｂｕｎｃｈ
ｌｅｎｇｔｈ

果穗宽度
(ｃｍ)
Ｂｕｎｃｈ
ｗｉｄｔｈ

果穗大小

(ｃｍ２)
Ｂｕｎｃｈ
ｓｉｚｅ

果穗重量
(ｇ)

Ｂｕｎｃｈ
ｗｅｉｇｈｔ

果梗长度
(ｃｍ)

Ｂｅｒｒｙ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ｐｅｄｉｃｅｌ

果粒大小

(ｃｍ２)
Ｂｅｒｒｙ
ｓｉｚｅ

果粒重量
(ｇ)
Ｂｅｒ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

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Ｂｒｉｘ)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ｏｌ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刺葡萄 ９４１(♀)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９４１

１３. ９ ４. ３ ５９. ８ ４５. ２ ０. ７ ２. ３ １. ９ １１. ０

塘尾葡萄 ９４２(♂♀)
Ｔａｎｇｗｅｉ ９４２

１６. ３ ７. ９ １２８. ８ １２４. ３ ０. ８ ２. ４ ２. ０ １６. ０

白果刺葡萄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Ｂａｉｇｕｏ’

１４. １ ７. ２ １０１. ５ １２０. １ ０. ５ ２. ５ ２. ３ １３. ６

湖南刺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Ｈｕｎａｎ’

１６. ２ ８. ３ １３４. ５ １４８. ６ ０. ７ ２. ９ ２. ４ １３. ２

会同刺￣１
Ｈｕｉｔｏｎｇ ￣ １

１５. ７ ６. ４ １００. ５ １１３. ６ ０. ５ ３. ５ ３. ６ １４. ０

洪江刺 ０９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０９

２０. ４ ９. １ １８５. ６ ２８３. ３ ０. ６ ４. １ ４. ８ １１. ０

高山二号(♂♀)
Ｇａｏｓｈａｎ Ｎｏ. ２

１８. ５ ８. ７ １６１. ０ ２１６. ３ ０. ６ ３. １ ３. ０ １１. ４

黑珍珠
Ｈ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ｕ

２２. ９ ９. ２ ２１０. ７ １６７. ０ ０. ７ ２. ９ ２. ７ １４. ０

湘珍珠(红叶)
Ｘ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ｚｈｕ(ｒｅｄ)

１４. ６ ６. ３ ９２. ０ ８５. ２ ０. ７ ２. ８ ２. ６ １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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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续)

株系
Ｃｌｏｎｅｓ

果穗长度
(ｃｍ)
Ｂｕｎｃｈ
ｌｅｎｇｔｈ

果穗宽度
(ｃｍ)
Ｂｕｎｃｈ
ｗｉｄｔｈ

果穗大小

(ｃｍ２)
Ｂｕｎｃｈ
ｓｉｚｅ

果穗重量
(ｇ)

Ｂｕｎｃｈ
ｗｅｉｇｈｔ

果梗长度
(ｃｍ)

Ｂｅｒｒｙ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ｐｅｄｉｃｅｌ

果粒大小

(ｃｍ２)
Ｂｅｒｒｙ
ｓｉｚｅ

果粒重量
(ｇ)
Ｂｅｒｒｙ
ｗｅｉｇｈｔ

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Ｂｒｉｘ)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ｓｏｌ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湘珍珠(绿叶)
Ｘ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ｚｈｕ(ｇｒｅｅｎ)

１７. ８ ８. ０ １４２. ４ １１７. ６ ０. ６ ３. ２ ３. ３ １４. ０

洪江桐木刺 ０７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ｔｏｎｇｍｕ ０７

１８. ５ ８. ７ １６１. ０ ２１６. ３ ０. ７ ３. １ ３. ０ １１. ２

洪江刺 １０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１０

１７. ３ ６. １ １０５. ５ ８８. ９ ０. ５ ２. ５ ２. ２ １４. ２

洪江刺 ０８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０８

１６. ５ ７. ７ １２７. １ １２２. ３ ０. ７ ３. １ ３. １ １１. ２

芷江刺 ０１
Ｚｈｉｊｉａｎｇ ０１

１３. ９ ６. ２ ８６. ２ ２３２. ０ ０. ５ ２. ９ ２. ７ １３. ０

用价值较高ꎬ刺葡萄的这一点优于毛葡萄、桑叶

葡萄、华东葡萄和变叶葡萄等野生葡萄ꎮ 罗彬彬

等 [２１] 对湖南省部分地区刺葡萄调查认为ꎬ浏阳

刺葡萄的果穗和果粒较其他类型刺葡萄小ꎬ可溶

性固形物含量也较低ꎬ与其他类型刺葡萄有较大

差异ꎮ
５. ２　 果实品质性状

刺葡萄成熟的果实果肉有肉囊ꎬ果粉有中、
有厚ꎮ 刺葡萄不同株系间在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上的变异幅度较大ꎬ为 １１％ ~ １６％ ꎬ其中刺葡萄

９４１(♀)最低ꎬ为 １１％ ꎻ最高的是塘尾葡萄 ９４２
(♂♀)ꎬ为 １６％ ꎬ其他种类主要集中在 １３％ ~
１４％ (表 ４) ꎮ 周俊等 [２２] 认为除涩刺葡萄肉囊不

明显外ꎬ其他类型刺葡萄果实都有肉囊ꎬ压榨汁

为紫红色ꎬ无酸涩感ꎮ 白刺葡萄果实为淡绿色ꎬ
有肉囊ꎬ有酸涩感ꎮ

刺葡萄的种子单宁含量和果皮单宁含量与复叶葡

萄、华东葡萄、秋葡萄、山葡萄和毛葡萄等野生种相比

均是最低的ꎬ刺葡萄种子单宁含量平均为 ３１. ５ ｍｇ / ｇꎬ
果皮单宁含量为 １６. ４ ｍｇ / ｇꎬ但都有一定的变异幅

度[２３](表 ５)ꎮ

表 ５　 刺葡萄的种子及果皮的单宁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ｅｅｄ ａｎｄ ｂｅｒｒｙ ｓｋｉｎ ｔａｎｎｉｎｓ ｏｆ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株系 Ｃｌｏｎｅｓ 种子(ｍｇ / ｇ)Ｓｅｅｄ 果皮(ｍｇ / ｇ)Ｓｋｉｎ

雪峰 Ｘｕｅｆｅｎｇ ３５. ８ １９. ８

塘尾 Ｔａｎｇ ｗｅｉ ３４. ３ １２. ７

宁强￣６ Ｎ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６ ３０. ８ ２４. ２

济南￣１ Ｊｉｎａｎ￣１ ３３. ６ １３. ０

福建￣４ Ｆｕｊｉａｎ￣４ ２３. ０ １２. ３

５. ３　 果穗形状和松紧度

刺葡萄种内不同株系的穗形有一定变异ꎬ但大

部分为圆柱形ꎬ个别为圆锥形ꎬ部分带有副穗ꎮ 果穗

松紧度有变异ꎬ极松、松、中均有ꎬ刺葡萄雌株果穗的

果粒最为稀疏ꎬ两性花刺葡萄果穗均要比雌株要紧

密些(表 ６ꎬ图 ３)ꎮ
５. ４　 果粒形状和果皮颜色

刺葡萄的果粒形状和果皮颜色是野生葡萄资源

中较特殊的类型ꎮ 果粒形状有圆形和椭圆形ꎬ还有

在椭圆形演变的钝卵圆形、倒卵形、梭形(表 ６)ꎮ 果

皮多为蓝黑色ꎬ但白果刺葡萄为黄绿色ꎬ洪江刺 ０９
果皮紫红色(图 ３)ꎮ 几乎所有的葡萄属野生种果粒

均为黑色圆粒ꎬ所以刺葡萄椭圆形、黄绿色或紫红色

果粒的株系是种内比较特殊的类型ꎮ
５. ５　 种子性状

通过调查发现ꎬ刺葡萄种内不同类型的种子长

度变异幅度较大ꎬ变异范围为 ５. ６ ~ ７. ２ ｍｍꎮ 长度

最小的是刺葡萄 ９４１(♀)ꎬ长度最大的是洪江刺 ０８
(表 ７)ꎮ 从种子的长度来看ꎬ明显地把刺葡萄雌株

划分为一类ꎮ 种子粒数的范围为 ２ ~ ６ 粒ꎬ多数为 ４
粒(表 ７)ꎮ 野生葡萄种子粒数多为 ２ ~ ４ 粒ꎬ大于 ５
粒的种质较少[２０]ꎬ但刺葡萄种内的洪江刺 ０９ 和洪

江刺 １０ 有部分果实大于 ５ 粒ꎮ

６　 花粉形态

刺葡萄花粉形态具有丰富的多样性ꎮ 雌能花花

粉形状为不规则形、无萌发沟ꎬ经培养后仍不萌发ꎬ
雄能花和两性花花粉形状为长椭圆形ꎬ均具有 ３ 条

萌发沟ꎬ培养后能萌发ꎬ但萌发率、萌发速度等雄能

６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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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刺葡萄果实多样性

Ｔａｂｌｅ ６　 Ｆｒｕｉ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性状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类别 Ｇｒｏｕｐ 株系 Ｃｌｏｎｅｓ

果粉厚度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ｂｌｏｏｍ
中

厚

高山二号(♂♀)ꎬ白果刺葡萄ꎬ黑珍珠ꎬ洪江刺 ０９ꎬ湘珍珠(绿叶)ꎬ芷江刺 ０１
刺葡萄 ９４１(♀)ꎬ洪江刺 ０８ꎬ洪江刺 １０ꎬ洪江桐木刺 ０７ꎬ湖南刺ꎬ会同刺￣１ꎬ塘尾葡萄 ９４２(♂♀)ꎬ湘珍

珠(红叶)

果粒形状

Ｂｅｒｒｙ ｓｈａｐｅ
圆形 刺葡萄 ９４１(♀)ꎬ黑珍珠ꎬ湘珍珠(红叶)ꎬ湘珍珠(绿叶)ꎬ会同刺￣１ꎬ洪江桐木刺 ０７ꎬ洪江刺 ０９ꎬ洪江刺 ０８

椭圆形 塘尾葡萄 ９４２(♂♀)ꎬ高山二号(♂♀)ꎬ白果刺葡萄

顿卵圆形 芷江刺 ０１

倒卵形 湖南刺

梭形 洪江刺 １０

果皮颜色

Ｂｅｒｒｙ ｓｋｉｎ ｃｏｌｏｒ
黄绿 白果刺葡萄

紫红色 洪江刺 ０９

蓝黑色 刺葡萄 ９４１(♀)ꎬ黑珍珠ꎬ湘珍珠(红叶)ꎬ湘珍珠(绿叶)ꎬ会同刺￣１ꎬ洪江桐木刺 ０７ꎬ洪江刺 ０８ꎬ塘尾葡

萄 ９４２(♂♀)ꎬ高山二号(♂♀)ꎬ芷江刺 ０１ꎬ湖南刺ꎬ洪江刺 １０

果穗紧密度

Ｂｕｎｃ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极疏 刺葡萄 ９４１(♀)

疏 塘尾葡萄 ９４２(♂♀)ꎬ会同刺￣１ꎬ黑珍珠ꎬ湘珍珠(红叶)ꎬ湘珍珠(绿叶)ꎬ洪江桐木刺 ０７ꎬ洪江刺 １０
中 高山二号(♂♀)ꎬ洪江刺 ０９ꎬ洪江刺 ０８ꎬ芷江刺 ０１ꎬ湖南刺ꎬ白果刺葡萄

Ａ:刺葡萄 ９４１(♀)ꎻＢ:洪江刺葡萄 ０９ꎻＣ:白果刺葡萄

Ａ: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９４１ꎬＢ: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０９’ꎬＣ: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ｂａｉｇｕｏ’

图 ３　 刺葡萄果实

Ｆｉｇ. ３　 Ｂｅｒｒｙ ｏｆ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表 ７　 刺葡萄种子的多样性

Ｔａｂｌｅ ７　 Ｓｅｅ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株系
Ｃｌｏｎｅｓ

种子长度(ｍｍ)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ｓｅｅｄ

种子粒数
Ｓｅｅ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ｅｒｒｙ

株系
Ｃｌｏｎｅｓ

种子长度(ｍｍ)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ｓｅｅｄ

种子粒数
Ｓｅｅ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ｅｒｒｙ

刺葡萄 ９４１(♀)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９４１

５. ６ ４ 黑珍珠
Ｈ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ｕ

６. ３ ３ ~ ４ꎬ３ 多

塘尾葡萄 ９４２(♂♀)
Ｔａｎｇｗｅｉ ９４２

６. ２ ２ ~ ４ꎬ３ 多 湘珍珠(红叶)
Ｘ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ｚｈｕ(ｒｅｄ)

６. ２ ３ ~ ４ꎬ４ 多

白果刺葡萄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Ｂａｉｇｕｏ’

６. ３ ２ ~ ４ꎬ４ 多 湘珍珠(绿叶)
Ｘ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ｚｈｕ(ｇｒｅｅｎ)

６. ２ ３ ~ ４ꎬ４ 多

湖南刺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Ｈｕｎａｎ’

６. ２ ４ 洪江桐木刺 ０７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ｔｏｎｇｍｕ ０７

７. ０ ３

会同刺￣１
Ｈｕｉｔｏｎｇ ￣ １

６. ８ ３ ~ ４ꎬ３ 多 洪江刺 １０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１０

７. ０ ２ ~ ６ꎬ４ 多

洪江刺 ０９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０９

６. ６ ３ ~ ５ꎬ４ 多 洪江刺 ０８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０８

７. ２ ２ ~ ４ꎬ４ 多

高山二号(♂♀)
Ｇａｏｓｈａｎ Ｎｏ. ２

７. ０ ３ ~ ４ꎬ３ 多 芷江刺 ０１
Ｚｈｉｊｉａｎｇ ０１

６. ２ ３ ~ ４ꎬ４ 多

７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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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与两性花相比还是存在较大差异ꎮ 王美军等[２４]通

过观测比较 ２５ 份野生刺葡萄花粉形态特征ꎬ结果表

明:花粉粒极轴长变化范围２３. ０５ ~３１. ９５ μｍꎬ变异系

数 ７. ７１％ꎬ赤道轴长变化范围 １２. ８５ ~ ２０. ６０ μｍꎬ变
异系数 １０. ３６％ ꎻ花粉极面外壁纹饰特征雌能花属

于Ⅰ类型ꎬ雄能花属于Ⅱ类型ꎬ两性花兼有Ⅰ、Ⅱ、Ⅲ
类型ꎮ 这些特征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ꎬ可作为研

究刺葡萄遗传多样性、亲缘关系与演变进程的依据ꎮ

７　 抗性

刺葡萄的抗逆性和适应性均强ꎬ对黑痘病有

较强的抗性ꎬ尤其对炭疽病的抗性极强ꎬ几乎免

疫ꎬ刺葡萄可作为真菌病害抗性育种的资源和砧

木育种材料[２５] ꎮ 但研究发现刺葡萄种内不同株系

的抗性差异是不同的ꎬ存在着多样类型ꎬ这同时启

发我们在利用野生种质资源的抗病性时ꎬ不仅要

注意种间的差异ꎬ也要注意种内不同株系之间的

抗性差异ꎮ
７. １　 抗寒性

贺普超等[２６￣２７] 对包括刺葡萄在内我国葡萄属

野生种进行了抗寒性研究ꎬ认为刺葡萄属于低抗寒

类型ꎬ但不同株系之间抗寒性差异较大ꎮ 张文娥

等[２８]通过测定刺葡萄枝条的电导率、萌芽率及失水

率ꎬ利用隶属函数法分析认为刺葡萄种内不同株系

间抗寒性差异明显(表 ８)ꎮ 吴行昶等[２９] 通过对 ６
个刺葡萄不同株系的评价发现ꎬ济南￣２ 和雪峰是刺

葡萄中抗寒性较强的两个株系ꎬ其平均隶属度分别

为 ０. ４６、０. ４２ꎮ 塘尾、福建￣４ 和济南￣１ 属于低抗株

系ꎬ其平均隶属度分布 ０. ３４ ~ ０. ３８ 之间ꎮ 而略阳￣４
的平均隶属度为 ０. ２９ꎬ属于不抗株系(表 ９)ꎮ

表 ８　 刺葡萄不同株系间抗寒性差异[２８]

Ｔａｂｌｅ ８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ｌ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株系
Ｃｌｏｎｅｓ

电导率(％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失水速率(％ )
Ｗａｔｅｒ ｌｏｓｓ ｒａｔｅ

萌芽率(％ )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平均隶属度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ｖｅ ｌｅｖｅｌ

抗寒级别
Ｃｏｌ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略阳￣４
Ｌｖｅｙａｎｇ￣４

７１. １ １. ７３ ０ ０. ３２ 低抗

塘尾
Ｔａｎｇｗｅｉ

５８. ７９ １. ７３ ３７. ５０ ０. ５７ 中抗

雪峰
Ｘｕｅｆｅｎｇ

７８. ０２ １. ５７ ０ ０. ３１ 低抗

福建￣４
Ｆｕｊｉａｎ￣４

７１. ５３ １. ８２ ０ ０. ２９ 不抗

宁强￣６
Ｎｉｎｇｑｉａｎｇ￣６

８０. ２７ １. ５６ ０ ０. ２９ 不抗

济南￣２
Ｊｉｎａｎ￣２

８０. ３７ １. ６６ ０ ０. ２６ 不抗

济南￣１
Ｊｉｎａｎ￣２

７９. １２ １. ５５ ０ ０. ３０ 低抗

表 ９　 刺葡萄不同株系的抗寒性综合评价[２９]

Ｔａｂｌｅ ９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ｌ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株系
Ｃｌｏｎｅｓ

冻害指数
(％ )ＣＩ

相对电导率
(％ )ＲＣ

可溶性糖
(％ )ＳＳ

可溶性蛋白质
(ｍｇ / ｇＦＷ)ＳＰ

丙二醛
(μｍｏｌ / ｇＦＷ)

ＭＤＡ

游离脯氨酸
(μｇ / ｇＦＷ)

ＰＲＯ

平均隶属度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ｖｅ

Ｌｅｖｅｌ

抗寒类型
Ｃｏｌ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塘尾
Ｔａｎｇｗｅｉ

３９ ７６. ４５ ９. ７７ ２. ２ ５. ４ ２９ ０. ３５ 低抗

福建￣４
Ｆｕｊｉａｎ￣４

３８ ７３. ９８ ９. ６９ ２. ０ ４. ９ ２８ ０. ３８ 低抗

略阳￣４
Ｌｖｅｙａｎｇ￣４

４２ ７７. ４８ ８. ４１ １. ９ ５. ３ ２６ ０. ２９ 不抗

雪峰
Ｘｕｅｆｅｎｇ

３５ ７０. １９ ９. ３８ ２. ０ ５. ４ ２７ ０. ４６ 中抗

济南￣１
Ｊｉｎａｎ￣１

４０ ８０. ２６ ８. ７７ ２. ０ ５. ５ ２５ ０. ３４ 低抗

济南￣２
Ｊｉｎａｎ￣２

３９ ７２. １９ ９. ６９ ２. １ ５. １ ２８ ０. ４２ 中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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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　 抗黑痘病

王跃进等[３０] 通过对野生葡萄抗黑痘病情况研

究表明ꎬ刺葡萄在田间自然鉴定条件下ꎬ不同株系的

抗黑痘病性表现出一定的 差 异 ( 严 重 程 度 从

２. ５４％ ~５. ４９％ )ꎬ属于抗性强的有宁￣５ 和略￣４ꎬ宁￣
６、宁￣７、江西￣４ 和济南￣１ 均属高抗类型ꎬ其中济南￣
１ 的抗病力最强ꎮ
７. ３　 抗霜霉病

段慧等[３１]对 ４ 个刺葡萄资源进行叶片田间接

种霜霉病的试验结果表明不同株系的刺葡萄发病

率、病情指数、抗病级和反应型有所差异(表 １０)ꎮ
室内接种霜霉病结果发病率刺葡萄 １ 号最高为

８３％ ꎬ抗病级为 ７ 级ꎻ刺葡萄 ２ 号、３ 号分别为 ７２％ 、

６９％ ꎬ抗病级分别为 ７ 级、６ 级ꎻ刺葡萄 ４ 号最低为

６１％ ꎬ抗病级为 ６ 级ꎬ与刺葡萄 １ 号差异显著ꎮ 该试

验结果表明 ４ 份刺葡萄资源中存在霜霉病的中感与

感病类型ꎮ
贺普超等[７]对我国野生葡萄属中的 １９ 个种和

变种ꎬ共 ８２ 个株系的研究表明ꎬ瘤枝葡萄为抗霜霉

病强类型ꎬ剌葡萄为感病类型ꎮ 瘤枝葡萄属于刺葡

萄的一个变种ꎬ这也说明了刺葡萄种下级别抗霜霉

病的差异性ꎮ 由于地理位置的阻遏作用ꎬ一些基因

缺乏交流ꎬ在相应的地理环境条件下经过长期的自

然选择而产生抗逆性变异[３２]ꎮ 因此ꎬ研究刺葡萄种

内资源的抗病性ꎬ发现较抗病的资源ꎬ对刺葡萄的开

发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ꎮ

表 １０　 刺葡萄叶片霜霉病田间接种试验结果[３１]

Ｔａｂｌｅ １０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ｉｅｌｄ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ｄｏｗｎｙ ｍｉｌｄｅｗ ｗｉｔｈ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株系

Ｃｌｏｎｅｓ
接种叶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ｅｄ ｌｅａｖｅｓ
发病叶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发病率(％ )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抗病级

Ｃｏｌ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反应型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

刺葡萄 １ 号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Ｎｏ. １
４５ ３８ ８４. ４ ５１. ７ ６ 感病

刺葡萄 ２ 号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Ｎｏ. ２
４２ ３１ ７３. ８ ４０. ３ ５ 中感

刺葡萄 ３ 号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Ｎｏ. ３
４０ ２６ ６５. ０ ３５. ０ ５ 中感

刺葡萄 ４ 号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Ｎｏ. ４
３０ １６ ５３. ３ ３２. ２ ５ 中感

７. ４　 抗灰霉病

刺葡萄对灰霉病抗性较强ꎬ但还是有所差

别ꎮ 段慧等 [３１] 对湖南芷江、怀化、长沙县青山

铺、浏阳 ４ 个刺葡萄资源的灰霉病抗性进行了研

究ꎬ叶片室内接种灰霉病认为刺葡萄的发病率和

抗病级有差别(表 １１) ꎮ 叶片田间接种灰霉病的

试验 结 果 刺 葡 萄 １、 ２、 ３、 ４ 号 发 病 率 分 别 为

１３ ３％ 、１１. １％ 、７. １％ 和 １０ . ０％ ꎬ病情指数分别

为 ５ . ３、４ . ４、２ . ９ 和 ３ . ４ꎮ
７. ５　 抗白腐病

李峰等 [３３] 的研究认为ꎬ在田间接种白腐病条

件下ꎬ刺葡萄种内的不同株系对白腐病的抗性差

异明显ꎬ表现出抗病与感病两种类型ꎮ 通过对白

腐病的在刺葡萄种内的发病情况统计(表 １２ ) ꎬ
刺葡萄中的塘尾葡萄实生 (♀) 与高山二号 (♂
♀)的发病率分别为 ９ . ７％ 、１６％ ꎬ表现出高抗白

腐病的性状ꎮ 而洪江刺 ０４、湖南刺等株系则表现

出高感白腐病的性状ꎬ其中湖南刺发病率高达

９０％ ꎮ 可见刺葡萄种内对白腐病的抗性存在着

差异多样性ꎮ

表 １１　 刺葡萄叶片灰霉病室内接种试验结果[３１]

Ｔａｂｌｅ １１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ｉｎｄｏｏｒ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ｂｏｔｒｙｔｉｓ ｃｉ￣
ｎｅｒｅａ ｗｉｔｈ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株系

Ｃｌｏｎｅｓ

接种叶

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ｅｄ
ｌｅａｖｅｓ

发病叶

Ｌｅａ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发病率

(％ )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抗病级

Ｃｏｌ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刺葡萄 １ 号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Ｎｏ. １
１００ １７ １７ ４

刺葡萄 ２ 号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Ｎｏ. ２
１００ １９ １９ ４

刺葡萄 ３ 号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Ｎｏ. ３
１００ １１ １１ ３

刺葡萄 ４ 号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Ｎｏ. ４
１００ １４ １４ ３

９４１１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１６ 卷

表 １２　 刺葡萄不同株系间白腐病抗性田间接种调查[３３]

Ｔａｂｌｅ １２　 Ｆｉｅｌ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ｏｆ Ｖｉｔｉｓ ｄａｖｉｄｉｉ ｔｏ ｗｈｉｔｅ ｒｏｔ

株系

Ｃｌｏｎｅｓ
发病率(％ )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株系

Ｃｌｏｎｅｓ
发病率(％ )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塘尾葡萄实生(♀) Ｔａｎｇｗｅｉ ９. ７ 黑珍珠　 Ｈｅｉｚｈｅｎｚｈｕ ６４

高山二号(♂♀)　 Ｇａｏｓｈａｎ Ｎｏ. ２ １６ 洪江桐木刺 ０７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ｔｏｎｇｍｕ ０７ ６８

刺葡萄 ９４１(♀)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 ９４１ ３２ 湘珍珠(绿叶) 　 Ｘ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ｚｈｕ(ｇｒｅｅｎ) ７８

洪江刺 ０９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０９ ４９ 芷江刺 ０１　 Ｚｈｉｊｉａｎｇ ０１ ８１

福安刺葡萄　 Ｆｕ’ａｎ ５０ 湘珍珠(红叶) 　 Ｘ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ｚｈｕ(ｒｅｄ) ８２

洪江岩垄刺 ０５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ｙａｎｌｏｎｇ ０５ ６０ 洪江刺 ０４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０４ ８６

洪江刺 １０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１０ ６１ 湖南刺　 Ｖ. ｄａｖｉｄｉｉ‘ｈｕｎａｎ’ ９０

８　 分子水平

为了对刺葡萄的遗传多样性进行更深入和系统

的研究ꎬ部分研究者开展了分子水平的遗传多样性

分析ꎮ 张旭彤[３４]通过 ｍｔＤＮＡ 和 ＳＲＡＰ 标记研究均

认为瘤枝葡萄和裂叶刺葡萄与刺葡萄的差异大ꎬ亲
缘关系较远ꎬ因此不能作为刺葡萄变种ꎬ而应看作 ２
个独立种ꎮ 徐丰等[３５]对 ２１ 份刺葡萄种质资源的遗

传多样性进行 ＳＲＡＰ 分子标记分析ꎬ从 ８４ 对 ＳＲＡＰ￣
ＰＣＲ 引物组合中共筛选出具有明显差异并能重复

差异带的引物 ７ 对ꎬ并扩增出清晰分辨条带 ６１ 条ꎬ
特异性条带 ３４ 条ꎬ多态性比率为 ５５. ７％ ꎮ ＵＰＧＭＡ
聚类分析结果反映出湖南省分布的刺葡萄主要是 ７
个基本类型ꎮ 刺葡萄种群相似系数在 ０. ８２ 以上ꎬ用
ＳＲＡＰ 标记的方法对刺葡萄亲缘关系分析被认为比

较有效ꎮ 刘昆玉等[３６] 也用 ＳＲＡＰ 标记对分布在湖

南省内的 ２１ 份刺葡萄资源进行遗传多样性与亲缘

关系分析ꎮ 结果表明 ２１ 份材料的成对遗传相似系

数为 ０. ８０ ~ ０. ９９ꎬ在遗传相似系数 ０. ９２ 处可将全

部材料划分为 ３ 个类群ꎻＵＰＧＭＡ 聚类分析将湖南省

境内分布的刺葡萄分 ６ 个基本类型ꎮ
张萌[３７]利用 ８ 对 ＳＳＲ 分子标记引物分析了安

徽黄山地区 ４０ 份野生刺葡萄资源的遗传多样性ꎬ结
果表明:８ 对 ＳＳＲ 引物扩增的等位基因数(Ｎａ)为 ３６
个ꎬ每个引物扩增等位基因数(Ｎａ)为 ２ ~ １０ 个ꎬ有
效等位基因数(Ｎｅ)为 １. ２８５ ~ ５. ３７８ 个ꎻ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

样性指数( Ｉ) 为 ０. ４１７ ~ １. ８８４ꎻ多态性信息含量

(ＰＩＣ)为 ０. ２０２ ~ ０. ７８９ꎮ 通过 ＵＰＧＭＡ 对黄山地区

４０ 份剌葡萄和湖南、福建的 ３ 份刺葡萄进行聚类ꎬ
在遗传相似系数为 ０. ６２ 时ꎬ黄山地区刺葡萄聚为一

类ꎬ湖南、福建的刺葡萄聚为一类ꎮ 这些结果表明ꎬ
刺葡萄群体中存在一定的遗传多样性ꎮ

通过对刺葡萄种内不同株系的物候学、花器类

型、形态性状、花粉形态、分子水平和抗性等的调查

和资料汇总ꎬ反映出刺葡萄种内存在较为丰富的遗

传多样性ꎮ 刺葡萄雄株萌芽、开花早ꎬ雌株萌芽晚ꎬ
开花和果实成熟也较晚ꎬ其他两性花类型的物候期

居中ꎮ 刺葡萄雄株幼叶上表面为黄绿色ꎬ雌株为红

棕色ꎬ两性花株系多为酒红色ꎬ白果刺葡萄为紫红

色ꎬ雄株和白果刺葡萄幼叶颜色较为特殊ꎮ 雄株和

雌株成龄叶叶形、大小和锯齿形状、大小等均与两性

花类型存在较大差异ꎮ 雌株果粒小、圆形、果穗稀

疏、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低、种子小ꎮ 两性花株系果穗

紧密ꎬ果粒除有圆形外ꎬ也有椭圆形存在ꎮ 刺葡萄种

内的白色果、椭圆形果粒、两性花等特殊类型ꎬ不符

合野生葡萄的典型特征ꎮ 在对葡萄的 ＶｖｍｙＢＡ１ 基

因研究过程中发现ꎬ仅欧亚种葡萄存在 ＶｖｍｙＢＡ１ａ
基因ꎬ其纯合体才会出现白色果实ꎬ中国野生葡萄和

北美野生葡萄均无 ＶｖｍｙＢＡ１ａ 基因ꎬ所以果皮多表

现为紫黑色ꎬ而刺葡萄种内的白色果和两性花类型

含有 ＶｖｍｙＢＡ１ａ 基因[３８]ꎮ 刺葡萄中白果和两性花

类型到底是种内变异产生还是混进欧亚种的血缘ꎬ
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资源的遗传多样性是育种工作的基础ꎬ育种家越

来越注重提高育种材料的遗传多样性ꎬ以丰富育成品

种的遗传变异[３９]ꎮ 刺葡萄虽具备优良的抗性和广泛

的适应性ꎬ但也存在果粒小、种籽多、糖度低、无香气

和不抗霜霉病等不足ꎮ 刺葡萄作为我国一种优良的

野生种质资源ꎬ对其研究和利用还远远不够ꎮ 若能对

其充分认知ꎬ对于我国葡萄种质资源的开发与利用ꎬ
以及推动刺葡萄产业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刺

葡萄种内多样性研究ꎬ不仅有助于了解刺葡萄种内分

化定型的过程和原因ꎬ也可为研究其进化、种内评价

等级划分、优良类型筛选等提供理论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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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期 程大伟等:刺葡萄种内遗传多样性研究进展

参考文献
[１] 　 Ｓｔａｕｄｔ Ｇꎬ罗方梅. 葡萄育种的一个新种质资源[ Ｊ] . 国外农

学—果树ꎬ１９８５(３):３７
[２] 　 贺普超. 葡萄学[Ｍ].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３] 　 石雪晖ꎬ杨国顺ꎬ刘昆玉ꎬ等. 湖南省刺葡萄种质资源研究进

展[Ｊ] . 中外葡萄栽培与酿酒ꎬ２０１４(４):４７￣４９
[４] 　 刘崇怀ꎬ姜建福ꎬ樊秀彩ꎬ等. 中国野生葡萄资源在生产和育

种中利用的概况 [ 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１４ꎬ１５ ( ４ ):
７２０￣７２７

[５] 　 石雪晖ꎬ杨国顺ꎬ熊兴耀ꎬ等. 湖南省刺葡萄种质资源的研究
与利用[Ｊ] . 湖南农业科学ꎬ２０１０(１９):１￣４

[６] 　 周俊ꎬ石雪晖ꎬ秦丹ꎬ等. 湖南刺葡萄酿酒试验研究[ Ｊ] . 中外
葡萄与葡萄酒ꎬ２００８(３):１４￣１６ꎬ２０

[７] 　 贺普超ꎬ晁无疾. 我国葡萄野生种的抗病性研究[ Ｊ] . 中国果
树ꎬ１９８２(４):１７￣２０

[８] 　 万文豪. 江西葡萄属(ＶＩＴＩＳ)植物种类[ Ｊ] . 江西科学ꎬ１９８５ꎬ３
(４):５５￣６０

[９] 　 黄宏文ꎬ龚俊杰ꎬ王圣梅ꎬ等. 猕猴桃属(Ａｃｔｉｎｉｄｉａ)植物的遗传
多样性[Ｊ] . 生物多样性ꎬ２０００ꎬ８(１):１￣１２

[１０] 　 王发松ꎬ朱长山ꎬ张宏达ꎬ等. 河南葡萄属分类研究[ Ｊ] . 河南
农业大学学报ꎬ２０００ꎬ３４(１１):７３￣５７

[１１] 　 王发松ꎬ朱长山ꎬ杨得坡ꎬ等. 中国葡萄属(Ｖｉｔｉｓ Ｌ. )的系统研
究[Ｊ] . 热带亚热带植物学报ꎬ２０００ꎬ８(ｌ):１￣１０

[１２] 　 张永辉ꎬ刘崇怀ꎬ樊秀彩ꎬ等. ＩＳＳＲ 标记在中国野生葡萄分类
中的应用[Ｊ] . 果树学报ꎬ２０１１ꎬ２８(３):４０６￣４１２

[１３]　 侯鸿敏ꎬ李慧娥ꎬ肖欢ꎬ等. 葡萄属植物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
的 ＲＡＰＤ 分析[Ｊ] . 西北农业学报ꎬ２０１０ꎬ１９(３):１５４￣１５８

[１４]　 刘崇怀ꎬ冯建灿ꎬ姜建福. 中国葡萄属植物形态学聚类分组研
究[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１１ꎬ１２(６):８４７￣８５２

[１５]　 刘崇怀ꎬ沈育杰ꎬ陈俊ꎬ等. 葡萄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
准[Ｍ].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２００６:１６￣４６

[１６] 　 林兴桂. 我国两性花山葡萄资源的发现和利用[ Ｊ] . 作物品种
资源ꎬ１９８２(２):３６￣３８

[１７] 　 张浦亭ꎬ范邦文ꎬ余烈ꎬ等. 刺葡萄品种‘塘尾葡萄’ [ Ｊ] . 中国
果树ꎬ１９８５(１):３２￣３４

[１８] 　 邹瑜ꎬ林贵美ꎬ韦华芳ꎬ等. 两性花野生毛葡萄单株 Ｙ１７ 的发
现及选育初报[Ｊ] . 广西农业科学ꎬ２００６ꎬ３７(５):５６３￣５６４

[１９]　 黄乐ꎬ王美军ꎬ蒋建雄ꎬ等. 刺葡萄花器官形态特征研究[ Ｊ] .
湖南农业科学ꎬ２０１３(１５):３１￣３３

[２０] 　 程大伟ꎬ姜建福ꎬ樊秀彩ꎬ等. 中国葡萄属植物野生种多样性
分析[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１３ꎬ１４(６):９９６￣１０１２

[２１] 　 罗彬彬ꎬ石雪晖ꎬ杨国顺ꎬ等. 湖南省部分地区刺葡萄调查及
植物学性状观测[Ｊ] . 中外葡萄栽培与酿酒ꎬ２０１０(３):１７￣２３

[２２] 　 周俊ꎬ石雪晖ꎬ秦丹ꎬ等. 湖南刺葡萄酿酒试验研究[ Ｊ] . 中外
葡萄栽培与酿酒ꎬ２００８(３):１４￣２０

[２３] 　 万怡震ꎬ乔飞ꎬ贺普超. 中国野生葡萄种子及果皮单宁的研究
[Ｊ]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２００１ꎬ２９ (６):
４３￣４５

[２４] 　 王美军ꎬ黄乐ꎬ蒋建雄ꎬ等. 刺葡萄花粉形态观察[ Ｊ] . 果树学
报ꎬ２０１４ꎬ３１(４):６１０￣６１６

[２５] 　 阮仕立ꎬ李记明. 野生葡萄种质资源的抗性及其利用研究进
展[Ｊ] . 中外葡萄与葡萄酒ꎬ２００２(４):３０￣３３

[２６] 　 贺普超ꎬ晁无疾. 我国葡萄属野生种质资源的抗寒性分析
[Ｊ] . 园艺学报ꎬ１９８２ꎬ９(８):１７￣２１

[２７] 　 贺普超ꎬ牛立新. 我国葡萄属野生种抗寒性的研究[ Ｊ] . 园艺
学报ꎬ１９８９ꎬ１６(２):８１￣８７

[２８] 　 张文娥ꎬ王飞ꎬ潘学军. 葡萄属 １２ 个种 ４５ 份种质资源抗寒性
综合评价[Ｊ] . 中国南方果树ꎬ２００９ꎬ３８(３):１７￣１９

[２９] 　 吴行昶. 葡萄种质资源的抗寒性研究[Ｄ]. 杨凌: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ꎬ２０１１

[３０] 　 王跃进ꎬ贺普超. 中国葡萄属野生种抗黑痘病的鉴定研究
[Ｊ] . 果树科学ꎬ１９８７ꎬ４(４):１￣８

[３１] 　 段慧ꎬ石雪晖. 刺葡萄对霜霉病与灰霉病的抗性机理初探
[Ｄ]. 长沙:湖南农业大学ꎬ２０１３

[３２] 　 李洪雯ꎬ刘建军ꎬ何健ꎬ等. 四川及其周边地区野生草莓资源
调查、收集与评价 [ 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１２ꎬ１３ (６):
９４６￣５１

[３３] 　 李峰. 中国野生葡萄抗白腐病性状调查与研究[Ｄ]. 洛阳:河
南科技大学ꎬ２０１２

[３４] 　 张旭彤. 中国野生葡萄种质资源的亲缘关系研究[Ｄ]. 杨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ꎬ２０１２

[３５] 　 徐丰ꎬ石雪晖ꎬ杨国顺ꎬ等. 湖南省不同类型刺葡萄植物学性
状研究[Ｊ] . 中外葡萄与葡萄酒ꎬ２０１０(３):８￣１２

[３６] 　 刘昆玉ꎬ徐丰ꎬ石雪晖ꎬ等. 基于 ＳＲＡＰ 标记的刺葡萄亲缘关系
分析[Ｊ] .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２０１２ꎬ３８ (６):
６０７￣６１１

[３７] 　 张萌. 基于 ＳＳＲ 分子标记的葡萄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分析及
品种鉴定[Ｄ]. 南京:南京农业大学ꎬ２０１２

[３８] 　 焦健ꎬ刘崇怀ꎬ樊秀彩ꎬ等. 中国野生种葡萄 ｍｙｂＡ 转录因子
ＳＮＰ 特征分析[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１３ꎬ１４(５):８８５￣８９１

[３９] 　 王述民ꎬ李立会ꎬ黎裕ꎬ等. 中国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状
况报告(Ｉ)[Ｊ] .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ꎬ２０１１ꎬ１２(１):１￣１２



欢迎订阅 ２０１６ 年«湖南农业科学»

«湖南农业科学»是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湖南省科技厅星火促进会和湖南农业大学联合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

农业技术类期刊ꎬ是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湖南省一级期刊ꎬ曾获全国优秀农业科技期刊技术类壹等奖ꎮ
本刊主要刊登遗传育种、作物栽培、土壤肥料、植保、园艺、畜牧、生物技术、农产品加工等能体现湖南农业科研特色的应用

技术研究方面的论文、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以及有新意的文献综述等ꎬ适于农业科研、教学、推广、管理人员和农民朋友阅读ꎮ
月刊ꎬ每期定价 １２ 元ꎬ全年 １４４ 元ꎮ 邮发代号 ４２ － ２０ꎮ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ꎬ也可直接汇款至本杂志社邮购ꎮ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二路 ８９２ 号湖南省农科实验大楼«湖南农业科学»杂志社邮编:４１０１２５
电话:(０７３１)８４６９１３２２ / ８４６９３０６０
Ｅ￣ｍａｉｌ:ｈｎｎｙｋｘ＠ ｖｉｐ. １６３. ｃｏｍ
网址:ｗｗｗ. ｈｎｎｙｋｘ. ｃｏｍ

１５１１


	植物遗传6期_部分9
	植物遗传6期_部分10
	植物遗传6期_部分11
	植物遗传6期_部分12
	植物遗传6期_部分13
	植物遗传6期_部分14
	植物遗传6期_部分15
	植物遗传6期_部分16
	植物遗传6期_部分17
	植物遗传6期_部分18
	植物遗传6期_部分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