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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食葡萄品种资源果实数量性状变异及概率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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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了更好地对葡萄种质资源进行评价研究ꎬ丰富数量化、规范化的葡萄种质资源描述系统内涵ꎬ对国家果树种质太

谷葡萄圃 １１４ 份鲜食有核葡萄品种的果实主要数量性状(果穗长度、果穗宽度、果穗重量、果粒纵径、果粒横径、果粒重量、果
穗大小、果粒大小等)进行了分析研究ꎬ结果表明ꎬ ８ 个性状变异系数均在 １７％ 以上ꎬ果粒重量变异系数最大为 ４８ ０５％ ꎻ果穗

宽度变异系数最小为 １７ ５８％ ꎻ果穗重量的变异幅度最大ꎬ为 １００ ０ ~ １０３０ ０ ｇꎬ变异系数为 ４１ ２８％ ꎻ果粒横径的变异幅度最

小ꎬ为 １ ３ ~ ３ ５ ｃｍꎬ变异系数为 ２０ ８２％ ꎮ Ｋ￣Ｓ 检验表明ꎬ８ 个数量性状的 Ｓｉｇ 值均大于 ０ ０５ꎬ符合正态分布ꎮ 对符合正态分布

的数量性状统一用(Ｘ￣１ ２８１８Ｓ)、(Ｘ￣０ ５２４６Ｓ)、(Ｘ ＋０ ５２４６Ｓ)、(Ｘ ＋ １ ２８１８Ｓ)４ 个点分级ꎬ １ ~ ５ 级出现的频率分别为 １０％ 、
２０％ 、４０％ 、２０％和 １０％ ꎮ 本研究为葡萄种质资源果实性状的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化的建立提供了参考ꎮ
　 　 关键词:鲜食葡萄ꎻ果实ꎻ数量性状ꎻ概率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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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为葡萄科(Ｖｉｔａｃｅａｅ)葡萄属(Ｖｉｔｉｓ Ｌ. )植

物ꎬ是世界范围内栽培最广泛的树种之一ꎬ以鲜食、
酿酒、制干为主要用途[１]ꎮ 种质资源鉴定评价是资

源研究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ꎬ是资源合理利用的前

提ꎬ资源评价的最终目的是利用ꎬ而果实经济性状是

资源评价最为重要的性状之一ꎮ 由于果实经济性状

多属于数量性状ꎬ所以数量性状的合理分级是种质

资源评价的基础[２]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国际植物遗传

资源委员会(ＩＰＧＲＩ)编制了葡萄描述评价系统[５]ꎬ对
所有葡萄种质资源进行统一分级ꎬ但并未区分酿酒和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１４ 卷

鲜食葡萄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我国出版了包括 １８ 个果

树树种的«果树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 [４]ꎬ
其中只有部分数量性状的分级标准ꎬ而且以经验分级

为主ꎻ２００６ 年出版的«葡萄种质资源规范和数据标

准»也未对果实数量性状进行具体分级[５]ꎮ 另外ꎬ传
统数量分级均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等差分级ꎬ虽然

简单易行ꎬ但不能正确反映性状取值的概率分布情

况ꎮ 郭景南等[６]对无核葡萄种质果粒遗传多样性及

数量性状评价进行探讨ꎬ主要对果粒色泽、果粒重量、
果粒大小进行了分级ꎬ开始了我国葡萄种质资源的细

化分级ꎮ 概率分级在桃[７]、枣[８]、樱桃[９]、杧果[１０]、
杏[１１]的主要数量分级上取得了比较理想的结果ꎬ但
在葡萄上研究较少ꎮ 不同用途的葡萄品种ꎬ对果穗、

果粒性状的要求有着很大差异ꎬ甚至截然相反ꎬ随着

研究的不断深入ꎬ有必要针对不同用途的葡萄种质资

源果实数量性状予以概率分级ꎬ为不同用途的葡萄种

质资源评价和品种选育提供参考ꎮ 本试验通过对国

家种质太谷葡萄圃保存的鲜食有核葡萄品种资源果

实数量性状进行分析研究ꎬ以探索建立在性状取值的

概率分布理论基础上的鲜食葡萄概率分级的方法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

供试的 １１４ 份葡萄种质资源均来自于国家种质

太谷葡萄圃ꎬ其中包括 ９８ 份欧亚种ꎬ１６ 份欧美杂

种ꎬ均为鲜食有核品种(表 １)ꎮ

表 １　 供试品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品种名称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ｎａｍｅ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品种名称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ｎａｍｅ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品种名称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ｎａｍｅ
种名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ｍｅ

济南早红 欧亚种 夏白 欧亚种 卡拉斯玫瑰 欧亚种
罗也尔玫瑰 欧亚种 京 １４１ 号 欧亚种 胜利 欧亚种
卡拉斯 欧亚种 红马奶 欧亚种 粉红纠列比 欧亚种
拉克特 欧亚种 大粒玫瑰香 欧亚种 恰其瓦赫 欧亚种
契奥尼克 欧亚种 白旦旦 欧亚种 库尔班 欧亚种
秀特玫瑰 欧亚种 驴奶 欧亚种 空都基 欧亚种
艳红 欧亚种 大泽山一号 欧亚种 马林格实生 欧亚种
Ｔｒｅｂｉａｎｏ 欧亚种 白鸡心 欧亚种 诺沃切尔卡斯基 欧亚种
乍娜 欧亚种 瑰宝 欧亚种 苏 ３８ 欧亚种
早生黄 欧亚种 奥利文 欧亚种 达什雷 欧亚种
黑阿什克斯基 欧亚种 ９￣２０ 欧亚种 沙巴什 欧亚种
阿里瓦尔内 欧亚种 １１￣５ 欧亚种 娜尔巴 欧亚种
穆什克特 欧亚种 ２９￣１４ 欧亚种 黑克里木 欧亚种
Ｓａｎｇｉｏｖｅｓｅ Ｇｒｏｓｓｏ 欧亚种 米哈尔 欧亚种 苏 ６０￣３６￣４ 欧亚种
８￣２６ 欧亚种 粉红沙斯拉 欧亚种 大可满 欧亚种
早黄 欧亚种 依奇克玛 欧亚种 夫拉姆克德里 欧亚种
２￣７ 欧亚种 白玫瑰 欧亚种 表链 欧亚种
西奥尼西 欧亚种 白优马拉克 欧亚种 波秋 欧亚种
８０￣３￣１４２ 欧亚种 齐姆干 欧亚种 比格基胡沙 欧亚种
绿葡萄 欧亚种 金后 欧亚种 瓦特康 欧亚种
京紫晶 欧亚种 匈牙利之光 欧亚种 康耐诺 欧亚种
１４￣２３ 欧亚种 苏 ９￣１５ 号 欧亚种 康诺 欧亚种
扬格尔 欧亚种 底莱特 欧亚种 井川 １０５０ 欧美杂种
苏 ６０￣４ 号 欧亚种 白沙斯拉 欧亚种 伊豆锦 欧美杂种
苏 ６０￣２６ 号 欧亚种 芳香拉查基 欧亚种 ７１￣３￣１２ 欧美杂种
白卡库尔 欧亚种 绯红 欧亚种 白香蕉 欧美杂种
白马拉加 欧亚种 黑汉 欧亚种 白根地 欧美杂种
１４１３ / １ 欧亚种 红玫瑰 欧亚种 巨峰 欧美杂种
保尔加尔 欧亚种 里扎马特 欧亚种 ５１ 号(巨峰 × 巨鲸) 欧美杂种
波尔莱特 欧亚种 罗吉玫瑰 欧亚种 大宝 欧美杂种
京秀 欧亚种 葡萄园皇后 欧亚种 龙宝 欧美杂种
粉红恰吾斯 欧亚种 莎芭珍珠 欧亚种 先锋 欧美杂种
粉红太妃 欧亚种 沙芭珍珠株选 欧亚种 黑奥林 欧美杂种
高尔丹 欧亚种 阿登纳玫瑰 欧亚种 康拜尔早生 欧美杂种
黑阿塞尔 欧亚种 意大利 欧亚种 五味子 欧美杂种
哈特蜜 欧亚种 Ｃａｌａｉｏｌｏ 欧亚种 柔丁香 欧美杂种
黑鸡心 欧亚种 阿鲁什丁玫瑰 欧亚种 间赖 ５ 号极早生 欧美杂种
黑曼道克 欧亚种 表链罗也尔 欧亚种 红富士 欧美杂种

６８１１



　 ６ 期 马小河等:鲜食葡萄品种资源果实数量性状变异及概率分级

１ ２　 试验地概况

国家果树种质太谷葡萄圃位于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果树研究所内(１１２°３２′Ｅ、３７°２３′Ｎꎬ海拔 ８０４ ｍ)ꎬ黄土

高原丘陵台地ꎬ土层深厚ꎬ土质为沙壤土及粉砂壤土ꎬ
ｐＨ 值 ７ ８ꎬ有机质含量 ０ ８％ ꎬ年均气温 １０ ６ ℃ꎬ
最高和最低气温分别为 ３８ ５ ℃和￣２３ ６ ℃ꎬ年日照

时数 ２３００ ｈꎬ降雨量 ４００ ~ ６００ ｍｍꎬ无霜期 １６０ ~
１８０ ｄꎮ 该资源圃于 ２００２ 年定植新建ꎬ株行距为

２ ５ ｍ ×１ ５ ｍꎬ均为自根苗ꎬ采用多主蔓扇形篱架

整形方式ꎬ以中长梢修剪为主ꎬ实施常规管理ꎮ
１ ３　 方法

本研究考察的果实数量性状包括果穗重量、果
穗长度、果穗宽度、果粒重量、果粒纵径、果粒横径、
果穗大小、果粒大小共 ８ 个性状ꎮ 在果实成熟期

(果实已充分表现其固有的色泽、风味和香味等品

质[１２])ꎬ每个品种随机选取 １０ 穗果实ꎬ取样时兼顾

果穗在树体上所处的位置ꎮ 用电子天平(精度为

０ ０１ ｇ)称量果穗重ꎻ用直尺量取果穗长、果穗宽ꎮ
从每个果穗的上、中、下部随机剪下 ３ 粒果ꎬ共 ３０

粒ꎬ用电子天平(精度为 ０ ０１ ｇ)称量果粒重ꎻ用游

标卡尺(精度为 ０ ００２ ｃｍ)量取果粒纵径、果粒横

径ꎻ果穗大小为果穗长 ×果穗宽ꎬ果粒大小为果粒纵

径 ×果粒横径ꎮ 试验数据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 年果实性状

鉴定 ３ 年以上数据的平均值ꎮ
１ ４　 数据分析

利用 Ｅｘｃｅｌ 及 ＳＰＳＳ １６ ０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ꎮ
利用 Ｋ￣Ｓ 检验法对葡萄果实数量性状分布的正态性

进行检验ꎬ其中 Ｋ 代表各性状的平均值ꎬＳ 代表各性

状的标准差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果实数量性状的变异

在鲜食葡萄品种果实的 ８ 个主要性状中ꎬ果穗

宽度变异系数最小为 １７ ５８％ ꎬ其他变异系数均在

２０％ 以 上ꎻ 果 粒 重 量 的 变 异 系 数 最 大ꎬ 达 到

４８ ０５％ ꎻ果穗重量的变异幅度最大ꎬ为 １００ ０ ~
１０３０ ０ ｇꎬ变异系数为 ４１ ２８％ꎻ果粒横径的变异幅度

最小ꎬ为 １ ３ ~３ ５ ｃｍꎬ变异系数为 ２０ ８２％(表 ２)ꎮ

表 ２　 果实数量性状的变异

Ｔａｂｌｅ 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ｒｒ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ｍｏｎｇ ｇｒａｐ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性状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品种数量

Ｎｏ.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最大值

Ｍａｘ.
最小值

Ｍｉｎ.
平均值

Ｍｅａｎ
标准差

ＳＤ
变异系数(％ )

ＣＶ

果穗长度(ｃｍ)Ｃｌｕｓｔｅｒ ｌｅｎｇｔｈ １１４ ３４ ０ ９ ５ １７ ６ ３ ６ ２０ ２２
果穗宽度(ｃｍ)Ｃｌｕｓｔｅｒ ｗｉｄｔｈ １１４ １８ ０ ６ ５ １２ ０ ２ １２ １７ ５８
果穗重量(ｇ)Ｃｌｕｓｔｅｒ ｗｅｉｇｈｔ １１４ １０３０ ０ １００ ０ ３３３ １ １３７ ５３ ４１ ２８
果粒纵径(ｃｍ)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ｂｅｒｒｙ １１４ ３ ６ １ ３ ２ ２ ０ ４９ ２２ ８３
果粒横径(ｃｍ)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ｂｅｒｒｙ １１４ ３ ５ １ ３ １ ９ ０ ４０ ２０ ８２
果粒重量(ｇ)Ｂｅｒｒｙ ｍａｓｓ １１４ １２ ３ １ ５ ４ ７ ２ ２８ ４８ ０５
果穗大小(ｃｍ２)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１１４ ４１４ ０ ７５ ０ ２１５ １ ６５ １５ ３０ ２９
果粒大小(ｃｍ２)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ｂｅｒｒｙ １１４ １２ ４ １ ７ ４ ３ １ ８６ ４３ ５２

２ ２　 果实数量性状的正态性检验

鲜食葡萄品种果实数量性状 Ｋ￣Ｓ 正态性检验结

果表明ꎬ８ 个数量性状指标的 Ｓｉｇ 值均大于 ０ ０５ꎬ符
合正态分布(表 ３)ꎮ

表 ３　 果实数量性状 Ｋ￣Ｓ 正态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３　 Ｋ￣Ｓ ｎｏｒｍａｌ ｔｅｓｔ ｏｆ ｂｅｒｒ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性状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极差绝对值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正极值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负极值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Ｋ￣Ｓ 值

Ｋ￣Ｓ ｖａｌｕｅ
Ｓｉｇ 值

Ｓｉｇ ｖａｌｕｅ

果穗长度(ｃｍ)Ｃｌｕｓｔｅｒ ｌｅｎｇｔｈ ０ １２０ ０ １２０ ￣０ ０７３ １ ２７３ ０ ０７８
果穗宽度(ｃｍ)Ｃｌｕｓｔｅｒ ｗｉｄｔｈ ０ ０９２ ０ ０６１ ￣０ ０９２ ０ ９７４ ０ ２９９
果穗重量(ｇ)Ｃｌｕｓｔｅｒ ｗｅｉｇｈｔ ０ ０８７ ０ ０８７ ￣０ ０５８ ０ ９２５ ０ ３５９
果粒纵径(ｃｍ)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ｂｅｒｒｙ ０ １０７ ０ １０７ ￣０ ０５０ １ １４３ ０ １４６
果粒横径(ｃｍ)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ｂｅｒｒｙ ０ ０７１ ０ ０７１ ￣０ ０５６ ０ ７６２ ０ ６０７
果粒重量(ｇ)Ｂｅｒｒｙ ｍａｓｓ ０ ０９２ ０ ０９２ ￣０ ０７７ ０ ９７７ ０ ２９６
果穗大小(ｃｍ２)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０ ０６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６０ ０ ６３７ ０ ８１２
果粒大小(ｃｍ２)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ｂｅｒｒｙ ０ １０３ ０ １０３ ￣０ ０９１ １ １００ ０ 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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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果实数量性状的概率分级

采用 Ｋ￣Ｓ 检 验 法ꎬ 按 照 ( Ｘ￣１ ２８１８Ｓ )、 ( Ｘ￣
０ ５２４６Ｓ)、(Ｘ ＋ ０ ５２４６Ｓ)、(Ｘ ＋ １ ２８１８Ｓ)４ 个点分

为 ５ 个等级ꎬ１ ~ ５ 级的出现概率分别为 １０％ 、２０％ 、
４０％ 、２０％ 、１０％ (表 ４)ꎮ

表 ４　 概率分级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ｒａｄｉｎｇ

性状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分级 Ｇｒａｄｅ

１ ２ ３ ４ ５

果穗长度(ｃｍ)Ｃｌｕｓｔｅｒ ｌｅｎｇｔｈ < １３ ０ １３ ０ ~ １５ ７ １５ ７ ~ １９ ５ １９ ５ ~ ２２ ２ > ２２ ２

果穗宽度(ｃｍ)Ｃｌｕｓｔｅｒ ｗｉｄｔｈ < ９ ３ ９ ３ ~ １０ ９ １０ ９ ~ １３ １ １３ １ ~ １４ ７ > １４ ７

果穗重量(ｇ)Ｃｌｕｓｔｅｒ ｗｅｉｇｈｔ < １５６ ８ １５６ ８ ~ ２６１ ０ ２６１ ０ ~ ４０５ ３ ４０５ ３ ~ ５０９ ４ > ５０９ ４

果粒纵径(ｃｍ)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ｂｅｒｒｙ < １ ５ １ ５ ~ １ ９ １ ９ ~ ２ ４ ２ ４ ~ ２ ８ > ２ ８

果粒横径(ｃｍ)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ｂｅｒｒｙ < １ ４ １ ４ ~ １ ７ １ ７ ~ ２ １ ２ １ ~ ２ ４ > ２ ４

果粒重量(ｇ)Ｂｅｒｒｙ ｍａｓｓ < １ ８ １ ８ ~ ３ ５ ３ ５ ~ ５ ９ ５ ９ ~ ７ ７ > ７ ７

果穗大小(ｃｍ２)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ｃｌｕｓｔｅｒ < １３１ ６ １３１ ６ ~ １８０ ９ １８０ ９ ~ ２４９ ３ ２４９ ３ ~ ２９８ ６ > ２９８ ６

果粒大小(ｃｍ２)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ｂｅｒｒｙ < １ ９ １ ９ ~ ３ ３ ３ ３ ~ ５ ２ ５ ２ ~ ６ ６ > ６ ６

２ ４　 果实数量性状概率分级的频率分布

２ ４ １　 果穗长度 　 １１４ 份葡萄种质资源的果穗长

度中ꎬ最小值为 ９ ５ ｃｍ(罗也尔玫瑰)ꎬ最大值为

３４ ０ ｃｍ(哈特蜜)ꎬ变异系数为 ２０ ２２％ ꎮ 果穗长度

的概率分级频率分布ꎬ１ 级: < １３ ０ ｃｍꎬ占 ７ ０８％ ꎬ
代表品种阿登纳玫瑰ꎻ ２ 级: １３ ０ ~ １５ ７ ｃｍꎬ占

１９ ４７％ ꎬ代表品种沙芭珍珠ꎻ３ 级:１５ ７ ~ １９ ５ ｃｍꎬ
占 ４８ ６７％ ꎬ代表品种巨峰ꎻ４ 级:１９ ５ ~ ２２ ２ ｃｍꎬ占
１５ ９３％ ꎬ代表品种粉红太妃ꎻ５ 级: > ２２ ２ ｃｍꎬ占
８ ８５％ ꎬ代表品种阿鲁什丁玫瑰ꎮ
２ ４ ２　 果穗宽度　 １１４ 份葡萄种质资源的果穗宽度

变异幅度为 ６ ５ ~１８ ０ ｃｍꎬ变异系数为 １７ ５８％ꎬ果穗

宽度概率分级频率分布ꎬ１ 级: < ９ ３ ｃｍꎬ占 １０ ６２％ꎬ
代表 品 种 阿 登 纳 玫 瑰ꎻ ２ 级: ９ ３ ~ １０ ９ ｃｍꎬ 占

１１ ５０％ꎬ代表品种莎芭珍珠ꎻ３ 级:１０ ９ ~ １３ １ ｃｍꎬ占
５１ ３３％ꎬ代表品种白香蕉ꎻ４ 级:１３ １ ~ １４ ７ ｃｍꎬ占
１７ ７０％ꎬ代表品种巨峰ꎻ５ 级: > １４ ７ ｃｍꎬ占 ８ ８５％ꎬ
代表品种粉红太妃ꎮ
２ ４ ３　 果穗重量频率分布 　 １１４ 份葡萄种质资源

果穗重量最小值为 １００ ０ ｇ(间赖 ５ 号极早生)ꎬ最
大值为 １０３０ ０ ｇ(空都基)ꎬ变异系数达到 ４１ ２８％ ꎮ
果穗重量的概率分级频率分布ꎬ１ 级: < １５６ ８ ｇꎬ占
５ ３１％ ꎬ代表品种间赖 ５ 号极早生ꎻ２ 级:１５６ ８ ~
２６１ ０ ｇꎬ占 ２５ ６６％ ꎬ代表品种沙芭珍珠ꎻ ３ 级:
２６１ ０ ~ ４０５ ３ ｇꎬ占 ４６ ９０％ ꎬ代表品种巨峰ꎻ４ 级:
４０５ ３ ~ ５０９ ４ ｇꎬ占 １５ ０４％ ꎬ代表品种保尔加尔ꎻ５
级: > ５０９ ４ ｇꎬ占 ７ ０８％ ꎬ代表品种粉红太妃ꎮ

２ ４ ４　 果粒纵径　 １１４ 份葡萄种质资源的果粒纵径最

小值为１ ３ ｃｍꎬ最大值为 ３ ６ ｃｍꎬ变异系数为 ２２ ８３％ꎮ
葡萄果粒纵径的概率分级频率分布ꎬ１ 级: <１ ５ ｃｍꎬ占
５ ３１％ꎬ代表品种秀特玫瑰ꎻ２ 级:１ ５ ~ １ ９ ｃｍꎬ占
３０ ０９％ꎬ代表品种莎芭珍珠ꎻ３ 级:１ ９ ~ ２ ４ ｃｍꎬ占
３６ ２８％ꎬ代表品种葡萄园皇后ꎻ４ 级:２ ４ ~ ２ ８ ｃｍꎬ占
１８ ５８％ꎬ代表品种粉红太妃ꎻ５ 级: > ２ ８ ｃｍꎬ占

１０ ６２％ꎬ代表品种巨峰ꎮ
２ ４ ５　 果粒横径 　 １１４ 份葡萄种质资源的果粒横

径变异幅度为 １ ３ ~ ３ ５ ｃｍꎬ变异系数为 ２０ ８２％ ꎮ
葡萄横径概率分级频率分布ꎬ１ 级: < １ ４ ｃｍꎬ占
７ ９６％ ꎬ代表品种红玫瑰ꎻ２ 级:１ ４ ~ １ ７ ｃｍꎬ占

２５ ６６％ ꎬ代表品种莎芭珍珠ꎻ３ 级:１ ７ ~ ２ １ ｃｍꎬ占
４１ ５９％ ꎬ代表品种葡萄园皇后ꎻ４ 级:２ １ ~ ２ ４ ｃｍꎬ
占 １８ ５８％ ꎬ代表品种粉红太妃ꎻ５ 级: > ２ ４ ｃｍꎬ占
７ ０８％ ꎬ代表品种巨峰ꎮ
２ ４ ６　 果粒重量 　 １１４ 份葡萄种质资源的果粒重

量最小值为 １ ５ ｇ(瓦特康)ꎬ最大值为 １２ ３ ｇ(７１ －
３ － １２)ꎬ平均值为 ４ ７ ｇꎬ变异系数为 ４８ ０５％ ꎮ 葡

萄果粒重量的概率分级频率分布ꎬ１ 级: < １ ８ ｇꎬ占
７ ０８％ ꎬ代表品种红玫瑰ꎻ ２ 级: １ ８ ~ ３ ５ ｇꎬ 占

３１ ８６％ ꎬ代表品种沙芭珍珠ꎻ３ 级:３ ５ ~ ５ ９ ｇꎬ占
３５ ４０％ ꎬ代表品种葡萄园皇后ꎻ４ 级:５ ９ ~ ７ ７ ｇꎬ占
１５ ９３％ ꎬ代表品种粉红太妃ꎻ ５ 级: > ７ ７ ｇꎬ 占

１０ ６２％ ꎬ代表品种巨峰ꎮ
２ ４ ７　 果穗大小 　 １１４ 份葡萄种质资源果穗大小

变异 幅 度 为 ４５ ０ ~ ４１４ ０ ｃｍ２ꎬ 变 异 系 数 为

８８１１



　 ６ 期 马小河等:鲜食葡萄品种资源果实数量性状变异及概率分级

３０ ２９％ ꎮ 果穗大小的概率分级频率分布ꎬ１ 级:
< １３１ ６ ｃｍ２ꎬ占 １０ ６２％ ꎬ代表品种阿登纳玫瑰ꎻ２
级:１３１ ６ ~ １８０ ９ ｃｍ２ꎬ占 １６ ８１％ꎬ代表品种莎芭珍

珠ꎻ３ 级:１８０ ９ ~ ２４９ ３ ｃｍ２ꎬ占 ４３ ３６％ꎬ代表品种白

香蕉ꎻ４ 级:２４９ ３ ~ ２９８ ６ ｃｍ２ꎬ占 ２０ ３５％ꎬ代表品种

白香蕉ꎻ５ 级: >２９８ ６ ｃｍ２ꎬ占 ８ ８６％ꎬ代表品种巨峰ꎮ
２ ４ ８　 果粒大小 　 １１４ 份葡萄种质资源果粒大小

变异幅度为 １ ７ ~ １２ ４ ｃｍ２ꎬ平均值为 ４ ３ ｃｍ２ꎬ变异

系数为 ４３ ５２％ ꎮ 葡萄果粒大小概率分级频率分

布ꎬ１ 级: < １ ９ ｃｍ２ꎬ占 １ ７７％ ꎬ代表品种粉红沙斯

拉ꎻ２ 级:１ ９ ~ ３ ３ ｃｍ２ꎬ占 ３３ ６３％ ꎬ代表品种莎芭

珍珠ꎻ３ 级:３ ３ ~ ５ ２ ｃｍ２ꎬ占 ４０ ７１％ ꎬ代表品种葡萄

园皇后ꎻ４ 级:５ ２ ~ ６ ６ ｃｍ２ꎬ占 １５ ０４％ꎬ代表品种粉

红太妃ꎻ５ 级: >６ ６ ｃｍ２ꎬ占 ９ ７３％ꎬ代表品种巨峰ꎮ

３　 结论与讨论

葡萄种质资源有着丰富的遗传多样性ꎬ国际葡

萄品种名录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ꎬ已收集的种质资源

达 ４２０００ 余份ꎮ 欧洲葡萄数据库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ꎬ已收集到 ２８１３５ 份种质信息ꎬ其中鲜食葡萄种质

６９５４ 份[１３]ꎮ 国外对葡萄果实数量性状进行分级常

采用的标准中ꎬ列出了 １、３、５、７、９ 不连续的 ５ 个级

次ꎬ对评价整个葡萄种质资源来说比较方便ꎬ但未区

分酿酒和鲜食葡萄种质ꎮ 对鲜食葡萄种质的果粒来

说ꎬ品种选育以优质、大粒为主ꎬ现行的分级标准中

有些低等级种质无利用价值ꎬ而对于数量性状相对

集中的级段ꎬ又显得级次不够细ꎬ因此对鲜食葡萄种

质果实数量性状进行单独分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ꎮ
性状变异是物种进化及新品种和新物种形成的

前提ꎬ历来被植物分类学、育种学和资源评价研究所

重视[１４￣１５]ꎬ变异系数反映了性状在进化保守性和遗

传可塑性方面的不同[１６]ꎮ 群体内性状变异程度和

变异幅度越大ꎬ对种质资源变异和创新贡献率越高ꎮ
从本试验的结果看ꎬ葡萄果实数量性状的变异系数

存在很大差异ꎬ低者为 １７ ５８％ (果穗宽度)ꎬ高者为

４８ ０５％ (果粒重量)ꎬ说明果穗宽度的进化较慢ꎬ而
果粒重量的进化由于多年生产中人工选择原因ꎬ进
化最快ꎮ 本研究表明ꎬ葡萄种群果实数量性状有着

丰富的遗传基础ꎬ蕴藏着较大的遗传潜力ꎬ加大对果

实数量性状的研究ꎬ得到期望的变异类型的比率会

不断增大ꎮ
数量性状的合理分级对种质资源的研究与利用

具有重要指导作用ꎮ 与传统的分级相比ꎬ概率分级

主要有以下优点:(１)使性状分级有了客观依据和

统一的标准ꎻ(２)只要供试样本有足够代表性ꎬ其
分级结果更具合理性ꎻ(３)能反映性状变异的中值

和离散程度以及各级取值在总体变异中的系统位

置ꎬ因而具有更大的指导价值[１７] ꎮ 传统分级均以

经验分级为主ꎬ欧阳寿如[１２] 对果穗重量和果粒重

量进行了简单的分级ꎬ本试验通过正态分布得出

的分级的整体范围与其范围基本一致ꎬ但具体级

段有一定差异ꎮ 客观来讲ꎬ由于本试验通过正态

性检验后均符合正态分布规律ꎬ因此得出的概率

分级更加科学规范ꎮ
本研究首次对鲜食有核葡萄品种资源果实数量

性状进行了概率分级ꎬ提出了基于数量性状分布特

征的葡萄种质资源主要果实数量性状的概率分级指

标体系ꎮ 通过对果穗长度、果穗宽度、果穗重量、果
粒纵径、果粒横径、果粒重量、果穗大小、果粒大小等

性状指标进行分析ꎬ全方位地对葡萄果实进行了概

率分级ꎬ较好地体现了果实性状变异的中值和离散

程度以及不同性状值在总体变异中的位置ꎬ为葡萄

种质资源的鉴定评价、品种选育及生产中果实分级

提供了理论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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