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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Ｖｉｔｉｓ ｓｐｐ．）果皮颜色及果实着色性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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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明确葡萄（Ｖｉｔｉｓ ｓｐｐ．）果实的着色规律，对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葡萄种质资源圃保存的 ３０２ 个葡萄品种

（种）的果皮颜色及果实着色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并对喷水处理后 １０ 个葡萄品种的果实着色状况以及 ７５ 个葡萄

品种果实转色期与成熟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在果实成熟期，葡萄的果皮颜色共有绿黄色、黄绿色、粉
红色、紫红色、紫黑色和蓝紫色 ６ 种，其中，绿黄色和黄绿色为无色葡萄的果皮颜色，其余 ４ 种颜色为有色葡萄的果

皮颜色；紫红色葡萄品种（种）数量最多，蓝紫色葡萄品种（种）数量最少。 供试 ２０２ 个有色葡萄品种（种）果实的平

均着色时间为 １８ ７ ｄ，其中，欧亚种（Ｖｉｔｉｓ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 Ｌｉｎｎ．）果实的平均着色时间长于欧美杂种（Ｖ．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Ｖ． ｌａｂｒｕｓｃａ
Ｌｉｎｎ．）；５６ ９％的有色葡萄品种（种）果实在 ７ 月上旬开始着色，转色期果穗上的着色果粒数量变化呈“Ｓ”形曲线；
早熟葡萄果实的平均着色时间最短（１１ ５ ｄ），而中熟和晚熟葡萄果实的平均着色时间则相对较长（分别为 １８ ７ 和

２１ ０ ｄ）。 １６０ 个有色葡萄品种（种）的果穗着色方式包括穗肩先着色、穗尖先着色和穗中先着色 ３ 种，以穗肩先着

色的品种（种）数量最多（７２ 个）；１７５ 个有色葡萄品种（种）的果粒着色方式包括粒尖先着色、中部先着色、顶部先

着色和均匀着色 ４ 种，以粒尖先着色的品种（种）数量最多（１１６ 个）。 喷水处理可以促进多数葡萄品种果实着色，
但对少数葡萄品种果实着色无明显影响。 ９１ １％的葡萄品种果实符合“早着色，早成熟；晚着色，晚成熟”的规律，
但少数中熟和晚熟葡萄品种从果实开始着色到完全成熟经历的时间相对较长。 分析结果显示：光照和温度是影响

葡萄果实着色的主要环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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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ｏｒｅｄ ｇｒａｐ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ｂｅｇｉｎ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ｅｎ ｄａｙｓ ｏｆ Ｊｕ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ｆｒｕｉｔ ｇｒａｉ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ｅａｒ ａｔ ｖｅｒａｉｓｏｎ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Ｓ” ｃｕｒｖｅ．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ｇｒａｐｅｓ ｉｓ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ｅｓｔ （１１ ５ ｄ），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ａｔ ｏｆ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ｌａｔｅ⁃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ｇｒａｐｅｓ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ｎｇ （１８ ７ ａｎｄ ２１ ０ 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ｅａｒ ｏｆ １６０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ｇｒａｐ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ｏｆ ｅａｒ，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ａｔ ｔｉｐ ｏｆ ｅａｒ， ａｎｄ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ａ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ｅ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ｏｆ ｅａｒ ｉｓ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７２）．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ｆｏｕｒ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ｇｒａｉｎ ｏｆ １７５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ｇｒａｐ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ａｔ ｔｉｐ，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ａ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ａｔ ｔｏｐ， ａｎｄ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ａｔ ｔｉｐ ｉｓ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１１６）． Ｗａｔｅｒ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ｆｒｕｉｔ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ｓｔ ｇｒａｐ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ｂｕｔ ｈａｓ ｎｏ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ｆｒｕｉｔ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ａ ｆｅｗ ｇｒａｐ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Ｆｒｕｉｔｓ ｏｆ ９１ １％ ｇｒａｐ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ａｃｃｏｒ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 ｅａｒｌｙ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ｌａｔｅ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ｌａｔｅ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ｆｒｏｍ ｆｒｕｉｔ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ｔｏ ｆｕｌｌ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ａ ｆｅｗ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ｌａｔｅ⁃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ｇｒａｐ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ｇｒａｐｅ ｆｒｕｉｔ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ｒａｐｅ （Ｖｉｔｉｓ ｓｐｐ．）； ｐｅｒｉｃａｒｐ ｃｏｌｏｒ； ｆｒｕｉｔ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葡萄（Ｖｉｔｉｓ ｓｐｐ．）是世界范围内广泛栽培的重要

果树之一。 果实色泽既是评价葡萄品质的主要感官

性状，也是葡萄育种的重要指标［１－５］。 随着葡萄杂交

及人工选育工作的不断开展，葡萄的果皮颜色越来越

多［６－７］。 研究表明：花色苷为葡萄果皮的主要呈色物

质［８］，并且，各类型花色苷受不同基因调控［９－１１］，各
种花色苷在果皮中的比例及累积量的差异使葡萄果

皮呈现红色、紫色或黑色等颜色［１２－１４］。 此外，植物体

内花色苷的形成还与糖、酸和激素等内部因子以及光

照、温度和湿度等外界因子有关［１５－２０］。
目前，世界各地选育的葡萄果实色泽呈现多元化

发展的趋势，因此，对现有葡萄品种和野生种的果皮

颜色及果实着色特点等相关生理特性进行统计分析

十分重要，在此基础上，结合葡萄果皮颜色的遗传规

律可选育出不同色泽的优良葡萄品种，并能够为葡萄

种质资源的有效利用提供参考依据［２１］。 鉴于此，作
者对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葡萄资源圃内保存的 ３０２
个葡萄品种（种）的果皮颜色及果实着色状况进行了

调查和分析，并对喷水处理后 １０ 个葡萄品种的果实

着色状况以及 ７５ 个葡萄品种果实转色期与成熟期的

关系进行了研究，以期为葡萄的栽培调控、品种选择

及育种亲本选择提供基础资料。

１　 材料和方法

１ １　 材料

以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葡萄种质资源圃（东经

１１３°３９′、北纬 ３４°４３′）内保存的 ３０２ 个葡萄品种（种）

为研究对象，包括 １９８ 个欧亚种（Ｖｉｔｉｓ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 Ｌｉｎｎ．）、
８６ 个欧美杂种（Ｖ．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Ｖ． ｌａｂｒｕｓｃａ Ｌｉｎｎ．）、４ 个欧

山杂种（Ｖ．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Ｖ．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 Ｒｕｐｒ．）、１ 个美洲种

（Ｖ． ｌａｂｒｕｓｃａ）、５ 个未知种和 ８ 个野生种（见附录Ⅰ）。
该种质资源圃年均温 １０ ６ ℃，年均降水量 ４２５ ６
ｍｍ，土壤为砂壤［２２］。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果皮颜色及果实着色调查　 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的 ６ 月 ２５ 日至 ９ 月 １ 日期间，每个

品种（种）随机选取 ３ 株，每株选择长势中等、光照条

件和叶幕环境基本一致的 ３ 个果穗进行果皮颜色调

查。 以种子变褐作为果实成熟的标准，调查并拍照记

录每个品种（种）果实成熟时的果皮颜色。
根据刘崇怀［２３］的划分标准，以 ５％的果粒开始着

色作为转色期开始，每 ２～４ ｄ 统计 １ 次已着色的果粒

数，观察整穗果实及果粒最先着色的部位，并拍照。
１ ２ ２　 喷水实验　 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 日至 ９ 月 １ 日，
选择品种 ‘黑彭斯’ （‘Пенсес Бгэк’）、 ‘黑夏尼’
（‘Ｃｈａａｎｉ Ｎｏｉｒ’）、‘红意大利玫瑰’ （‘Ｒｅｄ Ｒｏｓｅ Ｄ’
Ｉｔａｌｉａ’）、‘大可满’ （‘ Ｇｒｏｓ Ｃｏｌｍａｎ’）、 ‘圣诞玫瑰’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 Ｒｏｓｅ’）、‘醉人香’（‘Ｚｕｉｒｅｎｘｉａｎｇ’）、‘甲
州’ （‘ Ｋｏｓｙｕ’）、 ‘佳利酿 １５１’ （‘ Ｃａｒｉｇｎａｎｅ１５１’）、
‘黑万尼西科’ （外文品种名不详） 和 ‘黑格兰’
（‘Ｇｒａｎｄ Ｎｏｉｒ’）各 ３ 株，每个品种选择 ８ 个果穗，其
中，实验组 ６ 个果穗，对照组 ２ 个果穗。 实验组果穗

在每天 ８：００ 和 １６：００ 进行喷水，每个果穗每次喷水

量约 ８ ｍＬ，每 ２～３ ｄ 统计 １ 次已着色的果粒数；对照

组果穗不进行任何处理。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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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果实转色期与成熟期的关系分析　 果实开始

着色表明葡萄开始进入成熟发育阶段，根据《中国葡

萄志》 ［２４］和《中国葡萄品种》 ［２５］ 记录的 ７５ 个葡萄品

种的成熟期，并结合本研究调查的这些品种的果实转

色期分析每个品种果实转色期与成熟期的关系。
１ ３　 数据处理及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 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和

制图。

２　 结果和分析

２ １　 葡萄果皮颜色及果实着色分析

２ １ １　 果皮颜色分析　 调查和统计结果（表 １ 和图

１）表明：供试 ３０２ 个葡萄品种（种）成熟期的果皮颜

色共有 ６ 种，分别为绿黄色、黄绿色、粉红色、紫红色、
紫黑色和蓝紫色。 其中，绿黄色和黄绿色属于无色葡

萄的果皮颜色，粉红色、紫红色、紫黑色和蓝紫色属于

有色葡萄的果皮颜色。
由表 １ 可见：紫红色葡萄品种（种）数量最多，为

９０ 个；紫黑色和黄绿色葡萄品种（种）数量相近，分别

为 ５７ 和 ５３ 个；绿黄色和粉红色葡萄品种（种）数量

分别为 ４７ 和 ３８ 个；蓝紫色葡萄品种（种）数量最少，
仅 １７ 个。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除 品 种 ‘ 金 星 无 核 ’
（‘ Ｖｅｎｕｓ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 和 ‘ 美 丽 无 核 ’ （‘ Ｂｅａｕｔｙ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为鲜食葡萄外，其余 １５ 个果皮颜色呈蓝紫

色的葡萄品种（种）均为酿酒葡萄。
由表 １ 还可见：欧亚种中有色和无色葡萄品种的

比例接近 １ ∶１；欧美杂种中 ８６ ０％的品种属于有色葡

萄，仅 １４ ０％的品种属于无色葡萄；４ 个欧山杂种品

种均属于有色葡萄，其中，紫黑色和蓝紫色品种各

２ 个；惟一的美洲种果皮颜色呈紫黑色，属于有色葡

萄；未知种中 ４ 个品种属于有色葡萄（果皮颜色为紫

红色和蓝紫色），仅 １ 个品种属于无色葡萄（果皮颜

色为黄绿色）；８ 个野生种的果皮颜色均呈紫黑色，属
于有色葡萄。
２ １ ２　 果实着色时间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供试

２０２ 个有色葡萄品种（种） 果实的平均着色时间为

１８ ７ ｄ；不同葡萄品种（种）果实开始着色的时间有一

表 １　 供试 ３０２ 个葡萄（Ｖｉｔｉｓ ｓｐｐ．）品种（种）果皮颜色的统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ｅｒｉｃａｒｐ ｃｏｌｏｒｓ ｏｆ ３０２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Ｖｉｔｉｓ ｓｐｐ．） ｔｅｓｔｅｄ

类型
Ｔｙｐｅ

不同果皮颜色葡萄品种（种）的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ｃａｒｐ ｃｏｌｏｒｓ

绿黄色
Ｇｒｅｅｎｉｓｈ ｙｅｌｌｏｗ

黄绿色
Ｙｅｌｌｏｗｉｓｈ ｇｒｅｅｎ

粉红色
Ｐｉｎｋ

紫红色
Ｐｕｒｐｌｉｓｈ ｒｅｄ

紫黑色
Ｐｕｒｐｌｉｓｈ ｂｌａｃｋ

蓝紫色
Ｂｌｕｉｓｈ ｖｉｏｌｅｔ

总计
Ｔｏｔａｌ

欧亚种 Ｖｉｔｉｓ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 ４２ ４５ ２１ ５９ ２１ １０ １９８
欧美杂种 Ｖｉｔｉｓ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Ｖ． ｌａｂｒｕｓｃａ ５ ７ １７ ２９ ２５ ３ ８６
欧山杂种 Ｖｉｔｉｓ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Ｖ．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 ０ ０ ０ ０ ２ ２ ４
美洲种 Ｖｉｔｉｓ ｌａｂｒｕｓｃａ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未知种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０ １ ０ ２ ０ ２ ５
野生种 Ｗｉｌ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０ ０ ０ ０ ８ ０ ８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４７ ５３ ３８ ９０ ５７ １７ ３０２

１： 绿黄色（‘芳香’） Ｇｒｅｅｎｉｓｈ ｙｅｌｌｏｗ （‘Ｍａｔｈｉａｓ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２： 黄绿色（‘黄蜜斯’） Ｙｅｌｌｏｗｉｓｈ ｇｒｅｅｎ （‘Ｈｕａｎｇｍｉｓｉ’）； ３： 粉红色（‘红富士’） Ｐｉｎｋ
（‘Ｂｅｎｎｉ ｆｕｊｉ’）； ４： 紫红色（‘红无籽露’） Ｐｕｒｐｌｉｓｈ ｒｅｄ （‘Ｈｏｎｇｗｕｚｉｌｕ’）； ５： 紫黑色（‘黑贝蒂’） Ｐｕｒｐｌｉｓｈ ｂｌａｃｋ （‘Ｈｅｒｂｅｔ’）； ６： 蓝紫色（‘金星无
核’） Ｂｌｕｉｓｈ ｖｉｏｌｅｔ （‘Ｖｅｎｕｓ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

图 １　 部分葡萄（Ｖｉｔｉｓ ｓｐｐ．）品种成熟期的果皮颜色
Ｆｉｇ． １　 Ｐｅｒｉｃａｒｐ ｃｏｌｏｒ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Ｖｉｔｉｓ ｓｐｐ．） ａｔ 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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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差异，但总体上相对集中。 总体来看，１１３ 个葡萄

品种（种）的果实在 ７ 月上旬开始着色，占供试有色

葡萄品种（种）总数的 ５６ ９％；３８ 和 ４５ 个葡萄品种

（种）的果实分别在 ６ 月下旬以及 ７ 月中旬至 ８ 月上

旬开始着色。
比较而言，欧亚种的果实平均着色时间（２０ ４ ｄ）

长于欧美杂种（１６ ８ ｄ）。 在欧亚种中，品种‘７－１９’
的果实着色时间（４３ ７ ｄ）最长，而品种‘８７－１’的果

实着色时间（９ ０ ｄ）最短；在欧美杂种中，品种‘俄罗

斯康可’（‘Ｒｕｓｓｉａｎ Ｃｏｎｃｏｒｄ’）的果实着色时间（４６ ０
ｄ）最长，而品种‘高墨’ （‘Ｔａｋａｓｕｍｉ’）的果实着色时

间（８ ５ ｄ）最短。 并且，鲜食葡萄的果实着色时间

（１９ ０ ｄ）略长于酿酒葡萄（１８ ８ ｄ）。 ９１ 个有色鲜食

葡萄品种（种）的果实在 ７ 月上旬开始着色；其中，品
种‘京可晶’ （‘ Ｊｉｎｇｋｅｊｉｎｇ’）和‘紫峰’ （‘ Ｚｉｆｅｎｇ’）的

果实最早开始着色（６ 月 ２５ 日），品种‘克里森无核’
（‘Ｃｒｉｍｓｏｎ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的果实最晚开始着色 （ ８ 月

５ 日）。 ２２ 个有色酿酒葡萄品种（种）的果实在 ７ 月

上 旬 开 始 着 色； 其 中， 品 种 ‘ 奥 霍 夫 斯 基 ’
（‘Ｏｌｋｈｏｖｓｋｙ’）的果实最早开始着色（６ 月 ２７ 日），品
种‘蛇龙珠’ （‘ Ｓｈｅｌｏｎｇｚｈｕ’） 的果实最晚开始着色

（７ 月２５ 日）。
２ １ ３　 果实着色动态分析　 统计结果（图 ２）表明：
不论是早熟、中熟还是晚熟葡萄，果穗上着色果粒的

数量变化普遍呈“Ｓ”形曲线，说明葡萄果穗上着色果

粒的数量变化均经历了“慢—快—慢”３ 个阶段，但早

熟、中熟和晚熟葡萄这 ３ 个阶段的持续时间不同。 其

中，早熟葡萄果实的平均着色时间为 １１ ５ ｄ；中熟和

晚熟葡萄果实的平均着色时间则相对较长，分别为

１８ ７ 和 ２１ ０ ｄ。

Ａ： 早熟（‘金星无核’） Ｅａｒｌｙ⁃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Ｖｅｎｕｓ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Ｂ： 中熟（‘沈阳玫瑰’） Ｍｅｄｉｕｍ⁃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ｍｅｉｇｕｉ’）； Ｃ： 晚熟（‘黑格兰’）
Ｌａｔｅ⁃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Ｇｒａｎｄ Ｎｏｉｒ’） ．

图 ２　 部分葡萄（Ｖｉｔｉｓ ｓｐｐ．）品种成熟期果穗着色果粒数量的变化
Ｆｉｇ． 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ｅｄ ｆｒｕｉｔ ｇｒａｉ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ｅａｒ ｏｆ ｓｏｍ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Ｖｉｔｉｓ ｓｐｐ．） ａｔ 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２ １ ４　 果实着色方式分析　 调查结果（图 ３）表明：
在供试的 ２０２ 个有色葡萄品种（种）中，１６０ 个品种

（种）的果穗着色方式具有规律性，包括穗肩先着色、
穗尖先着色和穗中先着色 ３ 种方式。 其中，穗肩先着

色品种（种）数量最多，为 ７２ 个；穗中先着色和穗尖

先着色品种（种）数量相近，分别为 ４７ 和 ４１ 个。
调查结果（图 ４）表明：在供试的 ２０２ 个有色葡萄

品种（种）中，１７５ 个品种（种）的果粒着色方式具有

规律性，包括粒尖先着色、中部先着色、顶部先着色和

均匀着色 ４ 种方式。 其中，粒尖先着色品种（种）数

量最多，为 １１６ 个；中部先着色和顶部先着色品种

（种）数量相近，分别为 ２７ 和 ２４ 个；均匀着色品种

（种）数量最少，仅 ８ 个。
２ ２　 喷水处理对葡萄果实着色的影响

研究结果（图 ５）表明：喷水处理对供试 １０ 个葡

萄品种的果实着色均有一定影响，并且，不同葡萄品

种的果实着色状况有一定差异。 喷水处理对品种

‘红意大利玫瑰’、‘甲州’、‘黑万尼西科’和‘醉人

香’的果实着色无明显影响，但能够促进品种‘黑夏

尼’、‘黑彭斯’、‘圣诞玫瑰’、‘佳利酿 １５１’、‘黑格兰’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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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穗肩先着色 （‘ 沈阳玫瑰’）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ｏｆ ｅａｒ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ｍｅｉｇｕｉ’）； ４ － ６： 穗中先着色（‘琥珀’）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ａ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ｅａｒ （‘Ｈｕｐｏ’）； ７－９： 穗尖先着色（‘玫瑰香’）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ａｔ
ｔｉｐ ｏｆ ｅａｒ （‘Ｍｕｓｃａ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

图 ３　 部分葡萄（Ｖｉｔｉｓ ｓｐｐ．）品种果穗的着色方式
Ｆｉｇ． ３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ｅａｒ ｏｆ ｓｏｍ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Ｖｉｔｉｓ ｓｐｐ．）

１： 顶部先着色（‘紫鸡心’）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ａｔ ｔｏｐ （‘Ｚｉｊｉｘｉｎ’）； ２： 中部
先着色（‘沪培 ２ 号’）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ａ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Ｈｕｐｅｉ Ｎｏ． ２’）； ３： 粒
尖先着色（‘美人指’）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ａｔ ｔｉｐ （‘Ｍａｎｉｃｕｒｅ Ｆｉｎｇｅｒ’）； ４： 均
匀着色（‘特别黑大粒’）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キョツソ’）．

图 ４　 部分葡萄（Ｖｉｔｉｓ ｓｐｐ．）果粒的着色方式
Ｆｉｇ． ４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ｇｒａｉｎ ｏｆ ｓｏｍ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Ｖｉｔｉｓ ｓｐｐ．）

—●—： 喷水处理组 Ｗａｔｅｒ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 对照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图 ５　 喷水处理对葡萄（Ｖｉｔｉｓ ｓｐｐ．）品种‘甲州’ （Ａ）和‘黑格兰’（Ｂ）
果实着色的影响
Ｆｉｇ． 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ｐｒａｙ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ｆｒｕｉｔ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Ｋｏｓｙｕ’ （Ａ） ａｎｄ ‘Ｇｒａｎｄ Ｎｏｉｒ’ （Ｂ）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Ｖｉｔｉｓ ｓｐｐ．）

和‘罗马尼亚’的果实着色。
２ ３　 葡萄果实转色期与成熟期的关系分析

分析结果（表 ２）表明：调查的 ７５ 个葡萄品种果

实转色期与成熟期存在差异。 ８ 个葡萄品种果实在 ６
月下旬着色，其中，４ 个品种果实在 ７ 月中旬成熟，另
４ 个品种果实在 ７ 月下旬成熟；４７ 个葡萄品种果实在

７ 月上旬着色，其中，５ 个品种果实在 ７ 月下旬成熟，
１４ 个品种果实在 ８ 月上旬成熟，２２ 个品种果实在 ８
月中旬成熟，５ 个品种果实在 ８ 月下旬成熟，仅 １ 个

品种果实在 ９ 月上旬成熟；７ 个葡萄品种果实在 ７ 月

中旬着色，其中，２ 个品种果实在 ８ 月上旬成熟，３ 个

品种果实在 ８ 月中旬成熟，仅 １ 个品种果实在 ８ 月下

旬成熟，且仅 １ 个品种果实在 ９ 月上旬成熟；１１ 个葡

萄品种果实在 ７ 月下旬着色，其中，２ 个品种果实在

８ 月中旬成熟，７ 个品种果实在 ８ 月下旬成熟，２ 个品

种果实在 ９ 月上旬成熟；２ 个葡萄品种果实在 ８ 月上

旬着色并在 ８ 月下旬成熟。

２１



第 ４ 期 张培安， 等： 葡萄（Ｖｉｔｉｓ ｓｐｐ．）果皮颜色及果实着色性状分析

表 ２　 供试 ７５ 个葡萄（Ｖｉｔｉｓ ｓｐｐ．）品种果实着色和成熟时间的统计结果１）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ｏｆ ７５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ｆ ｇｒａｐｅ （Ｖｉｔｉｓ ｓｐｐ．） ｔｅｓｔｅｄ１）

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着色时间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ｔｉｍｅ

成熟时间
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ｔｉｍｅ

品种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着色时间
Ｃｏｌｏｒｉｎｇ ｔｉｍｅ

成熟时间
Ｍａｔｕｒｉｎｇ ｔｉｍｅ

京可晶 Ｊｉｎｇｋｅｊｉｎｇ Ｊｕｎ－３ Ｊｕｌ－２ 红伊豆 Ｂｅｎｉｉｚｕ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２
早玫瑰 Ｚａｏｍｅｉｇｕｉ Ｊｕｎ－３ Ｊｕｌ－２ 巨峰 Ｋｙｏｈō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２
京紫晶 Ｊｉｎｇｚｉｊｉｎｇ Ｊｕｎ－３ Ｊｕｌ－２ 卡托巴 Ｃａｔａｗｂａ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２
郑州早红 Ｚｈｅｎｚｈｏｕｚａｏｈｏｎｇ Ｊｕｎ－３ Ｊｕｌ－２ 龙宝 Ｒｙｕｈｐ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２
红星∗ Ｊｕｎ－３ Ｊｕｌ－３ 田野黑 Ｔａｎｏ Ｂｌａｃｋ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２
紫早 Ｚｉｚａｏ Ｊｕｎ－３ Ｊｕｌ－３ 俄罗斯康可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Ｃｏｎｃｏｒｄ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２
香槟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 Ｊｕｎ－３ Ｊｕｌ－３ 沈阳玫瑰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ｍｅｉｇｕｉ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２
无核紫 Ｂｌａｃｋ Ｍｏｎｕｋｋａ Ｊｕｎ－３ Ｊｕｌ－３ 紫鸡心 Ｚｉｊｉｘｉｎ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２
ｓ．１３０５３ Ｊｕｌ－１ Ｊｕｌ－３ 北玫 Ｂｅｉｍｅｉ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２
绯红 Ｆｅｉｈｏｎｇ Ｊｕｌ－１ Ｊｕｌ－３ 北醇 Ｂｅｉｃｈｕｎ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２
普列文玫瑰 Ｍｉｓｋａｔ Ｐｌｅｖｅｎｓｋｉ Ｊｕｌ－１ Ｊｕｌ－３ 北红 Ｂｅｉｈｏｎｇ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２
紫珍珠 Ｚｉｚｈｅｎｇｚｈｕ Ｊｕｌ－１ Ｊｕｌ－３ 红莲子 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ｚｉ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３
布朗无核 Ｂｒｏｗｎ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Ｊｕｌ－１ Ｊｕｌ－３ 胜利 Ｐｏｂｅｄａ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３
黑贝蒂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１ 黑赛必尔 Ｓｅｉｂｅｌ Ｎｏｉｒ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３
红香蕉 Ｈ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ｊｉａｏ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１ 黑佳美 Ｇａｍａｙ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３
琥珀 Ｈｕｐｏ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１ 黑谢希 Щеши Черный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３
信浓红∗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１ 高砂 Ｇａｏｓｈａ Ｊｕｌ－１ Ｓｅｐ－１
着色香 Ｚｈｕｏｓｅｘｉａｎｇ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１ 紫桃 Ｚｉｔａｏ Ｊｕｌ－２ Ａｕｇ－１
登瓦斯玫瑰 Ｍｕｓｃａｔ Ｄｕｎｖａｓｋｙ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１ 黑比诺 Ｐｉｏｎｔ Ｎｏｉｒ Ｊｕｌ－２ Ａｕｇ－１
粉红亚依苏娜 ∗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１ 红亚历山大 Ｆｌａｍｉｎｇ Ｍｕｓｃａｔ Ｊｕｌ－２ Ａｕｇ－２
基拉尔 Матяш Кираль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１ 玫瑰香 Ｍｕｓｃａ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Ｊｕｌ－２ Ａｕｇ－２
里扎马特 Ｒｉｚａｍａｔ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１ 品丽珠 Ｃａｂｅｒｎｅｔ Ｆｒａｎｃ Ｊｕｌ－２ Ａｕｇ－２
苏 ４６ 号 Ｓｕ Ｎｏ． ４６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１ 阿古西 Ａнгур сиёх гиссарский Ｊｕｌ－２ Ａｕｇ－３
灰比诺 Ｐｉｏｎｔ Ｇｒｉｓ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１ 瓶儿 Ｐｉｎｇｅｒ Ｊｕｌ－２ Ｓｅｐ－１
法国蓝 Ｂｌｕ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１ 日鲁捷维 Ｒｉｌｕｊｉｅｗｅｉ Ｊｕｌ－３ Ａｕｇ－２
粉红西万尼 Ｓｙｌｖａｎｓｋｅ Ｃｅｒｖｅｎｅ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１ 雷司令 Ｒｉｅｓｌｉｎｇ Ｊｕｌ－３ Ａｕｇ－２
公酿 １ 号 Ｇｏｎｇｎｉａｎｇ Ｎｏ． １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１ 粉红阿里蔓登∗ Ｊｕｌ－３ Ａｕｇ－３
ｓ．２００７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２ 哈特巴尔 Хатал баар Ｊｕｌ－３ Ａｕｇ－３
ｓｖ１２－３０８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２ 红古沙 Ｇｏｕｓａｌｅ Ｋａｒａ Ｊｕｌ－３ Ａｕｇ－３
１４５２ ／ ２５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２ 大可满 Ｇｒｏｓ Ｃｏｌｍａｎ Ｊｕｌ－３ Ａｕｇ－３
１２８８ ／ ３８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２ 特别黑大粒 キョツソ Ｊｕｌ－３ Ａｕｇ－３
１３８２ ／ １２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２ 赤霞珠 Ｃａｂｅｒｎｅｔ Ｓａｕｖｉｇｎｏｎ Ｊｕｌ－３ Ａｕｇ－３
蓓蕾玫瑰 Ｍｕｓｃａｔ Ｂａｉｌｅｙ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２ 佳利酿 Ｃａｒｉｇｎａｎｅ Ｊｕｌ－３ Ａｕｇ－３
脆红 Ｃｕｉｈｏｎ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２ 牡丹红 Ｍｕｄａｎｈｏｎｇ Ｊｕｌ－３ Ｓｅｐ－１
黑奥林 Ｂｌａｃｋ Ｏｌｉｍｐｉａ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２ 意大利 Ｉｔａｌｉａ Ｊｕｌ－３ Ｓｅｐ－１
红奥林 Ｏｌｙｍｐｉａ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２ 黑彭斯 Пенсес Бгэк Ａｕｇ－１ Ａｕｇ－３
红富士 Ｂｅｎｎｉ ｆｕｊｉ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２ 黑夏尼 Ｃｈａａｎｉ Ｎｏｉｒ Ａｕｇ－１ Ａｕｇ－３
红瑞宝 Ｂｅｎｉ ｚｕｉ ｈō Ｊｕｌ－１ Ａｕｇ－２

　 １） Ｊｕｎ－３： ６ 月下旬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ｔｅｎ ｄａｙｓ ｏｆ Ｊｕｎｅ； Ｊｕｌ－１： ７ 月上旬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ｅｎ ｄａｙｓ ｏｆ Ｊｕｌｙ； Ｊｕｌ－２： ７ 月中旬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ｅｎ ｄａｙｓ ｏｆ Ｊｕｌｙ； Ｊｕｌ－３： ７ 月下
旬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ｔｅｎ ｄａｙｓ ｏｆ Ｊｕｌｙ； Ａｕｇ－１： ８ 月上旬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ｅｎ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ｕｇｕｓｔ； Ａｕｇ－２： ８ 月中旬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ｅｎ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ｕｇｕｓｔ； Ａｕｇ－３： ８ 月下旬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ｔｅｎ ｄａｙｓ ｏｆ Ａｕｇｕｓｔ； Ｓｅｐ－１： ９ 月上旬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ｅｎ ｄａｙｓ ｏｆ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 外文品种名不详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ｎａｍｅ ｉｓ ｕｎｋｎｏｗｎ．

　 　 总体上看，９１ １％的葡萄品种果实符合“早着色，
早成熟；晚着色，晚成熟”的规律，少数中熟和晚熟品

种从果实开始着色到完全成熟经历的时间相对较长。

３　 讨　 　 论

果皮颜色是葡萄的一个重要经济性状［２６］。 本研

究结果表明：供试 ３０２ 个葡萄品种（种）的果皮颜色

共有 ６ 种，分别为绿黄色、黄绿色、粉红色、紫红色、紫
黑色和蓝紫色，其中，绿黄色和黄绿色属于无色葡萄

的果皮颜色，粉红色、紫红色、紫黑色和蓝紫色属于有

色葡萄的果皮颜色。 并且，同一葡萄品种的果皮颜色

在不同地理气候条件下存在差异。 例如，原产以色列

的鲜食葡萄品种‘粒丽特’（‘Ｌｉｌｉｔ’）的果皮颜色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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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地区为紫红色［２７－２８］，但本研究观察发现其在河南

郑州葡萄种质资源圃中仅有少部分果粒转为粉红色，
成熟果粒并未呈现紫红色，说明同一葡萄品种的果实

着色状况在不同地理气候条件下存在差异，因此，对
于同一葡萄品种进行多地区的果实着色状况调查非

常重要。
本研究结果表明：欧亚种果实的平均着色时间

（２０ ６ ｄ）长于欧美杂种（１７ ０ ｄ），并且，大部分葡萄

品种在 ７ 月上旬开始着色。 在葡萄果实着色过程中，
果实中的物质转化剧烈，需水量减少，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增大，淀粉开始降解，果实开始变软，糖分开始积

累，在此阶段进行有效的水肥管理能够明显促进果实

着色进程，提高果实品质。 葡萄果实在着色过程中均

伴随着香气合成、果实软化、酸度降低、糖分增加和果

实成熟等变化，由于不同葡萄品种的生理代谢存在差

异，因此，各葡萄品种从果实开始着色到完全成熟经

历的时间存在差异，本研究中最短为 ２５ ｄ 左右，最长

为 ６０ ｄ 左右。
光照和温度是影响葡萄果实着色的主要环境因

子［２９－３０］。 Ｓｈü 等［３１］认为，增加光照和降低温度均可

明显促进苹果（Ｍａｌｕｓ ｐｕｍｉｌａ Ｍｉｌｌ．）果皮中花色苷的

积累，据此推测葡萄果穗和果粒的着色变化可能与光

照和温度有关。 刘崇怀等［２］ 的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

葡萄品种的果穗呈穗肩宽的倒圆锥形，本研究中大多

数有色葡萄品种（７２ 个）的穗肩先着色，这可能是因

为穗肩可以获得相对较多的光照，而且，穗肩最先接

受叶片光合作用的产物，促进果实中可溶性固形物的

形成，进而促使穗肩果粒先着色。 同样，调查的大多

数有色葡萄品种（１１６ 个）的粒尖先着色，这可能与粒

尖能够接受更多的光照有关。
葡萄通常在夏季成熟，而高温抑制部分品种果皮

中花色苷的形成。 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喷水能降低果

树温度，从而促进果实着色，提高果实品质［１９，３２］。 本

研究结果表明：经喷水处理后，大部分葡萄品种的果

实着色速度加快，但部分葡萄品种的果实着色状况变

化不明显，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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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比诺’‘Ｐｉｎｏｔ Ｂｌａｎｃ’

‘白拉查基’‘Ｗｈｉｔｅ Ｒｏｚａｋｉ’
‘白玉霓’‘Ｕｇｎｉ Ｂｌａｎｃ’
‘保尔加尔’‘Ｂｏｕｌｇａｌ’
‘北塞魂’‘Ｐｅｔｉｔ Ｂｏｕｃｈｅｔ’
‘北植 １０２’‘Ｂｅｉｚｈｉ １０２’
‘比昂扣’‘Ｒｏｓａｒｉｏ Ｂｉａｎｃｏ’
‘比赛尔’‘Ｂｉｓａｉｅｒ’
‘碧香无核’‘Ｂｉｘｉａｎｇ Ｗｕｈｅ’
‘波尔莱特’‘Ｐｅｒｌｅｔｔｅ’
‘波莱契斯基克’‘Плечистик’
‘波坦’∗
‘布吉苏里’∗
‘布拉金涅’‘Ｂｒａｇｈｉｎａ’
‘布列其罗然西’‘Береги рожаш’
‘超宝’‘Ｃｈａｏｂａｏ’
‘赤霞珠’‘Ｃａｂｅｒｎｅｔ Ｓａｕｖｉｇｎｏｎ’
‘德苏拉乌苏姆’‘Джура узюм’
‘德引 ８４－５’∗
‘登瓦斯玫瑰’‘Ｍｕｓｃａｔ Ｄｕｎｖａｓｋｙ’
‘嘟露丝’∗
‘二号大宛红’‘Ｄａｙｕｅｈｏｎｇ Ｎｏ． ２’
‘法国蓝’‘Ｂｌｕｅ Ｆｒｅｎｃｈ’
‘芳香’‘Ｍａｔｈｉａｓ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芳香拉查基’‘Ｍａｔｈｉｓｚ Ｐｉｐｉｓｋｅ ｍｕｓｋｏｔｌｙ’
‘芳香葡萄’‘Ｍａｔｈｉａｓ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绯红’‘Ｃａｒｄｉｎａｌ’

‘粉红阿里蔓登’∗
‘粉红拉查基’‘Реэакия Роэовый’
‘粉红西万尼’‘Ｓｙｌｖａｎｓｋｅ Ｃｅｒｖｅｎｅ’
‘粉红亚依苏娜’∗
‘凤凰 ５１’‘Ｆｅｎｇｈｕａｎｇ ５１’
‘佛列奥’‘Ｇａｍａｙ ｆｒｅｏ’
‘佛斯玫瑰’‘Ｆｌｏｅｘ Ｒｏｓｅ’
‘伏罗希’‘Ｖｌｉｓｈｉ’
‘盖北塞’‘Ｍｏｒｒａｓｔｅｌ Ｂｏｕｓｃｈｅｔ’
‘格拉卡’‘Ｇｒｅａｃａ’
‘瑰宝’‘Ｇｕｉｂａｏ’
‘贵人香’‘Ｉｔａｌｉａｎ Ｒｉｅｓｌｉｎｇ’
‘哈特巴尔’‘Хатал баар’
‘和田红’‘Ｈｅｔｉａｎｈｏｎｇ’
‘黑比诺’‘Ｐｉｏｎｔ Ｎｏｉｒ’
‘黑格兰’‘Ｇｒａｎｄ Ｎｏｉｒ’
‘黑汉’‘Ｈｅｉｈａｎ’
‘黑鸡心’‘Ｈｅｉｊｉｘｉｎ’
‘黑佳美’‘Ｇａｍａｙ’
‘黑玫瑰’‘Ｈｅｉｍｅｉｇｕｉ’
‘黑彭斯’‘Пенсес Бгэк’
‘黑万尼西科’∗
‘黑夏尼’‘Ｃｈａａｎｉ Ｎｏｉｒ’
‘黑谢希’‘Щеши Черный’
‘黑圆珠’‘Ｈｅｉｙｕａｎｚｈｕ’
‘红古沙’‘Ｇｏｕｓａｌｅ ｋａｒａ’

５１



植 物 资 源 与 环 境 学 报 第 ２６ 卷　

‘红光无核’‘Ｆｌａｍｅ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红莲子’‘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ｚｉ’
‘红脸无核’‘Ｂｌｕｓｈ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红罗莎里奥’‘Ｒｏｓａｒｉｏ Ｒｏｓｓｏ’
‘红帕万’‘Кара Палван’
‘红斯地’∗
‘红无籽露’‘Ｓｕｌｔａｎｉｎａ Ｒｏｓｅ’
‘红星’∗
‘红亚历山大’‘Ｆｌａｍｉｎｇ Ｍｕｓｃａｔ’
‘红意大利玫瑰’‘Ｒｅｄ Ｒｏｓｅ Ｄ’Ｉｔａｌｉａ’
‘皇家无核’‘Ａｕｔｕｍｎ Ｒｏｙａｌ’
‘黄蜜斯’‘Ｈｕａｎｇｍｉｓｉ’
‘灰比诺’‘Ｐｉｏｎｔ Ｇｒｉｓ’
‘灰比诺 Ｆｒ７０ ／ １２５Ａ’‘Ｐｉｏｎｔ Ｇｒｉｓ Ｆｒ７０ ／ １２５Ａ’
‘基拉尔’‘Матяш Кираль’
‘济南早红’‘Ｊｉｎａｎｚａｏｈｏｎｇ’
‘佳利酿’‘Ｃａｒｉｇｎａｎｅ’
‘佳利酿 １５１’‘Ｃａｒｉｇｎａｎｅ １５１’
‘甲州’‘Ｋｏｓｙｕ’
‘金手指’‘Ｇｏｌｄ Ｆｉｎｇｅｒ’
‘金田翡翠’‘Ｊｉｎｔｉａｎｆｅｉｃｕｉ’
‘金田红’‘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ｈｏｎｇ’
‘京丰无核’‘Ｊｉｎｇｆｅｎｇｗｕｈｅ’
‘京可晶’‘Ｊｉｎｇｋｅｊｉｎｇ’
‘京早晶’‘Ｊｉｎｇｚａｏｊｉｎｇ’
‘京紫晶’‘Ｊｉｎｇｚｉｊｉｎｇ’
‘康耐诺’∗
‘克里木考尼松’‘Корнцщон’
‘克里森无核’‘Ｃｒｉｍｓｏｎ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库特赛特’‘Куртсеит аганыйиэюм’
‘雷司令’‘Ｒｉｅｓｌｉｎｇ’
‘黎明无核’‘Ｄａｗｎ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里扎马特’‘Ｒｉｚａｍａｔ’
‘李子香’‘Ｌｉｚｉｘｉａｎｇ’
‘利伐尔’‘Ｌｉｆａｅｒ’
‘粒丽特’‘Ｌｉｌｉｔ’
‘大可满’‘Ｇｒｏｓ Ｃｏｌｍａｎ’
‘洛迪’‘Ｒｏｄｉ’
‘驴奶’‘Ｌｕｎａｉ’
‘马林格尔’‘Ｓｅｍｉｏ ｄｅ Ｍａｌｉｎｇｒｅ’

‘马奶’‘Ｍａｎａｉ’
‘玛瑙’‘Ｍａｏｎａｏ’
‘玫瑰香’‘Ｍｕｓｃａｔ Ｈａｍｂｕｒｇ’
‘梅鹿辄’‘Ｍｅｒｌｏｔ’
‘美丽无核’‘Ｂｅａｕｔｙ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美人指’‘Ｍａｎｉｃｕｒｅ Ｆｉｎｇｅｒ’
‘牡丹红’‘Ｍｕｄａｎｈｏｎｇ’
‘那多尔’‘Иожеф Надор’
‘那赛里’‘Наэели’
‘牛心’‘Ｎｉｕｘｉｎ’
‘派卡尔’‘Пакар Дюла’
‘派克斯’‘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ｐｅｃｓ’
‘潘诺尼亚’‘Ｐａｎｎｏｎｉａｖｉｎｅｓａ’
‘佩蒂沙维纽’‘Лети Совинрон’
‘品丽珠’‘Ｃａｂｅｒｎｅｔ Ｆｒａｎｃ’
‘瓶儿’‘Ｐｉｎｇｅｒ’
‘泼发尔’‘Ｍａｄｈ ｐａ ｆａｒｅ’
‘葡萄园皇后’‘Ｑｕｅｅｎ ｏｆ Ｖｉｎｅｙａｒｄ’
‘普列文玫瑰’‘Ｍｉｓｋａｔ ｐｌｅｖｅｎｓｋｉ’
‘齐查卡普列’‘Цица капрей’
‘恰齐瓦赫’∗
‘巧保 ２ 号’‘Ｑｉａｏｂａｏ Ｎｏ． ２’
‘巧吾什’‘Чауш’
‘青紫’‘Ｑｉｎｇｚｉ’
‘琼尼’‘Ｊｏａｎｎｅ Ｃｈａｒｎｉｃｅ’
‘秋白’‘Ｑｉｕｂａｉ’
‘秋黑宝’‘Ｑｉｕｈｅｉｂａｏ’
‘秋红宝’‘Ｑｉｕｈｏｎｇｂａｏ’
‘秋无核’‘Ａｕｔｕｍｎ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日鲁捷维’‘Желудёвый’
‘桑多哈尼’‘Ｓａｎｄｏ Ｋｈａｎｉ’
‘森田尼’‘Ｃｅｎｔｅｎｉａｌ’
‘蛇龙珠’‘Ｓｈｅｌｏｎｇｚｈｕ’
‘神农金皇后’‘Ｓｈｅｎｎｏｎｇｊｉｎｈｕａｎｇｈｏｕ’
‘沈阳玫瑰’‘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ｍｅｉｇｕｉ’
‘圣诞玫瑰’‘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ｓ Ｒｏｓｅ’
‘胜利’‘Ｐｏｂｅｄａ’
‘胜利花药 ２ 号’‘Ｓｈｅｎｇｌｉｈｕａｙａｏ Ｎｏ． ２’
‘斯堪地拜格’‘Ｓｋｅｎｄｂｅｒｇ’
‘斯帕汉堡’‘Ｓｉｐａ Ｈａｎｂａｏ’

‘苏 ４６ 号’‘Ｓｕ Ｎｏ． ４６’
‘苏丹尼’∗
‘特别黑大粒’‘キョツソ’
‘瓦尔瑟’‘Ｗａｌｓｅｒ’
‘微红白’‘Ｗｅｉｈｏｎｇｂａｉ’
‘维多利亚’‘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无核白’‘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无核玫瑰’‘Ｍｕｓｃａｔ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无核紫’‘Ｂｌａｃｋ Ｍｏｎｕｋｋａ’
‘吾家克阿依’∗
‘西拉’‘Ｓｙｒａｈ’
‘西莱特’‘Ｓｅｌｅｃｔａ’
‘西瓦兹’∗
‘西营’‘Ｘｉｙｉｎｇ’
‘夏白’‘Ｘｉａｂａｉ’
‘夏夫拉尼’‘Шавроны’
‘小白玫瑰’‘Ｘｉａｏｂａｉｍｅｉｇｕｉ’
‘小白葡萄’‘Ｘｉａｏｂａｉｐｕｔａｏ’
‘宿晓红’‘Ｓｕｘｉａｏｈｏｎｇ’
‘谢花红’‘Ｍｕｓｃａｔ Ｍａｔｈｉａｓｚ Ｊａｎｏｓｎｅ’
‘新葡 ２ 号’‘Ｘｉｎｐｕ Ｎｏ． ２’
‘烟 ７３’‘Ｙａｎ ７３’
‘杨格尔’‘Ｙｏｕｎｇｌｅ’
‘洋葡萄’‘Ｙａｎｇｐｕｔａｏ’
‘意大利’‘Ｉｔａｌｉａ’
‘意大利玫瑰’‘Ｒｏｓｅ Ｄ’Ｉｔａｌｉａ’
‘伊犁香葡萄’‘Ｙｉｌｉｘｉａｎｇｐｕｔａｏ’
‘伊丽莎白’‘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Ｇｒａｐｅ’
‘依斯比沙里’‘Ｉｓｐｉｓｓａｒ’
‘早黑宝’‘Ｚａｏｈｅｉｂａｏ’
‘早金香’‘Ｚａｏｊｉｎｘｉａｎｇ’
‘早康宝’‘Ｚａｏｋａｎｇｂａｏ’
‘早玛瑙’‘Ｚａｏｍａｎａｏ’
‘早玫瑰’‘Ｚａｏｍｅｉｇｕｉ’
‘泽香’‘Ｚｅｘｉａｎｇ’
‘郑州早红’‘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ｚａｏｈｏｎｇ’
‘紫地球’‘Ｚｉｄｉｑｉｕ’
‘紫峰’‘Ｚｉｆｅｎｇ’
‘紫鸡心’‘Ｚｉｊｉｘｉｎ’
‘紫珍珠’‘Ｚｉｚｈｅｎｇｚｈｕ’

欧美杂种 Ｖｉｔｉｓ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Ｖ． ｌａｂｒｕｓｃａ Ｌｉｎｎ． （８６ 个）：
‘ＧＥ．ｇａ４７－４２’
‘ＧＥ．６７－１９８－３’
‘ＧＦｇａ５２－４２’
‘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Ｓ．１３０５３’
‘Ｓ．２００７’
‘Ｓ８７－１５’
‘ＳＶ１２－３０８’

‘ＳＶ１２－４１３’
‘奥拉皇后’‘Ｏｌａｒｒａ Ｑｕｅｅｎ’
‘巴柯’‘Ｂａｃｃｏ Ｎｏｉｒ’
‘白奥林’∗
‘蓓蕾玫瑰’‘Ｍｕｓｃａｔ Ｂａｉｌｅｙ’
‘布朗无核’‘Ｂｒｏｗｎ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卡托巴’‘Ｃａｔａｗｂａ’
‘脆红’‘Ｃｕｉｈｏｎｇ’

‘大阪 ４８２０２’‘Ｏｓａｋａ ４８２０２’
‘德引 ８４－１’∗
‘俄罗斯康可’‘Ｒｕｓｓｉａｎ Ｃｏｎｃｏｒｄ’
‘二伯娜’‘Ｕｒｂａｎａ’
‘范讷萨无核’‘Ｆａｎｎｅｓａ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峰寿’‘Ｆｅｎｇｓｈｏｕ’
‘高砂’‘Ｔａｋａｓａｇｏ’
‘高墨’‘Ｔａｋａｓｕｍ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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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比’‘Ｇｏｒｂｙ’
‘贵妃玫瑰’‘Ｇｕｉｆｅｉｍｅｉｇｕｉ’
‘贵妇人’‘Ｇｕｉｆｕｒｅｎ’
‘哈佛德’‘Ｈａｒｔｆｏｒｄ’
‘黑奥林’‘Ｂｌａｃｋ Ｏｌｉｍｐｉａ’
‘黑贝蒂’‘Ｈｅｒｂｅｒｔ’
‘黑丰’‘Ｈｅｉｆｅｎｇ’
‘黑后’‘Ｂｌａｃｋ Ｑｕｅｅｎ’
‘黑佳酿’‘Ｈｅｉｊｉａｎｉａｎｇ’
‘黑蜜’‘Ｈｅｉｍｉ’
‘黑赛必尔’‘Ｓｅｉｂｅｌ Ｎｏｉｒ’
‘红奥林’‘Ｏｌｙｍｐｉａ’
‘红富士’‘Ｂｅｎｎｉ ｆｕｊｉ’
‘红瑞宝’‘Ｂｅｎｉ ｚｕｉ ｈō’
‘红萨福尔克’‘Ｓｕｆｆｏｌｋ Ｒｅｄ’
‘红香蕉’‘Ｈ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ｊｉａｏ’
‘红伊豆’‘Ｂｅｎｉｉｚｕ’
‘琥珀’‘Ｈｕｐｏ’
‘沪培 ２ 号’‘Ｈｕｐｅｉ Ｎｏ． ２’
‘户太 ８ 号’‘Ｈｕｔａｉ Ｎｏ． ８’
‘华夫葡萄’‘Ｈｕａｆｕ ｐｕｔａｏ’

‘火星无核’‘Ｍａｒｓ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吉峰’‘Ｊｉｆｅｎｇ’
‘加拿大玫瑰’‘Ｃａｎｄａ Ｍｕｓｃａｔ’
‘金星无核’‘Ｖｅｎｕｓ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京亚’‘Ｊｉｎｇｙａ’
‘京优’‘Ｊｉｎｇｙｏｕ’
‘巨峰’‘Ｋｙｏｈō’
‘巨峰玫瑰’‘Ｊｕｆｅｎｇｍｅｉｇｕｉ’
‘巨玫瑰’‘Ｊｕｍｅｉｇｕｉ’
‘康拜尔’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康能无核’‘Ｃａｎｎｏｎ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累克芒特’‘Ｌａｋｅｍｏｎｔ’
‘龙宝’‘Ｒｙｕｈｐ’
‘玫瑰魁’‘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Ｒｏｓｅ’
‘蜜尔紫’‘Ｍｉｌｌｓ’
‘蜜红’‘Ｈｏｎｅｙ Ｒｅｄ’
‘蜜汁’‘Ｍｉｚｈｉ’
‘摩尔多瓦’‘Ｍｏｌｄｏｖａ’
‘茉莉香’‘Ｍｏｌｉｘｉａｎｇ’
‘纽约玫瑰香’‘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ｕｓｃａｔ’
‘莎加蜜’‘Ｓａｇａｍｉ’

‘申秀’‘Ｓｈｅｎｘｉｕ’
‘神农硕丰’‘Ｓｈｅｎｎｏｎｇｓｈｕｏｆｅｎｇ’
‘沈农香丰’‘Ｓｈｅｎｎ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ｆｅｎｇ’
‘斯蒂本’‘Ｓｔｅｕｂｅｎ’
‘藤稔’‘Ｆｕｊｉｍｉｎｏｒｉ’
‘天康玫瑰’‘Ｔｉａｎｋａｎｇｍｅｉｇｕｉ’
‘田野黑’‘Ｔａｎｏ Ｂｌａｃｋ’
‘田野红’‘Ｔａｎｏ Ｒｅｄ’
‘无核蜜’‘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Ｓｕｌｔａｎａ’
‘希姆劳德’‘Ｈｉｍｉｏｄ Ｓｅｅｄｌｅｓｓ’
‘夕阳红’‘Ｘｉｙａｎｇｈｏｎｇ’
‘香悦’‘Ｘｉａｎｇｙｕｅ’
‘小黑粒’‘Ｃｌｉｎｔｏｎ’
‘信浓红’∗
‘状元红’‘Ｚｈｕａｎｇｙｕａｎｈｏｎｇ’
‘着色香’‘Ｚｈｕｏｓｅｘｉａｎｇ’
‘紫桃’‘Ｚｉｔａｏ’
‘紫玉’‘Ｚｉｙｕ’
‘紫早’‘Ｚｉｚａｏ’
‘醉人香’‘Ｚｕｉｒｅｎｘｉａｎｇ’

欧山杂种 Ｖｉｔｉｓ ｖｉｎｉｆｅｒａ × Ｖ．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 Ｒｕｐｒ． （４ 个）：
‘北醇’‘Ｂｅｉｃｈｕｎ’
‘北红’‘Ｂｅｉｈｏｎｇ’

‘北玫’‘Ｂｅｉｍｅｉ’ ‘公酿 １ 号’‘Ｇｏｎｇｎｉａｎｇ Ｎｏ． １’

美洲种 Ｖｉｔｉｓ ｌａｂｒｕｓｃａ （１ 个）：
‘香槟’‘Ｃｈａｍｐｉｏｎ’

未知种 Ｕｎｋｎｏｗ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５ 个）：
‘Ｓ．６０－３９’
‘Ｓ．７０－５３’

‘阿列阿基可’∗
‘甘桑’‘Ｇａｎｓａｎｇ’

‘耶特斯’‘Ｒｏｎｎｉｅ Ｙｅａｔｓ’

野生种 Ｗｉｌ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８ 个）：
变叶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ｐｉａｓｅｚｋｉｉ Ｍａｘｉｍ．
刺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ｄａｖｉｄｉｉ （Ｒｏｍａｎ． ｄｕ Ｃａｉｌｌ．） Ｆｏëｘ
华东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ｐｓｅｕｄｏ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ａ Ｗ． Ｔ． Ｗａｎｇ

毛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ｈｅｙｎｅａｎａ Ｒｏｅｍ． ｅｔ Ｓｃｈｕｌｔ．
桑叶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ｈｅｙｎｅａｎａ ｓｕｂｓｐ． ｆｉｃｉｆｏｌｉａ
（Ｂｕｎｇｅ） Ｃ． Ｌ． Ｌｉ

山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 Ｒｕｐｒ．
腺枝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ａｄｅｎｏｃｌａｄａ Ｈａｎｄ．⁃Ｍａｚｚ．
燕山葡萄 Ｖｉｔｉｓ 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ｄｉｓｓｅｃｔａ Ｓｋｖｏｒｔｓ．

∗： 外文品种名不详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ｎａｍｅ ｉｓ ｕｎｋｎｏｗ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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