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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荧光光度法测定了中国野生葡萄 l2个种的 39个株系、8个杂交组音 397 

个F 代杂种的花色裘双糖苷古量．结果表明：中国葡萄野生种均古有花色素双糖苷．其古量 

在种和株系问差异较大一1对基因控制花色素双糖苷的有无；3对基因决定花色素双糖苷的古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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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果实中的花色素作为红葡萄酒的主要星色物质，常与葡萄糖结合，以糖苷的形式 

存在于葡萄果皮中。1957年，R．Gayon报道了欧亚种葡萄无花色素双糖苷，而美洲种葡萄 

及欧美杂种都含花色素双糖苷后，国际葡萄、葡萄酒组织(O．I．V．)就把花色素双糖苷的 

有无作为检测欧亚种葡萄酒掺假的标志 。]。此后，有关研究者指出除欧亚种之外所有葡 

萄种及其种间杂种可检出花色素双糖苷 -4-。但是目前尚无花色素双糖苷对葡萄及葡萄加 

工品的品质有不良影响的报道。所以在利用野生葡萄资源选育酿酒葡萄新品种的研究中， 

是否应执行O．I．V．关于葡萄酒中花色素双糖苷含量应少于5 mg／L的规定就是一个值 

的探讨的问题。而且在利用东亚种葡萄野生种进行育种的过程中，花色素双糖苷的含量及 

其遗传特点，目前尚无系统研究。本文旨在探讨中国葡萄野生种中花色素双糖苷的含量及 

遗传特点，选择花色素双糖含量较低的亲本或杂种后代．以便对中国葡萄野生种的开发利 

用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试验于 1 995～1996年进行，试材取 白西北农业大学果树试验站，所用野生种有：山葡 

萄( ．amurensis Rupr．)7个株系、秋葡萄( ．romanetii Roman．)5个株系、华东葡萄 ． 

Psedoreticulata W．T．Wang)6个株系、毛葡萄( ．quinquangula~s Rehd)5个株系、刺葡 

萄( ．dvaidii(Roman．)Fo~x)6个株系、瘤枝葡萄 ．davidii vat．Cyanocarpa(Gapn．) 

Sarg．)1个株系、婴奥葡萄( ．thunbergii Sarg．)Sieb．et Zucc．)1个株系、华北葡萄( ． 

bryoniifolia Bunge)2个株系、燕山葡萄( ．yeshanensis)1个株系、复叶葡萄( ．Piasezkii 

Maxim．)3个株系、小复叶葡萄( ．h'ubaensisNiu L．X．)1个株系、麦黄葡萄( ．SPP．，地 

方俗名)1个株系 用作对照的欧洲葡萄品种和欧美杂种为粉红玫瑰(Muscat rose)、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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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Blue French)、神索(Sinsauh)、佳利酿(Carignane)、赤霞珠(Cabernet Sauvignon)、五 

月紫(Maisky Nolr)、玫瑰香(Muscat Hamburg)和康早(Campbell Early)。所用杂交组合 

及后代为镇 3×法国兰、白河35一l×佳利酿、广西1×白诗南 广西 1×神索、五月紫×广 

西 2、秋葡萄(留1)×秋 ￡、83—4—96×粉红玫瑰、83—4—96×白诗南。 

1．2 方法 

1．2．1 果实采收及处理 在气候条件允许和不发生严重落粒的情况下，尽量推迟采收， 

以便葡萄充分成熟。采收后剔除生青粒和腐烂果、除梗、破碎装瓶浸提4 d，取汁、离心澄清 

(8000~10000 r／min，离心10 rain)。分离清汁稀释备用。 

1．2．2 测定方法 花色素双糖苷含量用 Biher 法测定。 

1．2．3 数据统计分析 参考果树研究法 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国葡萄野生种中花色素双糖苷的含量 

裹1 中国葡萄野生种中花色素双糖含量 

花色采取糖苷台■(mg／L) 花色素疆糖苷古量(mg／L； 

1995年 1996年 平均 1995年 1996年 平均 

山奢萄 道化 3 38．20 61 04 46 62 毛奢萄 泰山12 51．07 81．71 66 39 

有 左山1 57-28 ／ ／ 有 商 24 153．34 132．06 l42．70 

有 左山2 21 ．45 242．21 229．83 有 谓南 3 60．12 138．87 99．5O 

有 左山75097 79．40 ／ ／ 有 83—4—67 94．40 ， ／ 

有 左山 74—1—36 134．52 240．B6 l3 ．∞ 有 83—4—96 101．94 190 63 】0】29 

有 双忧 鞠9 9 311．06 329．98 华柏匏萄 宣林 2 ／ l8．01 ／ 

有 辽宁山葡萄 16．35 i7．66 i7，01 有 安林 3 96．06 ／ ／ 

华椭 萄 白河 35 1 l45 41 】97．66 171．54 复li嗍 萄 甘肃 9】 ／ 189．91 ／ 

有 白河 l3 79．55 ／ ／ 有 留7 66．81 ／ ／ 

有 湖南 I 34．90 ／ ／ 有 留9 ／ 321．4 ／ 

有 商南 1 121．49 ／ ／ 婴黼 萄 要奥 23．79 59．73 4L 76 

有 广西 1 1 71．42 Il9．o6 14s．24 麦蝴 萄 白河 4 ／ 6．654 ／ 

有 白河 13一l 23．79 ／ ／ 瘤蝴 萄 镇 3 49．Ii 19．69 31．40 

捌曹萄 济南 1 31．48 32．20 3l_B9 小复肯葡萄 岚 2 303．盯 ， ／ 

有 雪峰 178．38 ／ ／ 燕【嗍 萄 燕 146．01 108．83 I 27．42 

有 略阳4 蝎．32 ／ ， 默撒 种 康早 7．936 ／ ／ 

有 塘尾 n．29 292．45 201．87 欧盂种 粉红玫瑰 0 0 0 

有 福建 4 172．46 75．68 iZ4．07 无 神索 0 0 0 

有 宁强 6 45．09 ／ ／ 无 莹国兰 0 O O 

秋■萄 冒I 44．72 55． 2 5O．。0 无 玫瑰香 0 0 0 

有 平利 7 92．56 166．73 1 29 65 无 五月紫 0 0 0 

有 平利 2 ／ 160．77 ／ 无 赤霞球 0 0 0 

有 江西1 ／ 70．84 ／ 

有 白河 2 ／ 72．03 ／ 无 佳利酿 0 0 0 

表I的结果显示，欧亚种葡萄各品种宅均不含花色素双糖苷；欧美杂种康早含有较少 
量(7．936 mg／L)的花色素双糖苷；中国葡萄野生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花色素双糖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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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含量无论是在种问还是株系间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而且还因年份的不同，同一种或 

株系也都表现出含量的差异，1995年山葡萄双优含量最高(336．90 rag／L)，含量最低的是 

辽宁山葡萄(16．35 mg／L)；1996年含量最高的是复叶葡萄留9(321．40 mg／L)，麦黄葡萄 

白河4含量最低(6．654 rag／L)。两年平均含量低的依次为辽宁山葡萄(17．01 mg／L)、瘤 

枝葡萄镇 3(31．40 mg／L)、刺葡萄济南1(31．89 nag／L)，婴奥葡萄(41．76 mg／L)和山葡 

萄通化3(46．62 mg／：L)；平均含量高的依次为山葡萄双优(323．98 mg／L)、山葡萄左山2 

(229．83mg／L)、刺葡萄塘尾(201．87 rng／L)和山葡萄左山74—1—36(187．69mg／L)。有些 

种和株系因投连续结果，只有一年的铡定数据，其中含量的高低还需进一步铡定。 

2．2 花色素双糖苷有无的遗传 

由表2可知：组合五月紫×广西2、白河35—1×佳利酿、广西1×白诗南、镇3×法国 

兰、广西1×神索的Ft代杂种都含有花色素双糖苷，无分离现象，因各组合都有一个亲本 

为不含双糖苷的欧亚种葡萄，故可推知镇3、广西 l、广西2、白河35—1中控制花色索双糖 

苷有无的基因为显性纯合；秋葡萄白交后代中无分离现象，说明至少有一个亲本中控制该 

性状的基因处于显性纯合状态；83—4—96×白诗南、83—4—96×粉红玫瑰两组合的F 代杂种 

出现花色索双糖苷有无的分离，其中自诗南和粉红玫瑰为已知无花色素双糖苷的欧亚种 

葡萄，这说明83—4—96中控制双糖苷有无的基因属异质结合，因其有和无的分离比例分别 

为1．4：1和1．09：l'对其进行适合性x 测验(表3)-发现逸两个组合的F 代杂种花色 

素双糖有无的分离比例符合 1：1，所以可推知花色素双糖苷的有无受一对显性基因控 

制 

袁 2 花色素双糖苷有无的遗传 

注：*雄株广西2和秋葡萄的施色誊双糖古量用其雌株广西1和秋葡萄(留1]代替一表4同． 

寰3 83—4-96花色素双糖苷遗传的 测验 

查表得 x *．】)一3．B4-x ∞1．11I6．63{妊 o．192<x~o,0B．1)<础0 c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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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花色素双糖苷含量的遣传 

表4的结果表明，F 代杂种中花色素双糖苷含量的分布具不连续性，都有一个相对 

集中的区域，有些组合后代出现了较大比倒的超高亲现象，对后代平均花色素双糖苷含量 

与亲本含量进行相关分析，二者无显著相关，即后代中花色素双糖苷的含量不呈趋中变 

异，这 都说明：花色素双糖苷含量的遗传不是数量性状，而属质量性状。 

分析表4中各组合的亲本组成，欧亚种葡萄法国兰、五月紫、佳利酿、神索、粉红玫瑰 

等红色品种的杂种后代花色紊双糖苷含量都不同程度的出现超高亲现象，而且颜色较深 

的法国兰、五月紫等出现的比率较高，但含白色品种白诗南的组合无一超高亲现象出现， 

同时还出现较高的负优势率。由此可推断花色紊双糖苷含量多少除和控制其有无的基因 

有关外，还和控制花色紊形成的基因有密切联系。据罗素兰等人的结究结果 ]，83—4—96和 

粉红玫瑰的果皮颜色基因型为Bbrr和bbRr，考虑到控制双糖苷的基因(暂定为Dd)，对 

83—4—96×粉红玫瑰的F 代杂种中花色素双糖苷含量分布做适合性 测验(表 5)，结果 

证明以上的推论是正确的，即花色素双糖苷的含量多少由3对基因决定。这3对基因如何 

作用，是否有互作关系，是否受亲本基因型、组合数、样本数等条件的限制，还需做进一步 

研究。 

3 讨 论 

3．1 花色素双糖苷作为检测葡萄酒掺假标准的局限性 

花色素双糖苷的有无作为O．I．V．鉴定非欧亚种葡萄酒的掺假标准，主要是基于美 

洲种具不良的酿酒品质，特别是具有由邻氨基苯甲酸甲酯引起的“狐臭味”啪，且美洲种葡 

萄都含有花色素双糖苷而制定的 但是，目前尚无任何研究表明，花色素双糖苷对葡萄酒 

的质量有不良影响，所以，O．I．V．制定的限制葡萄酒中花色素双糖苷含量不得超过5 

mg／L的标准就不利于研究开发不同的葡萄野生资源，对解决欧亚种葡萄抗性问题无促 

进作用。根据本研究结果，作者认为应对此标准做进一步的研究，并结合目前先进的检测 

手段予以修定，以期加速葡萄野生资源的开发利用，解决欧亚种的抗逆性问题。 

3．2 花色素双糖苷的遗传 

R．Gayon在美洲种葡萄中研究发现花色紊双糖苷有无是由一对基因控制的质量性 

状，且属显性纯合。作者的结果也证实在中国葡萄野生种中，控制花色素双糖苷有无的是 
一 对基因，且为质量性状。在太多数种和株系中为显性纯合，但在毛葡萄(83—4—96)中处于 

异质结合。在所有杂交后代中花色素双糖苷含量都是不连续分布，和亲本的含量不相关， 

同时还有超高亲现象出现，说明其含量的多少属质量性状。另外花色素双糖苷的含量、超 

高亲比例、优势率等还表现出和亲本颜色深浅有一定的联系。结合花色素苷的生物合成， 

可以推测，控制其有无的基因实质上决定着3，5-花色素二葡萄糖苷形成时花色素分子5 

位上结合葡萄糖的糖苷酶，而在一般的欧亚种葡萄中只存在花色素分子 3位上结合葡萄 

糖的糖苷酶。这样，花色素双糖含量的多少除和该酶有关外，还与花色素的形成以及作用 

于花色素分子3位上的糖苷酶有关，因一般葡萄果皮颜色的遗传由两对基因控制 

(BbRr)，其中B对R为上位显性 ]，故作者假设了控制花色素双糖苷的含量高低为3对 

基因，经对基因型清楚的83—4—96×粉红玫瑰 的 测验，证实了这一推测是正确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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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它亲本的基因型不清，组合数少，样本数少的局限，这一推测的可靠性还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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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n Changqing He Puchao Kang Jingquan 

(Department of ftortitmlt~ -2 The Central La~ratory，N hm 

Ago'cultural Unh~m ，Yangllng，ShaanM 712100) 

Abstract The anthocyanin diglucoside contents of 39 clones in 12 species，and 397 

F，。f 8 crossings of the wild Vitis resources in China were determin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ll the wild Vitis resources contain anthocyanin diglucosi~le and the antho- 

cyanin diglucoside contents of different species and clr．m．．~vary much；A pair of genes de— 

cides the existance of anthocyanin dlglucoside，where three pairs of genes determine how 

much anthocyanin diglucoside the grape berries co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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