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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的葡萄生产与科研
Ξ

王跃进, 万怡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园艺学院, 陕西 杨陵 712100)

　　[摘　要 ]　对美国加州的葡萄种质资源保存与研究、栽培技术、贮藏保鲜、病虫害防治、脱毒技术以及无核葡

萄品种与育种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同时强调指出, 我国进行葡萄引种时除重视经济性状外, 还应特别注意病虫

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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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与农业部科教司两位同志, 为执行农业部

948 项目, 于 2000 年 10 月 13～ 25 日对美国加州葡

萄进行了为期 13 d 的考察。其主要目的是, 学习美

国葡萄生产和无核葡萄快速育种先进技术, 以促进

我国葡萄生产和加速无核葡萄育种进程; 了解美国

优良无核葡萄品种信息, 为进一步引种做准备。

通过这次考察, 笔者得到了不少信息和体会, 现

整理成文, 以供读者参考。

1　美国加州 (Califo rn ia)的自然条件

加州位于美国本土最西部, 西临太平洋, 世界著

名的港口城市旧金山 (San F rancisco)和洛杉矶 (L o s

A ngeles)即在加州境内。加州土层深厚, 土壤为壤土

或沙壤土[1 ]。

加州是典型的地中海型气候, 以加州的Bakers2
f ield 为例, 其年平均气温为 18. 4 ℃, 7、8 和 10 月平

均气温分别为 29. 2, 28. 2 和 27. 2 ℃, 极端高温为

38. 9 ℃, 极端低温为 1. 7 ℃, 全年积温为 6 250. 5

℃, 年降水量为 207 mm。加州降雨时期主要集中在

1、2、11 和 12 月, 4～ 10 月的降雨量不足全年的

1ö10。4～ 10 月的田间蒸发量大于降雨量, 但加州有

丰富的地下水资源及淡水资源, 如以 Sacram en to

R iver 进行田间灌溉。11 月份后, 葡萄已采收完毕并

进入休眠期, 正好进入雨季, 因此, 加州葡萄生长期

长, 生长季节病虫害少, 葡萄品质好[1 ]。

加州是美国葡萄主要产区, 其葡萄栽培面积占

全美葡萄栽培面积的 85% 以上, 葡萄产值在加州占

整个农业生产的第三位。加州是世界著名葡萄产区

之一, 这也是笔者选择加州进行项目考察的原因。

2　加州葡萄栽培与加工贮藏技术

2. 1　美国加州葡萄栽培区划及主要栽培品种

　　加州大学早在 1944 年就对加州葡萄栽培区划

进行了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又对加州葡萄发展进

行了详细区划, 并严格规定了其适宜的区域化品种,

加州大学W ink ler 提出以 4～ 10 月葡萄生长期大于

10 ℃的活动积温为基础, 将加州葡萄产区分为 5 个

区[2 ] , É 区< 1 390 ℃, Ê 区 1 390～ 1 670 ℃, Ë 区

1 671～ 1 950 ℃, Ì 区 1 951～ 2 220 ℃, Í 区>

2 220 ℃。

在美国, 市场上 80% 的鲜食葡萄是无核葡萄,

98% 的葡萄干由无核葡萄制成。近年人们研究指出,

无核葡萄对婴幼儿食用安全且营养丰富[3 ]。因此, 无

核葡萄在美国生产、消费及贸易中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根据美国农业部提供的资料, 现将美国主要栽培

的无核葡萄品种及其特性介绍如下[3～ 8 ]。

汤姆逊无核 (T homp son Seedless) : 又名无核

白、无籽露, 区亚种, 原产亚细亚。由美国人 T homp2
son 于 19 世纪引入美国而得名。是美国加州栽培面

积最大的一个葡萄品种, 美国 97% 的葡萄干由该品

种制成。

火焰无核 (F lam e Seedless) : 是加州第二大鲜食

品种。早熟。果穗中等大 (平均 0. 4 kg) , 单歧肩圆锥

形。果粒平均重 3. 0 g, 圆形或卵圆形, 紫红色, 果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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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 硬度中等, 果皮与果肉不易分离。味甜, 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 (SSC) 180 gökg。树势强, 丰产。

红宝石无核 (R uby Seedless) : 中熟鲜食品种。

果穗中等大 (平均 0. 55 kg) , 单歧肩圆锥形。果粒平

均重 4. 0 g, 椭圆形, 紫红色, 果皮中等厚, 硬度中等,

味甜。树势强, 丰产。

腓红无核 (C rim son Seedless) : 是加州第四大鲜

食品种。晚熟。果穗中等大 (平均 0. 5 kg) , 单歧肩圆

锥形, 果粒大, 平均重 4. 0 g, 长圆形或卵圆形, 鲜红

色, 果粉厚。果皮厚, 硬度中等, 味甜, 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 190 gökg, 糖酸比大于 20∶1。树势强, 丰产, 不

裂果。对 GA 3 较敏感, 花期和花后使用 GA 3 质量浓

度分别为 2～ 3 m göL 和 30 m göL。
黑宝石无核 (B lack Em erald) : 早熟鲜食品种。

果穗中等大 (平均 0. 45 kg) , 单歧肩圆锥形, 果粒中

等大, 平均重 2. 3～ 2. 8 g, 圆形或近圆形, 黑色, 果粉

薄。果肉硬而透明。果皮中等厚, 味甜, 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 180 gökg。树势中等, 丰产。对 GA 3 较敏

感, 花期和花后使用 GA 3 质量浓度分别为 2～ 3

m göL 和 20 m göL。
幻想无核 (Fan tasy Seedless) : 中熟鲜食品种。

果穗中等大 (平均 0. 5 kg) , 果穗长, 圆锥形, 果粒

大, 平均重 6. 0～ 7. 0 g, 大多数卵圆形, 蓝黑色, 果皮

中等厚, 硬度中等, 味甜,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90

gökg, 口感脆。树势较强, 产量中等。GA 3 处理后易

引起严重落花落果, 且第二年产量降低。

皇家夏天 (Summ er Royal) : 中熟鲜食品种。果

穗中等大 (平均 0. 5 kg) , 单歧肩圆锥形, 果粒大, 平

均重 4. 3～ 4. 5 g, 圆形或卵圆形, 黑色, 果皮中等厚,

硬度中等, 果皮与果肉不易分离。味甜, 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 180 gökg, 主要用于鲜食。树势强。花期不

宜使用 GA 3, 花后处理 GA 3 质量浓度为 40 m göL。
皇家秋天 (A u tum n Royal) : 晚熟鲜食品种。果

穗大 (0. 5～ 1. 0 kg) , 单歧肩圆锥形, 果粒大, 平均重

6. 5 g, 卵圆形或椭圆形, 黑色或紫黑色, 硬而透明。

果皮中等厚, 硬度中等, 味甜,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180 gökg, 主要用于鲜食, 不耐贮运。树势较弱。

美丽莎 (M elissa) : 中熟白色鲜食品种。果穗中

大 (0. 55 kg) , 多歧肩圆锥形, 果粒大, 平均重 6. 0 g。

味甜, 有玫魂香味。果皮中等厚, 硬度中等。树势强,

丰产, 极耐贮运。一般花期不宜使用 GA 3 或使用质

量浓度极低, 花后处理 GA 3 质量浓度为 20 m göL。
秋无核 (A u tum n Seedless) : 晚熟。果穗中大

(0. 9～ 1. 4 kg) , 多歧肩圆锥形, 果粒大, 重 4. 0～

4. 5 g, 最大果粒 5. 5～ 6. 0 g, 卵圆形, 黄绿色, 果皮

薄, 硬度中等, 味甜, 主要用于鲜食。不落粒, 极耐贮

运。对GA 3 极其敏感。因该品种产量极低, 因而在美

国现在很少有栽培。

节日无核 (F iesta) : 早熟白色品种。果穗中等

大, 果粒着生中等紧密。果粒中等大 (1. 6～ 2. 1 g) ,

椭圆形。果皮与果肉不易分离, 口感脆。树势中等。

主要用于制干, 葡萄干平均重 0. 5 g。

DOV ine: 白色早熟品种。果穗中等大, 圆锥形,

果粒中等大 (平均 1. 85 g) , 近圆形。果皮中等厚, 硬

度中等。主要用于制干, 葡萄干平均重 0. 53 g。树势

较弱。

夏季玫瑰香 (Summ er M u scat) : 早熟白色无核

品种。果穗中或偏小 (0. 35 kg) , 多歧肩圆锥形, 果

粒中等大, 平均重 1. 4～ 1. 9 g, 椭圆形。味甜, 玫瑰香

味浓。果皮中等厚, 硬度中等。主要用于制干。树势

强。

钻石玫瑰香 (D iamond M u scat) : 早熟白色无核

品种。果穗中等重 (0. 35 kg) , 多歧肩圆锥形, 果粒中

等大, 平均重 1. 8～ 2. 2 g, 椭圆形。味甜, 有玫瑰香

味。主要用于制干。树势强。

2. 2　修剪与疏果

加州葡萄生产多采用篱壁架, 双主干“干”字树

形, 无核葡萄主要采用短梢或极短梢修剪。花前保证

40～ 50 穗花穗, 花后 2～ 4 周内, 每株树要分 2 次共

疏去 10～ 15 穗幼果。有的品种, 若花穗过大, 如R u2
by Seedless, 在开花前还要将花穗掐去 1ö3, 经过这

样处理, 果粒大小及其他品质明显提高[9 ]。

2. 3　施肥与灌水

美国的葡萄园随灌水而进行配方施肥, 多为化

肥, 很少施有机肥, 但在施肥时要不断对土壤肥力进

行测定, 做到合理、科学配方施肥[10 ]。

加州由于干旱少雨, 因此节水灌溉措施十分受

重视。加州多数葡萄园采用滴灌或地下渗灌方式进

行灌水。人们认识到, 脱落酸 (ABA ) 是植物耐旱的

信号因子, 植物受到干旱胁迫, 在体内会积累

ABA [11 ]。据此, 加州大学 F resno 分校的专家, 正在

进行一项研究, 即对葡萄园进行隔行灌溉, 这样每株

葡萄树的根系只有一侧接触到水, 而另一侧根系处

在干旱胁迫下, 因而受干旱胁迫的根系会产生和积

累大量ABA , 并向地上部分运输传给整个植株, 这

样植株蒸腾失水会相应减少, 从而需水量也相应降

低。初步研究表明, 这种灌溉方式更节省用水 (与

F resno 分校专家座谈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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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赤霉素及环剥在无核葡萄上的应用

为增大果粒和提高果品品质, 美国无核葡萄生

产普遍采用赤霉素 (GA 3)和环剥处理[12, 13 ]。

无核葡萄依品种不同, 需要喷施 GA 3 1～ 3 次。

如 T homp son Seedless 即处理 3 次, 第一次当开花

达 50%～ 70% 时使用 15～ 20 m göL GA 3 进行疏花

处理, 第二和第三次分别在花后 6 d 和 12 d 用

40 m göL GA 3 喷施 2 次, 经过这样处理, 果粒增大,

而且果面光亮美观。

一般无核葡萄品种要进行环剥, 即在花后 7～

10 d 左右在树干基部环剥 8～ 10 mm 左右宽带, 深

达木质部, 环剥之后伤口要涂上防腐剂。环剥处理具

有防止枝条徒长、促进花芽分化、增加产量、增大果

粒的作用。

无核葡萄只有经过 GA 3 和环剥相结合处理, 果

粒增大才十分明显。一般品种经过这样处理后, 果粒

可增大 0. 8 至 1. 2 倍[8 ]。

2. 5　鲜食葡萄的采收与贮藏保鲜

在美国, 葡萄采收前, 要测定果实含糖量, 只有

含糖量达到一定值时才采收。采收时, 人工采下果

穗, 在田间集中摘除烂果, 然后运送至包装车间, 先

用 SO 2 蒸熏 (0～ 2 ℃) [14 ] , 再装入保鲜袋中, 然后装

入果箱中 (10 kgö箱) , 每个果箱中放入一定的 SO 2

发生剂, 在 0～ 2 ℃下贮藏运输[15 ]。

SO 2 主要是防止葡萄贮藏中的灰霉病 (B otry tis

cinceera Pers. ) [16 ]。由于美国政府对葡萄果实中的

SO 2 含量有严格规定[17 ] , 人们正在研究用乙酸熏蒸

及其他方法代替 SO 2 处理[18～ 20 ]。

2. 6　制干葡萄的采收与加工

在加州, 笔者了解到制干葡萄多采用机械采收。

方法如下: 葡萄成熟后, 将果穗剪下, 然后摊放在葡

萄园行间 (果穗下面垫上厚纸) , 让其干燥, 然后收集

加工。

葡萄干在干燥前要放在一定浓度的碱液中浸

醮。碱液多为N aOH , 碱液可以加速浆果脱水, 也有

防腐及防褐变的作用[21 ]。近来研究表明稀浓度的蜂

蜜也可防止葡萄干加工过程中的褐变[22 ]。自然干燥

需要很长的时间, 目前美国正在研究利用微波炉及

日光相结合的方法制葡萄干[23～ 25 ]。

无核葡萄果实干燥后, 送到加工厂进行进一步

加工。其工序如下: 脱梗、过筛→清洗→吹干表面水

分→包装。最后出来的产品是无灰尘、晶莹的葡萄

干。

3　葡萄种质资源收集、保存与研究

3. 1　N PGS 及D avis 果树种质资源库

　　美国农业部 (U n ited Sta tes D epartm en t of A 2

gricu ltu re, U SDA ) 设立了一个“农业研究中心 (A 2

gricu ltu ra l R esearch Service,A R S)”, 该中心负责管

理“国 家 植 物 种 质 资 源 体 系 (N at ional P lan t

Germp lasm System , N PGS)”, N PGS 的任务主要有

4 点: 植物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及交换 (或赠

送)。N PGS 根据不同植物的生长特点, 在美国 22 个

州共建立了 25 个植物种质资源保存库。

1981 年N PGS 在加州D avis 建立了“果树与核

果类作物保存库 (R epo sito ry fo r F ru it and N u t

C rop s, FN CR )”, 该库收集、保存来自世界各地的果

树和核果类植物材料, 保存有葡萄、核果类、核桃、阿

月浑子、无花果、橄榄、石榴、猕猴桃、柿树和桑树等,

其中葡萄最多, 有 54 个种 2 499 份材料, 并对所保

存的材料特性如产量、物候期、抗性、形态等进行综

合评价和分类研究, 主要费用来自美国农业部。该库

对世界各国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免费提供研究材料,

读者可通过他们的网站 h t tp: ööwww. ars2grin. gov

查阅信息。

3. 2　FPM S

植物材料供应基地 (Foundat ion P lan t M ateri2

als Service, FPM S)是加州大学D avis 分校“农业与

环境科学学院 (Co llege of A gricu ltu ra l and Envi2

ronm en ta l Science)”建立的。FPM S 主要收集保存

农业生产中用到的无性材料如葡萄、蔷薇科植物及

红薯等。该机构不对所保存的材料进行评价研究, 没

有政府经费资助, 是通过向社会提供商业服务得以

生存。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 ①对材料进行脱毒处

理, 以向社会提供优质无毒无病虫材料; ②对社会所

提供的材料进行病虫、病毒鉴定和检测工作, 提供鉴

定报告 (有法律效力)。他们的网站是 h t tp: ööfpm s.

ucdavis. edu。

4　主要病虫害防治与品种苗木脱毒研究

在加州, 葡萄主要病害是葡萄白粉病 (U ncinu la

necta (Schew. )Bu rr. ) 和葡萄皮尔斯病 (X y lella f a2

tid iosa W ells et a l) , 前者是真菌病害, 后者是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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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害 (俗称“P ierce D isease”) ; 主要虫害有葡萄根瘤

蚜 (V iteus v itif oliae F ith. )、黄头大叶蝉属 (Ca rneo2

cep ha la Ball. )、闪叶蝉属 (D raecu lacap ha la Ball. )

和土壤根结线虫 (M eloid ogym e incog n ita (Kofo id &

W lite) Ch itw ood ) ; 主要的病毒病有葡萄卷叶病

(L eaf ro ll)和葡萄扇叶病 (Fan leaf) [26 ]。

加州葡萄白粉病严重, 每年因此而耗费的资金

巨大。

葡萄皮尔斯病是一种让人十分头疼又棘手的病

害, 目前还没有好的防治方法, 一旦感染该病, 树体

逐渐衰弱, 5～ 7 年死亡, 因而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该

病最初发现于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 (F lo rida) ,

后传播到其他州的葡萄产区。在加州, 该病起初在南

部危害, 后来蔓延到中北部, 造成更严重的危害。黄

头大叶蝉属和闪叶蝉属各一个种的昆虫本身对葡萄

危害不严重, 但他们可携带和传播葡萄皮尔斯病菌,

因而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两种昆虫繁殖力极强, 而且

近水边繁殖力更强, 加州政府每年耗资巨大来控制

这两种昆虫, 但收效甚微[27 ] , 目前主要在果园采用

黄色板引诱成虫以集中灭杀。

葡萄根瘤蚜和根结线虫主要危害根部。以前生

产上主要采用土壤熏蒸消毒法来防治这两类虫害,

即苗圃在育苗前或新建果园在栽苗前, 利用杀虫兼

杀菌剂如甲基溴撒入土壤, 深翻, 耙匀, 然后覆上塑

料膜 (覆盖 4～ 5 个月) , 最后检测土壤中是否存在这

两类害虫 (尤其是根瘤蚜) , 再进行育苗或栽苗建

园[28 ]。这种方法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增强及反对者增

多, 葡萄种植者已开始利用抗性砧木[29 ]。笔者在考

察N apa 峡谷 (美国大型酿酒葡萄基地) 沿途看到,

由于葡萄根瘤蚜及线虫的危害, 果农已将大面积老

树挖去, 栽上了带有抗性砧木的新苗 (1～ 2 年生)。

葡萄病毒病对葡萄生产影响十分重大, 可引起

葡萄产量下降、品质降低及树体衰弱, 因而引起各国

重视[26 ]。在加州, 葡萄卷叶病毒主要靠剑线虫

(X ip henem a ind ex T hop rne et A llen) 传播, 葡萄扇

叶病毒主要在园内传播, 除了这两种病毒病外, 还有

葡萄栓皮病 (Co rky bark ) 和葡萄茎痘病 (Stem p it2

t ing) , 但危害不如前两例严重。美国正在大力进行

葡萄苗木脱病毒工作, 程序如下: 热处理 (38 ℃) →

茎尖 (0. 5 mm )培养→病毒鉴定 (指示植物法和酶联

免疫法 (EL ISA ) )→无毒母株→隔离繁殖。FPM S 是

加州最大的葡萄脱毒机构, 每株脱毒的葡萄原种苗

售价2 000 美元。

葡萄皮尔斯病、葡萄根瘤蚜及携带和传播葡萄

皮尔斯病菌的两种叶蝉均是我国检疫对象, 引种时

应严格按照检疫程序进行。

5　无核葡萄育种

5. 1　无核葡萄胚挽救技术的建立与利用

　　无核葡萄根据其来源分为两类: 单性结实型 (子

房未经受精而发育成无核果实)和假单性结实型 (虽

受精, 但受精后的胚很快停止发育导致无核果实产

生) , 人们发现假单性结实的葡萄在胚停止发育前将

其从幼果中取出, 可在体外进行培养使之发育成成

熟胚 (即胚挽救技术) [28 ]。在胚挽救技术建立以前,

人们是以有核材料作母本、无核材料作父本的杂交

方式来培育无核品种, 这种方法后代出现的无核比

率较低, 平均为 15% , 且选育一个品种一般最少需

要 10 年以上; 而利用胚挽救方法可以进行“无核×

无核”方式杂交, 通过胚挽救其后代来培育无核品

种, 该方法出现无核比率可高达 50%～ 100% , 而且

选育一个品种只需 5 年[30, 31 ] , 这样不仅大大缩短了

育种进程, 而且也极大地提高了育种效率。

利用胚挽救技术进行无核葡萄育种程序如

下[31 ]:

杂交 (无核× 无核)→花后 42 d, 采下杂种幼果

→幼果放在体积分数 70% 乙醇中先消毒 1 m in 后

放入体积分数 2. 6% N aC lO 附加体积分数 0. 1% 吐

温 20 溶液中消毒 10 m in, 再用无菌水冲洗 3 次→消

毒后的幼果在无菌条件下取出胚珠 (幼种子)→接种

于 ER 培养基 (其成分见表 1) →于 (25±1) ℃, 16 h

日光灯 (165 Λmo lö( s·m 2) ) 下培养 8 周, 胚由 0. 2

mm 长至 1. 0～ 1. 5 mm →利用双筒解剖显微镜在无

菌条件下将胚从培养后的胚珠中取出→胚接种于

W oody P lan t (W P ) 基本成分+ 30 göL 蔗糖+ 1. 0

Λmo löL BA P (苄基嘌呤 ) + 30 göL 活性炭 +

6. 5 göL 琼脂的固体培养基上 (pH 5. 8) , 让胚发育成

苗, 培养条件为 (25±1) ℃, 12 h 日光灯, 2～ 4 周后

胚陆续萌发成苗, 幼苗生长至 4 片叶大小→炼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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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移栽到营养钵中在温室生长 3～ 4 个月→第二 年春移栽到大田。

表 1　ER 培养基成分

T able 1　Componen ts of ER cultu re m edium

成分
Componen ts

质量浓度ö
(m g·L - 1)

Concen tration

成分
Componen ts

质量浓度ö
(m g·L - 1)

Concen tration

成分
Componen ts

质量浓度ö
(m g·L - 1)

Concen tration

Ca (NO 3) 2·4H 2O 600. 0 H 3BO 3 0. 5 泛酸钙
Ca patho thenate

3. 0

KNO 3 160. 0 ZnSO 4·6H 2O 0. 5 甘氨酸 Glycine 50. 0

KC l 65. 0 CoC l2·6H 2O 0. 025 肌醇M yo2ino sito l 50. 0

N H 4NO 3 360. 0 CuSO 4·5H 2O 0. 025 水解酪蛋白@ 10 mmo löL 1 211. 6

M gSO 4·7H 2O 750. 0 N aM oO 4·2H 2O 0. 025 蔗糖@ 60 000. 0

N a2SO 4 200. 0 柠檬酸铁 10. 0 活性炭@ 3 000. 0

N aH 2PO 4·H 2O 19. 0 VB1 0. 25 pH 6. 0

M nSO 4·H 2O 3. 0 VB6 0. 25

5. 2　无核葡萄转基因的研究

由于葡萄再生体系难以获得, 因而葡萄转基因

研究一直进展较小, 而美国专家利用汤姆逊无核葡

萄正在展叶的叶片 (长约 0. 5 mm ) 作外植体, 把它

接种在NN (1969) 基本成分+ 5 Λmo löL 2, 42D + 1

Λmo löL BA + 60 göL 蔗糖+ 2 göL 活性炭+ 7 göL
琼脂培养基上 (pH 5. 7) 进行胚状体诱导, 3～ 12 周

后诱导出体细胞胚, 然后接种在改良M S (1962) 基

本成分+ 120 göL 蔗糖+ 2 göL 活性炭+ 7 göL 琼

脂培养基 (pH 5. 7) 进行继代培养, 4～ 6 周继代 1

次, 再接种在 ER 培养基上继代几次后, 用农杆菌

(含目的基因) 与体细胞胚在 ER 培养基上共培养,

筛选后的体细胞胚在W P 基本成分+ 1 Λmo löL
BA + 15 göL 蔗糖+ 3 göL 活性炭+ 7. 5 göL 琼脂培

养基上 (pH 6. 0) 生根成苗, 经 PCR 及 Sou thern

B lo t 检测, 证明获得转基因植株[30 ]。无核葡萄胚挽

救培养中除了形成杂种胚 (zygo t ic em b ryo)外, 有的

还会形成体细胞胚 (som at ic em b ryo) , 这种体细胞

胚形成方式也为葡萄转基因提供了有效手段[31 ]。

6　小　结

通过这次考察, 笔者对美国加州的葡萄生产和

科研作如下总结。

(1)无核葡萄品种选育。加州现在栽培的鲜食葡

萄品种主要是 T homp son Seedless (白色品种, 约占

美国鲜食葡萄栽培面积的 85% ) , 为了满足消费者

对不同品种的要求, 葡萄育种家正在利用胚挽救技

术大力进行无核葡萄品种选育。笔者在加州大学

F resno 分校及 Sun W o rld 公司看到, 通过这种技术

均已选育出了十几个优良无核品系。

(2)重视葡萄栽培区划。科学家对加州葡萄栽培

进行了严格的区划研究, 规定了各区划内的适宜品

种, 人们根据这些研究进行葡萄生产。这种对生产的

宏观研究是条低投入高产出的科研与生产结合之

路。

(3)重视节水灌溉技术研究与推广。加州气候干

旱, 加之随人口增长和工业用水增加, 水资源相对减

少, 人们越来越重视节水灌溉技术的研究与推广。
(4)科学栽培。美国葡萄生产, 无论施肥、灌水,

还是修剪、疏花疏果等生产环节都是建立在严格的

科学试验基础上, 同时美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区划,

一个新品种推广之前要经过反复区划试验。可以说

在美国, 育种家培育一个葡萄新品系花费的时间越

来越短, 但要使之成为生产上有一定栽培面积的品

种不容易, 而且要花费很长时间。

(5)贮藏加工技术。加州生产的鲜食葡萄和葡萄

干要运往全国及其他国家销售, 因此人们十分重视

葡萄贮藏加工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如采收包装技术、

防腐保鲜技术、贮藏运销技术等。
(6)野生资源收集、保存与研究[32, 33 ]。美国十分

重视植物野生资源调查、收集与保存, 不仅收集保存

本国的野生资源, 也尽力收集国外野生资源 (如墨西

哥) , 而且还十分重视野生资源的研究与开发, 如从

野生资源中挖掘抗性基因。

(7)重视现代生物技术在葡萄研究中的应用。美

国科研人员不仅把现代生物技术应用于葡萄转基因

的研究, 而且应用于资源分类、品种鉴定。美国的酿

酒品种都来自于欧洲, 很多品种在美国本土已种植

上百年, 这些品种与欧洲现在栽培的品种是否存在

差异? 是否存在同物异名或异物同名现象? 以及一

些优良酿酒品种的亲本是谁? 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

较深入的研究[34, 35 ] , 这些研究对葡萄科学发展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8)竞争机制推动葡萄科技发展。在美国, 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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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葡萄苗木公司和葡萄酿酒公司都有自己的科技队

伍作后盾, 公司能很快从市场上获取信息从而迅速

推动科技发展; 大学和科研机构也必须和市场结合

或推出最新的成果, 否则就会被社会淘汰。这种自我

形成的竞争机制极大地推动了葡萄科学事业的发

展, 值得学习。

总之,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 应及时从世界

发达国家获取信息、学习先进技术和引进优良品种,

以大大加速我国的葡萄生产和科研发展。笔者再次

强调, 在引进品种时要十分重视检疫, 切勿将葡萄检

疫对象带入我国, 这方面一旦造成失误, 其后果不堪

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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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view of grape p roduct ion and researches in Califo rn ia of U S

W ANG Y ue- j in ,W AN Y i-zhen
(Colleg e of H orticu ltu re,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Grape germp lasm perservat ion and research, vit icu ltu re, tab le grape sto rage and sh ipp ing,

grape diseases and pests con tro l, techn ique of the removing2viru s, seedless grape variet ies and b reeding and

o ther aspects abou t grapes in Califo rn ia of Am erica w ere genera lly review ed in th is paper. A nd, it w as em 2
phat ica lly po in ted ou t that peop le shou ld pay at ten t ion to the grape diseases and pests quaran t ine as w ell as

grape econom ic tra its, and m u st keep these pests ou t if in t roducing grapes from fo reign coun tries in to Ch i2
na.

Key words: Califo rn ia,U S; grapes; vit icu ltu re; b reeding of seedless grape; quaran t 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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