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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酿酒葡萄 Grano ir 引种研究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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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以黑比诺、梅鹿特为对照, 对从瑞士引进品种 Grano ir 的植物学性状、经济生物学性状进行研究。结

果表明, 该品种的丰产性、浆果品质优于对照品种, 其白腐病的抗性强于对照品种, 霜霉病的抗性弱于对照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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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o ir 是 1970 年在瑞士由A ndre Jaqu inet 用

佳美 (Gam ay) ×R eichen steiner 杂交育成, 因其丰

产、酒质优, 特别是酒的外观呈宝石红色, 果香浓郁,

在瑞士有较大的栽培面积。1997 年春由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葡萄酒学院引入杨陵试栽。本试验以杨陵适

栽品种梅鹿特、黑比诺为对照, 对 Grano ir 进行物候

期、栽培性状、适应性等的研究, 以期为今后该品种

的推广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 1　材　料

　　供试品种为 Grano ir; 对照品种为黑比诺 (P ino t

N o ir)、梅鹿特 (M erlo t)。所用材料均为 2000 年定植

于张家岗葡萄园的扦插苗, 单篱架, 单干双臂整形,

株行距 1. 5 m ×2. 0 m , 采用正常生产园管理。

1. 2　方　法

1. 2. 1　品种性状观察　葡萄品种的植物学性状、农

业生物学性状按国际葡萄和葡萄酒组织 (O IV )、国

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 ( IBPGR ) 和国际新植物种

类保护协会 (U POV )共同出版的《葡萄种类、品种描

述表》进行。

1. 2. 2　果实理化指标测定　可溶性固形物用手持

测糖计测定; 还原糖 (以葡萄糖计) 用斐林试剂滴定

法; 滴定酸 (以酒石酸计) 用N aOH 滴定法; 丹宁用

Fo li2D en is 试剂测定; 花色素苷用亚硫酸氢钠脱色

法; 出汁率为带穗梗及果梗挤压; pH 值用 pH S23b

型精密 pH 计测定。

1. 2. 3　抗病性鉴定　真菌性病害的调查在病害发

生初期和盛期各进行一次, 分级采用D esaym ard 10

级制标准, 抗病性鉴定指标采用病情指数[1, 2 ] , 即

发病率ö% = 发病叶 (穗)数ö调查叶 (穗)数×100;

病情指数= ∑[病级值×该级感病叶 (穗)数 ]ö调查

叶 (穗)总数×最高病级×100%。

2　结果与分析

2. 1　植物学性状

　　梢尖浅绿色, 边缘浅红色, 绒毛密; 幼叶黄色, 有

光泽; 新梢半直立, 绒毛中, 绵毛, 节间红色; 一年生

枝黄褐色; 叶片小, 近圆形, 叶面平展, 叶背绒毛丝

状; 五、七裂, 上裂刻深, 开张, 基部U 形, 叶缘锯齿

双侧直; 叶柄洼开张椭圆形, 基部V 形; 两性花。

2. 2　物候期

由表 1 可看出, Grano ir 的萌芽期较早, 果实从

进入转色期至采收需 38 d。从萌芽至采收所需天数

来看, Grano ir 与黑比诺相近, 但就实际情况来说,

Grano ir 果实已达到完熟, 而黑比诺、梅鹿特由于病

害 (白腐病) 提前采收, 所以 Grano ir 所需时间要短

一些。

2. 3　果实性状

由表 2, 3 可见, Grano ir 果穗平均重 157. 4 g, 圆

柱形, 单歧肩, 有的有副穗, 紧或极紧, 见图 1; 果粒

中等, 平均重 1. 37 g, 圆形, 紫黑色, 果粉中等厚, 果

皮中; 出汁率 64. 6% , 果汁浅红褐色, 可溶性固形物

189 gökg, 还原糖 192 göL , 总酸 5. 8 göL , 丹宁

1. 561 göL ; 每果粒有种子 2～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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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品种物候期调查 (2000～ 2002 年)

T ab le 1　T he pheno logy of variet ies

品种
V ariety

萌芽始期
In it ial

budbreak

开花期
B loom ing stage

果实成熟期
F ru it m atu ring

萌芽至采收
Period from budbreak to harvesting

始期
In it ial

末期
End

转色期
Co lo r changing

采收期
H arvesting

时间öd
L iving

tim e

活动积温ö℃
A ccum ulating

temperatu re

Grano ir 03225 05213 05220 07204 08211 139 3 417. 4
黑比诺

P ino t N o ir
03226 05215 05221 07215 08213 140 3 439. 9

梅鹿特
M erlo t

03226 05215 05223 07220 08222 147 3 692. 5

　　注: 2000 年的调查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场进行。

N o te: Investigation w as carried ou t in experim en t garden of N o rthw est Sci2T echno logy U niversity of A gricu ltu re and Fo restry.

表 2　果穗性状描述 (2002 年)

T ab le 2　T he tra its of fru it

品种
V ariety

果穗Bunch of fru it 果粒 Single fru it

形状
Shape

大小öcm
L ength

穗重ög
W eigh t

松紧度
T igh t
degree

形状
Shape

纵径öcm
C ro ssing
diam eter

重量ög
W eigh t

颜色
Co lo r

种子数
N o. of

seed

Grano ir
圆柱形、单歧肩

Cylindrical,
shou ldered

12. 3 157. 4 紧
Compact

圆形
Round

13. 8 1. 37
紫黑

B lack ish
purp le

2～ 4

黑比诺
P ino t
N o ir

圆柱形或锥形
Cylindrical
o r con ical

12. 7 165. 3 紧
Compact

圆形
Round 14. 6 1. 55

紫黑
B lack ish
purp le

1～ 4

梅鹿特
M erlo t

圆锥形、有副穗
Conical, w inged

19. 3 189. 0 中等
M oderate

圆形
Round

15. 9 1. 65
紫黑

B lack ish
purp le

1～ 3

表 3　果实理化性状 (2002 年)

T ab le 3　T he physio2chem ical tra its of fru it

品种
V ariety

果汁颜色
Ju ice
co lo r

可溶性固形物ö
(g·kg- 1)

So lub le
so lids

还原糖ö
(g·L - 1)
Reducing

sugar

总酸ö
(g·L - 1)

To tal
acidity

pH 值
丹宁ö

(g·L - 1)
T ann ins

出汁率ö%
Rate of

ju ice

Grano ir
浅红褐色
L igh t b row nish2red

189 192 5. 8 2. 8 1. 561 64. 6

黑比诺
P ino t N o ir

黄绿 Green ish2yellow 185 179 6. 5 2. 5 1. 997 63. 0

梅鹿特
M erlo t

黄绿 Green ish2yellow 186 182 6. 9 2. 0 2. 240 52. 4

图 1　Grano ir 成熟果穗

F ig. 1　R ipen fru it bunch of Grano ir

图 2　Grano ir 生长及挂果情况

F ig. 2　V igo r and bearing of Grano ir

2. 4　丰产性

从表 4 可以看出, 供试品种 Grano ir 的萌芽率、

果枝率、结实系数均最高, 并且在定植第 3 年平均株

产达 2. 70 kg, 略低于黑比诺, 但高于梅鹿特, 见图

2。但 Grano ir 长势极弱, 栽植密度应适当比黑比诺

多 450 株öhm 2, 这样, 其单位面积产量还要高于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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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诺。
表 4　葡萄产量因子调查 (2002 年)

T ab le 4　Compo sing facto rs of p roduction of variety

品种
V ariety

生长势
V igo r

萌芽率ö%
Rate of

budbreak

果枝率ö%
Rate of

fru it ing shoo t

结果系数
Rate of

bunchöshoo t

座果率ö%
Rate of
fru it set

平均株产ökg
M ean p roduction

per tree

Grano ir 极弱 V ery low 89. 5 94. 2 2. 8 62. 0 2. 70

黑比诺
P ino t N o ir

弱 L ow 76. 1 90. 0 2. 3 58. 2 2. 78

梅鹿特
M erlo t

中M oderate 56. 6 92. 6 2. 2 49. 9 2. 36

2. 5　抗病性

由表 5 可看出, 这 3 个品种对霜霉病的抗性在

发病初期为黑比诺< Grano ir< 梅鹿特, 但 Grano ir

的发病频率最高, 有高发病的趋势; 在发病盛期为

Grano ir< 黑比诺< 梅鹿特, 且差异达到极显著水

平。经观察发现, Grano ir 在进入转色期 10 d 左右,

由于鸟害而过早失去果实, 其植株抗病性远强于黑

比诺, 这一点表明, 该品种表现抗病性弱, 有一部分

是因为树体营养差导致, 而不全是遗传因素。

这 3 个品种对白腐病的抗性, Grano ir 最强, 在

发病初期达到极显著水平; 盛期后达到显著水平。

表 5　各品种感病情况调查 (2002 年)

T ab le 5　 Invest igation of disease on grape variet ies

感病类型
Kinds of
diseases

品种
V ariety

发病频率ö%
Ratio of disease
con tagiousness

病情指数ö%
Index of disease
con tagiousness

最高病级
M axim um degree

of disease

P F P F P F

霜霉病
P lasm op ara v iticola

Grano ir 25. 4 99. 7 12. 5 aA 92. 0 aA 5 10

黑比诺
P ino t N o ir

13. 5 63. 2 26. 8 b B 41. 1 bB 5 9

梅鹿特
M erlo t 5. 1 49. 0 6. 7 aA 28. 2 cC 2 5

白腐病
Con ia thy rium
d ip lod iella

Grano ir 16. 1 92. 0 9. 1 aA 52. 0 aA 2 3

黑比诺
P ino t N o ir

56. 0 100 27. 3 bB 58. 7 bA 3 6

梅鹿特
M erlo t

67. 1 100 35. 0 bB 63. 7 bA 4 6

　　注: P 表示发病初期, F 表示发病盛期; 采用最小显著极差法 (L SR ) , 大写字母表示 1% 显著水平, 小写字母表示 5% 显著水平。

N o te: P indicates p rim ary stage of con tagiousness and F indicates fu ll stage of con tagiousness; U sing L SR test, cap ital letter stands fo r 1%

level and sm all letter stands fo r 5% level.

3　讨论与结论

1) 在杨陵气候条件下, Grano ir 从萌芽至采收

需 139 d, 活动积温 3 417. 4 ℃, 根据李华的分类标

准[3, 4 ] , Grano ir 比黑比诺早熟, 为早熟品种。Grano ir

丰产性好, 根据观察发现, 该品种成熟时糖高酸低,

果香浓郁, 与王华等[5 ]的报道一致。

2) Grano ir 对本地区极易发生的果实病害白腐

病的抗性强; 对霜霉病的抗性差, 若病害防治不及

时, 极易引起早期落叶, 对翌年的树势造成很大影

响, 最终影响产量及浆果品质, 生产上可通过加强肥

水管理来增强其对霜霉病的抗性。

3)该品种长势极弱, 节间短, 是生产上矮密栽培

的好品种。长势弱, 在肥水条件好的情况下不易徒

长, 有利于浆果形成好的品质; 在肥水条件差的地方

栽培, 可考虑用长势强的砧木, 如 SO 4, 333EM ,

140R u 和贝达等加强其长势, 增加其吸收矿质元素

的能力, 以提高其对土壤的适应性[6 ]。

4) 本研究初步认为, Grano ir 表现出良好的栽

培性状和酿酒特性, 不失为一个好的酿酒品种。可考

虑在我国北部、西北部及渤海湾酿酒葡萄产区进一

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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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 roduct ion stud ies on Grano ir from Sw itzerland

W ANG Hua, HAO Feng-ge,L I Hua
(Colleg e of E n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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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ring w ith P ino t N o ir and M erlo t, experim en ts w ere carried ou t on the bo tan ica l and e2
conom ical characterist ics of Grano ir in t roduced from Sw itzerland in the clim ate of Yangling region. It ind i2
cated that the p roduct ivity and the qualit ies of berries w ere bet ter than con tro l variet ies. T he Con ia thy rium

d ip lod iella resistance w as stronger than con tro l variet ies, bu t the P lasm op a ra v iticola resistance w as on the

con trary.

Key words: g rape variety; Grano ir; in t roduct ing

“陕北酥梨基地建设及优质丰产配套技术研究”
获 2002 年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李丙智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科技部“九五”重点科技扶贫项目——“陕北酥

梨基地建设及优质丰产配套技术研究”, 2001 年 9 月通过陕西省科技厅组织的成果鉴定, 2002 年获陕西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

该项目在多年对陕北的气候、土壤、生态条件、各种果树适应性等进行调查、研究、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

陕北宜川以北的黄河、无定河、延河沿岸的 10 多个县 (区) , 不是苹果栽培的优生区, 而是酥梨的优生区。针对

陕北新栽梨树春季抽条严重、栽植成活率低的主要问题, 首次研究探明了陕北酥梨抽条机理, 并提出了解决

措施。在多点试验和示范成功的基础上, 首次提出了陕北酥梨旱地栽植坡向、密度, 防寒、抗冻建园技术和大

面积育苗技术。根据市场的需求, 在我国酥梨产区通过研究首次提出并大面积示范和推广了以生产无公害果

品为方向的酥梨病虫害综合防治、优苗建园、防冻抗旱、疏蕾定果、整形修剪、果实套袋、果园种草、穴施肥水、

老园改造、贮藏保鲜等十大实用新技术。使陕北酥梨栽后 4 年见果, 5 年后产量达 15 000 kgöhm 2 以上。针对

陕北梨树花期冻害严重和营养失调问题, 研究和开发了防止霜冻、提高座果率的保花剂和均衡营养的

CA 2000 钙宝等新产品。在陕北首次推广了土窑洞酥梨果实贮藏保鲜技术, 延长了梨果市场供应期, 增加了

果农收入。该项目执行期间培训果农 25 000 人次, 显著提高了果农素质。

该成果的推广应用, 使陕北以酥梨为主的梨树基地面积发展到 3. 4 万 hm 2, 比 1996 年以前的 6 667 hm 2

增加了 4 倍。其酥梨建园规模和面积之大, 居全国同类之冠。1999～ 2001 年酥梨年均产量达 8. 5 万 t 以上,

比 1996 年以前的 0. 1 万 t 增加了 84 倍, 新增产值 6. 74 亿元。该项目为我国同类地区发展梨果业生产提供

了技术理论依据与实践经验, 其研究、试验、示范和推广达到了国内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

(屈李纯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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