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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调查分析了维多利亚(♂) × 红地球(♀)杂交后代成龄叶、枝条、树势等主要表型测量及观测性状的

遗传倾向，结果表明：各类性状遗传变异丰富，差异明显，遗传倾向均不相同。成龄叶锯齿宽度、叶柄

长超亲遗传类型较多；成龄叶叶片宽度、叶片大小等表型性状超亲遗传类型较少；成龄叶叶片锯齿长宽

比更多倾向于低亲遗传；无果枝数的超亲比例较高；成龄叶上裂刻深度、开叠类型遗传传递力最高；成

龄叶上裂刻基部形状的表型遗传主要以亲本类型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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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the genetic tendency of the main phenotypic traits measured 
and observed in the mature leaves, branches and tree vigor of the hybrid progeny between Victo-
ria and Red Earth, which have different genetic predispositions. The leaf width and petiole length 
of mature leaves were more than those of other phenotypic traits, such as leaf width and leaf size, 
and the ratio of leaf width and petiole length to leaf width was more than that of mature leaves 
The inheritance of cleat depth and cleat base of mature leaf was the highest, and the phenotypic 
inheritance of cleat base shape of mature leaf was mainly parental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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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植物枝叶表型性状与其光合、抗逆等功能存在密切联系，间接反眏遗传基础与环境适应及进化的相互

作用[1]。目前有关植物枝叶表型性状遗传的相关报道中主要集中在林业、中药材及其它果树方面[2]-[7]，
鲜食葡萄杂交群体有关果实表型性状遗传研究相对较多，而枝叶表型性状研究报道较少。本文通过调查分

析维多利亚(♂) × 红地球(♀)杂交后代成龄叶、枝条、树势等主要表型测量及观测性状的遗传倾向，为后代

品种表型鉴定、品种选育及种质资源开发利用提供相关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 

本文以 2014 年课题组获得的红地球为母本，维多利亚为父本的 F1 代杂种群为试材，该杂种群共 176
株定植于贺兰园艺产业园科研开发区选种圃大拱棚内，株行距 1 m × 1.2 m，厂字型篱架，常规管理。 

2.2. 方法 

杂交苗主要枝叶表型性状、级次分类根据《葡萄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进行观测。数据处

理采用 Office Excel 进行处理。变异系数(CV/%(S/ X )) = 标准差(S)/后代平均值( X ) × 100；遗传传递力%=
后代平均值( X )/亲中值 × 100；优势率% = (后代平均值( X ) − 亲中值)/亲中值 × 100。 

3. 结果与分析 

3.1. 叶片主要测量性状遗传倾向分析 

由表 1 中调查数据可以看出，亲本成龄叶叶柄长数值较为接近，杂交后代成龄叶叶柄长均值高于亲

本，超亲个数为 142 株占杂种群 80.68%。从表中变异系数、遗传传递力指数、优势率三个指标综合来看，

超亲遗传优势相对明显，叶柄长遗传倾向主要以超亲为主。从中脉长数据来看，杂交后代均值在双亲之

间，超亲个数约占杂种群 28.98%，低亲个数约占 39.78%，其变异系数、遗传传递力指数、优势率与叶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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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指标相比均较低。成龄叶叶片宽度的遗传倾向与中脉长相比较为一致。成龄叶叶片大小的变异系数最

大为 28.73%，但优势率相对较低仅为 1.90%，说明成龄叶叶片大小虽然变异丰富，但超亲比例相对较少。

从表 1 中成龄叶锯齿的相关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后代锯齿长度均值与亲本较为接近，超亲个数约占群体

1/3 左右，低亲个数占群体 57.95%，虽然变异丰富，但超亲比例相对较低。锯齿宽度后代均值高于双亲，

超亲个数约占 88.1%，由变异系数、遗传传递力指数、优势率综合来看，成龄叶锯齿宽度变异丰富且遗

传倾向于超亲遗传。成龄叶长宽比后代均值低于双亲，低亲个数占绝大多数约为 95%，变异系数、遗传

传递力、优势率等指标相对最小，遗传倾向为低亲遗传。 
 
Table 1.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main measured characters of the leaves of hybrid offspring 
表 1. 杂交后代叶片主要测量性状调查分析 

形态类型/特征 
成龄叶 成龄叶锯齿 

均值 
叶柄长 cm 中脉长 cm 宽度 cm 大小 cm2 长度 cm 宽度 cm 长宽比 

维多利亚(♂) 11.50 11.00 13.60 149.60 1.60 1.00 1.60  

红地球(♀) 11.00 12.00 14.50 174.00 1.50 1.00 1.50  

后代平均值 X  14.51 11.32 14.32 153.34 1.50 1.44 1.05  

标准差 S 2.99 1.69 2.20 62.80 0.31 0.27 0.11  

最大值 26.00 16.00 19.50 296.00 2.60 2.60 1.60  

最小值 4.20 6.30 7.20 45.40 0.80 0.90 0.75  

超亲个数 142.00 51.00 66.00 57.00 67.00 155.00 1.00  

低于低亲个数 27.00 70.00 67.00 68.00 102.00 3.00 167.00  

CV/% (S/ X ) 20.59 14.91 15.37 28.73 20.87 18.49 10.42 18.48 

遗传传递力指数% 128.96 98.48 101.90 102.19 96.97 143.77 67.49 105.68 

优势率% 28.96 −1.52 1.90 2.19 −3.03 43.77 −32.51 5.68 

3.2. 枝条主要测量性状遗传倾向分析 

由表 2 中枝条主要测量性状调查数据来看，杂种后代成熟枝条中部节间长度均值低于双亲，低亲个

数比例约为 61.9%，从变异系数、遗传传递力指数、优势率等指标综合来看，节间长度虽变异丰富但遗

传倾向于低亲类型。节间粗度杂种后代均值在双亲之间，超亲个数比例较低，低亲个数比例约为 1/3，双

亲中间个数占比相对较多，从变异系数，遗传传递力指数、优势率等指标综合来看，主要遗传倾向于双

亲中间类型。杂种后代结果枝数均值在双亲中间，略高于双亲最低值，超亲比例为 41.5%，低亲比例相

对较高为 53.4%，总体来看结果枝数变异相对丰富，低亲个数较少，双亲中间个数较多，遗传倾向于双

亲中间类型。杂种后代果枝比均值略高于双亲最低值，超亲个数相对较少，绝大部分在于双亲中间及低

亲范围内，虽变异丰富，但遗传传递力指数相对偏低，杂种后代优势率较亲本相对偏低。 
 
Table 2. Survey of main measurement traits of branches 
表 2. 枝条主要测量性状调查 

形态类型/特征 
成熟枝条中部节间 果枝 

均值 
长度 cm 粗度 cm 结果枝数 无果枝数 百分率% 

维多利亚(♂) 10.30 6.02 7.00 2.00 77.78  

红地球(♀) 12.40 7.83 5.00 8.00 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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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后代平均值 X  9.80 6.40 5.51 6.53 42.33  

标准差 S 1.75 0.90 3.03 3.38 25.14  

最大值 14.50 9.96 13.00 19.00 92.90  

最小值 5.00 4.47 1.00 1.00 6.25  

超亲个数 13.00 7.00 73.00 36.00 11.00  

低于低亲个数 109.00 53.00 94.00 3.00 48.00  

CV/%(S/ X ) 17.83 14.07 54.95 51.76 46.84 37.09 

遗传传递力指数% 86.34 92.35 91.84 130.67 80.76 96.39 

优势率% −13.66 −7.65 −8.16 30.67 −19.24 −3.61 

3.3. 成龄叶及树势主要观测性状遗传倾向分析 

由表 3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杂种后代成龄叶上裂刻级次均值高于双亲，级次分布主要在 4~5 级，超

亲比例为 79.51%，遗传传递力指数相对最高为 162.17%，优势率为 62.17%。杂种后代成龄叶上裂刻开叠

类型后代级次均值略高于双亲级次，从变异系数、遗传传递力指数、优势率等指标综合来看，开叠类型

变异极为丰富，超亲遗传倾向显著且优势较强。杂种后代成龄叶上裂刻基部形状级次均值低于双亲，虽

变异丰富但遗传传递力指数偏低说明无超亲遗传且部分后代趋向低亲遗传。后代级次主要分布在 2 级，

与亲本级次一致，杂种后代遗传倾向更多表现为亲本遗传。杂种后代植株生长势均值在双亲之间，从变

异系数、遗传传递力指数、优势率等指标综合来看，后代遗传倾向在双亲中间比例约为 97.63%，其中与

母本红地球级次接近的比例为 55.62%，变异系数表明遗传变异较为丰富，遗传传递力指数为正向遗传，

超亲比例及超亲优势相对不高。 
 
Table 3. Investigation and grade distribution of the main observational characters of adult leaves and tree vigor 
表 3. 成龄叶及树势主要观测性状调查与级次分布 

形态类型/特征 
成龄叶上裂刻 

植株生长势 均值 
深度 开叠类型 基部形状 

维多利亚级次(♂) 2.00 1.00 2.00 3.00  

红地球级次(♀) 3.00 2.00 2.00 7.00  

后代平均值 X  4.05 2.43 1.68 5.50  

标准差 S 0.90 0.86 0.47 1.94  

亲本级次均值 X  2.50 1.50 2.00 5.00  

CV/%(S/ X ) 22.10 35.51 27.82 35.23 30.17 

遗传传递力指数% 162.17 161.85 84.04 109.94 129.50 

优势率% 62.17 61.85 −15.96 9.94 29.50 

(总级次) (1~5) (1~4) (1~2) (1~9)  

级次占比%(级次) 

1.20 (1) 25.30 (1) 31.93 (1) 1.78 (1)  

6.02 (2) 8.43 (2) 69.28 (2) 30.77 (3)  

14.46 (3) 67.47 (3)  11.24 (5)  

45.78 (4)   55.62 (7)  

33.73 (5)   1.7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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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1) 成龄叶主要表型性状中锯齿宽度、叶柄长超亲遗传倾向明显，遗传优势强；成龄叶叶片宽度、叶

片大小等表型性状双亲遗传优势较强，超亲现象相对较弱；杂种后代叶片中脉长、锯齿长等表形的遗传

力及优势率较亲本略微降低。后代叶片锯齿长宽比更多倾向于低亲遗传。 
2) 枝条主要表型性状中无果枝数的超亲比例较高，遗传优势较强，说明部分杂交后代丰产性表现

不佳；枝条中部节间长度、粗度、结果枝数、果枝率等指标的遗传表现与亲本相比遗传力、优势率均

有下降。 
3) 成龄叶及树势主要表型观测性状中成龄叶上裂刻开叠类型及植株生长势变异较丰富；成龄叶上裂

刻深度、开叠类型遗传传递力最高；成龄叶上裂刻基部形状的表型遗传主要以亲本类型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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