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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十几年来，中国的葡萄酒产业得到飞速发展。
为促进葡萄酒产业的健康发展，需要一大批相关技术人才。
自2004年教育部设立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以来，已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许多高等
院校先后设立了该专业，成为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的人才基地。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设立相关专业的院校和许多从事相关专业教学的老师努力下，编制了一系列专
业教材，有力地促进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学习。
其中涉及酿酒葡萄品种的主要教材有贺普超、罗国光先生主编的《葡萄学》和张振文教授主编的《葡
萄品种学》。
这两本教材覆盖面较广，涵盖了鲜食、酿酒、制汁、制干等生产上应用的葡萄品种。
酿酒葡萄这一类别是根据葡萄的用途划分而来的，它既具有葡萄种的共性，还具有适合酿造葡萄酒的
特性。
葡萄酒的特点与用于酿酒的葡萄品种、产地及生产过程中的许多因素密切相关，其中酿酒葡萄品种对
葡萄酒的特征和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其风格和个性也有很大的影响。
在以产地命名葡萄酒的国家和地区，每一个产地都规定只能用限定的葡萄品种，而不能用另一些品种
生产葡萄酒。
而优良酿酒葡萄品种只有辅之需要的生态条件、良好的栽培技术和适合的酿造工艺，才能充分表现出
品种的固有品质，从而酿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优质葡萄酒来。
随着葡萄酒专业教学的进一步深入，需要一本专门讲述酿酒葡萄品种的教材，这是本书编写的初衷。
本书总体上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葡萄种的起源和品种的分类、葡萄品种性状描述、评价方
法、新品种选育的途径和方法等作为酿酒葡萄品种学的基础，该部分内容是在已有的《葡萄学》（贺
普超、罗国光主编）、《葡萄学》（贺普超主编）、《中国葡萄志》（孔庆山主编）、《葡萄品种学
》（张振文主编）基础上编写而成。
由于多为基础知识，所以变动不大。
补充了部分资料并简化了部分内容，同时注意多以酿酒葡萄品种举例。
在此特别对以上几位编著者表示感谢。
第二部分则重点讲述了目前国内外推广种植的优良酿酒葡萄品种、砧木品种及品种的区域化等。
通过广泛查阅资料，除酿酒葡萄品种的植物学和经济学特性外，该部分对不同品种的起源、发展、主
要分布区域、适合酿造的酒种及酒质做了尽可能详细的描述。
该部分是本书的重点，也是不同于先前几本教材的主要方面。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老师和同学的支持和帮助。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游义琳、陈代、李乐、赵育、盛启明及中国农业大学葡萄与葡萄
酒专业的部分学生为本书的编写整理了大量资料，罗梅同学还对本书的文字和图表做了大量校对工作
。
《中国葡萄酒》杂志社的满蕾提供了部分编辑工作。
中国农业大学的王军副教授和《中外葡萄与葡萄酒》杂志社陈谦主编提供了部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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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总体上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葡萄种的起源和品种的分类、葡萄品种性状描述、评价方
法、新品种选育的途径和方法等作为酿酒葡萄品种学的基础。
第二部分则重点讲述了目前国内外推广种植的优良酿酒葡萄品种、砧木品种及品种的区域化等。
通过广泛查阅资料，除酿酒葡萄品种的植物学和经济学特性外，该部分对不同品种的起源、发展、主
要分布区域、适合酿造的酒种及酒质做了尽可能详细的描述。
该部分是本书的重点，也是不同于先前几本教材的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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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资源调查中国是葡萄属（Vitis）野生种植物重要的起源地之一，其中有很多有价值的种和
类型，对当地的自然条件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抗逆性，充分挖掘这些种和类型的利用价值，对于选育
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酿酒葡萄新品种，酿制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葡萄酒具有重要意义。
（3）选种种子或无性繁殖（嫁接、扦插或压条繁殖）的葡萄，在栽培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都可能
发生变异。
通过对这些自然变异单株、枝条的选择，也可获得优良品种，这种育种途径称为选种。
凡是利用自由授粉种子生长的实生苗作为选种材料的选种方法，叫做“实生选种”；凡是利用无性繁
殖群体作为选种材料的选种方法，叫做“营养系选种”，其中包括“芽变选种”，营养系选种是现代
酿酒葡萄品种选育的重要方式。
（4）育种利用各种人工的方法创造变异以获得新品种的方法。
育种的方法包括通过有性杂交产生基因型重组、利用物理化学方法诱发染色体和基因突变，以及近年
来正在研究的通过体细胞杂交和基因转移等手段选育新的品种。
资源调查、引种和选种都是对现有资源和自然变异的选择和利用，而育种能够人工创造出新的品种和
类型。
在葡萄品种选育的实际工作中，应结合育种目标，根据需要和条件，采用相应的途径和方法。
人工培育的酿酒葡萄（Vinifera）和野生型酿酒葡萄（Silvestris）的差异见图3.1 。
3.1.2.2 酿酒葡萄品种选育的特点酿酒葡萄是多年生植物，在品种选育方面与一二年生农作物和蔬菜作
物比较有许多不同的特点，而且由于酿酒葡萄使用目的的特殊性，使得酿酒葡萄品种的选育更具有一
定的难度。
（1）有利方面绝大多数葡萄品种为两性花，既可以自花授粉结实，也可进行异品种授粉。
由于栽培葡萄品种的遗传基础（基因型）是杂合的，任何杂交世代都会出现广泛的分离，所以从其任
何一代都可进行优株选择。
葡萄主要是用扦插和嫁接繁殖的，选出的优良单株，不论其遗传型如何，只要表现型符合要求，就可
以通过无性繁殖而保持其优良性状，并作为新品种向生产推广，从而简化了育种程序。
无性繁殖的葡萄，体细胞突变现象较普遍，频率也较高，这就为营养系选种（包括芽变选种）提供了
条件。
由于国外对酿酒葡萄品种如赤霞珠、梅鹿辄、品丽珠、霞多丽、雷司令、白玉霓等欧洲酿酒葡萄品种
的生长特性和酿酒特性已经有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因此这些酿酒品种在引进过程中可以根据其生长特
性选择适宜的种植地点，并且得到具有理想酿酒特性的葡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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