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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究嘉宝果（Plinia cauliflora ）不同品种间的种质多样性，采用取样调查的方法，对 23份栽培种

植的嘉宝果种质的 16个表型性状进行测定。结果表明：表型性状变异系数平均 23.35%，其中，嘉宝果品种

‘肯布卡黄大果’的平均变异系数最大，为 32.52%；‘艾斯卡’的平均变异系数最小，为 17.81%。23份嘉宝果描

述性性状多样性指数在 0.287～0.855之间。以上结果说明海南嘉宝果表现出丰富的资源与遗传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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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宝果（Plinia cauliflora）是桃金娘科树番樱

属常绿灌木，是一种原产于南美洲的热带水果[1]，

又称树葡萄，因其果实如葡萄，着生于树干上而得

名。其广泛分布于巴西、玻利维亚、巴拉圭和阿根

廷东部地区。花瓣较小，呈白色。其花和果实均

长在树干上，一年四季均可开花结果。果实的外

表和质地像葡萄，皮较厚且硬，果肉白色，单果生

于枝干上[2]。嘉宝果口感和风味无疑能吸引很多

水果爱好者[3]，作为一种常绿灌木，嘉宝果在景观

种植，园林绿化领域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对于

嘉宝果，国内外开展了嘉宝果分级、生殖芽的起源

与发育，果实化学成分、果实色素、果皮提取物抗

氧化特性、抗癌成分的药物 [4 − 14] 等系列研究。而

嘉宝果在国内的引种时间不长，研究主要集中在

种植、果皮提取物抗氧化、果实加工等方面[4,15 − 19]。

由于不断的选育，导致不同嘉宝果品种之间

的形态学特征和生物学特征都有了明显的区别。

针对不同品种的嘉宝果分类还处于起步阶段，对

不同品种的嘉宝果进行详细的分类比较和种质资

源调查还鲜见报道。本研究拟采用取样调查的方

法，对 23份栽培种植的嘉宝果种质的 16个表型

性状进行测定，探求其种质资源的多样性，以期为

后续的科研工作提供一定的基础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植物材料    选取种植 4 年以上的成龄嘉宝

果植株作为供试树。

 1.2    采样地    样地位于海南省琼海市大路镇世

界热带水果之窗示范种植区（110.42°E，19.38°N），

种植区所在地属于热带季风及海洋湿润气候区,
年平均气温为 24 °C, 年平均降雨量 2 072 mm, 年
平均日照 2 155 h, 终年无霜雪;土壤质地为含砾石

的砂土, 土壤肥力较差, 缺乏水源[20]。

 1.3    取样时间与方法    2021年 7—8月，在园区

内种植的 23份嘉宝果种质中各随机挑选 3株成

年果树进行采样测量。

 1.4    测量与计算    对选取的 23种品种样本表现

型性状进行描述观察并赋值；用长尺（精确度

0.1 m）和量尺（精确度 0.1 cm）量取树高和茎径（距

离地面 20 cm处）；在果树树冠外围选择 10片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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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游标卡尺（精确度 0.1 mm）测量叶长、叶宽、叶

柄长和叶柄横径。对测量结果的树高、茎径、叶

长、叶宽、叶柄长和叶柄横径分别计算平均值并

记录。

 1.5    数据处理    使用 Excel进行数据统计和处理

（cv=sd/mean×100%）；然后通过 SPSS 26进行数据

分析。参考胡建斌等 [21] 方法，对调查嘉宝果的

6种数量性状（树高、茎径、叶长、叶宽、叶柄长、

叶柄横径）进行分级并赋值，以“ 1级 <X−2δ，
10级≥X+2δ，每级间差 0.5δ （X 为平均值, δ 为标

准差）”为标准，将 6种数量性状分别分成 10级；

其余 10种质量性状以 2～6级进行记录（表 1 ）。
并根据记录的数据计算辛普森多样性指数（D），

D=1−∑（Ni/N）2。
 
 

表 1    海南嘉宝果种质资源鉴定性状及分级标准

编号 性状 赋值

1 树皮颜色 1=褐色 2=浅褐色 3=深褐色 4=灰绿色 5=灰褐色 6=灰色 7=灰白色

2 树皮纹路
1=粗糙有竖状裂纹 2=光滑无竖状裂纹 3=光滑有竖状裂纹
4=粗糙有不规则方格纹路 5=粗糙无纹路

3 树皮脱落后状态
1=光滑灰白色 2=光滑灰色 3=光滑棕色
4=光滑浅褐色 5=光滑灰绿色 6=不脱落

4 叶片形状 1=椭圆形 2=披针形

5 叶基形状 1=心形 2=圆形 3=楔形

6 叶片颜色 1=深绿色 2=墨绿色 3=绿色 4=翠绿

7 叶柄状态 1=稀疏细小绒毛 2=光滑无绒毛

8 新枝状态 1=稀疏细小绒毛 2=光滑无绒毛

9 叶面形态
1=正反面均光滑 2=新叶正反两面均光滑 老叶有明显网状纹路
3=正反两面均光滑 表面有轻微网状纹路4=正反两面均光滑
老叶正面有略微网状纹路5=正面光滑 背面有细小绒毛

10 雄蕊形状 1=丝状 2=柱状

11 树高/m 长尺测量 测量同品种3株树高

12 茎径/cm 长尺测量 测量同品种3株茎径

13 叶片长/cm 游标卡尺测量 测量叶片长度

14 叶片宽/cm 游标卡尺测量 测量叶片宽度

15 叶柄长/mm 游标卡尺测量 测量叶柄长度

16 叶柄粗/mm 游标卡尺测量 测量叶柄横径

　　注：表中1～16代表16个性状。
 
 

 2    结果与分析

 2.1    嘉宝果不同品种质量性状多样性分析    对

某一物种的不同品种进行分析时，主要分成两部

分：质量性状（即属性性状，能观察但无法被测量的

性状）和数量性状（能被测量出的性状）。在此次种

质资源调查中 23种不同品种的嘉宝果质量性状

如表 2所示。

本研究所调查的 23种嘉宝果树皮呈现 7种

不同的颜色性状，其中褐色和灰褐色树皮的嘉宝

果种类最多，‘肯布卡黄大果’（图 1-⑦）是唯一树皮

颜色呈现灰白色的嘉宝果品种；唯一深褐色树皮

的品种是‘天鹅绒’（图 1-③）。表现浅褐色和灰绿

色的各有 4个品种,其中树皮颜色表现浅褐色性状

的分别是‘小肯不卡’、‘桃太郎’、‘大皇冠’和‘红灯

笼’（图 1-②）。‘保利斯塔’（图 1-④）、‘蓝葡萄’、
‘沙巴’、‘卡姆’是树皮颜色表现灰绿色的品种。

比较叶片形态特征发现，39.1%的品种叶型为

椭圆形，60.9%的品种其叶型为披针形。对于叶片

基部性状，分为 3种：心形、圆形和楔形。其中，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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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是数量最少的一种性状，只有‘巨威’、‘佳贝果’、

‘肯布卡黄大果’、‘葛兰’4个品种的嘉宝果叶型为

楔形，心形和圆形叶型分别有 8种和 11种。在

4种叶片颜色性状中，‘蓝葡萄’是唯一一个叶片呈

翠绿色的品种，而‘红灯笼’和‘巨威’2种则是墨绿

色，深绿色是品种最多的性状。调查的嘉宝果中

大多数品种的叶柄都是光滑无绒毛性状，叶柄稀

疏细小绒毛性状的品种仅占 17.3%；新枝性状和叶

 
表 2    23个嘉宝果品种的 10个描述性表观性状统计分析

性状编号
品种

保利斯塔 天鹅绒 小肯布卡 桃太郎 大皇冠 红灯笼 巨威 绿水晶 白果 艾斯卡 爱沙 乔尼尔

1 4 3 2 2 2 2 1 1 1 1 1 1

2 3 3 1 3 3 3 1 3 2 3 3 1

3 1 2 6 1 1 2 6 1 3 2 2 1

4 2 2 2 2 1 2 1 1 2 1 2 1

5 1 1 1 2 2 1 3 2 2 1 2 1

6 3 3 1 1 1 2 2 1 1 1 1 1

7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8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9 3 1 1 1 1 1 1 2 1 1 1 1

10 1 1 1 2 1 1 1 1 2 2 1 1

性状编号
品种

肯布卡黄大果 佳贝果 布兰卡 阿根廷 葛兰 四季早生 红粉佳人 大红钻 卡姆 沙巴 蓝葡萄

1 7 6 6 5 5 5 5 5 4 4 4

2 1 1 3 3 2 2 3 3 2 5 4

3 4 6 5 1 5 4 1 1 4 6 4

4 2 1 1 2 2 1 2 2 2 1 2

5 3 3 2 2 3 1 2 2 1 2 2

6 1 3 3 1 1 1 1 3 3 3 4

7 1 1 2 2 1 2 2 2 2 1 2

8 1 1 2 2 1 2 2 2 2 1 2

9 5 5 1 1 1 1 1 4 1 5 1

10 1 1 1 1 2 2 1 1 1 1 1

 

① ② ③

⑤④ ⑥ ⑦ 
图 1    7种嘉宝果树皮颜色性状图示

① 乔尼尔（褐色）；②红灯笼（浅褐色）；③天鹅绒（深褐色）；④保利斯塔（灰绿色）；⑤粉红佳人（灰褐色）；⑥布兰卡（灰
色）；⑦肯布卡黄大果（灰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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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性状体现出的情况相同，同一品种同时具有这

2种性状。10个品种的叶面形态表现为正反两面

均光滑，‘绿水晶’、‘保利斯塔’、‘大红钻’3个品种

的叶面形态分别表现为“新叶正反两面均光滑老

叶有明显网状纹路”、“正反两面均光滑表面有轻

微网状纹路”、“正反两面均光滑表面有轻微网状

纹路”3种性状，‘肯布卡黄大果’、‘沙巴’和‘佳贝果’
3个品种则表现为“正面光滑背面有细小绒毛”

性状。

在所调查的 23种嘉宝果当中，雄蕊性状也是

一个重要的质量性状，表现为丝状和柱状 2种性

状，其中，丝状性状品种有 18种，如‘保利斯塔’
（图 2-①）等；柱状性状有 5个品种，分别是‘艾斯

卡’（图 2-②）、‘白果’、‘桃太郎’、‘四季早生’和‘葛
兰’等。
  

① ②

图 2    2种嘉宝果雄蕊的形态性状
①保利斯塔（丝状）；②艾斯卡（柱状）。

 

 2.2    嘉宝果不同品种的数量性状多样性分析

   海南嘉宝果品种通过测量获得的性状变异情况

如表 3所示，从表 3可知，不同品种的嘉宝果之间

性状差异较大。嘉宝果 23个品种的数量性状变

异系数范围在 4.35%～59.20%之间，平均变异系

数为 23.35%。其中，‘肯布卡黄大果’叶柄长度变

异系数最大，而‘小肯布卡’树高变异系数最小。从

嘉宝果性状来看，平均变异系数以叶柄横径最高，

为 32.33%；树高平均变异系数最低，为 14.01%。

从嘉宝果品种来看，则‘肯布卡黄大果’品种嘉宝果

平均变异系数最大，为 32.52%；平均变异系数最小

的品种则是‘艾斯卡’嘉宝果，仅为 17.81%。树高、

茎径和叶长变异系数较小，其多样性较低；叶柄

长、叶宽和叶柄横径变异系数较大，说明嘉宝果的

变异系数不均一。

在表达植物群体物种或者个体间的遗传多样

性的时候，常用辛普森多样性指数来表达。如

表 4所示，根据 23种品种的 16个性状计算结果

来看，辛普森指数范围在 0.287～0.86之间，多样

性情况跨度较大，既有叶柄状态、新枝状态和雄蕊

形状这样多样性指数偏大的情况，又有树高、茎

径、叶片长、叶片宽和叶柄横径这样多样性指数偏

小的情况。说明所调查的 23个品种的嘉宝果在

保持一定相似性的同时又有自己本身不同的特点。

 
表 3    数量性状统计分析变异系数（CV） %

品种
性状编号

11 12 13 14 15 16

‘乔尼尔’ 18.98 17.44 26.21 29.91 13.69 31.89

‘爱沙’ 18.56 16.82 7.81 34.26 15.70 21.91

‘艾斯卡’ 10.00 9.12 17.41 30.55 15.28 24.49

‘白果’ 17.44 16.10 9.70 31.58 12.75 41.63

‘绿水晶’ 7.14 16.39 17.62 32.32 18.97 53.95

‘巨威’ 17.64 16.43 11.40 36.84 31.58 28.05

‘红灯笼’ 17.17 14.24 14.89 25.89 22.97 33.75

‘大皇冠’ 14.53 7.35 21.70 36.73 24.02 21.44

‘桃太郎’ 19.81 4.51 26.06 36.05 25.10 40.82

‘小肯布卡’ 4.35 38.49 21.04 41.04 23.30 41.90

‘天鹅绒’ 24.04 25.98 19.97 21.10 32.16 42.44

‘保利斯塔’ 21.79 8.72 16.65 31.80 28.14 35.90

‘蓝葡萄’ 19.01 20.48 26.95 29.84 19.83 25.12

‘沙巴’ 10.66 17.83 23.99 21.55 20.00 24.57

‘卡姆’ 9.74 24.56 13.93 23.80 23.62 25.46

‘大红钻’ 15.56 15.62 14.61 34.30 22.68 29.15

‘红粉佳人’ 13.23 17.78 20.62 21.59 21.72 28.28

‘四季早生’ 5.97 20.80 24.32 48.55 40.00 38.87

‘葛兰’ 7.69 26.03 17.22 28.15 15.26 30.88

‘阿根廷’ 8.27 11.93 34.76 32.08 29.84 28.31

‘布兰卡’ 13.23 38.58 28.81 33.87 22.53 22.07

‘佳贝果’ 15.57 17.07 16.56 26.43 20.98 23.27

‘肯布卡黄大果’ 11.76 13.14 43.98 17.66 59.20 49.39

 
表 4    23个嘉宝果品种表观多样性分析

性状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辛普森指数 0.813 0.647 0.779 0.526 0.620 0.578 0.287 0.287 0.431 0.340 0.843 0.850 0.852 0.855 0.829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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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在海南嘉宝果的栽培品种中，变

异系数在 4.35%到 59.20%之间，平均变异系数为

23.35%。这表明海南嘉宝果的种质资源具有较高

的多样性，其中，叶柄横径的性状变异系数最高，

树高的平均变异系数最低。在 23个嘉宝果品种

中，‘肯布卡黄大果’品种的平均变异系数最大，为

32.52%；‘艾斯卡’品种最小，为 17.81%。变异系数

与环境适应性有关，变异系数大的物种对环境适

应能力更好，而变异系数小则说明性状更稳定，其

遗传稳定性更好，不易受环境影响。本研究中嘉

宝果的树高、茎径和叶长 3个性状变异系数较小，

表明这些性状的遗传稳定性较好，而叶柄长、叶宽

和叶柄横径的变异系数较大，其中，叶柄长度的变

异系数最高，达到了 59.20%。23种嘉宝果的性状

变异系数较大，说明海南引种的 23个嘉宝果品种

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这也表明，海南嘉宝果形

态丰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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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plasm diversity of jaboticaba (Plinia cauliflora) in Hainan

ZUO Shiyou,   ZHU Meihui,   ZHAN Zhenlin,   WANG Huafeng
（Sanya Nanf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Hainan University/Hainan Yazhou Bay Seed Laboratory, Sanya, Hainan 572025, China）

Abstract：Germplasm is the basic material for breeding and selec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various  characters  of  germplasm  and  fully  exploit  the  utilization  value  of  the  germplasm.  Jaboticaba  (Plinia
cauliflora)  germplasm  is  characterized  by  a  high  diversity  of  plant  phenotypes  including  long  fruiting,
ornamental and unique flavors. Twenty-three jaboticaba cultivars introduced for planting in Hainan were used
as materials for the evaluation of 16 traits including stamen shape, tree height, stem diameter, etc. The averag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for the phenotypic traits tested was 23.35%. The highest mean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was 32.52% for jaboticaba cultivar Kembuka, while the lowest mean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was 17.81% for
cultivar Esca. The diversity index for descriptive traits of 23 jaboticaba cultivars was 0.287 - 0.855. All thes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troduced  jaboticaba  planted  in  Hainan  had  a  high  genetic  diversity  in  phenotypic
traits.
Keywords：jaboticaba；germplasm resources；phenotype；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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