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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茶国茶树资源与红茶育种研究进展

乔小燕ꎬ王秋霜ꎬ陈　 栋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饮用植物研究所ꎬ广州 ５１０６４０)

　 　 摘要:茶树种质资源是茶树品种选育的材料基础ꎮ 本文系统阐述了世界茶叶主产国在茶树资源收集、保存和鉴定评价方

面所取得的进展ꎬ着重对红茶化学特性、红茶育种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述ꎮ 同时ꎬ对未来茶树育种的发展方向进行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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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茶为世界主要的消费茶类ꎬ据国际茶叶委员

会(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ａ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２０１４ 年世界茶

叶年鉴» (Ａｎｎｕ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４)报告显

示ꎬ２０１３ 年全球茶叶产量为 ４８１ ９ 万 ｔꎬ其中红茶产

量占 ５９％ ꎻ世界茶叶出口贸易总量 １８６ ５ 万 ｔꎬ红茶

占出口总量的 ７３％ ꎮ 世界红茶产业稳定、持续发

展ꎬ与世界各国茶树遗传育种及良种良法推广工作

的努力是分不开的ꎮ 本文就世界主要红茶主产国在

茶树资源的收集、保存和利用等方面取得的进展进

行论述ꎬ对未来红茶育种研究的方向提出展望ꎮ

１　 茶树种质资源的收集和保存现状

种质资源是品种创新、生产利用研究的材料基

础ꎮ 中国早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已经开始茶树种质资

源考察与收集工作ꎬ８０ 年代随着系统、全面的茶树

种质资源考察、收集与保存工作的开展ꎬ茶树种质资

源的区域性保存与利用正式被列入国家行为ꎮ １９９０
年ꎬ建成国家种质杭州茶树圃和勐海茶树分圃ꎬ共保

存 １９ 个省(市、区)、８ 个国家的野生茶树、农家品

种、育成品种、引进品种、育种材料、珍稀资源和近缘

植物等共 ３０００ 份[１]ꎬ近年来中国各地收集保存的种

质资源约 １００００ 份[２]ꎮ
国外主要产茶国家或地区ꎬ如印度、日本、肯尼

亚是比较早就开始茶树种质资源的收集和保存ꎬ经
过多年努力取得了很大的进展ꎮ 印度到 ２０１２ 年共

保存中国、印度本土茶树资源及其创新资源、育成新

品种(系)超过 ３３５０ 份ꎬ其中:在托克莱(Ｔｏｃｋｌａｉ)试
验站保存有茶树和其他山茶科植物资源 ２１００ 多份ꎬ
在南印度茶叶种植者联合会 ( ＵＰＡＳＩ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ｅ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茶叶研究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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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资源达到 １２５０ 份ꎬ而且在形态学和遗传学上具

有多样性[３]ꎮ 斯里兰卡茶树资源基本来源于中国

和印度ꎬ国内并没有野生茶树ꎬ遗传多样性非常有

限ꎬ其在 １９８６ 年建立了第 １ 个茶树资源圃ꎬ到 ２０１２
年保存了约 ５００ 份茶树资源ꎬ分布于 Ｔａｌａｗａｋｅｌｌｅ、
Ｒａｔｎａｐｕｒａ、Ｐａｓｓａｒａ 和 Ｇａｌｌｅ 等地区[４]ꎮ ｌ９ 世纪中期

到 ２０ 世纪初ꎬ日本开始有计划地从中国 、印度、前
苏联、斯里兰卡等国家多次引进大量茶树种质资源ꎬ
目前共保存了约 ６８００ 余份茶树资源[５]ꎮ 肯尼亚保

存了 ２５０ 多份茶树种质资源ꎬ主要来自日本、 中国

和越南[６]ꎮ 印度尼西亚主要保存了本国地方品种、
育成品种和少量的引进品种约 ６００ 余份茶树资

源[７]ꎮ 目前ꎬ孟加拉国茶叶研究所保存了 ３８６ 份茶

树种质资源ꎬ主要有茶、阿萨姆茶和马尼坡茶(Ｍａ￣
ｎｉｐｕｒ)及它们的杂交种等[８]ꎮ 土耳其的茶树资源基

本来自于格鲁吉亚ꎬ绝大多数茶园都是有性系[９]ꎮ

２　 茶树种质资源的鉴定与评价研究
进展

　 　 对茶树种质资源进行品质、产量和抗逆性鉴定评

价及筛选研究ꎬ是茶树育种研究的重要环节ꎮ 中国和

世界其余主要产茶国在种质资源收集保存的基础上ꎬ
陆续开展了对茶树资源的鉴定与筛选研究ꎬ取得了可

喜进展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ꎬ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和各省茶叶研究单位纷纷开始了茶树资源的

收集和保存ꎬ从遗传多样性、适制性和特色成分等方

面对茶树资源进行筛选和鉴定ꎬ许多优异红茶资源和

富含特色成分的茶树资源被筛选和鉴定出来ꎮ
２ １　 茶树资源遗传多样性的研究

２ １ １　 茶树形态学研究　 茶树形态学是早期研究

茶树遗传多样性的手段之一ꎮ 通过研究茶树的花、
果和叶片等形态特征ꎬ揭示茶树各类群间的亲缘关

系ꎬ进而阐明茶树进化的趋向ꎮ
以茶树花、果和叶片的形态特征作为分类依据ꎬ

张宏达[１０￣１１]将茶组植物进行种的划分和进化分析ꎬ
陈亮等[１２] 进一步将茶组植物分为大厂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ｔａ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 Ｆ. Ｃ. Ｚｈａｎｇ、 厚 轴 茶 Ｃ. ｃｒａｓｓｉｃｏｌｕｍｎａ
Ｃｈａｎｇ、大理茶 Ｃ. ｔａｌｉｅｎｓｉｓ (Ｗ. Ｗ. Ｓｍｉｔｈ) Ｍｅｌｃｈｉｏｒ、
秃房茶 Ｃ. ｇｙｍｎｏｇｙｎａ Ｃｈａｎｇ 和茶 Ｃ.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Ｌ. )
Ｏ. Ｋｕｎｔｚｅ 等 ５ 个种ꎬ在茶下分茶 Ｃ.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普洱茶 Ｃ.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Ｋｉｔａｍｕｒａ、白毛茶 Ｃ.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ｖａｒ. ｐｕｂｉｌｉｍｂａ Ｃｈａｎｇ 等 ３ 个变种ꎬ为今后茶

树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和演化研究提供基础ꎮ 茶树

主要表型性状也作为研究茶树遗传多样性的指标之

一ꎬ已在云南省[１３]、广东省[１４] 和浙江省鸠坑[１５] 茶

树资源的遗传多样性研究中应用ꎮ Ｚ. Ｘ. Ｗｅｉ 等[１６]

对山茶属 １８ 个组 ２７ 个代表种花粉的研究结果显

示ꎬ山茶属植物花粉壁的纹饰特征差异较大ꎬ茶树花

粉壁也具有较重要的分类学价值ꎮ 茶树花粉表面纹

饰是由光滑型向粗糙型演化ꎬ花粉萌发孔由沟形向

梭形、椭圆形或长方形演化[１７]ꎮ 茶树花粉在大小、
形状、萌发器官的特点及外壁纹饰的细微结构上均

表现出种(系)内丰富的遗传多样性[１８]ꎮ 根据我国

１３ 个省(区)的 ２０ 个茶树品种的花粉形态[１９]ꎬ茶树

大体上可以分成原始、较原始、进化 ３ 类ꎬ来自云南、
四川茶树品种和湖南的江华苦茶在演化上属原始类

型ꎬ贵州、湖南、安徽、浙江和和河南信阳种属于进化

类型ꎮ 同时ꎬ茶树花粉形态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ꎬ原
产地比较接近的品种(系)聚在一起[２０]ꎮ
２ １ ２　 茶树细胞学研究 　 在茶树形态学研究茶树

遗传多样性的同时ꎬ利用染色体核型分析技术研究茶

树起源、演化的工作也得到开展ꎮ Ｋ. Ｋｏｎｄｏ[２１] 及

Ｉ. Ｄ. Ｓｉｎｇｈ[２２]对栽培茶树染色体数目的研究显示ꎬ栽
培茶树主要为二倍体ꎬ也有三倍体和四倍体的存在ꎮ
我国山茶属植物 ４ 种 ２ 变种的染色体核型研究显示ꎬ
大理茶、勐腊和德宏茶较为原始ꎬ苦茶和茶为进化型ꎬ
参试茶树均是二倍体种ꎬ未发现多倍体[２３]ꎬ这一结果

同邹绮丽等[２４]、李斌等[２５￣２６]结果一致ꎮ 但是ꎬ二倍体

并不是唯一存在的ꎬ广东平远锅叾茶品种中发现 ３ 个

三倍体细胞ꎻ在广东连南大叶种、乳源白毛茶中存在

单倍体细胞ꎮ 梁国鲁等[２７]以贵州大树茶 ７ 种 １ 变种

为材料ꎬ认为茶组植物的原产地位于滇、桂、黔毗邻交

汇处的云贵高原ꎬ提出茶树可能是在二倍体水平上进

行演化ꎬ多倍体并不是其进化的主要趋势ꎮ 李斌

等[２８]也认为茶树起源于我国西南地区ꎬ乔木型、大叶

品种核型的对称性较高ꎬ进化上较原始ꎮ 茶树从中国

四川和云南起源ꎬ向东或北迁移ꎬ逐渐演化为小叶变

种ꎬ向南移则演变为阿萨姆变种和掸部变种[２９]ꎬ染色

体核型显示云南、印度、缅甸和越南等大叶茶树具有

相近的亲缘关系和共同的起源[３０]ꎮ
２ １ ３　 茶树同工酶研究　 同工酶是基因表达的直接

产物ꎬ其作为一种研究茶树起源、分析亲缘关系的手段

虽得到了应用[３１￣３３]ꎬ但利用同工酶探讨茶树演化的则

不多ꎮ 茶树酯酶同工酶具有稳定的遗传特性ꎬ可作为

茶树遗传特性的生化指标ꎮ 通过对茶树酯酶同工酶的

研究显示ꎬ云南地区茶树进化程度最低ꎬ大多处于进化

的原始类群ꎬ遗传变异广泛ꎻ中部和北部茶区茶树进化

程度最高ꎻ江西、湖南、广西和四川等地次之[３４]ꎮ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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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茶树等位酶发现ꎬ云南大理茶和阿萨姆茶的相似系

数极高ꎬ而厚轴茶与茶、阿萨姆茶、大理茶及德宏茶的

遗传距离相对较远ꎬ该结果同其形态学和生物化学的

研究结果一致[３５]ꎮ 云南大叶种茶与川南盆沿茶树的

亲缘关系较近ꎬ可能有共同的原产地及起源[３６]ꎮ
２ １ ４　 茶树遗传多样性的分子生物学研究 　 由于

同工酶技术应用的局限性ꎬ分子标记技术在茶树种质

鉴别、品种真实性鉴定、遗传多样性分析、遗传演化、
遗传稳定性和遗传作图等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ꎮ

１９９７ 年ꎬ应用 ＡＦＬＰ 对印度和肯尼亚大叶种茶

树品种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ꎬ印度和肯尼亚 ２ 个地

理种群均是种群内变异大于种群间变异ꎬ并认为肯

尼亚茶树源自印度[３７]ꎮ Ｆ. Ｎ. Ｗａｃｈｉｒａ 等[３８] 也证明

肯尼亚茶树来自印度ꎬ印度茶树资源的遗传多样性

高于主产红茶的肯尼亚ꎮ 南印度茶树资源主要类型

为茶和阿萨姆茶ꎬ遗传多样性较低ꎬ遗传基础较

窄[３９]ꎬ大吉岭茶树各品系间的遗传相似性较高[４０]ꎮ
应用 ＡＦＬＰ 技术能够很好地对无法通过形态学特征

进行鉴别的来自肯尼亚和印度的茶树品种进行甄

别[３７]ꎮ Ｓ. Ｋａｆｋａｓ 等[４１]对土耳其茶树资源可以清楚

地划分为 ４ 个不同种群ꎬ以茶为主ꎮ 中国茶树栽培

种遗传多样性要高于日本和肯尼亚ꎬ中国东部的栽

培种遗传多样性要高于中国其他地区[４２]ꎬ中国广

西、云南和贵州省遗传多样性最高[４３]ꎮ 野生大茶树

资源的收集和评价工作也得到关注ꎬ我国野生茶树

资源具有较丰富的遗传多样性[４４￣４６]ꎮ
不同茶类适制品种之间遗传多样性的研究也有

开展ꎮ Ｗ. Ｆａｎｇ 等[４７] 利用 ＳＳＲ 标记对 １８５ 个茶树栽

培种的形态特征进行分类ꎬ红茶、绿茶的基因多样性

比乌龙茶高很多ꎬ与王旭等[４８]研究结果相同ꎬ红茶组

的遗传多样性远高于乌龙茶组ꎮ 适制红茶品种(系)
的遗传多样性水平最高ꎬ其次是红绿茶兼制型ꎬ适制

绿茶的最低[４９]ꎮ 因此ꎬ适制红茶的茶树资源遗传背

景和生长的地理环境可能要比乌龙茶和绿茶复杂ꎮ
２ ２　 红茶品种的化学特性研究

红茶加工过程中是以茶多酚酶促氧化为中心ꎬ
鲜叶中茶多酚减少ꎬ产生茶黄素、茶红素等新成分ꎮ
形成红茶红汤、红叶和香甜味醇的品质特征ꎮ 红茶

品质成分ꎬ如茶多酚ꎬ茶黄素和茶红素等ꎬ不仅具有

保健功效ꎬ而且对红茶茶树品种的筛选、品质的形成

也具有重要意义[５０￣５２]ꎮ
１９８３ 年程启坤[５３]开展了红茶适制品种的化学特

性研究ꎬ认为茶叶中茶多酚与氨基酸的比值(简称“酚
氨比”)ꎬ可以用来评判茶树品种适制绿茶或适制红茶ꎮ

酚氨比较大者一般适制红茶ꎬ酚氨比较小者一般适制

绿茶ꎮ 唐明熙[５４]也提出氨基酸含量较低和酚氨比高ꎬ
绝大多数适制红茶ꎬ反之ꎬ适制名优绿茶ꎮ 杨亚军[５５]在

大量实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酚氨比值在 ２０ ~ ３５ 之

间红茶品质最好ꎬ在１０ ~２０ 之间品质尚可ꎮ 因此ꎬ在生

产上可以把酚氨比２０ ~３５ 作为红茶品种选择指标ꎬ
１０ ~２０ 作为红绿兼用品种选择指标ꎮ

国外也开展了红茶品质与功能成分的研究ꎬ茶
黄素总量与红茶品质的相关性显著ꎬ其中 ＴＦ￣３′￣ｍｏ￣
ｎｏｇａｌｌａｔｅ 与品质的相关性极显著[５６]ꎬＴＦ￣３′￣ｍｏｎｏｇａｌ￣
ｌａｔｅ 含量可以较好的判别中非和南非红茶品质ꎮ 对

来自肯尼亚和马尼拉的红茶分析显示ꎬ红茶品质与

简单茶黄素没有显著相关性ꎬ却与复杂茶黄素有极

显著的相关性ꎮ 复杂茶黄素的含量指标对来自肯尼

亚和马尼拉的红茶品质都有很好的相关性ꎮ 这对红

茶茶树品种的选育及红茶加工工艺的改进具有指导

意义[５７]ꎮ 对茶树品种蒸青样中生化成分进行研究

发现ꎬＥＧＣｇ、ＥＣ、ＧＣ 含量与红茶感官审评结果显著

相关ꎬ高 ＥＧＣｇ 和低 ＥＣ 含量的茶树所制作的红茶较

优ꎬ因此ꎬ茶树叶片中的 ＥＧＣｇ 和 ＥＣ 含量对判别肯

尼亚茶树无性系品种的红茶适制性有指导意义[５８]ꎮ
肯尼亚对红紫芽茶树品种加工成红茶和绿茶ꎬ并对

其花青素组分测定显示:绿茶中的花青素含量要高

于红茶ꎬ花青素被多酚氧化酶氧化ꎮ 绿茶中儿茶素

总量与总花青素呈显著负相关关系ꎬ红茶中二者的

相关性不大[５９]ꎮ Ｐ. Ｈｉｌｔｏｎ 等[６０]认为新梢中 ＥＧＣ 含

量与茶黄素相关性很高ꎬ鲜叶中茶多酚总量与红茶

汤色的色泽、亮度和茶黄素含量呈正相关[６１]ꎮ 鲜叶

中的 ＥＣＧ、ＥＧＣｇ 和咖啡碱与红茶品质呈正相关ꎬ儿
茶素总量与花青素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５９]ꎮ

３　 茶树种质资源的利用与新品种选育
进展

　 　 在进行茶树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和鉴定评价的基

础上ꎬ各茶叶主产国还先后开展了茶树种质资源的

筛选和利用研究ꎬ选育出一大批产量、品质和适应性

特异的茶树育种中间材料或新品系ꎬ为革命性的茶

树新品种选育奠定了扎实的基础ꎮ
３ １　 中国优良茶树种质筛选与种质创新利用研究

在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３ 年间ꎬ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

所对国家种质杭州茶树圃 ２００ 份资源进行了农艺性

状、品质、生化成分等系统鉴定和筛选ꎮ 筛选出优质

绿茶资源 ３０ 份、红茶资源 ３９ 份、乌龙茶资源 １５
份[１]ꎮ ８８０ 多份云南茶树种质资源进行了全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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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鉴定和评价ꎬ筛选出 ５０ 多份优质红茶资源ꎬ感官

品质都达到了我国红碎茶一套样的水平ꎬ部分红茶

资源品质超过了优质肯尼亚 ＴＲＫＦ６ / ８ꎬ如凤 ３、竹叶

青茶、桐庐茶、乐昌白毛茶、广东大叶茶等[６２￣６５]ꎮ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３ 年广东在利用本土茶树资源的基础上ꎬ
引种印度阿萨姆茶、云南大叶等大叶种茶树资源ꎬ通
过杂交育种等方法选出 “优选系列” 超高产新品

系[６６￣６７]、“十大香型”凤凰单丛茶特异材料 ８０ 份[６８]、
“丹霞系列”高香型红茶新品系 １４ 个[６９]ꎮ 随着茶叶

功能饮料和功能食品的开发ꎬ特色茶树资源鉴评和筛

选也成为育种工作者的目标之一ꎮ 高花青素[７０￣７１]、高
ＥＧＣＧ(≥９ ０％) [７２￣７３]、低咖啡碱( < １. ００％) [７４] 和高

咖啡碱( > ５. ００％) [７５]等特色资源的筛选研究也相

继开展ꎬ共筛选出特色茶树资源 ５０ 多份ꎮ
茶树抗寒性一直受到关注ꎬ抗寒茶树资源的鉴

定筛选工作也在同步进行ꎬＤ. Ｌ. Ｓｈａｒｍａ 等[７６] 发现

茶类型的抗寒性要强于阿萨姆茶ꎮ 虞富莲等[７７] 对

国家种质杭州茶树圃 ２００ 份茶树资源抗寒性鉴定ꎬ
筛选出强抗寒资源 ８ 份ꎬ之后从陕西、云南、川渝两

地的 １２０ 份茶树资源中筛选出 １５ 份抗寒资源ꎬ其中

４ 份高抗寒ꎬ为茶树抗寒性育种提供了基础材

料[７８￣８０]ꎮ 福建省在抗病抗虫资源筛选工作方面取

得了一些成绩ꎬ筛选出 ８ 份高抗茶橙瘿螨树种质资

源[８１]ꎬ茶轮斑病高抗材料 １ 份ꎬ根结线虫病高抗材

料 ５ 份[８２]ꎮ
３ ２　 中国红茶新品种选育的主要成果

在国外主要红茶主产区进行无性系良种选育和

推广的同时ꎬ我国在利用茶树资源进行良种选育工作

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ꎮ 我国茶树品种审定工作开始

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１９８１ 年农业部成立了全国茶树良

种审定委员会ꎮ 在 １９８４ 年和 １９８７ 年共认定 ５２ 个国

家良种ꎮ １９８８ 年全国首轮茶树品种区试开展ꎬ共设

立 １０ 个区试点ꎬ到 ２００１ 年共审定 ４８ 个国家良种ꎮ
２００３ 年成立全国茶树品种鉴定委员会ꎬ到 ２０１４ 年底

全国共审(认、鉴)定了 １３４ 个国家级茶树良种ꎬ其中

适制红茶的茶树品种有 １０ 多个ꎬ红绿茶兼用 ３０ 余

个ꎻ省级审(认)定茶树品种 １７０ 多个(包括台湾省)ꎮ
云南大叶是我国 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首批认定通过的

３０ 个国家级茶树良种之一ꎬ之后以云南大叶为母本

或从云南大叶群体中选育出很多的红茶品种ꎬ如 １９８７
年由云南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选育而成无性系良

种———云抗 １０ 号[８３]ꎮ 五岭红、秀红、云大淡绿和英

红 ９ 号等均是从阿萨姆茶或者云南大叶种中选育出

的红茶品种ꎮ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以云南

大叶种为母本、福鼎大白茶为父本育成湘红 １ 号[８４]ꎮ
２００６ 年ꎬ福建武夷山利用传统正山小种红茶改制

金骏眉小种红茶ꎬ此后ꎬ创新工夫红茶成为市场的新热

点ꎬ国内外消费者对高档红茶的需求由强调“浓、强、
鲜”向“高香清饮”红茶与调味红茶转变ꎮ 与之相对应

的红茶茶树品种选育目标、选育群体也随之改变ꎮ 潇

湘红 ２１￣３ 是从江华苦茶中选育出的红茶品种ꎬ制红

茶香气浓郁ꎬ滋味浓强ꎬ冷后呈乳状ꎬ叶底红亮ꎬ红碎

茶达二套样水平[８５]ꎮ 从广东粤北仁化白毛茶群体中

单株选育的高香型红茶和白茶兼用无性新品种丹霞

１ 号、丹霞 ２ 号ꎬ制高档名优红茶和白茶ꎬ花香毫韵突

出[８６￣８７]ꎮ 从凤凰单丛茶群体中选育的晚生乌叶单丛

茶ꎬ制乌龙茶和红茶花香突出ꎬ滋味醇厚[８８]ꎮ
３ ３　 国外新品种选育的主要成果

１９３７ 年ꎬ斯里兰卡茶叶研究所利用从印度托克

莱试验站引入的茶树品种ꎬ筛选出一批优良无性系

品种ꎬ即 ＴＲＩ２０００ 系列、ＴＲＩ３０００ 系列和 ＴＲＩ４０００ 系

列ꎮ 这些品种具有高产优质ꎬ抗旱性强的特点ꎬ对常

见病 虫 害 也 有 一 定 的 防 御 能 力ꎬ 如 ＴＲＩ２０２６、
ＴＲＩ３０７３、ＴＲＩ４０５２ 等抗茶饼病ꎻＴＲＩ３０２５、ＴＲＩ４０４９ 等

抗胀树白蚁[４]ꎮ 印度的茶树新品种选育取得更为

显著的进步ꎬ到 ２００５ 年共育成 ２１５ 个无性系品种ꎬ
其中托克莱试验站 ３１ 个 ＴＶ(Ｔｏｃｋｌａｉ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ꎬ
１５３ 个茶园系列品种ꎬＵＰＡＳＩ 释放 ３７ 个优质高产的

无性系品种(ＵＰＡＳＩ １￣２８、ＴＲＦ１￣３) [３]ꎮ 肯尼亚利用

本国和外来资源ꎬ共释放了 ５０ 个高产优质的国家级

茶树品种ꎮ ＴＲＦＫ ６ / ８ 是肯尼亚的国家品种之一ꎬ也
是很好的中间材料ꎬ约 ６０％ 的释放品种均是以 ＴＲ￣
ＦＫ ６ / ８ 为母本的天然杂交或人工杂交后代中选育

出来的[６]ꎮ 土耳其则利用引种的茶树资源选育出

了 ６４ 个有希望的无性系品种ꎬ其中 Ｍｕｒａｄｉｙｅ￣１０、
Ｔｕｇｌａｌｉ￣１０ 和 Ｄｅｒｅｐａｚａｒｉ￣７ 等 ７ 个品种ꎬ以产量高和

适应力强ꎬ逐渐受到茶农的青睐[９]ꎮ 孟加拉国利用

本国的地方品种在 １９６６ 年育成第 １ 个高产优质

ＢＴ１ 无性系品种ꎬ之后孟加拉国茶叶研究所释放了

１７ 个无性系品种ꎬ另外还有 ４ 个双无性系原种

ＢＴＳ１￣ＢＴＳ４[８]ꎮ

４　 展望

茶树作为经济作物和饮料作物ꎬ一直以来选育

优质、高产、多抗的茶树良种是育种工作者共同的奋

斗目标ꎮ 随着茶叶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和市场的需

求ꎬ新的需求随之提出ꎬ进而对茶树育种者也提出了

新的课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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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适合机械化耕作和采摘的新品种选育

传统的茶叶企业以人工采茶为主ꎬ劳动效率低

下ꎮ 近年由于生产体制的改变ꎬ副业门路的增多ꎬ农
村劳动力转移ꎬ导致采茶劳动力不足ꎬ劳动力成本上

升ꎬ同时茶叶加工自动化程度的提高ꎬ单纯依靠人工

采摘不仅不能满足生产企业的需求ꎬ而且企业成本

增加ꎬ茶叶产业的利润降低ꎮ 提高茶叶采摘机械化

程度成为必然趋势ꎬ与之相配套的适合机采的茶树

品种也成为育种者的未来目标ꎮ
４ ２　 特异茶树品种的选育

现今ꎬ由于深加工技术的发展ꎬ越来越多茶饮料

和茶保健品的开发ꎬ使得茶叶的价值不再仅仅体现

加工制作的名优茶ꎬ深加工产品带来的附加值更是

无限的ꎮ 因此ꎬ具有保健功效的茶氨酸、茶多酚和

ＥＧＣｇ 被茶叶企业所期望ꎮ 而选育高儿茶素、低咖

啡碱、高茶氨酸和高花青素等特色茶树资源成为开

发和加工保健功效茶产品的基础ꎮ 许多特色茶树资

源被发现并选育出来ꎬ如无咖啡碱可可茶[８９]ꎮ 肯尼

亚选育出的 ＴＲＦＫ ３０６ꎬ是一个富含花青素的紫色芽

叶品种[６]ꎮ 因此ꎬ特色茶树资源的选育也是未来茶

树育种的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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