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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海南澄迈等 ６ 个主要油茶分布县 １０ 个乡镇油茶资源主要形态和经济性状进行调查测定，比较其与高州油茶和普

通油茶的差异，并进行聚类分析。 结果表明：海南油茶种质资源在形态、茶油脂肪酸组成等方面具有多样性，海南油茶树体、
花、果实以及叶片均小于高州油茶；海南油茶鲜出子率在 １９ ８４％ ～ ３６ ２１％之间，干出仁率在 ４９ ６４％ ～ ６４ ２２％ 之间，种仁含

油率为 ４４ ５６％ ～ ５２ ２１％ ；海南油茶子油的不饱和脂肪酸为 ８７ ５８％ ～ ８９ ６８％ ，亚麻酸含量低，仅为普通油茶的 ０ ～ ８８ ７％ ，
而饱和脂肪酸显著高于普通油茶。 聚类分析表明海南油茶同高州油茶和普通油茶具有显著区别，除海南博鳌资源外，其他海

南油茶被划分为一类。 本研究为海南省油茶资源分类以及资源开发提供了参考资料。
　 　 关键词：海南省；油茶；种质资源；聚类分析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Ｏｉｌｔｅ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Ｈａｉ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ＹＵＡＮ Ｊｕｎ，ＨＡＮ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ＨＥ Ｓｅ⁃ｙｕ，ＨＵＡＮＧ Ｌｉ⁃ｙｕａｎ，ＺＨＯＵ Ｎａｉ⁃ｆｕ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 Ｎｏｎ⁃Ｗｏｏ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Ｔｒｅｅｓ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Ｎｏｎ⁃ｗｏｏ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４１００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１３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２⁃１５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１４⁃１０⁃１３
ＵＲＬ：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１１． ４９９６． Ｓ． ２０１４１０１３． ２０２２． ００８． ｈｔｍｌ
基金项目：国家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２０１４０４０４７０２）
第一作者研究方向为经济林栽培育种。 Ｅ⁃ｍａｉｌ：ｙｕａｎｊｕｎｃｈｉｎａ＠ １２６． ｃ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ａｉｎ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１２ ｏｉｌｔｅ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ｏｉ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ｉｌｔｅａ ｉｎ Ｈａｉｎａｎ ｈａ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ｔｒｅｅ ｂｏｄｙ，ｆｌｏｗｅｒ，ｆｒｕｉｔ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ｗａ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Ｃ． ｇａｕ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Ｆｒｅｓｈ ｓｅｅｄ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１９ ８４％ －３６ ２１％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ｄｒｙ ｋｅｒｎｅｌ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４９ ６４％ －６４ ２２％ ，ａｎｄ ｏｉ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ｋｅｒｎｅｌ ｗａｓ ４４ ５６％ －５２ ２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
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ｏｆ ｏｉｌｔｅａ ｉｎ Ｈａｉｎａｎ ｗａｓ ８７ ５８％ －８９ ６８％ ａｎｄ 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ｗａｓ ｏｎｌｙ ０ － ８８ ７％ ｏｆ ｔｈｅ
Ｃ．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ｗｈｉｌ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Ｃ．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Ｃ．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ｏｆ Ｈａｉｎａｎ ｈａ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Ｃ．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ａｎｄ Ｃ． ｇａｕｃｈｏｗｅｎｓｉｓ．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Ｂｏａｏ，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Ｈａｉｎａｎ ｗｅｒ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ｉｎｔｏ ｏｎｅ ｃｌａｓ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ｉｌｔｅ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Ｈａｉｎａ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ａｉ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油茶是我国南方重要的木本食用油料树种，泛
指山茶科（Ｔｈｅａｃｅａｅ）山茶属（Ｃａｍｅｌｌｉａ）植物中种子

油脂含量较高且具有经济栽培价值的植物总称，约
有 ５０ 个物种，其中栽培面积最大的为普通油茶［１］。
目前全国油茶栽培总面积达 ３ ６７ × １０６ ｈｍ２，主要分

布于我国南方 １４ 个省（市、区），其中以湖南、江西

和广西最多，年产茶油 ３ ０ × １０８ ｋｇ 左右［２］。 海南省

油茶种植和利用历史悠久，品质优良，在当地称为

“山柚油”。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质量和健康意识

的提高，海南本地茶油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售价平均

为 ５００ 元 ／ ｋｇ，最高可达 １０００ 元 ／ ｋｇ。
由于海南独特的地理条件、油茶科研以及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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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滞后，并未列入国家发布的《全国油茶发展规划》［２］，
给海南油茶研发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直到 ２０１０ 年，关
于海南省油茶的相关研究结果才陆续有报道［３⁃７］。 目

前，海南油茶的特性特征以及海南油茶是否就是高州

油茶，仍然不清楚。 本研究以海南澄迈、琼海、琼中、
定安、屯昌、五指山等 ６ 个主要油茶分布县 １０ 个乡镇

本地油茶资源为材料，测定主要形态和经济性状指

标，比较海南省油茶资源与普通油茶和高州油茶的差

异，并进行聚类分析，旨在发现海南省油茶的特点，为
海南油茶良种选育、分类以及资源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供试材料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和 １１ 月在海南澄迈、琼海、琼中、
定安、屯昌、五指山等 ６ 个县（市）１０ 个乡镇选取面

积 ６６７ ｍ２以上的海南本地油茶（以下均简称海南油

茶）林分，挑选 ５ 株中等树进行调查；以广东高州市

曹江镇的高州油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和湖南省望城

区东城镇的普通油茶品种华硕（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ｇａｕｃｈｏｗｅｎ⁃
ｓｉｓ）为对照，采样地概况如表 １。

表 １　 采样地点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编号

Ｎｏ
县

Ｃｏｕｎｔｙ
镇

Ｔｏｗｎ
村

Ｖｉｌｌａｇｅ
经度（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纬度（Ｎ）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海拔（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树龄（年）
Ａｇｅ ｏｆ ｔｒｅｅ

林分管理

Ｆｏｒｅｓｔ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１ 澄迈 加乐镇 坡塘村 １１０°０１′ ２５ ８″ １９°３５′ １７ ８″ １２２ ６５ 垦覆

２ 澄迈 中兴镇 里万村 １０９°５４′４１ １″ １９°３７′５８ ４″ １２７ ８２ 无管理

３ 澄迈 文儒镇 平坦村 １１０°０５′ ４０ ８″ １９°３８′ ５１ ９″ ７２ ５６ 橡胶混交

４ 定安 龙门镇 先锋村 １１０°１９′ ２５ ４″ １９°２８′ ２１ １″ ９２ ５５ 无管理

５ 定安 富文乡 金鸡岭村 １１０°１５′４６ ３１″ １９°３４′ ２９ ９４″ １２５ ４２ 无管理

６ 屯昌 枫木镇 木色村 １０９°５８′３３ ３″ １９°１３′ １４ ４″ １７７ ３９ 橡胶混交

７ 琼海 会山镇 中酒村 １１０°１８′ ２０ ２″ １９°０５′ １７ ６″ ６０ １００ 以上 无管理

８ 琼海 博鳌镇 金坡村 １１０°２４′ １７ ３″ １９°０８′ ２６ ６″ ２７ ９１ 无管理

９ 琼中 湾岭镇 山心村 １０９°５７′１６ ０″ １９°１０′２７ ４″ ２６４ ８６ 林地清理

１０ 五指山 通什乡 南定村 １０９°５７′３４ ４″ １８°４９′５１ ０″ ７６０ ３６ 无管理

１１ 广东高州市 曹江镇 大坡村 １１０°５７′１７ ７６″ ２１°５９′６ ８２″ １０８ ７８ 无管理

１２ 湖南望城区 东城镇 杨家坪村 １１３°２１′１６ ６２ ２８°０５′３４ ６６ ６２ ３５ 林地清理

１ ２　 性状测定

在林分中选取中等木，经判别属于乔木或灌木，
并从中挑选 ５ 株中等树作为采样株，在东南西北 ４
个方向分别采集成熟叶 ５ 片、果实 ５ 个和花 ５ 朵。
叶片采集后用方格纸描下叶片形状，室内测算叶片

高度、宽度、叶形指数（叶片高度 ／宽度）和叶面积；
用游标卡尺测定花直径并通过人工计数确定花瓣数

量；测定果实横径、纵径和单果重后，剥壳称鲜子重

并计算鲜出子率（鲜子重 ／单果重 × １００％ ），随后将

种子带回室内晾干，测定百粒重和干出仁率（烘干

仁重 ／烘干子重 × １００％ ）。
１ ３　 种仁含油率及茶油脂肪酸分析

利用全自动索氏抽提系统（Ｓｏｘｔｅｃ ２０５０，ＦＯＳＳ，
瑞士）参照谢鹏［８］的方法测定种仁含油率。 参考舒

敏等［９］的方法测定茶油的脂肪酸组成，即先用催化

法将茶油甲酯化，随后利用气相色谱分析仪（ＧＣ⁃
２０１４，岛津，日本）测定脂肪酸组成和相对含量。 根

据保留时间确定脂肪酸组成，根据峰面积以归一化

方法计算各脂肪酸的相对含量。
１ ４　 统计分析

所有分析均为 ３ 次重复，数据统计和分析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进行，图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７ ５ 软件制作；聚类

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分析，种质间距离为欧式距离，
聚类方法采用可变类平均法。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树体及花、叶片性状

调查发现，海南油茶树体、花以及叶片均不同于

高州油茶和普通油茶（表 ２）。 海南油茶树体介于普

通油茶和高州油茶之间，以小乔木居多，部分属于灌

木；花瓣数量大多在 ５ ～ ６ 之间，最多为 ８ 瓣；花冠直

径均小于高州油茶，定安龙门、五指山通什和普通油

茶无统计学差异；澄迈文儒、琼中湾岭、琼海会山和广

东高州油茶的叶形指数均大于 ２，为椭圆形叶片，其
余叶片为长圆形；高州油茶叶面积最大，是普通油茶

的 １ ５ 倍，是海南油茶资源叶面积的 １ １８ ～１ ６３ 倍。

１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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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油茶资源树体、花及叶片性状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ｒｅｅ ｂｏｄｙ，ｆ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ｌｅａｆ ｏｆ ｏｉｌｔｅ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编号

Ｎｏ．
地点

Ｓｉｔｅｓ
灌 ／ 乔木

Ｓｈｒｕｂｓ ｏｒ ｔｒｅｅｓ
花瓣数量（个）
Ｎｏ． ｏｆ ｐｅｔａｌｓ

花冠直径（ｃｍ）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ｃｏｒｏｌｌａ

叶形指数

Ｌｅａｆ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叶片面积（ｍｍ２）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１ 澄迈加乐 小乔木 ５ ～ ６ ６ ２ ± ０ １ａｂｃ １ ８９ ± ０ ０９ｅｆｇ １８９５ ± １２ｄ

２ 澄迈中兴 乔木 ５ ～ ６ ６ ３ ± ０ １ａｂ １ ７４ ± ０ ０５ｈ １５２７ ± １８ｉ

３ 澄迈文儒 小乔木 ５ ～ ６ ５ ８ ± ０ ２ｃｄｅ ２ ３９ ± ０ １２ａ １７４１ ± １６ｆ

４ 定安龙门 灌木 ５ ～ ７ ５ ６ ± ０ ３ｄｅｆ １ ９９ ± ０ ０８ｃｄｅ １４９４ ± １９ｉｊ

５ 定安富文 丛生灌木 ５ ～ ６ ５ ８ ± ０ １ｃｄｅ １ ８２ ± ０ ０９ｆｇｈ １９８７ ± ２２ｃ

６ 屯昌枫木 小乔木 ７ ～ ８ ６ １ ± ０ １ａｂｃ １ ７５ ± ０ ０６ｇｈ １４５４ ± １６ｊ

７ 琼海会山 小乔木 ５ ～ ６ ６ ３ ± ０ ２ａｂ ２ １１ ± ０ ０９ｂｃ １８０３ ± ２０ｅ

８ 琼海博鳌 小乔木 ５ ～ ７ ５ ９ ± ０ ３ｂｃｄ １ ４３ ± ０ ０４ｉ ２１１２ ± １８ｂ

９ 琼中湾岭 小乔木 ５ ～ ６ ６ ２ ± ０ ２ａｂｃ ２ ０４ ± ０ ０６ｃｄ １６１６ ± ２４ｇｈ

１０ 五指山通什 小乔木 ５ ～ ７ ５ ４ ± ０ ３ｅｆ １ ９４ ± ０ ０７ｄｅｆ １６４０ ± ２５ｇ

１１ 广东曹江 乔木 ５ ～ ８ ６ ４ ± ０ ３ａ ２ １９ ± ０ ０７ｂｃ ２３６３ ± ２２ａ

１２ 湖南东城 小乔木 ５ ～ ７ ５ ３ ± ０ ３ｆ １ ８４ ± ０ ０９ｆｇｈ １５７４ ± １８ｈ

小写字母表示在 ０． ０５ 水平下差异显著，下同

Ｌｏｗｅｒｃａ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ｔ ０． ０５ ｌｅｖｅｌ，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２ ２　 主要经济性状分析

分别测定 １２ 个资源果实横纵径、单果重、出
子率、出仁率以及含油量等指标，发现海南油茶的

果实主要经济性状与高州油茶、普通油茶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表 ３）。 海南油茶的果实横纵径分

别以琼中湾岭和琼海会山的资源最大，但均显著

小于高州油茶；按照彭邵峰等［１０］方法，仅有琼中湾

岭和华硕为橘形，其余均为圆形；单果重以澄迈家

乐、琼海会山和琼中湾岭的果实较大，澄迈中兴、

澄迈文儒和湖南东城的普通油茶之间无统计学差

异。 海南油茶鲜出子率在 １９ ８４％ ～ ３６ ２１％ 之

间，其中以五指山通什最高，达到 ３６ ２１％ ，琼海博

鳌的鲜出子率最小，仅为通什资源的 ５５％ ；而海南

油茶的干出仁率在 ４９ ６４％ ～ ６４ ２２％ 之间，其中

澄迈加乐、高州油茶和华硕达到了 ６０％ 以上。 澄

迈文儒、琼中湾岭、五指山通什和华硕的百粒重显

著低于琼海会山资源，澄迈中兴和高州油茶的百

粒重最小。

表 ３　 不同油茶资源经济性状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ｏｉｌｔｅ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编号

Ｎｏ．
地点

Ｓｉｔｅｓ

横径（ｍｍ）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纵径（ｍｍ）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ａｍｅ

ｔｅｒ

果形指数

Ｆｒｕｉｔ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单果重（ｇ）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ｒｕｉｔ

ｗｅｉｇｈｔ

鲜出子率（％ ）
Ｓｅｅｄ ｒａｔｅ

出仁率（％ ）
Ｋｅｒｎｅｌ ｒａｔｅ

百粒重（ｇ）
Ｈｕｎｄｒｅｄ⁃ｓｅ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

１ 澄迈加乐 ５３ ３８ ± ２ ３７ｅｆ ５６ １７ ± １ ４４ｃ １ ０５ ± ０ ０６ａ １１６ ９１ ± ４ １９ｂ ２７ ６２ ± ０ ０４ｄ ６４ ２２ ± ０ ５９ｂ １９６ ２６ ± ６ ２５ｆ

２ 澄迈中兴 ５８ ０９ ± １ ８８ｃｄ ４７ ５０ ± １ ９０ｅｆ ０ ８２ ± ０ ０７ｄｅ ９２ ３６ ± ４ ２２ｃ ３２ ４９ ± ０ ７ｃ ５７ ９０ ± １ ２５ｄ １８１ ５７ ± ５ ７ｇ

３ 澄迈文儒 ５５ ２２ ± １ ７９ｄｅ ５４ ０９ ± １ ９４ｃｄ ０ ９８ ± ０ ０８ａｂｃ ９０ ６１ ± ４ ６６ｃ ２２ １４ ± ０ １９ｅ ５２ ７０ ± ０ ７５ｇ ２４６ ２０ ± ６ ４４ｃ

４ 定安龙门 ３３ １２ ± ２ １ｈ ３４ ２１ ± ３ ０８ｈ １ ０３ ± ０ ０５ａｂ ６４ ２１ ± ４ ０６ｄｅ ３３ ４２ ± ０ ５５ｃ ５０ １６ ± ０ ８１ｈ ２３４ ２０ ± ４ ５ｄ

５ 定安富文 ４６ ３５ ± １ ９ｇ ４２ １４ ± ２ １３ｇ ０ ９１ ± ０ ０４ｂｃｄ ６８ ３３ ± ４ ２８ｄ ２２ ４６ ± ０ ４９ｅ ５４ ３５ ± ０ ４８ｆ ２３２ ０４ ± ２ ３９ｄｅ

６ 屯昌枫木 ４８ ４６ ± ３ ３１ｇ ４９ ４４ ± ２ ２１ｅｆ １ ０２ ± ０ １ａｂｃ ５８ ４５ ± ４ ５９ｅ ２３ ４６ ± ０ ３１ｅ ５０ ０４ ± ０ ７３ｈ ２２３ ４２ ± ４ ６３ｅ

７ 琼海会山 ６１ ３９ ± ２ １１ｂｃ ６１ ９８ ± ３ ４１ｂ １ ０１ ± ０ ０６ａｂｃ １２４ ５０ ± ４ ８３ｂ ３３ ５７ ± １ ５ｃ ５６ １７ ± ０ ３０ｅ ２８１ ７５ ± ８ ２１ａ

８ 琼海博鳌 ５０ ３１ ± ３ １９ｆｇ ５０ ０６ ± １ ９３ｅｆ １ ００ ± ０ ０２ａｂｃ ６８ １４ ± ３ ０８ｄ １９ ８４ ± ０ ８８ｆ ４９ ６４ ± ０ ６２ｈ １９７ ００ ± ６ ３ｆ

９ 琼中湾岭 ６５ ３４ ± ２ ２ｂ ５１ ５８ ± ２ ０９ｄｅ ０ ７９ ± ０ ０５ｄｅ １１８ ９３ ± ４ ７８ｂ ２７ ７５ ± ０ ７４ｄ ５４ ４７ ± ０ ５２ｆ ２５２ １３ ± ４ ４３ｂｃ

１０ 五指山通什 ３３ ４８ ± ３ ２１ｈ ３５ １２ ± １ ９７ｈ １ ０５ ± ０ １１ａ ４４ ２１ ± ３ ８２ｆ ３６ ２１ ± ０ ７６ｂ ５２ ４５ ± ０ ４８ｇ ２５７ ４０ ± ６ ８４ｂ

１１ 广东曹江 ７７ ２２ ± ２ ２１ａ ６９ ４６ ± ２ １１ａ ０ ９０ ± ０ ０５ｃｄｅ １７５ ５０ ± ４ ８２ａ １８ ９９ ± ０ ９５ｆ ６２ ３２ ± ０ ５３ｃ １８５ ９１ ± ５ ７６ｇ

１２ 湖南东城 ６０ ６２ ± ２ ０４ｃ ４７ １７ ± ２ １２ｆ ０ ７８ ± ０ ０６ｅ ９４ ６２ ± ４ ４７ｃ ４５ ５１ ± ０ ７６ａ ６９ ２８ ± ０ ４８ａ ２４８ ００ ± ５ ２２ｂ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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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１，１０ 个海南油茶资源的种仁含油率在

４４ ５６％ ～５２ ２１％之间，均显著高于普通油茶，其中

澄迈加乐、澄迈中兴、琼中湾岭、五指山通什和高州

油茶最高并和其他油茶资源的种仁含油率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图 １　 不同种质资源种仁含油率

Ｆｉｇ １　 Ｋｅｒｎｅｌ ｏｉ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ｏｉｌｔｅ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 ３　 脂肪酸成分分析

提取 １２ 个地点油茶资源种仁茶油，利用气象色

谱进行脂肪酸成分分析，结果表明：海南油茶脂肪酸

组成同高州油茶和普通油茶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４）。 海南油茶棕榈酸含量以琼海博鳌的最高，
仅次于高州油茶，以五指山通什的最低，仅高于普通

油茶。 五指山通什的硬脂酸含量最高，是澄迈文儒、
定安龙门以及普通油茶的 １ ６ 倍。 澄迈、琼海、五指

山资源的油酸含量均达到 ８３％以上，而定安富文资

源虽然油酸含量最低，但其亚油酸含量最高，达到

７ ７４％ 。 除琼海博鳌资源未检出亚麻酸外，海南油

茶的亚麻酸含量为 ０ ３６％ ～ ０ ６４％ ，显著低于普通

油茶，而显著高于高州油茶。
综合分析海南油茶的饱和及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 发现海南茶油的不饱和脂肪酸 含 量 为

８７ ５８％ ～８９ ６８％ ，其中以琼海会山资源的不饱和

脂肪酸含量最高，和普通油茶华硕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海南油茶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显著低于高州油

茶（图 ２）。

表 ４　 不同油茶资源茶油脂肪酸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４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ｉｌ ｏｆ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编号

Ｎｏ．
地点

Ｓｉｔｅｓ
棕榈酸（％ ）
Ｐａｌｍｉｔｉｃ ａｃｉｄ

硬脂酸（％ ）
Ｓｔｅａｒｉｃ ａｃｉｄ

油酸（％ ）
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亚油酸（％ ）
Ｌｉｎｏ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

亚麻酸（％ ）
Ｌｉｎｏｌｅｎｉｃ ａｃｉｄ

１ 澄迈加乐 ８ ３４ ± ０ １１ｅｆ ２ ３２ ± ０ ０８ｄ ８３ ２５ ± ０ １６ａ ５ ４６ ± ０ ０７ｄ ０ ６３ ± ０ ０５ａｂ

２ 澄迈中兴 ８ ５８ ± ０ ０９ｅ ２ ６１ ± ０ ０８ｂｃ ８３ ８１ ± ０ ０６ａ ４ ５３ ± ０ ０６ｅ ０ ４７ ± ０ ０６ｃｄ

３ 澄迈文儒 ９ ０２ ± ０ ０７ｆｄ ２ ０４ ± ０ ０９ｅ ８３ ６６ ± ０ ５１ａ ４ ６４ ± ０ １３ｅ ０ ６４ ± ０ ０７ａｂ

４ 定安龙门 ９ ６６ ± ０ ０７ｃ ２ ０４ ± ０ ０６ｅ ８１ ４０ ± ０ ０８ｃ ６ ５４ ± ０ ０８ｂｃ ０ ３６ ± ０ ０５ｄｅ

５ 定安富文 ９ ８７ ± ０ １２ｃ ２ ５５ ± ０ ０６ｂｃ ７９ ３１ ± ０ ３０ｄ ７ ７４ ± ０ ２１ａ ０ ５３ ± ０ ０４ｂｃ

６ 屯昌枫木 ８ ４４ ± ０ １４ｅｆ ２ ４４ ± ０ １２ｃｄ ８２ ３２ ± ０ ３０ｂ ６ ３５ ± ０ ２ｃ ０ ４５ ± ０ １３ｃｄ

７ 琼海会山 ８ ２５ ± ０ ０９ｆｇ ２ ０７ ± ０ １２ｅ ８３ ６９ ± ０ ８０ａ ５ ６２ ± ０ ３７ｄ ０ ３７ ± ０ ０６ｄｅ

８ 琼海博鳌 １１ ０６ ± ０ １３ｂ ２ ５７ ± ０ ２２ｂｃ ８３ ５５ ± ０ ５２ａ ２ ８２ ± ０ ０９ｆ ０

９ 琼中湾岭 ８ ６４ ± ０ １２ｅ ２ ７３ ± ０ ０８ｂ ８１ ６５ ± ０ １３ｃ ６ ５２ ± ０ ２ｂｃ ０ ４６ ± ０ ０６ｃｄ

１０ 五指山通什 ７ ９７ ± ０ １２ｇｈ ３ ２１ ± ０ １０ａ ８３ ５５ ± ０ ６１ａ ４ ７０ ± ０ ０７ｅ ０ ５６ ± ０ ０６ｂｃ

１１ 广东曹江 １３ ０１ ± ０ ４４ａ ２ ６２ ± ０ １１ｂｃ ７８ ７５ ± ０ ２３ｄ ５ ３３ ± ０ １４ｄ ０ ２９ ± ０ ０４ｅ

１２ 湖南东城 ７ ５０ ± ０ １５ｈ ２ ０４ ± ０ １１ｅ ８３ ０８ ± ０ １９ａ ６ ６８ ± ０ １１ｂ ０ ７１ ± ０ ０１ａ

２ ４　 聚类分析

通过整合质量性状和数量性状数据，对 １２ 个地

点采集的油茶种质资源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当
欧氏距离 Ｄ２ ＝ １０ ５ 时，参试的 １２ 个地点的种质资

源被分为 ４ 类（图 ３）。 高州油茶、琼海博鳌、普通油

茶各成 １ 类，其他 ９ 个地区海南油茶资源为一类。
进一步分类发现，澄迈文儒、琼海会山、澄迈加乐、澄
迈中兴以及琼中湾岭等 ５ 个地区资源聚为 １ 个亚

类，而定安龙门、定安富文和屯昌枫木的资源聚为第

２ 个亚类，五指山通什为第 ３ 个亚类。

３８３１



植　 物　 遗　 传　 资　 源　 学　 报 １５ 卷

图 ２　 不同种质资源饱和、不饱和脂肪酸含量

Ｆｉｇ 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ｉｎ ｏｉｌ ｏｆ ｏｉｌｔｅ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图 ３　 １２ 个地区油茶种质资源聚类

Ｆｉｇ ３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ｔｒｅ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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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海南油茶主要分布的 ６ 个县 １０
个乡镇的油茶资源进行调查，分析了不同地点油茶

资源的形态特征和主要经济性状，比较了其同高州

油茶和普通油茶的差异，并进行了聚类分析，为海南

油茶分类以及资源开发提供理论和技术基础。 本研

究结果表明：海南油茶种质资源在形态、茶油品质等

方面具有多样性，同高州油茶和普通油茶具有显著

区别。 同时发现海南油茶很多特性介于高州油茶和

普通油茶之间，表明其可能是高州油茶的变种或者

是和其他山茶物种杂交的后代。 聚类分析表明海南

油茶本地种源间的亲缘关系更近，说明岛屿等地

理隔离对山茶种群的遗传分化具有重要影响，海
南油茶产生了可稳定遗传的变异，形成了新的类

型［１１⁃１４］ ，因此，虽然海南油茶一直被划分为高州油

茶［１］ ，但本研究的结果将促进海南油茶在整个山

茶物种中的分类认识，提高海南油茶地位和研究

利用。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是茶油作为高端保健油的

主要优势之一，但是本研究发现海南油茶的不饱和

脂肪酸均低于普通油茶，特别是亚麻酸含量较低，因
此应当进一步加快海南油茶野生资源的调查，筛选

不饱和酸含量高的优良种质，同时还应该积极开展

同普通油茶的杂交，从而矮化海南油茶树体和改良

茶子油的品质特性。 目前，虽然岑溪软枝等油茶品

种的引种试验较为成功［１５］，但是海南油茶具有其明

显的地域特性和适应性优势，特别是口感等方面，因
此大面积引进外地油茶品种是否可取还有待商榷，
应该加强海南油茶在其自然生长地的就地保护，最
大程度地保存本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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