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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了发掘茶树新的种质资源，对贵州省 ２５ 个县（市）境内 ５３ 份树龄约 １００ 年以上的野生茶树资源的主要生化成分

进行了测定评价和遗传多样性分析。 结果表明 ５３ 份野生茶树资源的生化成分变异幅度大，存在丰富的多样性。 ５３ 份资源的

氨基酸、茶多酚、咖啡碱含量及酚氨比平均变异系数为 ２７． ５５％ ，遗传多样性指数（Ｈ′）变幅为 １． ８８ ～ ２． ０８、均值为 ２． ００。 ５３ 份

资源中的 ２８ 份资源儿茶素组分的平均变异系数和平均遗传多样性指数分别为 ３７． １０％ 、１． ８２。 有 １３ 份资源的酚氨比小于 ８，
２８ 份资源的酚氨比在 ８ ～ １５ 之间，１２ 份资源的酚氨比大于 １５。 聚类分析发现，当欧氏距离为 １７ 时，５３ 份资源聚类可分为 ３
大类复合组，无独立组存在。 并从中初步筛选出高茶多酚资源 ５ 份、潜在优良种质资源 １ 份及其他特殊资源 ２０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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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生化成分是构成茶叶品质优劣的物质基

础，探究野生茶树［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Ｌ． ）Ｏ． Ｋｕｎｔｚｅ］
资源的生化多样性，可为发掘利用优异茶树种质资

源奠定基础［１⁃２］。 贵州为茶树起源地的核心区域，

拥有丰富的野生茶树资源，境内 ２５ 个县（市）曾发

现有 １００ 年以上的野生茶树资源分布，蕴藏着部分

优异资源有待挖掘利用［３］。 国内已有研究者对云

南［４⁃６］、贵州西南部［７］、重庆南川［８］、四川［９］ 等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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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野生茶树资源进行了生化多样性分析，并初步

筛选出一些特异资源。 也有对收集保存于种质资源

圃的广西［１０］、福建武夷［１１］、四川［１２］ 等地的茶树资

源进行了类似研究，但这些材料不一定均属于野生

资源。 此外，野生茶树资源的地理分布、表型多样

性、遗传多样性也有研究报道［３，１３⁃１４］。 当前，贵州茶

叶产业蓬勃发展，为挖掘整理利用贵州丰富的野生

茶树资源迎来大好时机。 本试验在对贵州省 ２５ 个

县（市）境内的茶树资源开展广泛野外调查取样的

基础上，对 ５３ 份树龄约 １００ 年以上的野生茶树资源

的主要生化成分进行了测定，并探究了其生化多样

性，为贵州地方优异茶树种质资源创新利用和发展

特色茶叶产业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来源

基于文献记录、新闻媒体报道及各地县（市）茶
叶管理人员协助调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采用 ＧＰＳ 定位，选取贵州省境内 ２５ 个县（市）５３
份树龄约 １００ 年以上的野生茶树资源为研究材料，
其地理分布点见图 １。

图 １　 贵州 ５３ 份野生茶树资源地理分布点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５３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ｗｉｌｄ ｔｅａ ｐｌａｎ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１． ２　 测定方法

参照《茶树种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 ［１５］

的方法，采摘夏茶的 １ 芽 ２ 叶制作烘青绿茶样品，由
贵州省茶叶研究所茶叶质量检测中心检测。 水浸出

物、咖啡碱、茶多酚和氨基酸含量的测定分别采用

ＧＢ ／ Ｔ８３０５⁃２００２、 ＧＢ ／ Ｔ８３１２⁃２００２、 ＧＢ ／ Ｔ８３１３⁃２００８
和 ＧＢ ／ Ｔ８３１４⁃２００２。

按照 ＧＢ ／ Ｔ８３１３⁃２００８，采用 ＨＰＬＣ 法检测儿茶

素的 ６ 个 组 分： 表 没 食 子 儿 茶 素 没 食 子 酸 酯

（ＥＧＣＧ）、表没食子儿茶素（ＥＧＣ）、表儿茶素没食子

酸酯（ＥＣＧ）、表儿茶素（ＥＣ）、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

酸酯（ＧＣＧ） 及儿茶素 （ Ｃ）。 称取 ０． ２ ｇ （精确到

０． ０００１ ｇ）茶粉样于 １０ ｍＬ 离心管中，加入经 ７０℃预

热的 ７０％甲醇溶液 ５ ｍＬ，７０℃水浴浸提 １０ ｍｉｎ，冷
却至室温，３５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 １０ ｍｉｎ，转移上清液至

１０ ｍＬ 容量瓶。 残渣再用 ７０％甲醇溶液 ５ ｍＬ 提取

１ 次。 合并提取液，定容至 １０ ｍＬ，经 ０． ４５ μｍ 微孔

滤膜过滤。 吸取 ２ ｍＬ 提取液混合于 ８ ｍＬ 稳定液

中，０． ４５ μｍ 膜过滤，ＨＰＬＣ 检测。 测定用 Ｃ１８ 柱，
流速 １ ｍＬ ／ ｍｉｎ，柱温 ３５℃，检测波长 ２７８ ｎｍ，梯度

洗脱，用儿茶素类标准物质外标法直接定量。
本研究分 ３ 次调查取样，第 １ 次采集的 ３６ 个茶

样未进行水浸出物检测。 在对 ５３ 个样品进行咖啡

碱、茶多酚和氨基酸检测后，综合资源所处地理位置

及节省经费考虑，从中选取 ２８ 份资源进行儿茶素组

分检测分析。
１． 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 ０（ＩＢＭ Ｃｏｍｐａｎ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ＵＳＡ）
进行基本统计分析、聚类分析。

儿茶素品质指数可作为鉴定茶叶品质指标，指数

越大，茶叶品质相对越好，特级绿茶一般大于 ５００，儿
茶素品质指数 ＝ （ＥＧＣＧ ＋ ＥＣＧ） ×１００ ／ ＥＧＣ［１６］。

计算遗传多样性指数（Ｈ′）前先对数量性状进

行质量化处理，对数量性状进行 １０ 级分类，１ 级 ＜
Ｘ －２Ｓ，１０ 级≥Ｘ ＋ ２Ｓ，中间每级级差 ０． ５ Ｓ，Ｘ 为平

均数，Ｓ 为标准差，评价生化成分遗传多样性采用香

农⁃维纳（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指数（Ｈ′） ［１７］：

Ｈ′ ＝ － 
ｎ

ｉ ＝ １
ｐｉＩｎｐｉ

式中，Ｐ ｉ为某性状第 ｉ 种个体数占总个体的比

例，ｎ 为个体总数。
按照农业行业标准《农作物优异种质资源评价

规范⁃茶树（ＮＹ ／ Ｔ ２０３１⁃２０１１）》 ［１８］对 ５３ 份资源进行

评价。 特异种质资源（ ｒａｒ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是指性状表

现特殊的、稀有的种质资源。 优良种质资源（ ｅｌｉｔ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表示主要经济性状表现好且具有重要价

值的种质资源。 特异种质资源的几个主要生化指

标：氨基酸总量≥５． ０％ ，茶氨酸含量≥３． ０％ ，高茶

多酚总量≥２５． ０％ ，低茶多酚总量≤７． ５％ ，儿茶素

总量≥２０． ０％ ，高咖啡碱含量≥５． ０％ ，低咖啡碱含

量≤１． ５％ 。 优良种质资源的 ２ 个主要生化指标：氨
基酸总量≥４． ０％ ，茶多酚总量≥２０． ０％ 。

６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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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生化成分

由表 １、２ 可知，５３ 份资源中的 ２０ 份资源水浸

出物含量变化范围为 ３８． ７％ ～ ５２． ９％ ，平均为

４６． ６％ ，变异系数为 ７． ５０％ 。 ５３ 份资源氨基酸、茶
多酚、咖啡碱含量分别为 ０． ９％ ～ ４． ６％ 、１５． ３％ ～
２７． ９％ 、１． ８％ ～ ４． ７％ ，平均含量分别为 ２． ２％ 、

２２． ２％ 、３． １％ ，变异系数分别为 ３３． ９４％ 、１２． ５７％ 、
２４． ８４％ ，酚氨比为 ５． ０ ～ ２２． ６、平均为 １１． ４、变异系

数为 ３８． ８６％ ，４ 个指标的平均变异系数为 ２７． ５５％
（表 ２）。 有 １３ 份资源的酚氨比小于 ８，２８ 份资源的

酚氨比在 ８ ～ １５ 之间，１２ 份资源的酚氨比大于 １５。
氨基酸平均含量低于福鼎大白茶，水浸出物、茶多酚

及咖啡碱的平均含量与酚氨比均高于福鼎大白茶。
表明 ５３ 份茶树资源生化成分含量差异明显。

表 １　 ５３ 份野生茶树资源的常规生化成分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５３ ｗｉｌｄ ｔｅａ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ｓ

资源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ｓ
水浸出物

（％ ）ＷＥ
氨基酸

（％ ）ＡＡ
茶多酚

（％ ）ＴＰ
咖啡碱

（％ ）ＣＡ
酚氨比

ＴＰ ／ ＡＡ
资源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ｓ
水浸出物

（％ ）ＷＥ
氨基酸

（％ ）ＡＡ
茶多酚

（％ ）ＴＰ
咖啡碱

（％ ）ＣＡ
酚氨比

ＴＰ ／ ＡＡ

ＧＴ⁃０１ ― １． ６ ２１． ０ ２． ２ １３． １ ＧＴ⁃２８ ― ３． １ ２０． ４ ２． ２ ６． ６
ＧＴ⁃０２ ― １． ４ ２４． ７ ２． ３ １７． ６ ＧＴ⁃２９ ― ２． ２ １８． ８ ２． ４ ８． ５
ＧＴ⁃０３ ― １． ６ ２４． ７ ２． １ １５． ４ ＧＴ⁃３０ ― １． ７ ２５． ９ ２． ７ １５． ２
ＧＴ⁃０４ ― ２． ４ ２４． ８ ２． １ １０． ３ ＧＴ⁃３１ ― ２． ０ ２３． ８ ２． ７ １１． ９
ＧＴ⁃０５ ― ２． ２ ２５． ９ ２． ４ １１． ８ ＧＴ⁃３２ ― ２． ５ ２１． ８ ３． ３ ８． ７
ＧＴ⁃０６ ― ２． ３ ２３． ５ ２． ９ １０． ２ ＧＴ⁃３３ ― ２． ７ １９． ８ ２． ８ ７． ３
ＧＴ⁃０７ ― １． １ ２１． ９ １． ８ １９． ９ ＧＴ⁃３４ ４８． ７ １． ０ ２１． １ ４． ７ ２１． １
ＧＴ⁃０８ ― ２． ７ ２３． ４ ２． ９ ８． ７ ＧＴ⁃３５ ４６． ７ １． ５ ２２． ２ ３． ５ １４． ８
ＧＴ⁃０９ ― ２． ０ ２３． ８ ２． ７ １１． ９ ＧＴ⁃３６ ４１． ７ ２． ０ １９． ２ ３． ０ ９． ６
ＧＴ⁃１０ ― １． ５ ２６． ９ ３． １ １７． ９ ＧＴ⁃３７ ４２． ３ １． ３ １８． ３ ３． ６ １４． １
ＧＴ⁃１１ ― ２． ６ ２４． ５ ３． ６ ９． ４ ＧＴ⁃３８ ４６． ３ ０． ９ １９． ２ ２． ９ ２１． ３
ＧＴ⁃１２ ― ２． ３ ２３． ０ ２． ８ １０． ０ ＧＴ⁃３９ ４３． ７ １． ４ １７． ２ ３． ７ １２． ３
ＧＴ⁃１３ ― ２． ４ ２１． ５ ２． ８ ９． ０ ＧＴ⁃４０ ４６． ３ １． ９ ２２． ５ ４． ７ １１． ８
ＧＴ⁃１４ ― １． ９ ２２． ９ ２． ６ １２． １ ＧＴ⁃４１ ３８． ７ ０． ９ １５． ３ ２． ９ １７． ０
ＧＴ⁃１５ ― ２． ５ １６． ７ ２． ６ ６． ７ ＧＴ⁃４２ ４８． ３ １． ０ ２１． ０ ４． ３ ２１． ０
ＧＴ⁃１６ ― ２． ９ ２２． ６ ２． ７ ７． ８ ＧＴ⁃４３ ５２． ９ ２． ２ ２４． ６ ４． ７ １１． ２
ＧＴ⁃１７ ― ３． ２ ２１． ８ ２． ９ ６． ８ ＧＴ⁃４４ ４２． ０ ２． ２ １７． ７ ３． ９ ８． １
ＧＴ⁃１８ ― ３． １ ２０． ８ ２． ５ ６． ７ ＧＴ⁃４５ ４８． ８ １． ６ ２５． ３ ３． ０ １５． ８
ＧＴ⁃１９ ― １． ８ ２７． ９ ３． ７ １５． ５ ＧＴ⁃４６ ４５． ９ ２． ５ ２１． ５ ３． ４ ８． ６
ＧＴ⁃２０ ― ２． ２ ２６． １ ３． ５ １１． ９ ＧＴ⁃４７ ５０． ６ ２． ５ ２２． ７ ４． ４ ９． １
ＧＴ⁃２１ ― ２． ６ ２１． ３ ２． ４ ８． ２ ＧＴ⁃４８ ５０． ４ １． ２ ２７． １ ２． ６ ２２． ６
ＧＴ⁃２２ ― ２． ５ １９． ６ ２． ３ ７． ８ ＧＴ⁃４９ ４７． ６ ４． ６ ２２． ９ ３． ６ ５． ０
ＧＴ⁃２３ ― ３． ０ ２０． １ ２． ４ ６． ７ ＧＴ⁃５０ ５０． ２ ３． ６ ２１． ５ ４． ５ ６． ０
ＧＴ⁃２４ ― ２． ２ ２７． ２ ３． １ １２． ４ ＧＴ⁃５１ ４７． ２ ２． ７ ２３． ４ ４． ５ ８． ７
ＧＴ⁃２５ ― ３． ３ ２０． ８ ２． ８ ６． ３ ＧＴ⁃５２ ４６． ６ ３． ６ ２１． ０ ４． ６ ５． ８
ＧＴ⁃２６ ― ２． １ ２３． １ ２． ７ １１． ０ ＧＴ⁃５３ ４７． ４ ２． ６ ２０． ３ ２． ９ ７． ８
ＧＴ⁃２７ ― ２． ５ ２１． ２ ２． ７ ８． ５ 平均 Ｍｅａｎ ４６． ６ ２． ２ ２２． ２ ３． １ １１． ４

福鼎大白茶（ＣＫ） ４３． ５ ４． ３ １８． ０ ２． ６ ４． ２

ＷＥ：Ｗａｔ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ＡＡ：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ＴＰ：Ｔｅａ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ＣＡ：Ｃａｆｆｅｉｎｅ，ＴＰ ／ ＡＡ：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 ｔｏ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ｎｏ ｄａｔａ，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从 ５３ 份野生茶树资源中选择 ２８ 份进行儿茶素

组分分析（表 ２、表 ３），２８ 份资源的 ＥＧＣＧ、ＥＣＧ、
ＧＣＧ、ＥＧＣ、 ＥＣ、 Ｃ 含 量 变 幅 分 别 为 ０． ５１％ ～
１０． １６％ 、１． ４４％ ～７． ３０％ 、０． ０６％ ～ １． ５６％ 、０． ２１％
～３． ３１％ 、０． ４２％ ～ １． ２２％ 、０． ０３％ ～ ０． ６７％ ，平均

含量 分 别 为 ７． ０３％ 、 ２． ６２％ 、 １． ０２％ 、 １． ５２％ 、
０． ８３％ 、 ０． ３１％ ， 变 异 系 数 分 别 为 ２４． ６９％ 、
４９． ９３％ 、３３． ４９％ 、４９． ２７％ 、２６． ３５％ 、４８． １４％ 。 ２８
份资源的总儿茶素、酯型儿茶素总量、非酯型儿茶素

总量分别为 ９． ５７％ ～ １７． ３３％ 、７． ８６％ ～ １４． ５７％ 、
１． ２４％ ～ ４． ８５％ ， 平 均 含 量 分 别 为 １３． ３２％ 、
１０． ６７％、２． ６５％，变异系数分别为 １１． ７２％、１４． ４８％、
３３． ７５％。 儿茶素品质指数变幅为 ２４７ ～３７００，平均为

８７９，变异系数为 ７９． ２１％，其中有 ２２ 份资源的儿茶素

品质指数大于 ５００，占总数的７８． ５７％。儿茶素组分及

儿茶素品质指数的平均变异系数高达 ３７． １０％。 ２８
份野生茶树资源的儿茶素组分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

显示其生化成分多样性较高。

７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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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主要生化成分的基本统计参数和遗传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Ｂａｓｉｃ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生化成分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平均值

Ｍｅａｎ
最大值

Ｍａｘ．
最小值

Ｍｉｎ．
标准差

Ｓ
变异系数

（％ ）ＣＶ
多样性指数

（Ｈ′）

水浸出物（％ ）ＷＥ ４６． ６２ ５２． ９０ ３８． ７０ ３． ５０ ７． ５０ １． ７７
咖啡碱（％ ）ＣＡ ３． １０ ４． ７０ １． ８０ ０． ７７ ２４． ８４ １． ８８
氨基酸（％ ）ＡＡ ２． ２１ ４． ６０ ０． ９０ ０． ７６ ３３． ９４ １． ９８
茶多酚（％ ）ＴＰ ２２． １９ ２７． ９０ １５． ３０ ２． ７９ １２． ５７ ２． ０８
酚氨比 ＴＰ ／ ＡＡ １１． ３９ ２２． ５８ ４． ９９ ４． ５４ ３８． ８６ ２． ０６
ＥＧＣＧ（％ ） ７． ０３ １０． １６ ０． ５１ １． ７４ ２４． ６９ １． ７５
ＥＣＧ（％ ） ２． ６２ ７． ３０ １． ４４ １． ３１ ４９． ９３ １． ４６
ＧＣＧ（％ ） １． ０２ １． ５６ ０． ０６ ０． ３４ ３３． ４９ １． ９２
ＥＧＣ（％ ） １． ５２ ３． ３１ ０． ２１ ０． ７５ ４９． ２７ １． ９２
ＥＣ（％ ） ０． ８３ １． ２２ ０． ４２ ０． ２２ ２６． ３５ １． ９６
Ｃ（％ ） ０． ３１ ０． ６７ ０． ０３ ０． １５ ４８． １４ １． ８８
总儿茶素（％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ｓ １３． ３２ １７． ３３ ９． ５７ １． ５６ １１． ７２ １． ９５
酯型儿茶素（％ ）Ｅｓｔｅｒ 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ｓ １０． ６７ １４． ５７ ７． ８６ １． ５４ １４． ４８ １． ９３
非酯型儿茶素（％ ）Ｎｏｎ⁃ｅｓｔｅｒ 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ｓ ２． ６５ ４． ８５ １． ２４ ０． ９０ ３３． ７５ １． ９６
儿茶素品质指数 ＣＱＩ ８７９． ００ ３７００． ００ ２４７． ００ ６９６． ００ ７９． ２１ １． ４６

用于水浸出物遗传多样性指数分析的资源为 ２０ 份，咖啡碱、氨基酸、茶多酚及酚氨比遗传多样性指数分析的资源为 ５３ 份，其他 ２８ 份

２０ ｗｉｌｄ ｔｅａ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ｓ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５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ｃａｆｆｅｉｎｅ，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ｔｅａ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 ａｎｄ ＴＰ ／ ＡＡ，ａｎｄ ２８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ｓ

表 ３　 ２８ 份野生茶树资源的儿茶素组分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ｏｆ ２８ ｗｉｌｄ ｔｅａ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ｓ （％）

资源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ｓ

非酯型儿茶素 Ｎｏｎ⁃ｅｓｔｅｒ 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ｓ

总量 ＴＮＥＣ ＥＧＣ Ｃ ＥＣ

酯型儿茶素 Ｅｓｔｅｒ 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ｓ

总量 ＴＥＣ ＥＧＣＧ ＧＣＧ ＥＣＧ

总儿茶素

ＴＣ
儿茶素

品质指数 ＣＱＩ

ＧＴ⁃０４ ２． １８ １． １８ ０． ３２ ０． ６８ １２． ４９ ８． ８８ １． ４６ ２． １５ １４． ６７ ９３８
ＧＴ⁃０５ ２． ３８ １． ４５ ０． ２１ ０． ７１ １２． １６ ８． ８０ １． ３９ １． ９７ １４． ５４ ７４２
ＧＴ⁃０８ ２． ４４ １． ３２ ０． ３５ ０． ７７ ９． ７７ ６． ４８ １． ２２ ２． ０７ １２． ２１ ６４７
ＧＴ⁃１１ ２． ２７ １． ３５ ０． ２８ ０． ６５ １０． ４３ ７． ４２ １． １７ １． ８５ １２． ７０ ６８９
ＧＴ⁃１６ １． ８７ １． １３ ０． ２３ ０． ５２ １０． １２ ７． １８ １． ３０ １． ６４ １１． ９９ ７８３
ＧＴ⁃１９ １． ２４ ０． ６１ ０． ０５ ０． ５８ １２． ６２ ９． ３７ １． ４０ １． ８５ １３． ８６ １８２９
ＧＴ⁃２４ １． ３６ ０． ４９ ０． ０３ ０． ８４ １１． ７４ ８． ６５ １． ４９ １． ６０ １３． １０ ２０７５
ＧＴ⁃２９ １． ７１ ０． ２１ ０． ３１ １． １９ ７． ８６ ０． ５１ ０． ０６ ７． ３０ ９． ５７ ３７００
ＧＴ⁃３４ ３． ０７ ２． ２１ ０． ２４ ０． ６１ ９． ５８ ６． ３９ ０． ９９ ２． １９ １２． ６５ ３８８
ＧＴ⁃３５ ３． ２３ ２． ４７ ０． １７ ０． ６０ ８． ６９ ４． ７４ １． ５６ ２． ３９ １１． ９２ ２８９
ＧＴ⁃３６ ３． １８ １． ８４ ０． １９ １． １５ １０． ２３ ６． １２ ０． ９３ ３． １９ １３． ４１ ５０５
ＧＴ⁃３７ １． ８６ １． ０４ ０． １４ ０． ６８ １０． １４ ６． ７３ ０． ４４ ２． ９７ １２． ００ ９３２
ＧＴ⁃３８ ２． ４２ ０． ９５ ０． ２５ １． ２２ １２． ９３ ６． ６３ ０． ７４ ５． ５７ １５． ３５ １２７９
ＧＴ⁃３９ ４． ８５ ３． ３１ ０． ３４ １． ２１ ９． １３ ６． ５１ ０． ９５ １． ６８ １３． ９８ ２４７
ＧＴ⁃４０ ３． ０７ １． ６１ ０． ３１ １． １５ １０． ７８ ６． ４７ ０． ６７ ３． ６５ １３． ８６ ６２８
ＧＴ⁃４１ ２． １５ １． ２６ ０． １７ ０． ７２ １０． ２６ ６． ９５ １． １８ ２． １３ １２． ４１ ７１９
ＧＴ⁃４２ ４． ４３ ３． ０６ ０． ３５ １． ０２ １１． ８１ ８． ４０ １． １６ ２． ２５ １６． ２４ ３４８
ＧＴ⁃４３ ２． ４３ １． ０２ ０． ４１ １． ００ １２． １６ ７． ４２ ０． ４６ ４． ２８ １４． ５９ １１４６
ＧＴ⁃４４ １． ６４ １． ００ ０． ２２ ０． ４２ ９． １１ ６． ７７ ０． ９０ １． ４４ １０． ７５ ８２１
ＧＴ⁃４５ ２． ６９ １． ２６ ０． ５９ ０． ８３ １１． １５ ８． １１ ０． ７８ ２． ２６ １３． ８４ ８２０
ＧＴ⁃４６ ２． ６６ １． ４３ ０． ４１ ０． ８２ １０． ２３ ７． ０３ ０． ８８ ２． ３１ １２． ８８ ６５５
ＧＴ⁃４７ ２． ８１ １． ６４ ０． ３９ ０． ７９ １０． ９２ ７． ７２ １． ０１ ２． １９ １３． ７３ ６０６
ＧＴ⁃４８ ２． ７５ １． ５５ ０． ２７ ０． ９４ １４． ５７ １０． １６ ０． ９７ ３． ４４ １７． ３３ ８７８
ＧＴ⁃４９ ２． ６５ １． ５４ ０． ３９ ０． ７３ １０． ９９ ７． ８０ １． １１ ２． ０８ １３． ６４ ６４３
ＧＴ⁃５０ ４． ４９ ２． ８７ ０． ６７ ０． ９６ ８． ４８ ５． ９７ ０． ９２ １． ５９ １２． ９７ ２６４
ＧＴ⁃５１ ２． １２ ０． ９７ ０． ３８ ０． ７７ １１． ４８ ６． ８４ １． １９ ３． ４５ １３． ６０ １０６０
ＧＴ⁃５２ ２． ５３ １． ３６ ０． ４３ ０． ７４ １０． １９ ６． ９３ １． １８ ２． ０８ １２． ７２ ６６３
ＧＴ⁃５３ ３． ８０ ２． ３５ ０． ５８ ０． ８７ ８． ６２ ５． ９４ ０． ９６ １． ７２ １２． ４２ ３２６
平均 Ｍｅａｎ ２． ６５ １． ５２ ０． ３１ ０． ８３ １０． ６７ ７． ０３ １． ０２ ２． ６２ １３． ３２ ８７９
福鼎大白茶（ＣＫ）Ｃ．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ｃｖ．
Ｆｕｄｉｎｇ⁃ｄａｂａｉｃｈａ（ＣＫ）

３． ５８ ０． ０９ １． ２０ ― ６． ８６ ０． １４ ２． ８５ １４． ７２ ２７１

ＴＮＥＣ：ｔｏｔａｌ ｎｏｎ⁃ｅｓｔｅｒ 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ｓ，ＴＥＣ：ｔｏｔａｌ ｅｓｔｅｒ 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ｓ，ＴＣ：ｔｏｔａｌ 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ｓ，ＣＱＩ：ｃａｔｅｃｈ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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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生化成分的表现和多样性

野生茶树资源主要生化成分的统计参数和遗传

多样性指数见表 ２。 其中 ２０ 份资源水浸出物的 Ｈ′
为 １． ７７；５３ 份资源的咖啡碱、氨基酸、茶多酚及酚氨

比的 Ｈ′分别为 １． ８８、１． ９８、２． ０８、２． ０６，均值为 ２． ００；
２８ 份资源儿茶素组分平均 Ｈ′为 １． ８２，ＥＣ 和非酯型

儿茶素的 Ｈ′最大，为 １． ９６，ＥＣＧ 含量和儿茶素品质

指数的 Ｈ′最小，仅为 １． ４６。 这些野生茶树资源的生

化成分差异明显，尤其在儿茶素组分上，表现出丰富

的遗传多样性。
２． ３　 聚类分析

以氨基酸、茶多酚、咖啡碱和酚氨比为变量，采
用分层聚类最远相邻法对 ５３ 份野生茶树资源进行

聚类分析，从图 ２ 可知，当欧氏距离为 １７ 时，５３ 份

资源可划分为 ３ 个类群。 ３ 个类群是彼此相异的类

元，均为复合组，在复合组中又汇集了彼此相似的小

群。 第 １ 类群由 ３６ 份资源组成，茶多酚、咖啡碱、氨
基酸含量适中，酚氨比的平均值为 ８． ９（表 ４）。 第

２、３ 类群分别由 １４ 份、３ 份资源组成，氨基酸含量均

较低，咖啡碱含量适中，酚氨比的平均值分别为 １７．
１、１４． ５，第 ２ 类群的茶多酚含量较高，而第 ３ 类群的

茶多酚含量较低（表 ４）。
图 ２　 贵州 ５３ 份野生茶树资源的聚类分析

Ｆｉｇ． ２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５３ Ｇｕｉｈｚｏｕ ｗｉｌｄ ｔｅａ ｐｌａｎｔｓ

表 ４　 不同类群的主要生化成分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类型

Ｇｒｏｕｐ
资源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ｓ
氨基酸（％ ）

ＡＡ
茶多酚（％ ）

ＴＰ
咖啡碱（％ ）

ＣＡ
酚氨比

ＴＰ ／ ＡＡ

Ⅰ ＧＴ⁃０１，ＧＴ⁃０４，ＧＴ⁃０６，ＧＴ⁃０８，ＧＴ⁃０９，ＧＴ⁃１１，ＧＴ⁃１２，ＧＴ⁃１３，ＧＴ⁃１４，
ＧＴ⁃１５，ＧＴ⁃１６，ＧＴ⁃１７，ＧＴ⁃１８，ＧＴ⁃２１，ＧＴ⁃２２，ＧＴ⁃２３，ＧＴ⁃２５，ＧＴ⁃２６，
ＧＴ⁃２７，ＧＴ⁃２８，ＧＴ⁃２９，ＧＴ⁃３１，ＧＴ⁃３２，ＧＴ⁃３３，ＧＴ⁃３５，ＧＴ⁃３６，ＧＴ⁃４０，
ＧＴ⁃４３，ＧＴ⁃４４，ＧＴ⁃４６，ＧＴ⁃４７，ＧＴ⁃４９，ＧＴ⁃５０，ＧＴ⁃５１，ＧＴ⁃５２，ＧＴ⁃５３

１． ５ ～ ４． ６，
平均值 ２． ６

１６． ７ ～ ２４． ８，
平均值 ２１． ７

２． １ ～ ４． ７，
平均值 ３． １

５． ０ ～ １４． ８，
平均值 ８． ９

Ⅱ ＧＴ⁃０２，ＧＴ⁃０３，ＧＴ⁃０５，ＧＴ⁃０７，ＧＴ⁃１０，ＧＴ⁃１９，ＧＴ⁃２０，ＧＴ⁃２４，ＧＴ⁃３０，
ＧＴ⁃３４，ＧＴ⁃３８，ＧＴ⁃４２，ＧＴ⁃４５，ＧＴ⁃４８

０． ９ ～ ２． ２，
平均值 １． ５

１９． ２ ～ ２７． ９
平均值 ２４． ６

１． ８ ～ ４． ７，
平均值 ３． １

１１． ８ ～ ２２． ６，
平均值 １７． １

Ⅲ ＧＴ⁃３７，ＧＴ⁃３９，ＧＴ⁃４１ ０． ９ ～ １． ４，
平均值 １． ２

１５． ３ ～ １８． ３，
平均值 １６． ９

２． ９ ～ ３． ７，
平均值 ３． ４

１２． ３ ～ １７． ０，
平均值 １４． ５

２． ４　 特异、优良种质资源及其他特殊资源筛选

由表 ５ 可知，可从 ５３ 份野生茶树资源中筛选

出 ５ 份高茶多酚特异资源，其中 ＧＴ⁃１９ 还具有高

ＥＧＣＧ、高酯型儿茶素特性，１ 份潜在的优良种质资

源（未进行感官审评）。 还发现其他特殊资源 ２０
份，包括高水浸出物资源 １５ 份、高儿茶素资源 １
份、高 ＥＧＣＧ 资源 ２ 份、高酯型儿茶素资源 ６ 份

及高 ＥＣＧ（含量 ７ ． ３％ ）资源 １ 份，ＧＴ⁃０７ 咖啡碱

含量 为 １ ． ８％ ， 接 近 低 咖 啡 碱 资 源 含 量 （ ≤
１． ５％ ），ＧＴ⁃３４、ＧＴ⁃４０ 及 ＧＴ⁃４３ 咖啡碱含量均

为 ４ ． ７％ ，接近高咖啡碱资源含量 （≥５． ０％ ）。
一些资源兼具多特性，如 ＧＴ⁃４８ 具有高水浸出

物、高儿茶素、高 ＥＧＣＧ 及高酯型儿茶素 ５ 种特

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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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生化成分含量比较特异、优良的资源及其他特殊资源

Ｔａｂｌｅ ５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ｌｉｔｅ ａｎｄ ｒａｒ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资源类型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ｔｙｐｅ 性状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资源名称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ｎａｍｅ

特异种质资源 Ｒａｒ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ｓ 茶多酚总量≥２５． ０％ ＧＴ⁃０５，ＧＴ⁃１０，ＧＴ⁃１９，ＧＴ⁃２０，ＧＴ⁃２４

潜在的优良种质资源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ｌｉｔｅ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ｓ

氨基酸总量≥４． ０％

茶多酚总量≥２０． ０％

ＧＴ⁃４９

其他 Ｏｔｈｅｒｓ 水浸出物 ＞ ４５． ０％ ＧＴ⁃３４， ＧＴ⁃３５， ＧＴ⁃３８， ＧＴ⁃４０， ＧＴ⁃４２， ＧＴ⁃４３， ＧＴ⁃４５， ＧＴ⁃４６， ＧＴ⁃４７， ＧＴ⁃４８，
ＧＴ⁃４９，ＧＴ⁃５０，ＧＴ⁃５１，ＧＴ⁃５２，ＧＴ⁃５３

咖啡碱 ＜ ２． ０％ ＧＴ⁃０７

咖啡碱≥４． ７％ ＧＴ⁃３４，ＧＴ⁃４０，ＧＴ⁃４３

儿茶素 ＞ １７０． ０ ｍｇ ／ ｇ ＧＴ⁃４８

ＥＧＣＧ≥９． ０％ ＧＴ⁃１９，ＧＴ⁃４８

ＥＣＧ ＞ ７． ０％ ＧＴ⁃２９

酯型儿茶素 ＞ １２０． ０ ｍｇ ／ ｇ ＧＴ⁃０４，ＧＴ⁃０５，ＧＴ⁃１９，ＧＴ⁃３８，ＧＴ⁃４３，ＧＴ⁃４８

３　 讨论

３． １　 贵州野生茶树资源生化成分丰富多样

本研究表明贵州野生茶树资源生化成分多样性

丰富。 ５３ 份资源的氨基酸、茶多酚、咖啡碱含量及

酚氨比，以及其中的 ２０ 份资源的水浸出物含量和

２８ 份资源的儿茶素组分等变幅大，变异系数变化范

围为 ７． ５０％ ～ ７９． ２１％ ，儿茶素组分及儿茶素品质

指数的平均变异系数高达 ３７． １０％ ，远高于 ９８ 份广

西地方资源生化成分的变异系数（２５． ８０％ ） ［１０］。 也

高于段志芬等［６］研究的 ８６ 份云南野生茶树、王小萍

等［１２］研究的 ３３ 份四川野生茶树的生化成分变异系

数。 这些野生资源生化成分 Ｈ′较高，如 ５３ 份资源

的氨基酸、茶多酚、咖啡碱含量及酚氨比的 Ｈ′变幅

为 １． ８８ ～ ２． ０８，均值为 ２． ００，儿茶素组分的 １０ 个指

标的平均 Ｈ′也高达 １． ８２，与 ９８ 份广西地方资源生

化成分多样性相似（平均 Ｈ′为 １． ９０） ［１０］。 此外，本
研究的 ５３ 份资源的系统进化树可分为 ３ 大类复合

组，无独立组存在，进一步表明贵州野生茶树资源具

有较高的生化成分多样性。 这可能不仅与贵州具有

达到甚至优于适宜茶树生长发育的气候生态条件有

关，还与贵州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

倾斜，不同茶区气候环境多样独特等有关［１９］。 此

外，贵州地处茶树起源中心，拥有丰富的野生茶树种

质资源，在花溪久安、普安、普定甚至存在万丛野生

茶树群落。 刘声传等［３］研究发现，贵州 ８１ 份资源就

包涵了茶组植物的 ４ 种 ２ 变种。 鄢东海［２０］、陈正武

等［２１］也发现贵州具有丰富的野生茶树资源。 可见，
适宜茶树生长发育的多样独特的气候环境，造就了

贵州丰富多样的茶树资源类型，因而贵州野生茶树

资源具有较高的生化成分多样性。
３． ２　 蕴含有特异资源待进一步挖掘利用

本研究初步筛选出了 ５ 份高茶多酚资源、１ 份潜

在的优良种质资源及其他特殊资源 ２０ 份，有待进一

步挖掘利用。 生化成分特异种质资源是优异茶树品

种选育的重要基础材料，而优异品种可为特异茶叶产

业发展提供优质原材料，提高茶叶产品的高附加

值［１，２２］。 儿茶素为茶多酚的主要成分，本研究发现的

高茶多酚资源较为丰富，蕴含有较多的特异儿茶素组

分资源，如本研究从高茶多酚资源中发现了 １ 份高

ＥＧＣＧ 资源、２ 份高酯型儿茶素资源。 首次发现 １ 份

ＥＣＧ 含量高达 ７． ３％的特异资源，远高于云南普洱地

区２０ 份古茶树资源 ＥＣＧ 含量（约０． ６％ ～４． ４％） ［２３］，
也高于贵州大面积栽培的福鼎大白茶 ＥＣＧ 含量

（２． ９％） ［２４］，但有关 ＥＣＧ 的功效以及用于分类、演化

等方面的研究鲜见报道。 不少研究表明茶树具有从

高茶多酚向低茶多酚演化特征［２５⁃２６］，贵州野生茶树资

源茶多酚含量较高，一定程度佐证了贵州地处茶树起

源中心。 ５３ 份野生茶树资源较为原始，茶多酚含量、
水浸出物较高。 酚氨比表示茶多酚含量与氨基酸含

量的比值，可作为茶树品种适制性的参考，一些研究

认为酚氨比小于 ８ 适制绿茶，在 ８ ～１５ 之间红绿茶兼

制，大于 １５ 适制红茶［２７⁃２８］。 本研究初步发现有 １３ 份

资源适宜制绿茶，２８ 份资源兼宜制红绿茶，１２ 份资源

适制红茶。 因本研究只做了一次夏茶检测，多数野生

茶树资源没有人工施肥，研究材料仅占贵州众多野生

茶树资源的一小部分，致使仅发现 １ 份资源氨基酸含

量较高（４． ６％）、１ 份资源咖啡碱含量（１． ８％）接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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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咖啡碱资源含量标准，５３ 份资源中仅适制绿茶资

源不到 ３０％。 也许经过多年多季对贵州更多的野生

茶树资源进行检测，或者在人工驯化栽培条件下继续

选择，或许可以筛选出更多、更好的具有适制绿茶等

特性的特异资源，如鄢东海［２０］从都匀、贵定等野生资

源中筛选出 ６ 个茶多酚含量为 １９． ２％ ～２７． ４％、氨基

酸含量高达 ６． ０％ ～７． ４％的种质，从中选出 ４ 个优良

绿茶品系进入全国区域试验。
贵州野生茶树资源丰富，但本研究只调查了 ５３

份资源，且只进行了夏茶检测，没有进行收集保存、
驯化栽培。 需进一步加大物力、财力投入，充分调研

贵州境内非富的野生茶树资源，深入筛选优异资源，
并进行保存和开发利用，而发掘更多可用于生产实

践的特异资源，促进特色茶叶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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