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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发掘具有优异农艺性状与品质性状的茶树品种资源ꎬ对 ５１ 份云南茶树地方品种进行农艺和品质性状遗传多样性

分析ꎮ 结果表明ꎬ云南茶树地方品种农艺和品质性状存在丰富的遗传变异ꎬ农艺性状变异系数平均为 ２５ ８４％ ꎬ多样性指数平

均为 １ ９４ꎻ生化成分变异系数平均为 １６ ５３％ ꎬ多样性指数平均为 １ ８８ꎻ茶叶感官审评红茶品质总分达 ８７ ５ ~ ９４ ２ 分ꎬ绿茶品

质总分达 ７８ ８ ~ ９１ ５ 分ꎬ茶树品种红、绿茶适制性的多样性指数平均为 ０ ９２ 和 ０ ９４ꎻ聚类分析将供试材料分为 ３ 类:第Ⅰ类

品种主要适合制作红茶ꎬ第Ⅱ类品种主要适合制作绿茶ꎬ第Ⅲ类为生化成分特异性品种ꎮ 并从中筛选出 １８ 份优异品种资源ꎬ
为今后的生产和育种提供利用ꎮ
　 　 关键词:茶树ꎻ地方品种ꎻ农艺性状ꎻ品质性状ꎻ遗传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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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 ) Ｏ. Ｋｕｎｔｚｅ]起源于

中国ꎬ中国种茶、饮茶历史悠久ꎬ茶树品种资源丰富ꎮ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ꎬ我国茶园良种化改造不断推

进ꎬ育成品种推广的单一化趋势日益明显ꎬ不可避免

的导致茶树品种遗传基础日趋狭窄ꎬ多样性逐步降

低[１￣２]ꎮ 研究茶树地方品种的遗传多样性ꎬ发掘特

殊优良基因ꎬ提高茶树育种基础材料的遗传多样性

已引起广泛关注[３￣５]ꎮ
云南是茶树起源和多样性分布中心之一ꎬ独特

的地理和生态环境孕育了丰富的茶树品种资源[６￣７]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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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曾对云南茶树地方品种进行了全面调

查ꎬ地方品种多达 ２００ 个ꎬ可直接提供生产利用的优

良品种就有 ２０ 余个[８]ꎮ 近几年的报道中ꎬ从分子水

平揭示了云南茶树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及其亲缘关

系[９￣１０]ꎬ但分子标记技术检测的多态性只是品种(系)
ＤＮＡ 水平的变异ꎬ而品种的表现型是品种(系)的基

因型、环境效应和基因型与环境互作效应综合评价的

结果[１１]ꎮ 云南茶树地方品种以古茶树群落状态存

在ꎬ生长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耕作制度下ꎬ经过漫长

的自然和人工选择ꎬ保持着茶树品种动态的进化过

程ꎬ具有丰富的变异类型ꎮ 因此ꎬ开展云南茶树地方

品种资源的表型遗传多样性研究仍很有必要ꎮ 蒋会

兵等[１２]对 １１２ 份云南茶树种质资源的形态性状进行

分析ꎬ表明云南茶树种质资源具有丰富的形态多样

性ꎮ 王家金等[１３]对云南大叶茶资源的机能性物质进

行分析ꎬ表明云南大叶茶资源生化成分丰富多样ꎬ具
有选育红碎茶、特色茶树品种的优异种质ꎮ 唐一春

等[１４￣１５]从 １００ 份云南茶树资源中筛选出 ２ 份低咖啡

碱、４ 份高茶多酚种质资源ꎮ 王新超等[１６]对云南茶树

资源的研究ꎬ表明云南茶树种质蕴藏着适制红碎茶的

优异资源ꎮ 到目前为止ꎬ已对云南部分茶树资源的形

态特征、生化成分等做了表型鉴定ꎬ但对云南大量的

茶树地方品种农艺性状及品质性状的遗传多样性研究

尚未见报道ꎮ 本研究通过对云南茶树地方品种的农艺

性状、生化成分、适制性进行系统鉴定评价ꎬ分析云南

茶树地方品种农艺性状与品质性状的遗传多样性ꎬ发
掘具有优异农艺性状与品质性状的茶树品种资源ꎬ为
茶树遗传资源的利用和茶树品种选育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试验材料及设计

供试材料共 ５１ 份ꎬ来源于国家种质勐海茶树圃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征集保存的云南茶树地方品种

(表 １ )ꎮ 试验地 １００° ２５′ Ｅꎬ ２１° ５５′ Ｎꎬ海拔高度

１１５０ ｍꎬ年平均温度 １８℃ꎬ年均降雨量 １４００ ｍｍ 以

上ꎬ相对湿度 ８２％ ꎮ 试验设计为国家茶树种质圃种

植规格ꎬ行距 １ ５ ｍꎬ株距 ０ ３３ ｍꎬ有性繁殖ꎬ单株种

植ꎬ每份材料种植 １０ 株ꎬ常规管理ꎮ

表 １　 试验材料及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ｒｉｇｉｎｓ

编号 Ｎｏ. 品种名称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 原产地 Ｏｒｉｇｉｎ 类型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ｔｙｐｅ 编号 Ｎｏ. 品种名称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 原产地 Ｏｒｉｇｉｎ 类型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ｔｙｐｅ
１ 勐库大叶茶 云南双江 特大叶 ２７ 宝丰大叶茶 云南昌宁 大叶

２ 凤庆大叶茶 云南凤庆 大叶 ２８ 大寺乡丛茶 云南凤庆 大叶

３ 勐海大叶茶 云南勐海 特大叶 ２９ 那贝大叶茶 云南广南 中叶

４ 昆明十里香 云南昆明 中叶 ３０ 河头白毛尖 云南龙陵 大叶

５ 宜良宝洪茶 云南宜良 中叶 ３１ 潞西大叶茶 云南潞西 中叶

６ 昭通苔子茶 云南镇雄 中叶 ３２ 坝外大叶茶 云南腾冲 大叶

７ 大关翠华茶 云南大关 小叶 ３３ 上云大叶茶 云南腾冲 大叶

８ 景谷大白茶 云南景谷 特大叶 ３４ 新平大叶茶 云南新平 大叶

９ 绿春玛玉茶 云南绿春 大叶 ３５ 邦东大叶茶 云南临沧 特大叶

１０ 昌宁大叶茶 云南昌宁 大叶 ３６ 建水大叶茶 云南建水 大叶

１１ 团田大叶茶 云南腾冲 大叶 ３７ 攸乐大叶茶 云南景洪 大叶

１２ 温泉源头茶 云南昌宁 大叶 ３８ 陇川红叶茶 云南陇川 特大叶

１３ 坝子白毛茶 云南麻栗坡 大叶 ３９ 九龙大叶茶 云南罗平 大叶

１４ 漭水大叶茶 云南昌宁 特大叶 ４０ 易武绿芽茶 云南勐腊 大叶

１５ 潞西竹叶青 云南潞西 大叶 ４１ 固东大叶茶 云南腾冲 大叶

１６ 冰岛长叶茶 云南双江 大叶 ４２ 勐裴大叶茶 云南永德 大叶

１７ 元江糯叶茶 云南元江 中叶 ４３ 茶房迟生茶 云南云县 大叶

１８ 大理感通茶 云南大理 大叶 ４４ 车古大叶茶 云南红河 特大叶

１９ 潞西官寨茶 云南潞西 特大叶 ４５ 大厂大叶茶 云南梁河 特大叶

２０ 昌宁小叶茶 云南昌宁 中叶 ４６ 八布大叶茶 云南麻栗坡 大叶

２１ 盐津小叶茶 云南盐津 小叶 ４７ 关卡大叶茶 云南瑞丽 大叶

２２ 易武小叶茶 云南勐腊 小叶 ４８ 龙口大叶茶 云南金平 特大叶

２３ 云华苦叶茶 云南腾冲 小叶 ４９ 景迈大叶茶 云南澜沧 特大叶

２４ 珠街小叶茶 云南广南 小叶 ５０ 南涧大叶茶 云南南涧 大叶

２５ 底圩大叶茶 云南广南 大叶 ５１ 猪街软叶茶 云南元江 大叶

２６ 广南白毛茶 云南广南 中叶

５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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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性状测定

所测定的茶树农艺性状包括发芽密度、叶长、叶
宽、叶面积、１ 芽 ３ 叶长、１ 芽 ３ 叶百芽重ꎻ生化成分

包括水浸出物、咖啡碱、茶多酚、氨基酸、儿茶素总

量ꎻ适制性包括适制茶类、品质得分、外形、汤色、香
气、滋味、叶底ꎮ 所有性状均按照陈亮等[１７] «茶树种

质资源描述规范和数据标准»进行观测和测定ꎬ并
进行年度重复ꎮ 常规化学成分分析由农业部茶叶质

量监督检测中心测定ꎬ咖啡碱和儿茶素总量采用

ＨＰＬＣ 法ꎬ采用 ＧＢ / Ｔ ８３１３ － ２００８ 法测定茶多酚ꎬ
ＧＢ / Ｔ ８３１４ － ２００２ 法测定氨基酸ꎬＧＢ / Ｔ ８３０５ － ２００２

法测定水浸出物ꎮ
１. ３　 品质审评

依据«农作物种质资源鉴定技术规程¾茶树

(ＮＹ / Ｔ １３１２ － ２００７)»ꎬ对供试材料分别制作红、绿
茶样品ꎬ以国家审定品种云抗 １０ 号为对照ꎬ按 ＮＹ /
Ｔ ７８７ 法对外形(ａ)、汤色(ｂ)、香气(ｃ)、滋味(ｄ)、
叶底(ｅ) ５ 项因子进行感官审评ꎬ按下列公式计算

总分ꎬ按表 ２ 确定茶类适制性级别ꎮ
绿茶总分 ＝ ２０％ ａ ＋ １０％ ｂ ＋ ３０％ ｃ ＋ ３０％ ｄ ＋

１０％ ｅꎬ红茶总分 ＝ １０％ ａ ＋ １５％ ｂ ＋ ３０％ ｃ ＋ ３５％ ｄ ＋
１０％ ｅ

表 ２　 茶类适制性分级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ｅａ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ａｔｉｎｇ ｔａｂｌｅ

茶类 Ｔｅａ 最适合 Ｍｏｓｔ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适合 Ｍｏｒ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较适合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不适合 Ｕｎ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绿茶(与对照相比)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ａ(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Ｋ)

分差≤０ ０ < 分差≤２ ０ ２ ０ < 分差≤４ ０ 分差 > ４ ０

红茶(与对照相比)
Ｂｌａｃｋ ｔｅａ(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Ｋ)

分差≤０ ０ < 分差≤２ ０ ２ ０ < 分差≤４ ０ 分差 > ４ ０

１. ４　 统计分析

数据来自 ２００３ 年 － ２０１２ 年间的测定结果ꎬ农
艺性状和生化成分以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的平均值为

主ꎬ部分来自其他年份的平均值ꎻ茶叶感官审评以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的平均值为主ꎮ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 ０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ꎬ用 ＮＴＳＹＳｐｃ(Ｖｅｒ２. １０ｅ)软
件ꎬ按 ＵＰＧＭＡ(非加权配对算术平均法)进行聚类

分析并构建树状聚类图ꎮ 农艺及品质性状的遗传多

样性指数采用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ａｖｅ 指数 Ｈ′ ＝ ￣ΣＰ ｉ ｌｎＰ ｉꎬＰ ｉ

为某性状第 ｉ 个代码值出现的概率ꎬ计算遗传多样

性指数(Ｈ′)前ꎬ先对数量性状进行质量化处理ꎬ即
每个性状进行 １０ 级分类ꎬ１ 级 < ｘ － ２ ｓꎬ１０ 级≥ｘ ＋
２ ｓꎬ中间每级级差 ０ ５ ｓꎬ为平均数ꎬｓ 为标准差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农艺性状的表现及多样性

对 ５１ 份茶树地方品种 ６ 个农艺性状进行统计

分析ꎬ从表 ３ 可看出ꎬ云南茶树地方品种农艺性状的

变异范围均较大ꎬ变异系数在 １７ ４６％ ~ ３５ ６３％ 之

间ꎬ平均为 ２５ ８４％ ꎬ以叶面积最大ꎬ以叶宽最小ꎬ除
叶宽外所有性状的变异系数均大于 ２０％ ꎬ变异系数

的大小表明ꎬ６ 个农艺性状的变异程度依次为:叶面

积 >发芽密度 > １ 芽 ３ 叶百芽重 > １ 芽 ３ 叶长 > 叶

长 >叶宽ꎮ 从各性状变异幅度来看ꎬ发芽密度变幅

为 ７０ ００ ~２００ ００ 个 / ０ １１ ｍ２、叶面积变幅为１４ ５８ ~
８６ ３２ ｃｍ２、１ 芽 ３ 叶长变幅为 ５ １３ ~１３ ９６ ｃｍ、１ 芽 ３
叶百芽重变幅为 ５０ ８０ ~ １７３ １０ ｇꎮ 各农艺性状的

多样性指数变化较大ꎬ介于 １ ６９ ~ ２ ０８ 之间ꎬ其中

１ 芽 ３ 叶长、叶面积的变异类型较丰富ꎬ多样性指数

均大于 ２ꎬ分别为 ２ ０８、２ ０１ꎬ多样性指数最小的是

发芽密度为 １ ６９ꎬ平均为 １ ９４ꎮ 综合各性状的平均

值、变异系数和多样性指数ꎬ云南茶树地方品种在发

芽密度、叶面积、１ 芽 ３ 叶长、１ 芽 ３ 叶百芽重等农艺

性状方面变异程度较大ꎬ呈现出明显的遗传差异ꎬ说
明云南茶树地方品种在茶树产量相关性状的遗传改

良中利用潜力较大ꎮ
表 ３　 茶树地方品种农艺性状的统计分析及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Ｙｕｎｎａｎ ｔｅａ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农艺性状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最小值 Ｍｉｎ. 最大值 Ｍａｘ. 平均值 ｘ　— 标准差 ｓ 变异系数(％ )ＣＶ 多样性指数 Ｈ′
发芽密度(个 / ０ １１ｍ２)Ｓｐｒｏｕｔｉｎｇ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７０ ００ ２００ ００ １０９ ０３ ３２ ０７ ２９ ４２ １ ６９
叶长(ｃｍ)Ｌｅａｆ ｌｅｎｇｔｈ ６ ７２ １７ ４０ １２ ９４ ２ ８２ ２１ ７６ １ ９３

叶宽(ｃｍ)Ｌｅａｆ ｗｉｄｔｈ ３ １０ ７ ４６ ５ ３５ ０ ９３ １７ ４６ １ ９８

叶面积(ｃｍ２)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１４ ５８ ８６ ３２ ４９ ９９ １７ ３０ ３５ ６３ ２ ０１

１ 芽 ３ 叶长(ｃｍ)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ａ ｂｕｄ ５ １３ １３ ９６ ９ ３８ ２ ０８ ２２ １６ ２ ０８
１ 芽 ３ 叶百芽重(ｇ)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１００ ｔｈｒｅｅ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ａ ｂｕｄ ５０ ８０ １７３ １０ １１１ ０９ ３１ ７８ ２８ ６１ １ ９７

６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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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生化成分的表现及多样性

从茶树生化成分的数据结果来看(表 ４)ꎬ水浸出

物含量大于 ４５％的品种达 ３２ 份ꎬ占总量的 ６２ ７５％ꎬ
超过 ５０％的茶树品种有上云大叶茶(５３ ８７％)、漭水

大叶茶(５０ ０３％)ꎬ茶多酚含量大于３５ ％的品种有１２
份ꎬ占总量的 ２３ ５３％ꎬ超过 ３８％的品种有河头白毛

尖(４０ ９０％)、上云大叶茶(３８ ２８％)ꎬ咖啡碱含量大

于 ５％的品种有 １５ 份ꎬ占总量的 ２９ ４１％ꎻ氨基酸含

量大于 ４ ５％的品种仅有宜良宝红茶(４ ６９％)１ 个品

种ꎬ儿茶素总量大于 １７％ 的品种达 ３３ 份ꎬ占总量的

６４ ７１％ꎮ 说明云南茶树地方品种的水浸出物含量、
茶多酚含量较高ꎬ而氨基酸含量较低ꎮ 从变异系数来

看ꎬ各生化成分的变异系数差异较大ꎬ６ 个生化成分

变异系数在 ８ ０７％ ~ ２３ ３５％之间ꎬ平均为 １６ ５３％ꎬ
以酚氨比最大、以水浸出物含量最小ꎬ其变异程度依

次为:酚氨比 >氨基酸 >儿茶素总量 >咖啡碱 >茶多

酚 >水浸出物ꎮ 各生化成分的多样性指数变化不大ꎬ
６ 个主要生化成分多样性指数在 １ ６７ ~１ ９９ 之间ꎬ平
均为 １ ８８ꎬ多样性指数较大的是儿茶素总量、氨基

酸ꎬ分别为 １ ９９、１ ９８ꎬ较小的是咖啡碱 １ ６７ꎮ

表 ４　 茶树地方品种主要生化成分的统计分析及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Ｙｕｎｎａｎ ｔｅａ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生化成分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最小值 Ｍｉｎ. 最大值 Ｍａｘ. 平均值 ｘ　— 标准差 ｓ 变异系数(％ )ＣＶ 多样性指数 Ｈ′
水浸出物(％ )Ｗａｔ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３４ ３０ ５３ ８７ ４５ ７７ ３ ６９ ８ ０７ １ ９０
咖啡碱(％ )Ｃａｆｆｅｉｎｅ １ ５０ ５ ５７ ４ ５６ ０ ７９ １７ ２３ １ ６７
茶多酚(％ )Ｔｅａ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 １７ ２１ ３９ ３３ ３１ ２７ ３ ５５ １１ ３５ １ ８０
氨基酸(％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１ ２０ ４ ６９ ３ ０３ ０ ６６ ２１ ８４ １ ９８
酚氨比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 ａｎｄ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５ ３４ １８ １９ １１ ２１ ２ ６２ ２３ ３５ １ ９２
儿茶素总量(％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ｓ １１ ３７ ２７ ７０ １８ ２８ ３ １７ １７ ３３ １ ９９

２. ３　 茶树地方品种红、绿茶适制性多样性

对供试材料的红、绿茶样品进行感官审评ꎬ依据对

照各项审评因子得分级别的分布频率见表 ５ꎬ红茶品质

的外形得分有 ３ 种级别ꎬ以适合、较适合所占比例较

高ꎻ汤色得分有 ４ 种级别ꎬ以适合所占比例较高ꎻ香气

得分有 ４ 种级别ꎬ以最适合所占比例较高ꎻ滋味得分有

３ 种级别ꎬ以最适合所占比例较高ꎻ叶底得分有 ３ 种级

别ꎬ以适合、较适合所占比例较高ꎮ 绿茶品质的外形得

分有 ３ 种级别ꎬ较适合所占比例较高ꎻ汤色、香气、滋味

和叶底得分均有 ４ 种级别ꎬ均以较适合所占比例较高ꎮ
红茶总分有 ３ 种级别ꎬ以最适合所占比例较高ꎬ绿茶总

分有 ４ 种级别ꎬ以较适合所占比例较高ꎬ这说明云南茶

树地方品种比较适合制红茶ꎮ 从茶树品种适制性多样

性指数看ꎬ红茶品质审评因子的多样性指数在 ０ ８２ ~
１ ０３ 之间ꎬ绿茶品质审评因子的多样性指数在 ０ ６２ ~
１ １６ 之间ꎬ红、绿茶品质的汤色、香气、滋味 ３ 个因子具

有丰富的适制性ꎬ多样性指数均较高ꎬ而外形、叶底 ２
个因子变异不大ꎬ多样性指数较低ꎮ 这是因为茶叶品

质的汤色、滋味、香气的形成与其生化成分的组成和含

量密切相关ꎬ而茶叶生化成分则是由茶树品种遗传性

决定ꎬ外形、叶底主要与茶树品种的物理特性相关ꎬ也
受采摘标准和加工工艺的影响[１６]ꎮ 综合 ５ 项因子ꎬ茶
叶感官审评红茶品质总分达 ８７ ５ ~９４ ２ 分ꎬ总分超过

或与云抗 １０ 号(８９ ６ 分)相当的品种有 ２９ 份ꎬ占
５６ ８６％ꎬ总分超过或与肯尼亚优质红碎茶(９２ ６ 分)相
当的品种有大寺乡丛茶(９４ ２ 分)、河头白毛尖(９３ ５
分)、团田大叶茶(９３ ０ 分)、宝丰大叶茶(９３ ０ 分)、昌
宁大叶茶(９２ ６ 分)等ꎬ这些品种具有制作红茶的优异

潜质ꎻ绿茶品质总分达 ７８ ８ ~９１ ５ 分ꎬ总分超过或与云

抗 １０ 号(９０ ６ 分)相当的品种有绿春玛玉茶(９１ ５
分)、昆明十里香(９１ ２ 分)、珠街小叶茶(９０ ６ 分)等ꎬ
占 ５ ８８％ꎬ这些品种比较适合制作绿茶ꎮ

表 ５　 茶树地方品种红、绿茶品质审评因子得分的频率分布及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５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ｂ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ａ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审评因子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红茶频率分布(％ )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ｔｅａ

绿茶频率分布(％ )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ａ

多样性指数 Ｈ′

０ １ ２ ３ ０ １ ２ ３ 红茶 Ｂｌａｃｋ ｔｅａ 绿茶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ａ
外形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３ ９２ ４３ １４ ５２ ９４ ０ ０ ２７ ４５ ７０ ５９ １ ９６ ０ ８３ ０ ６２
汤色 Ｌｉｑｕｏｒ ｃｏｌｏｒ ２３ ５３ ６０ ７８ １３ ７３ １ ９６ ７ ８４ ２５ ４９ ５２ ９４ １３ ７３ ０ ９９ １ １６
香气 Ａｒｏｍａ ５６ ８６ ２７ ４５ １３ ７３ １ ９６ ７ ８４ ３５ ２９ ４７ ０６ ９ ８０ １ ０３ １ １５
滋味 Ｔａｓｔｅ ４９ ０２ ４３ １４ ７ ８４ ０ １ ９６ １７ ６５ ５２ ９４ ２７ ４５ ０ ９１ １ ０４
叶底 Ｓｅｃｕｒｉｎｅｇａ ９ ８０ ５０ ９８ ３９ ２２ ０ ３ ９２ ２５ ４９ ６２ ７５ ７ ８４ ０ ９４ ０ ９７
总分 Ｔｏｔａｌ ｓｃｏｒｅ ５６ ８６ ３２ １７ １０ ９７ ０ ５ ８８ １５ ６９ ７６ ４７ １ ９６ ０ ８２ ０ ６９

０、１、２、３ 分别代表最适合、适合、较适合和不适合

０ꎬ１ꎬ２ꎬａｎｄ 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ꎬ ｍｏｒ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ꎬ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ꎬ ａｎｄ ｕｎｓｕｉｔａｂｌｅ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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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茶树地方品种聚类分析

根据 ６ 个农艺性状、８ 个品质性状(表 ６)ꎬ对供试

材料进行聚类分析ꎬ将 ５１ 份品种聚为 ３ 大类(图 １)ꎬ
第Ⅰ类包括 ４０ 份品种:勐库大叶茶、凤庆大叶茶、勐海

大叶茶、景谷大白茶、绿春玛玉茶、昌宁大叶茶、团田

大叶茶、温泉源头茶、坝子白毛茶、漭水大叶茶、潞西

竹叶青、冰岛长叶茶、元江糯叶茶、大理感通茶、潞西

官寨茶、宝丰大叶茶、大寺乡丛茶、那贝大叶茶、河头

白毛尖、潞西大叶茶、坝外大叶茶、上云大叶茶、新平

大叶茶、邦东大叶茶、建水大叶茶、攸乐大叶茶、陇川

红叶茶、九龙大叶茶、易武绿芽茶、固东大叶茶、勐裴

大叶茶、茶房迟生茶、车古大叶茶、大厂大叶茶、八布

大叶茶、关卡大叶茶、龙口大叶茶、景迈大叶茶、南涧

大叶茶、猪街软叶茶等ꎬ其中潞西竹叶青与车古大叶

茶、易武绿芽茶与茶房迟生茶、元江糯叶茶与大寺乡

丛茶之间的遗传距离分别较近ꎬ说明二者的表型性状

相似性较大ꎬ亲缘关系较近ꎮ 第Ⅱ类包括 ９ 份品种:昆
明十里香、宜良宝洪茶、珠街小叶茶、大关翠华茶、易
武小叶茶、云华苦叶茶、昌宁小叶茶、盐津小叶茶、昭
通苔子茶等ꎻ第Ⅲ类仅有 ２ 个品种:底圩大叶茶和广

南白毛茶ꎬ均来自滇东南文山州广南县ꎬ说明这 ２ 个

品种的遗传背景与其他品种存在较大差异ꎮ
从各类群各性状平均表现的比较来看ꎬ第Ⅰ、Ⅱ类

群 １４ 个性状变异系数平均值相接近ꎬ分别为 １２ ６２％
和 １２ ７８％ꎬ第Ⅲ类群变异系数平均值明显较高为

２０ ９５％ꎬ各类群间除儿茶素总量和红茶总分 ２ 个性

状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外ꎬ其他 １２ 个性状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农艺性状方面ꎬ第Ⅰ类茶树地方品种在

叶长、叶面积、１ 芽 ３ 叶百芽重 ３ 个性状上明显高于第

Ⅱ、Ⅲ类ꎬ叶长分别高 ５ ７７ ｃｍ、３ ３８ ｃｍꎬ叶面积分别高

３３ ５５ ｃｍ２、２２ ４８ ｃｍ２ꎬ１ 芽 ３ 叶百芽重分别高 ５７ １２
ｇ、３３ ６７ ｇꎻ第Ⅱ类品种发芽密度高于第Ⅰ、Ⅲ类ꎬ分别高

７４ ５８ 个、６８ ７２ 个ꎮ 生化成分方面ꎬ第Ⅲ类品种 ５ 项

生化成分均明显低于Ⅰ、Ⅱ类ꎬ水浸出物含量分别低

１１ ９５％、９ ４６％ꎬ咖啡碱含量分别低 ２ ７０％、２ ４９％ꎬ
茶多酚含量分别低 １１ ５２％、７ ２５％ꎬ氨基酸含量分别

低 １ ０７％、 ２ ０４％ꎬ 儿 茶 素 总 量 分 别 低 ２ ８５％、
０ ６４％ꎮ 第Ⅱ类酚氨比值最小为 ７ ５２ꎬ比Ⅰ、Ⅲ类分别

低 ４ ４１、５ ９１ꎮ 从茶类适制性看ꎬ茶叶品质红茶总分

最高的是第Ⅰ类ꎬ分别高出Ⅱ、Ⅲ类的 ３ ７３ 分、１ ９０ 分ꎬ
绿茶总分最高的是第Ⅱ类ꎬ分别高出Ⅰ、Ⅲ类的 ４ ５１ 分、
３ ９４ 分ꎮ

表 ６　 茶树地方品种各类群中各地方品种性状的平均表现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ｈｅ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ａ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性状 Ｔｒａｉｔ

第Ⅰ类群 ＧｒｏｕｐⅠ 第Ⅱ类群 ＧｒｏｕｐⅡ 第Ⅲ类群 ＧｒｏｕｐⅢ

平均值 ± 标准差

Ｍｅａｎ ± Ｓ
ＣＶ(％ )

平均值 ± 标准差

Ｍｅａｎ ± Ｓ
ＣＶ(％ )

平均值 ± 标准差

Ｍｅａｎ ± Ｓ
ＣＶ(％ )

发芽密度(个 / ０ １１ｍ２)Ｓｐｒｏｕｔｉｎｇ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９５ ６４ ± １４ １５ｂ １４ ８０ １７０ ２２ ± １７ ７５ａ １０ ４３ １０１ ５０ ± １０ ６１ｂ １０ ４５

叶长(ｃｍ)Ｌｅａｆ ｌｅｎｇｔｈ １４ ０９ ± １ ７８ａ １２ ６３ ８ ３２ ± １ ０９ｃ １３ １０ １０ ７１ ± ２ ８４ｂ ２６ ５２

叶宽(ｃｍ)Ｌｅａｆ ｗｉｄｔｈ ５ ７１ ± ０ ６１ａ １０ ６８ ３ ９３ ± ０ ６７ｂ １７ ０５ ４ ４９ ± ０ ７０ｂ １５ ５９

叶面积(ｃｍ２)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５６ ７９ ± １２ ０１ａ ２１ １５ ２３ ２４ ± ６ ６４ｂ ２８ ５７ ３４ ３１ ± １４ １５ｂ ４１ ２４

１ 芽 ３ 叶长(ｃｍ)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ａ ｂｕｄ １０ ０４ ± １ ６８ａ １６ ７３ ６ ５１ ± １ １１ｂ １７ ０５ ９ ０４ ± １ ９４ａ ２１ ４６

１ 芽 ３ 叶百芽重(ｇ)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１００ ｔｈｒｅｅ ｌｅａｆ
ａｎｄ ａ ｂｕｄ

１２２ ４９ ± ２４ ４３ａ １９ ９４ ６５ ３７ ± １３ ４８ｂ ２０ ６２ ８８ ８２ ± ２７ ６０ｂ ３１ ０７

水浸出物(％ )Ｗａｔ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４６ ６０ ± ２ ９４ａ ６ ３１ ４４ ４７ ± ２ ９５ａ ６ ６３ ３５ ０１ ± １ ００ｂ ２ ８６

咖啡碱(％ )Ｃａｆｆｅｉｎｅ ４ ７１ ± ０ ５５ａ １１ ６８ ４ ５０ ± ０ ７８ａ １７ ３３ ２ ０１ ± ０ ７１ｂ ３５ ３２

茶多酚(％ )Ｔｅａ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 ３２ ４７ ± ２ ２６ａ ６ ９６ ２８ ２０ ± ２ ３９ｂ ８ ４８ ２０ ９５ ± ５ ２８ｃ ２５ ２０

氨基酸(％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２ ８８ ± ０ ４５ｂ １５ ６３ ３ ９５ ± ０ ４９ａ １２ ４１ １ ８１ ± ０ ８６ｃ ４７ ５１

酚氨比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 ａｎｄ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１１ ９３ ± ２ ０３ａ １７ ０２ ７ ５２ ± １ ２３ｂ １６ ３６ １３ ４３ ± ３ ９９ａ ２９ ７１

儿茶素总量(％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ｔｅｃｈｉｎｓ １８ ７８ ± ３ ３７ａ １７ ９４ １６ ５７ ± １ ２２ａ ７ ３６ １５ ９３ ± ０ ４６ａ ２ ８９

绿茶总分 Ｔｏｔ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ａ ｓｃｏｒｅ ８２ ９３ ± １ ９１ｂ ２ ３０ ８７ ４４ ± ２ １９ａ ２ ５０ ８３ ５０ ± ０ ７１ｂ ０ ８５

红茶总分 Ｔｏｔａｌ ｂｌａｃｋ ｔｅａ ｓｃｏｒｅ ９０ １５ ± ２ ６２ａ ２ ９０ ８６ ４２ ± ０ ９１ａ １ ０５ ８８ ２５ ± ２ ３１ａ ２ ６２

不同字母代表在 ０ ０５ 水平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类群间比较)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ｔ ５％ ｌｅｖｅｌ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ａｍｏｎｇ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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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茶树地方品种基于农艺性状和品质性状的聚类树状图

Ｆｉｇ. １　 Ｄｅｎｄ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ａ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ｇｒ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ｔｓ

３　 讨论

３. １　 茶树地方品种农艺和品质性状的遗传多样性

本研究分析了云南茶树地方品种的农艺性状、生
化成分及适制性的遗传多样性ꎬ结果表明ꎬ云南茶树

地方品种农艺性状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连续性变异ꎬ
其变异系数平均为 ２５ ８４％ꎬ多样性指数平均为

１ ９４ꎬ均高于蒋会兵等[１２] 对云南茶树资源形态性状

的研究结果(变异系数 ２２ １１％ꎬ多样性指数 １ ０３)ꎬ
主要是因为本研究所选农艺性状均为数量性状ꎬ变异

程度较大ꎮ 云南茶树地方品种生化成分变异系数平

均为 １６ ５３％ꎬ多样性指数平均为 １ ８８ꎬ变异系数低

于广西(２５ ８０％) [１８]、四川(２６ ８０％) [１９]ꎬ多样性指

数与广西(１ ９０) [１８]、四川(１ ９２) [１９] 相接近ꎬ可能是

因为本研究中仅测定了主要生化成分ꎮ 各生化成分

含量与贵州地方茶树资源平均值[２０] 相比ꎬ咖啡碱含

量较高ꎬ氨基酸含量较低ꎬ水浸出物含量、茶多酚含

量、酚氨比值均相接近ꎬ与广西茶树资源平均值[１８]相

比ꎬ氨基酸含量相接近ꎬ其他生化成分含量均较高ꎮ
可见ꎬ云南茶树地方品种除氨基酸外ꎬ多数生化成分

含量均高于其他地方茶树资源ꎬ说明云南茶树资源生

化成分上具有较多高茶多酚、高咖啡碱的种质资源ꎬ
这与 Ｌ Ｃｈｅｎ 等[２１]的研究结果一致ꎬ主要是因为云

南茶树地方品种绝大部分是大叶类茶树资源ꎮ 茶叶

感官审评结果表明ꎬ云南茶树地方品种的红茶品质

更显著ꎬ适制红茶的品种较多ꎬ其茶叶品质的汤色、
香气和滋味 ３ 个审评因子的适制性丰富ꎬ这与王新

超等[１６]、王家金等[１３]的研究结果相一致ꎮ
３. ２　 茶树地方品种的聚类结果比较

茶树品种资源的农艺和品质性状均属数量性

状ꎬ受环境条件影响较大ꎬ本研究采用实地调查、活
体材料统一种植于资源圃ꎬ以减小环境条件对试验

材料的影响ꎮ 基于农艺和品质性状聚类分析ꎬ将供

试材料分为 ３ 个类群ꎬ第Ⅰ类品种数量较大ꎬ其特点

是叶片为大叶、特大叶型ꎬ叶面积较大(５６ ７９ ｃｍ２)ꎬ１
芽 ３ 叶长、１ 芽 ３ 叶百芽重较大(１０ ０４ ｃｍ 和 １２２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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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ꎬ水浸出物含量(４６ ６０％)、茶多酚含量(３２ ４７％)、
咖啡碱含量(４ ７１％)、儿茶素总量(１８ ７８％)较高ꎬ红
茶品质得分较高(９０ １５ 分)ꎻ第Ⅱ类共 ９ 份品种ꎬ其特点

是发芽密度较大(１７０ ２２ 个 / ０ １１ ｍ２)ꎬ叶片为中、小叶

型ꎬ叶面积(２３ ２４ ｃｍ２)较小ꎬ茶多酚含量(２８ ２０％)、儿
茶素含量(１６ ５７％)、酚氨比值(７ ５２)较低ꎬ氨基酸

含量(３ ９５％ )较高ꎬ绿茶品质得分(８７ ４４)较高ꎻ第
Ⅲ类仅有 ２ 份品种ꎬ其 ５ 项生化成分含量均明显低

于其他品种资源ꎮ 根据对不同类群的品种性状分析

评价ꎬ聚类分析能将大叶、特大叶、水浸出物含量、茶
多酚含量、咖啡碱含量、儿茶素总量较高的品种聚为

一类ꎬ将中叶、小叶ꎬ氨基酸含量较高ꎬ茶多酚含量、
儿茶素含量较低的品种聚为另一类ꎬ而生化成分特

异的品种单独聚为一类ꎬ聚类结果符合茶树品种叶

片大小与茶多酚、儿茶素含量呈正相关性的规

律[２２]ꎮ 从各类群品种来源地看ꎬ第Ⅰ类品种主要来

自滇西、滇南ꎬ第Ⅱ类品种主要来自滇中、滇东北ꎬ第
Ⅲ类品种均来自滇东南的广南县ꎬ即地理距离较近

的茶树地方品种基本能聚为同一类ꎬ说明这些地方

品种的亲缘关系与地理来源有一定关系ꎬ但不明显ꎬ
因此按表型特征划分较按地理来源划分的品种间遗

传距离更具有规律性ꎮ 依据杨亚军[２３￣２４]、陆锦时

等[２５〗的研究结果及评价标准ꎬ第Ⅰ类品种主要为红

茶适制型ꎬ第Ⅱ类品种为绿茶适制型ꎬ第Ⅲ类为生化

成分特异性品种ꎮ
３. ３　 云南茶树地方品种在育种中的意义

长期以来ꎬ利用云南茶树地方品种育成了云抗

系、佛香系、蜀永系、黔湄系和福云系等大量茶树良

种和品系[２６]ꎬ在生产上作用显著ꎮ 本研究通过对

５１ 份云南茶树地方品种农艺和品质性状的系统鉴

定评价ꎬ筛选出 １８ 份优良地方品种ꎮ 其中ꎬ产量性

状优良的品种有景谷大白茶、绿春玛玉茶、勐库大叶

茶、勐海大叶茶、龙口大叶茶、猪街软叶茶等ꎬ这些品

种可以在茶树高产育种中加以利用ꎻ茶多酚含量较

高的品种有河头白毛尖、上云大叶茶ꎬ咖啡碱含量较

低的品种有广南白毛茶、南涧大叶茶、底圩大叶茶、
凤庆大叶茶ꎬ利用这些品种将能选育出在生化成分

上显著的新品种ꎻ大寺乡丛茶、河头白毛尖、团田大

叶茶、宝丰大叶茶、昌宁大叶茶等 ５ 个品种适制高档

红茶ꎬ绿春玛玉茶、昆明十里香、珠街小叶茶等 ３ 个

品种适制高档绿茶ꎬ这些品种可直接利用于生产ꎬ或
进一步育成在茶叶色泽、香气等方面显著的茶树新

品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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