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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述了国内外茶梅品种的收集保存、鉴定评价及种质创新工作，其中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自 2002 年起，共收集

国内外茶梅品种 80 余种，建立品种资源基地并对其进行了鉴定评价，筛选出 3 个适于上海地区的品种，并登录新品种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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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and status of germplasm collection，conservation，evaluation and en-
hancement of Camellia sasanqua L． in the world． Shanghai Agrobiological Gene Center ( SAGC) has worked on germ-
plasm resources since 2002． About 80 varieties were collected and planted in the field nursery． Propagation and eva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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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梅( Camellia sasanqua) 是山茶科山茶属常绿冬

季开花的小乔木或灌木，它体态优雅、终年常绿、花色

艳丽、花期长久，是赏花观叶的著名花卉，其整体花期

是从 10 月下旬至翌年 3、4 月，长达半年之久，迎雪而

开，填补了几乎空白的秋冬显花树木，具有十分广阔

的发展前景。

1 品种的收集与保存

1. 1 品种概述

茶梅起源于中国及日本。日本栽培历史悠久，园

艺品种最多。箱田直纪于 1974 年《关于茶梅品种分

化史的考察》中，共整理出茶梅品种 320 种，通过形态

学聚类分析将茶梅分为 4 个类群即普通茶梅群、冬茶

梅群、春茶梅群及油茶群。1998 年由日本山茶协会

编著的《日本山茶花·茶梅名鉴》共收集品种 246 个。
茶梅由 18 世纪传入欧美后，当地育种家较为重视新

品种的培育，1964 年美国南加州山茶协会出版社登

载了 270 个 茶 梅 品 种。目 前 茶 梅 品 种 约 为

500 种
［1 － 4］。

中国关于茶梅的最早文字记载在唐宋时期，但

是发展不快，品种也不够丰富。直到 20 世纪 80 年

代前，我国常见栽培品种仅有 10 个，80 年代后陆续

引进国外品种。陈绍云等
［5］

编著的《浙江山茶花》
中记载了 8 个品种，高继银等

［6］
编著的《世界名贵

茶花》中，共记载茶梅品种 79 个。徐碧玉等
［7］

在

《茶梅》中，记载茶梅品种达 12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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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品种的收集

我国茶梅品种除小玫瑰和黄海南宝珠外，大部

分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从国外引种，主要引种单位为

杭州花圃、中国林业科学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 亚

林所) 及杭州植物园等单位。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

茶梅作为地被广泛使用，形成产业化生产，引种数量

也不断增加，相继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引入

品种。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于 2002 年底由杭

州花圃引入品种扦插苗约 40 个品种共计 8000 株。
2003 年 3 月参加了首次在中国浙江金华举办的第

三届世界茶花大会，由国内及美国、新西兰等地引种

茶花及茶梅品种 60 个( 枝条、扦插小苗及培大苗)

以及 200 颗杂交种子。截至 2003 年底，累计总共引

进各类茶花品种 197 个，其中国外茶花品种 50 个、
国内茶花品种 48 个、茶梅品种 87 个、山茶属中其他

具开发前景的品种 12 个。
1. 3 品种繁育及品种圃保存

引入的品种中有部分是采用枝条的形式，需先

进行扦插繁殖。此外，对有推广利用前景的品种，也

需进行扩繁。莫昭展等
［8］

采用芽苗砧接法，嫩枝密

闭扦插法繁殖茶梅，徐晞皓
［9］

通过嵌合芽接法与劈

接法采用油茶高接换种快速培育茶梅大苗。2003
年 8 月，上海市农业基因中心对引入品种及优良品

种集中进行扦插繁殖，并进行了不同插穗、不同激素

浓度及不同基质的对比试验，得出采用嫩枝密闭扦

插的方法，以泥炭土和蛭石作为主要基质，用生根粉

( ABT) 1 号 50mg /kg 浓度处理扦插枝条 4h，扦插植

株成活率较高，且生长强壮，适合生产实践中应用。
这些研究为以后品种圃保存提供了物质储备。

茶梅一般被认为是茶花中的一类，在植物园

及苗圃中均有品种栽植，但专门的种质收集圃并

不多见。美 国 洛 杉 矶 亨 庭 顿 公 园 在 山 茶 专 类 园

中另辟了茶梅区，共种植了 200 个品种。杭州植

物园建成 面 积 达 6667m2
山 茶 种 质 资 源 圃，收 集

了茶花品种和山茶属植物约 300 余个，收集引种

了云南茶花、华东山茶及茶梅、山茶科野生植物

近 200 种，茶 梅 近 40 余 种，且 每 个 山 茶 物 种、茶

花、茶梅 品 种 均 建 有 档 案、画 有 种 植 图，记 载 花

型、花色、植 株 高 度、大 小、产 地、生 长 习 性、拍 摄

照片等 项 目
［10 － 11］。杭 州 花 圃 引 种 时 间 最 早，引

入品种最多，并于 1998 年建立了茶梅品种园，最

盛时 达 到 100 个 品 种。遗 憾 的 是，由 于 种 种 原

因，部分种质已遗失，目前仅存品种约 40 多个。
2004 年底，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在浙江省

安吉水保试验基地建立了茶梅品种保存种质资源

圃，资源圃依山而建，分为母本园、品种区及苗圃区

域，而且专为此构建了梯田及喷灌设施，集中保存茶

梅及茶花物种计 97 个，约 10000 多株。
1. 4 离体保存

由于田间保存方式所需较大空间及人力物力支

出，且存在物种因自然灾害等原因而遗失等缺陷，茶

梅种质的离体保存工作有着重要意义。除了品种圃

外，可通过离体培养方式保存种质，国内外也有茶梅

的组织培养相关研究报导: 林证明
［12］

用茶梅当年生

嫩茎或芽在改良 MS 培养基上诱导出多个不定芽并

形成完整植株。Samartin［13］
采用茶梅 2 年生新枝进

行离体培养，生根率达 100%。Haldeman［14］
研究了

赤霉素对茶梅未成熟种子培养的影响，在 50 mg /L
GA3的培养基上萌发率可提高至 100%。利用未成

熟种子成功诱导茶梅体细胞胚胎和植株的再生也有

报导
［15］。
茶梅属山茶科种子具顽拗性，有些品种不结种

子，故不能用常规低温低湿保存方法进行保存。超

低温保存是指液氮 ( － 196℃ ) 下的低温保存，在此

条件下，植物生命活动近乎停止，贮藏过程中的生理

和遗传变化能够控制在最低限度内，具有资源保存

的长期性和稳定性的优点，而且能在极小的空间储

存大量材料，省地省工，成本效益比高，是种质资源

保存最安全经济的选择
［16］。上海农业生物基因中

心探索了杜鹃红山茶花粉适宜的离体萌发条件及贮

藏条件，采集的花药在室温条件下自然干燥，收集散

开的花粉到 1ml 的冻存管中，直接投入液氮内冻存，

保存 1 个月后采用 TTC 染色法检测花粉的活力达

90%以上，试验证明冷冻保存是适合花粉长期保存

的方式
［17］。此后对 97 个茶梅( 花) 的叶片 DNA 及

30 种茶梅花粉进行液氮冻存。

2 鉴定评价

2. 1 抗性评价

茶梅原分布于亚热带，喜温暖湿润气候，但茶梅

仍有着较强的耐寒性。1991 年杭州雪灾期间，徐碧

玉等
［7］

记载观察 60 个品种茶梅受冻害及恢复情况，

筛选出 36 个抗寒的品种。祁云枝等
［18］

对茶梅在西

安地区露地引种栽培的立地环境、栽培基质和土壤

pH 值等方面进行了技术性研究，初步确定茶梅在西

安的抗寒等级在Ⅱ级以上，适应西安地区的气候条

件。2002 年，浙江大学与杭州花圃合作，茶梅品种小

玫瑰叶片组织为材料，研究其在低温胁迫下生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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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变化，结果显示半致死温度为 － 14 ～ － 12. 5℃，与

实际田间观察相符
［19］。

作为山茶 属 植 物，茶 梅 具 有 一 定 的 耐 荫 性。
杨晓盆及杨伟红等

［20 － 22］
分别研究了不同程度遮

荫处理对温室盆栽茶梅新稍生长、叶绿素含量、
叶片解剖结构、光合特性及茶梅植株形态建成的

影响，结果 表 明 茶 梅 具 有 一 定 的 耐 荫 性，25% 的

适度遮荫有利于其生长发育，而过度遮光则影响

其生长发育，为温室茶梅的栽培提供理论依据。
林树燕等

［23］
用 LI-6400 光 合 作 用 测 定 系 统 等 仪

器测定了所 选 植 物 的 光 合 作 用 和 光 合 － 光 响 应

曲线，研究了 10 种常用园林植物的耐阴性，其中

茶梅为强耐阴植物。
山茶属植物大多难以忍受强烈的日照及高温，

华东一带夏季炎热，强烈的阳光会引起叶片日灼，甚

至焦枯，影响其观赏性。且长期高温会导致植株生

长不良，有时甚至会死亡，影响其在绿化上的应用和

推广。如赵世伟等
［24］

对山茶在夏季温室下净光合

速率进行测量，结果显示山茶对高温很敏感。但茶

梅的抗热性较好，有着“阳光茶花”的美誉
［25］。李

纪元等
［26］

以茶花 3 个主要品种群的 15 个品种为材

料，利用生理生化测定及 SPSS 统计分析对其耐热性

进行了研究，得出茶梅耐热性较强。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与杭州花圃合作，于

2003-2004 年夏季对茶梅不同品种的耐热性及日灼

病的田间表现进行了观察比较，为了对茶梅品种间

的耐热性进行快速测定，试验采用离体的叶片，在室

内用电导率法进行测定在高温处理后的细胞电解质

的渗出率，以反映细胞膜的稳定性和组织受热害程

度。结果表明，茶梅比山茶更能忍受强日照，耐热性

更强; 茶梅不同品种之间耐热性存在较大差异，已筛

选出 16 个较耐热的品种
［27］。

2. 2 土壤适应性评价

茶梅是山地树种，习惯生长于亚热带湿润气候

区的常绿阔叶林下所发育成的黄壤中，黄壤富含有

机质，呈酸性。所以在生产安排地块时，往往要求是

土层深厚、疏松肥沃、pH 值在 5. 5 ～ 6. 5 之间的酸

性砂质壤土地。赵栋
［28］

采用盆栽方法，研究不同

pH 的模拟酸雨对茶梅叶片膜损伤、MDA 含量、抗

氧化物酶活性、叶绿素( Chl) 含量以及气体交换参

数的影响，得出茶梅对酸雨具有较强的抵抗能力，

可作为酸雨灾害严重地区园林绿化及植被构建的

物种。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茶梅生产栽培、城乡绿

化应用的面积不断扩大，其中有的土壤为中性至

弱碱 性，故 需 对 土 壤 适 应 性 进 行 研 究。徐 碧 玉

等
［29］

研究了水培条件下不同 pH 值对茶梅生长的

影响，水培条件下，pH 值为弱酸性( 6. 5 ) 时茶梅表

现最 佳，但 在 中 性 及 略 偏 碱 性 的 条 件 下 ( pH 值

7. 5 ) 仍能较正常生长，而在 pH 值超过 7. 5 以上

时，生 长 即 受 抑 制，地 栽 调 查 进 一 步 验 证 了 此

结果。
上海地区地处沿海，土壤中性至略呈碱性，故上

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着重对茶梅在上海地区适应

性相关性状进行了研究。2003 年初对杭州、上海各

地的茶花及茶梅栽培生长及应用情况进行了考察，

通过土壤 pH 值测定分析，证明茶梅具有较好的土

壤适应性，并筛出够适应上海大部分地区的土壤环

境的 3 个品种。
2. 3 物候期观测

物候期观察对园林应用及育种研究有着参考意

义。如祁云枝等
［30］

研究了不同浓度的赤霉素和抗

寒剂对西安地区露地栽培茶梅的现蕾期、花蕾透色

期、进入观赏期及盛花期的调控作用，并提出气温是

茶梅开花的主导因子，任何植物生长调节剂对于茶

梅花期的调控只能起辅助作用。
上海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在执行“上海地区冬季

观花树种的引种筛选及开发利用”课题期间，连续 3
年对引进品种在上海地区栽培期间生长物候期作了

系统的观测和记录，包括萌芽期、展叶期、充实期、停
止生长期及新梢的长度、新生叶片数等。此外对开

花习性( 包括现蕾、破蕾、初花、始盛、最盛、下盛、终
花及单花开放时间等) 、气温和降雨量也做了详细

观察和记录，为进一步了解茶花在上海的适应性提

供可靠的依据。

3 种质创新

3. 1 常规育种

从国际登记调查看，绝大多数茶梅新品种来自

自然杂交实生苗及芽变苗的选育。随着茶梅在世界

传播及观赏利用价值的发展，人工杂交育种也深入

开展。日本栽培历史悠久，对茶梅较为重视，故目前

多数品种均来自日本园艺家之手。美国虽然引种茶

梅较迟，但较为重视新品种的培育，1956 年起还设

立了瑞夫皮尔茶梅奖，以鼓励茶梅的育种工作。特

别是经过 1977-1978 年大寒潮袭来后，在抗寒性品

种的 培 育 上 取 得 很 好 进 展。美 国 育 种 家 阿 克 曼

( Akerman) 利用油茶作亲本，与茶梅等杂交选育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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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耐寒品种
［31］。澳大利亚近年来也进行了一系列

茶梅 育 种 工 作。其 中 最 著 名 的 有“天 堂 植 物”
( Paradise Plant) 苗圃，以芳香、小花小叶型茶梅作

为主要育种目标，选育著名的‘天堂’( Paradise) 系

列品种有近 40 个
［7］。

我国茶梅的育种研究，还与国外存在较大差

距，大部分茶梅品种为国外引种。有一些茶花爱

好者也进行了育种工作，如我国已故著名园艺学

家黄德邻先生，于 1987 年至 1988 年间，进行了 50
多个组合杂交，1993 年在 88 岁高龄时还作了 60
个组合杂交，1999 年国际山茶年鉴上发表了用茶

梅作亲本杂交育成的新金花茶品种。金华的卢始

华，自 1987 年起进行茶梅园艺品种的人工杂交，

现已选育出 4 个优良单株，其中‘寒秀’已作了新

品种登记
［7］。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在 2003 年冬天，利

用已收集的种质资源，进行种间杂交的尝试。在

这个试验中，挑选了杨妃茶和黄海南宝珠这两个

品种作为亲本。杨妃茶是筛选出的适合上海地区

推广的冬季开花的优良绿化品种，它长势强健，花

期长，但花朵较小，颜色淡粉红色，不够艳丽，后选

择花型较大、色彩鲜艳的茶梅品种作为父本与之

杂交，希望能够获得花色更红的杂交品种。黄海

南宝珠则是上海地区本土品种，为开黄色花朵的

珍稀茶花种质资源，采用红色的茶梅品种与之杂

交。目前，已经获得一批宝贵的杂交种子，为创造

具有我国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的 新 品 种 作 了 有 益 的 探

索。在 2009 年基地花期记载观测中，发现由美国

育种家王大庄先生赠送的茶梅种子播种所获得的

实生苗中，有一株实生苗花色独特，长势旺盛，后

选育出的茶梅品种“飞天玉”在 2011 年获得茶花

新品种登录。
3. 2 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兴起，国内外的育种家及科

研人员也利用这一先进技术来辅助育种。Tanaka
通过对茶梅品种杂交种进行核型分析研究，得出茶

梅品种中春茶梅群是山茶到普通茶梅群之间的一个

中间类型，并通过对茶梅及近缘种叶绿体 DNA 分

析，找 出 其 亲 本 最 早 可 起 源 400 年 前 的 古 老 品

种
［32-33］。Hakoda 等

［34］
通过过化物酶同工酶分析了

14 个山茶属的种，其中一些茶梅品种来源于山茶的

种间杂种。秋屋薰
［35］

对染色体核型分析作为杂交

育种参考，得出以茶梅为母本，杂交亲合性排列为茶

梅、山茶、云南山茶。近年来，育种家又通过分子标

记技术，对茶梅色素基因进行亲缘分析，用于辅助育

种，育成继‘情人节’后具纯正红色品种‘田中枝子’
( Mieko Tanaka) ［36］。

国内相关工作主要集中在茶树种质资源遗传多

样性方面，未见茶梅相关报导。上海市农业基因中

心已 对 华 东 山 茶 及 茶 梅 品 种 DNA 进 行 提 取 及

RAPD 标记，为今后鉴定自然杂交实生苗的亲本作

技术储备。

4 总结与展望

4. 1 资源共享平台建设

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可以促进资源整合、保

护、共享和利用。如国家种质杭州茶树圃对 10 万

多个数据值的中国茶树种质资源数据库系统，实

现了国家对分散在各地茶树种质资源信息的集中

管理
［37］。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建立云南山

茶数据库，收录 131 条云南山茶品种信息和 174 条

山茶属各分类单位的相关信息并记录了山茶属中

所有合格 发 表 的 野 生 分 类 群 的 名 称 及 参 考 文 献

546 条
［38］。基因中心已对茶梅各性状进行了观测

记载及电子存档，以后将利用其数据库系统，通过

科学分类、统一编目和描述规范，遵循统一标准对

资源进行数字化表达，使得茶梅资源得到更好的

利用。
4. 2 离体培养及保存技术研究

茶梅属山茶科植物，多为扦插繁殖，较少结实且

种子为顽拗性，需对其种子贮存条件及生理特性进

行研究。此外，超低温保存是营养繁殖植物及顽拗

性种子植物资源保存的最佳选择。上海市农业生物

基因中心具有先进的液氮保存措施，在球宿根花卉

超低温保存方面已做出先期探索。建立茶梅茎尖、
胚轴及胚性细胞等组织培养体系并进超低温保存探

索，不仅可长期保存茶梅资源，为其他顽拗性种子植

物的超低温保存提供借鉴，也为基因工程育种提供

材料。
4. 3 新品种选育工作

本研究所收集的一批自然杂交种子实生苗已继

续开花，除了从中继续选育新品种外，还充分利用抗

寒、耐旱、抗盐碱等珍贵山茶属种质资源进行杂交育

种及优良基因发掘，加快分子生物技术在种质资源

研究中的应用，争取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异

品种。
培育黄色的茶花，是山茶界人士孜孜以求的。

自 1968 年我国发现金花茶后，进一步推动了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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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茶 花 的 热 潮。中 国 首 次 报 道 金 花 茶 与 山 茶

花、金花茶与茶梅的种间杂种和三交杂种。程金

水等
［39-42］

以金花茶为母本与山茶花、云南山茶花、
茶梅等品种为父本进行杂交试验，培育出黄色茶

花杂交种。
我国的茶梅品种黄海南宝珠，属托桂型花，外

围一轮大瓣呈淡黄色，中心由雄蕊瓣聚集成半球

状，呈鹅 黄 色，是 一 珍 稀 的 黄 色 茶 梅 品 种。李 方

等
［43］

以油茶、普通茶梅品种樱花、冬茶梅品种小玫

瑰、山茶花品种秋牡丹、花牡丹及待分类品种黄海

内宝珠为材料，通过形态特征比较，花粉扫描电镜

观察，酯酶 ( EST) 和过氧化物酶 ( POX) 同工酶谱

分析等方法，经比较分析，结果表明，黄海内宝珠

为山茶亚属油茶组普通茶梅群的一个新品种。据

鲁仪增
［44］

研究，其黄色花瓣的呈色色素，与金花茶

明显不同，是一种黄酮醇醚类化合物。利用这一

珍贵种质，培育出真正黄色的茶梅，将是下一步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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