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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域早生种绿茶适制性与品质特征研究进展 

严文滨, 郭雅玲*, 徐美娟, 黄旭建 

(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 福州  350002) 

摘  要: 绿茶是我国 6大茶类之首, 在我国目前的茶产业中, 绿茶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70%以上, 因此, 我国对

于新品种绿茶的选育投入了比较大的精力。本文综述了广西省、云南省、浙江省、湖南省、陕西省 5 个地区

近几年通过审定的几个茶树品种, 分别为桂热 2号、云茶春毫、中茶 302、保靖黄金茶 1号和陕茶 1号, 阐述

了它们的来源, 并比较了它们在萌芽期、树型、叶态、适制性、感官审评和生化成分含量这几个方面的异同

点, 发现它们的共同点为都属于早生种, 抗逆性和适应较强, 且产量都较大。但 5个品种的绿茶在叶态、感官

审评和生化成分含量方面有着一定的差异。通过对 5 个绿茶品种的品质特征的综述与比较, 以期为未来新品

种绿茶的育种方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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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making suitability and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early 
green tea in different regions 

YAN Wen-Bin, GUO Ya-Ling*, XU Mei-Juan, HUANG Xu-Jian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350002, China) 

ABSTRACT: Green tea is China's largest tea industry, and the market share of green tea is more than 70% in our 

country’s current tea industry. So China has invested a great deal of effort in selection and breeding of new varieties 

of green tea. This paper reviewed several tea varieties from different provinces, including Guire 2, Yunchachunhao, 

Zhongcha 302, Baojing golden cha 1 and Shancha 1, which respectively were from Guangxi, Yunnan, Zhejiang, 

Hunan and Shanxi.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ir sources, and compared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sprouting, 

tree type, leaf type, adaptability, sensory evaluation and biochemical composition. It found that their common 

characteristics were early species. They also had strong resistance and adaptability, and had larger output. But 5 

varieties of green tea had differences in leaf state, sensory evaluation and biochemical composition. Through the 

review and comparison of the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5 green tea varieties, it will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future 

breeding direction of new green tea varieties. 

KEY WORDS: Baojing golden tea 1; Yunchachunhao; Zhongcha 302; Shancha 1; Guire 2; early green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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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中国是茶的发源地, 同时也是茶叶生产大国。选育和

推广早生、优质茶树品种是我国茶树育种工作的重要内容

之一[1]。茶树品种的优劣与茶叶的品质关系密切, 在一定

程度上, 品种直接决定茶鲜叶内含物质的丰富程度[2], 因

此, 优良的茶树品种对于成茶品质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在我国目前的茶产业中, 绿茶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70%

以上[3,4], 是我国最主要的茶类, 在我国, 内销绿茶的主流

是名优绿茶[5], 我国对于名优绿茶的育种、研制一直在进

行, 但常规育种方法进行育种所需的时间较长, 因此近几

年在缩短育种时间上的研究越来越多[6,7]。近几年, 在我国

比较热门的名优绿茶有安吉白茶[8-10]、黄金芽[11-13]、霞浦

春波绿[14-16]等, 这些绿茶品种的育成对于丰富我国绿茶品

种, 提高绿茶品质有着深远的意义。 

本文对广西省、云南省、浙江省、湖南省、陕西省近

几年选育的 5个富有区域性特征的绿茶品种(桂热 2号、云

茶春毫、中茶 302、保靖黄金茶 1号、陕茶 1号)进行了综

述, 阐述了 5 个绿茶品种的来源, 并分别比较了这些绿茶

品种在树型、叶态、适制性、感官审评结果, 以及生化成

分的含量等方面的异同性, 以此来研究新品种绿茶的共同

点以及近期绿茶新品种选育的趋势, 为将来新品种绿茶的

选育提供参考。 

2  绿茶茶树品种 

2.1  桂热 2 号 

桂热 2 号是由广西亚热带农业科学研究所从凌云白

毫群体中, 采用单株选育、无性繁殖而来的茶树新品种。

凌云白毫是广西省的国家级茶树优良品种, 其芽叶肥壮、

粗长、柔软、满批白毫, 具有天然的清香味[17]。桂热 2 号

于 1990年育成,原名桂龙 1号,后改名为桂热 2号, 2006年

通过广西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18]。 

2.2  云茶春毫 

云贵高原地区是茶树起源的中心, 悠久的种茶历史

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云南拥有丰富的茶树种质资源和

遗传多样性 , 为开展种质创新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19-21]。云茶春毫是以福鼎大白茶为母本, 以长叶白毫为父

本进行杂交, 从 F1单株中选育来的抗旱性、抗病性、适应

性强的优质品种, 2013年 4月通过云南省农作物委员会品

种登记[22]。 

2.3  中茶 302 

浙江省是我国的产茶大省之一, 该省的良种普及率

基本上达到了 70%[23], 在中茶 302选育之前, 已有中茶 102

和中茶 1082个品种, 中茶 102属于无性系、灌木型、中叶

类早生种茶树, 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从杭州西湖龙井茶区龙井种中采用单株选育无

性繁殖方式选育而成[24], 中茶 108 则是应用辐照育种的新

技术对龙井 43等 6个品种的插穗进行辐照处理, 经过单株

筛选、株系鉴定等程序选育的名优绿茶品种[25]。中茶 302

为了尽可能获得杂种优势, 选用了亲缘关系远、生态型差

异大的源于格鲁吉亚的“格鲁吉亚 6号”作为母本, 以“福鼎

大白茶”F1 代作为父本进行人工杂交, 得到的发芽早、抗

性强、制茶品质优异的绿茶品种, 2010年 11月通过了全国

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农作物品种鉴定[26]。 

2.4  保靖黄金茶 1 号 

黄金茶是一个较为古老珍贵的地方群体性茶树种质

资源, 蕴藏着较多的优良单株, 但品质参差不齐, 无法进

行大量的加工生产[27]。钟兴刚等[27]研究表明, 部分优良单

株的黄金茶, 其不仅产量高、持嫩性强, 氨基酸含量可高

达 7.47%, 是同期一般绿茶品种的 2倍以及 2倍以上, 甚至

比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等名优绿茶的氨基酸含量都高, 

并且用该品种制成的绿茶具有“香、绿、爽、浓”的优异品

质特征[28]。鉴于部分单株黄金茶的优异品质特征, 湖南省

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通过对黄金茶群体进行了单株选拔、

无性繁殖后, 培育成了茶树新品种保靖黄金茶 1 号, 于

2010年通过湖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品种登记[29]。 

2.5  陕茶 1 号 

陕茶 1 号是从紫阳茶群体种中采取单株无性繁殖选

育而成的品种[30]。紫阳群体种产于陕南茶区, 有着发芽早、

抗寒性和抗旱性强等特点[31]。余有本等[32]于 1996 年发现

陕茶 1号, 并正式定名, 2010年 9月 26日通过陕西省非主

要农作物品种管理办公室组织的省级鉴定, 为陕西省省级

良种。 

5 个品种的绿茶中, 桂热 2 号、保靖黄金茶 1 号和陕

茶 1 号都是从当地原有的群体种中, 选出有着优良性状的

单株, 通过无性繁殖的方式所培育出来的。云茶春毫和中

茶 302都是从优良品种的杂交后代中选育出来的。无性繁

殖的方式所培育出来的绿茶品种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保护当

地品种的优良性状, 而杂交后代中选育出来的绿茶品种则

更能体现其杂种优势, 进而可以培育出比父母本更具有优

良性状的茶树品种。 

3  适制性及品质特征的比较  

3.1  树型、叶态及适制性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随着纬度的提高, 茶树的树型呈

现出乔木型向灌木型转变的变化。茶树属于 C3植物, 植株

的光合效率较低, 株型结构是提高光合效率和群体产量的

首要条件。实践证明[33], 具有骨干枝粗壮、分枝层次多而

分布均匀、叶层厚、芽密度大、叶色绿, 树幅大等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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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多为光合效率高的茶树。从表 1中可以看出, 5个品种

的绿茶其树姿都为半开张或开张型, 树幅都较大, 且分枝

密度也都在中等以上 , 因此 , 理论上其产量都应是较大

的。实际也是如此, 经过选育者的试验发现, 这些绿茶品

种的产量都比实验所选用的对照品种高。 

从表 1 中还可看出, 这 5 个品种的茶树都是早生种, 

这对于绿茶特别是名优茶的效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

此, 发芽期也是名优绿茶品种选育的主要指标之一[1]。虽

然这 5 个品种都为早生种, 但根据文献所记载的, 最早萌

芽的应是云茶春毫, 接着是桂热 2号, 再者是保靖黄金茶 1

号, 然后是陕茶 2号, 最后是中茶 302。最早 1月下旬, 最

晚 4 月上旬。因此, 虽都为早生种, 但其萌芽的时间相差

还是较多的, 而这时间差或许跟茶叶所处地理位置的气候

有着较大的关系。综上可得, 较早发芽的茶树所处地区其

纬度相对都较低, 低纬度地区的气候相对暖和, 这应该是

这些地区茶树萌芽期较早的原因之一。 

茶叶中有个重要的表像性状会直接影响到茶叶的内

质, 即茸毛数。成茶中白毫的多少及隐显是评定茶叶品质

优劣的重要标志之一[34,35], 鲜叶中的茸毛数量是决定成茶

中白毫含量的直接原因。这是由于叶片上的茸毛在生长过

程中能诱导基部细胞增生、细胞质浓厚, 这些细胞具有腺

细胞的功能, 会分泌芳香物质, 因此芽叶茸毛多的鲜叶, 

加工成成茶时多具毫香[36-39]。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桂热 2

号及云茶春毫中, 茸毛数量较多, 中茶 302和保靖黄金茶 1

号的茸毛数多为中等, 陕茶 1号则较少, 因此, 理论上, 加

工制得的成茶中桂热 2 号及云茶春毫外形密披白毫, 且有

可能具有毫香的内质特征。 

云茶春毫和桂热 2号为大叶类品种, 因此其内含物质

应较为丰富 , 叶型都为披针形 , 在制条形茶时应会具有

更好的外形。其余 3者都为中叶类, 这也与其所处地理位

置有着较大的关系。中茶 302叶色为黄绿色, 制成绿茶时, 

其干茶色泽、汤色和叶底的色泽可能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

影响。 

适制性是指茶树品种适合制成某类茶叶并能达到优

异品质的特征[40-42]。在适制性方面, 根据目前文献的记载, 

桂热 2 号适制性最广, 其不仅可制绿茶, 还可制白茶与红

茶, 其用传统工艺制白茶时, 条索稍紧, 有毫, 滋味纯和, 

汤色浅绿, 有毫香, 带青气[43], 而制红茶时, 罗莲凤等[44]

采用新工艺制法, 制得的金毫红茶其滋味浓醇鲜爽、甜香

毫香独特。中茶 302制红茶时, 其外形紧结带金豪、乌润, 

高甜, 带花香, 滋味浓醇甜爽[45]。在四川地区, 还有用中茶

302制黑茶的[46]。保靖黄金茶 1号, 制红茶时, 甜香高强持

久, 滋味甘醇[47]。云茶春毫和陕茶 1 号文献中记载的则仅

是绿茶, 但笔者认为, 二者都可尝试制成不同茶类。 

5个品种的绿茶在茸毛数量和叶态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其中桂热 2 号和云茶春毫茸毛数较多, 中茶 302 和保靖黄

金茶 1 号茸毛数中等, 陕茶 1 号茸毛数较少, 而叶型随着

纬度从南往北为渐变趋势, 从桂热 2 号和云茶春毫的披针

形到中茶 302的长椭圆形再到保靖黄金茶 1号和陕茶 1号

的椭圆形。同时, 5个绿茶品种也都有着一定的共性: 第一, 

树姿均为开展或半开展, 产量都较大; 第二, 都为早生种, 

早晚生种是选育名优茶的首要考虑的条件; 第三, 在当地

栽种时都有着较强的抗逆性且有较高的存活率。因此, 也

反映出近几年育种的一些趋势, 当然, 适制性广的品种也

是育种的一个目标。 

3.2  感官结果 

感官审评对于茶叶市场的占有率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同时也是反映茶叶品质的重要方法之一。表 2中对 5个新

品种绿茶的感官审评结果进行了综合比较, 5 个品种的茶

叶都是以烘青的方式加工而成。通过对比可以看出, 桂热

2 号和云茶春毫干茶都具有多毫的外形, 保靖黄金茶 1 号

也显毫, 这与鲜叶茸毛含量有着极大的关系。在干茶色泽

上, 中茶 302为尚绿, 可能是其鲜叶为黄绿色的缘故。5个

品种的茶汤汤色除保靖黄金茶 1 号的汤色为浅黄绿, 其余

汤色都较佳。香气在绿茶评审中占有较高的权数, 而这 5

个品种绿茶所制成的成茶所冲泡出的茶汤都具有较好的香

气特征, 保靖黄金茶 1号具有嫩香, 中茶 302略有栗香, 云 

 
表 1  5 个新品种绿茶的树型与叶态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tree type and leaf morphology of 5 new varieties of green tea 

品种 树型 茸毛 发芽期 叶态 适制性 

桂热 2号[18] 乔木型, 树姿半开展 特多 早生种 
大叶种, 淡绿色, 披针形, 叶尖渐

尖, 锯齿较深 
白茶[43]、绿茶、红茶[44] 

云茶春毫[22] 
小乔木型 , 树姿开展 , 分

枝密 
多 早生种 大叶类, 色绿, 披针形 绿茶 

中茶 302[26] 
灌木型,树姿半开展, 分枝

较密 
中等 早生种 

中叶类 , 黄绿色 , 椭圆形 , 叶质

中, 叶尖钝尖 
红茶[51,52]、绿茶、黑茶[46]

保靖黄金茶 1号[29] 
灌木型 , 树姿半开展 , 分

枝密度中等 
中等 早生种 

中叶类, 色绿, 长椭圆形, 叶质柔

软, 叶尖渐尖 
红茶、绿茶 

陕茶 1号[30] 灌木型, 树姿开展 较少 早生种 
中叶类, 深绿色, 长椭圆形, 叶尖

渐尖 
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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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个新品种绿茶的感官审评结果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s of sensory evaluation of 5 new varieties of green tea 

品种 外形 汤色 香气 滋味 叶底 

桂热 2号[18] 紧结、翠绿毫多 绿亮 清香高长 鲜爽 嫩绿亮 

云茶春毫[22] 绿, 披毫, 显芽 嫩绿明亮 花香显露 鲜爽 绿较亮 

中茶 302[52] 色泽尚绿 嫩绿明亮 略有栗香 醇厚 嫩绿 

保靖黄金茶 1号[29] 色翠绿有毫, 紧结卷曲 浅黄绿稍深 嫩香高长 鲜醇 绿亮均匀 

陕茶 1号[30] 紧细匀齐, 色泽翠绿 嫩绿, 清澈明亮 清香高长 鲜醇、爽口、回甘 嫩黄绿明亮、匀整

注: 除桂热 2号原料为 1芽 3叶, 其余原料均为 1芽 2叶 

 
表 3  5 个新品种绿茶鲜叶生化成分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s of biochemical components in fresh leaves of 5 new varieties of green tea 

品种 水浸出物(%) 氨基酸(%) 咖啡碱(%) 茶多酚(%) 酚/氨比 

桂热 2号[18] 48.79 2.92 3.05 25.3 8.66 

云茶春毫[22] 43.10 2.70 3.80 28.0 10.40 

中茶 302[26] 35.84 4.25 3.47 23.83 5.61 

保靖黄金茶 1号[29] 39.02 6.64 4.29 18.10 2.72 

陕茶 1号[30] -- 5.20 2.80 12.20 2.35 

 
 

茶春毫则花香显露。可见, 这 5 个品种制绿茶时都有较佳

的香气品质。保靖黄金茶 1号和陕茶 1号滋味都达到鲜醇, 

桂热 2 号和云茶春毫达到鲜爽, 中茶 302 滋味相对较差, 

仅达到醇厚, 因此, 在滋味上, 保靖黄金茶 1号和陕茶 1号

相对较佳。在叶底的评比中, 云茶春毫的叶底亮度较低, 

其余品种的亮度都较佳。 

综上所述, 5 个绿茶品种制绿茶时, 其毛茶的感官审

评结果都较为优异, 且保靖黄金茶 1 号的品质相对较好。

在选育新品种绿茶时, 要求所育得的新品种在外形, 香气, 

滋味上都应有较优的品质, 甚至要求必需具备其独特的品

质特征, 以提高公众的辨识度。 

3.3  生化成分的分析 

茶叶的生化成分组成和含量与茶的感官品质是呈正

相关的关系, 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茶叶的品质特征, 同

时, 还是茶叶适制性的参考依据[48]。因此, 分析茶叶的生

化成分对于研究茶叶的品质有着重要的意义。水浸出物是

茶汤浓度和厚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从表 3的结果可以看出, 

桂热 2 号和云茶春毫鲜叶中水浸出物的含量相对较多, 这

可能与其为大叶种有着较大的关系, 所以制成成茶时其内

含物质也应较为丰富。 

氨基酸是决定绿茶品质特征的重要化学组成成分 , 

其不仅影响着绿茶的香气特征, 同时也对绿茶的滋味品质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氨基酸含量的比较中, 保靖黄金

茶 1号的氨基酸含量远远高出其余 4个品种, 达到了 6.64%, 

而云茶春毫的氨基酸含量则较少。但若仅凭氨基酸总量来

评价绿茶品质的优劣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还必须结

合滋味的其它成分才能准确评价绿茶品质的好坏[49]。 

咖啡碱的含量是茶汤中苦味的重要物质基础, 具有

兴奋中枢神经和利尿等药理功能, 对茶叶品质有着非常重

要的影响。咖啡碱呈苦味, 因此, 若咖啡碱含量太高会影

响茶汤滋味的品质。由表 3 可看出, 保靖黄金茶 1 号的咖

啡碱含量最高, 陕茶 1 号的咖啡碱含量最低, 因此, 制成

成茶时, 茶汤中的苦味, 陕茶 1号会较弱。  

茶多酚对绿茶的品质具有双重的效应, 是决定茶汤

浓度的物质之一, 对提高茶汤的浓度有着积极的作用, 但

在滋味上表现出涩味, 如果其含量超出一定的范围, 就会

对滋味带来消极的影响[50]。茶鲜叶中多酚类的含量一般在

18%~36%之间, 从表 3可以看出陕茶 1号茶鲜叶中茶多酚

的含量较正常值稍低, 而云茶春毫含量最大, 但仍在正常

含量的范围内。  

酚氨比是决定绿茶适制性的一个标准, 酚氨比在 4~7

范围内时, 认为其更适制绿茶, 若酚氨比超过 7, 则所制绿

茶的苦涩味可能会较重, 而不能达到很好的品质。表 3中, 

陕茶 1 号和保靖黄金茶 1 号的酚氨比最低, 所以其制绿茶

时, 其品质应都较为优异, 但综合其它滋味物质的含量, 

保靖黄金茶 1 号由于其他滋味物质成分含量较高, 所以其

品质应会更胜一筹, 这与表 2 感官审评所得的结果是一致

的。云茶春毫的酚氨比达到了 10.4, 按照理论来说, 其应

该不适制绿茶, 但感官审评时, 其滋味为鲜爽, 并无表现

出较明显的苦涩味, 因此, 用其作为加工绿茶的原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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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比较高的。桂热 2 号其酚氨比也相对较高, 所以其

制绿茶时品质尚好, 中茶 302 的酚氨比适中, 用其制绿茶

可行性高。 

综上所述, 保靖黄金茶 1 号的氨基酸含量最高, 其酚

氨比也较低, 因此, 其作为名优绿茶加工原料是这几个品

种中的首选。至于云茶春毫, 其酚氨比达到了 10.4, 但其

在感官审评中并未出现明显的苦涩味 , 制绿茶时品质尚

好。中茶 302 其鲜叶呈黄绿色, 文献记载有用其制红茶、

黑茶, 但笔者认为其用于制黄茶也是个较好的选择。云茶

春毫与桂热 2 号品种, 笔者个人观点, 除了可用于加工绿

茶外, 还可制黑茶, 因其产于黑茶的原产地云南, 更为重

要的是其水浸出物的含量高, 内含物丰富, 且其酚氨比低, 

制黑茶能使促进多酚类物质的转化, 以降低茶汤的苦涩味, 

所以加工成黑茶, 其品质应会更加优异。 

4  展  望 

当前绿茶茶树品种的育种方向已不仅仅停留在适应

性强、萌芽期早、抗逆性强、存活率高等方面, 优异的品

质将是未来绿茶育种工作研究的重点。选育优质品种时, 

也应把茶叶品种的适制性考虑进去, 由于当前茶叶市场需

求的热点一直在转换, 选育出适制性广的品种将会更有利

于适应市场的需求。同时, 培育出优质的特种茶也是当前

育种的方向之一, 例如低咖啡碱、高氨基酸、高表没食子

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pigallocatechin gallate, EGCG)等类型

的茶树品种, 这些茶树品种的育成, 对于茶树种质资源的

丰富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也能够更加迎合市场的需求。

但在培育新品种时, 还需注意保存好原有的优质种质资源, 

防止优异种质资源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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