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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玫瑰花茶的氨基酸组成及其品质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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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贵州省植物园, 贵阳  550004; 2. 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 贵阳  550014) 

摘  要: 目的  检测贵州玫瑰花茶的氨基酸含量, 分析其组成特征, 对其品质进行综合评价。方法  参照 GB 

5009.12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氨基酸的测定》, 收集贵州 5 个产区(镇远、毕节七星关区、沿河、

开阳、凤冈)不同品种及不同开放程度共 12 个玫瑰花茶, 利用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测定其氨基酸含量, 通过主成

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比较玫瑰花茶品质。结果  贵州各产区玫瑰花茶均含 16 种氨基酸, 其中均为天冬氨

酸含量最高, 平均氨基酸总量在 5.96~13.27 g/100 g 之间, 必需氨基酸、儿童必需氨基酸、药用氨基酸含量分

别为 2.05~4.16 g/100 g、0.43~0.96 g/100 g、3.85~9.05 g/100 g; 通过主成分分析提取了 2 个主成分, 累计方差

贡献率为 86.072%, 能较好地反映氨基酸的综合信息, 结果表明 5-GZ、3-GZ 和 1-GZ 氨基酸品质最佳; 聚类

分析将 12 个玫瑰花茶分为 4 类, 表明这 12 个玫瑰花茶氨基酸品质有明显差异。结论  贵州各产区玫瑰花茶

氨基酸含量丰富, 通过综合评价氨基酸品质最好为镇远产丰花花蕾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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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zhou rose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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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ct the amino acid content of Guizhou rose tea, analyze its composition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its quality. Methods  In accordance to GB 5009.124—2016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Determination of amino acids in foods, the paper collected total 12 rose tea with different 

varieties and different blooming status from 5 production areas in Guizhou (Zhenyuan, Bijie Qixingguan District, Yanhe, 

Kaiyang and Fenggang), determined the amino acid content by amino acid automatic analyzer, and compared the quality 

of rose tea throug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Results  There were 16 kinds of amino acids in 

rose tea in all production areas in Guizhou, of which the content of aspartic acid was the highest, and the average total 

amount of amino acid was between 5.96 g/100 g and 13.27 g/100 g. Meanwhile, the contents of essential amino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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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essential amino acid, and medicinal amino acid were 2.05‒4.16 g/100 g, 0.43‒0.96 g/100 g, and 3.85‒9.05 g/100 g 

respectively; through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wo principal components were extracted, and the cumulative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 was 86.072%, which was capable of effectively reflecting the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of amino aci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quality of 5-GZ, 3-GZ and 1-GZ amino acid was optimal; cluster analysis 

divided 12 rose teas into 4 categories, which showed that the amino acid quality of these 12 rose teas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onclusion  The rose tea in all production areas of Guizhou is rich in amino acid. Through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he amino acid quality of Fenghua bud tea produced in Zhenyuan is the optimal. 

KEY WORDS: rose tea; amino acid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0  引  言 

玫瑰为蔷薇属植物, 在东亚、欧洲、北非和北美洲的

温带地区均有分布[1]。食用玫瑰是可食用的蔷薇科蔷薇属

的原种、变种或杂交品种[2]。玫瑰花茶是利用干燥技术干

燥玫瑰花得到的代用茶, 其气味芬芳[3], 是具有抗氧化[4]、

缓解痛经[5]、抗产后抑郁[6]等养生保健功效的健康饮品。 

玫瑰花含有丰富的氨基酸成分, 且不同品种、不同开

花程度玫瑰花中氨基酸具有差异, 陈家龙等 [7]研究表明, 

金边玫瑰花花蕾期和盛开期含有的氨基酸种类一致, 胱氨

酸均没有检出, 花蕾期比盛开期氨基酸总量高。汪禄祥等[8]

分析了两种玫瑰花氨基酸成分, 结果表明大红玫瑰和粉红

玫瑰均含有丰富的氨基酸, 其中所含必需氨基酸有缬氨

酸、异亮氨酸、苏氨酸、苯丙氨酸和赖氨酸等。古娜斯ꞏ叶

尔肯等[9]研究了种植于新疆的 4 种玫瑰花蕾氨基酸品质, 

得出紫枝的总氨基酸含量最高, 其次为丰花, 之后是大马

士革, 苦水最低。对不同产地玫瑰花中氨基酸的分析也有

报道, 如王从成等[10]对新疆和田、甘肃永登、山东平阴、

江苏浦口、云南安宁、四川双流、河北围场的玫瑰花氨基

酸进行品质评价研究, 得出不同产地玫瑰花氨基酸含量差

异较大, 四川双流和河北围场的玫瑰花品质较好。 

目前, 研究对于玫瑰花中氨基酸含量的测定主要集

中在浙江金边玫瑰[7], 云南产的大红玫瑰、粉红玫瑰[8]、滇

红玫瑰[11]和墨红玫瑰[12], 新疆栽培的紫枝、大马士革、苦

水和丰花[9], 广东栽培的‘中天’玫瑰[13], 种植于闽东高山

区的丰花玫瑰[14]等品种, 但对贵州地区玫瑰花茶氨基酸含

量和品质研究尚未见相关报道, 对于贵州产区玫瑰花茶氨

基酸含量缺少系统的分析, 贵州山地玫瑰不同产区的海

拔、地形等环境因子不同, 且研究表明不同地区食品中氨

基酸含量和品质可能会有差异[10,15‒16], 因此, 本研究结合

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 主要对贵州

镇远、毕节七星关区、沿河、开阳、凤冈 5 个产区生产的

丰花、紫枝、滇红、大马士革玫瑰花花蕾茶和花冠茶共 12

个玫瑰花茶进行氨基酸含量测定及其组成、品质综合分析, 

以期为贵州玫瑰花茶营养价值的充分挖掘及开发利用提供

研究资料, 为贵州玫瑰花茶的品质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供试材料来源于贵州, 收集于 2021 年 4 月, 在天气晴

朗的早上采摘开放的玫瑰花花蕾和花冠烘干, 详见表 1。 

 
表 1  玫瑰花茶样品信息 

Table 1  Information about the rose tea 

材料编号 材料品种 材料类型 材料来源 

1-GZ 丰花 花蕾 
贵州省毕节市

七星关区 

2- GZ 丰花 花冠 
贵州省毕节市

七星关区 

3-GZ 紫枝 花蕾 
贵州省毕节市

七星关区 

4-GZ 紫枝 花冠 
贵州省毕节市

七星关区 

5-GZ 丰花 花蕾 贵州省镇远县 

6-GZ 丰花 花冠 贵州省镇远县 

7-GZ 滇红 花蕾 贵州省镇远县 

8-GZ 滇红 花冠 贵州省镇远县 

9-GZ 大马士革 花蕾 贵州省开阳县 

10- GZ 大马士革 花冠 贵州省开阳县 

11-GZ 丰花 花冠 贵州省凤冈县 

12-GZ 丰花 花冠 
贵州省沿河土

家族自治县 

 
1.2  仪器与试剂 

LA8080 型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日本 HITACHI 公司); 

BSM220 分析天平(上海卓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M200

刀式研磨粉碎仪(德国 Retsch 公司); DHG-9123A 电热鼓风

恒温干燥箱(江苏省金坛市鸿科仪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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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纯度大于 36%)、硝酸、柠檬酸钠、氢氧化钠(优

级纯)、苯酚(纯度大于 99%)(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氨基酸混标溶液(1 nmol/μL, 美国 Agilent 公司); pH 缓冲

液、茚三酮溶液(色谱纯, 日本日立高新技术公司)。 

1.3  实验方法 

参照 GB 5009.12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氨基酸的测定》的方法, 每个样品重复测定 3 次。 

1.4  数据分析 

采用 Excel软件对测定数据进行整理统计, 采用 SPSS 

26 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主成分分

析、聚类分析、Duncan 法进行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玫瑰花茶中标准氨基酸组成及含量 

由表 2 可知, 贵州各产区的 12 个玫瑰花茶均含有 16

种氨基酸 , 包括 7 种必需氨基酸 (essential amino acids, 

EAA)、9 种非必需氨基酸(non-essential amino acids, NEAA), 

2 种儿童必需氨基酸(child essential amino acids, CE)和 9 种

药用氨基酸(medicinal amino acids, MAA), 表明其氨基酸

组成较为丰富; 贵州各产区玫瑰花茶 Asp 的平均含量最高, 

占总量的 13.97%~26.55%, 其中 5-GZ 含 Asp 最高, 显著高

于其他玫瑰花茶(P<0.05), 最低为 4-GZ, Glu 的平均含量次

之, 占总量的 10.95%~13.40%, 含 Glu 最高为 5-GZ, 显著高

于其他玫瑰花茶(P<0.05), His、Tyr 和 Met 在各产区玫瑰花

茶中平均含量较低, 最低为 Met。贵州各产区玫瑰花茶平均

氨基酸总量(total amino acids, TAA)在 5.96~13.27 g/100 g 之

间, 贵州同一产区同一品种之间玫瑰花花蕾茶均比花冠

茶 TAA 含量高, TAA 含量在毕节七星关产区花蕾茶中紫

枝高于丰花 , 而花冠茶中丰花高于紫枝 , 镇远产区丰花

高于滇红 , 丰花花蕾茶在镇远产区最高 , 花冠茶在凤冈

产区最高, 总的来看, TAA 含量最高为镇远丰花花蕾茶

5-GZ, 显著高于其他玫瑰花茶(P<0.05), 最低为镇远滇红

花冠茶 8-GZ。由表 3 可知, EAA、NEAA 和 CE 的平均含

量最高均为 5-GZ, 最低均为 8-GZ; CE/TAA 最高均为

7-GZ, 最低均为 11-GZ。 

2.2  玫瑰花茶特殊功效氨基酸含量及评价 

2.2.1  必需氨基酸营养价值评价 

食物蛋白质中的氨基酸模式与人体蛋白质氨基酸模

式越接近, 必需氨基酸被人体利用度越高, 食物蛋白质的营

养价值也相对较高[16-17], 为分析玫瑰花茶氨基酸的营养价值, 

将结果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AO/WHO)推荐的人体必需氨基酸含量模式谱进行比较[18]。

从表 4 可知, 贵州 5 个产区不同品种的玫瑰花花蕾茶和花冠

茶必需氨基酸和总氨基酸比例基本上与推荐值相差不大, 其

中 Lys、Thr 和 Val 均高于推荐值; Phe+Tyr 除 12-GZ 外, 其余

均高于推荐值, 表明贵州各产区玫瑰花茶营养价值均较高。

FAO/WHO提出的理想蛋白质标准是以EAA含量占TAA量的

40%左右, EAA与NEAA比例在60%以上为佳[19], 从表3可知, 

贵州各产区玫瑰花茶 EAA 含量为 2.05~4.16 g/100 g, CE 含量

为 0.43~0.96 g/100 g, EAA/NEAA 在 41.56%~60.38%之间, 

EAA/TAA 在 29.36%~37.65%之间, 表明贵州各产区玫瑰花

茶与理想蛋白质标准有一定差距 , 与之最为接近的为

7-GZ。 

2.2.2  药用氨基酸 

药用氨基酸是有些人体不能合成但又是维持机体氮

平衡所必需的氨基酸, 包括 Asp、Glu、Gly、Met、Leu、

Phe、Tyr、Lys、Arg[20]。从表 2、3 可知, 贵州 5 个产区不

同品种的玫瑰花花蕾茶和花冠茶均含有 9 种药用氨基酸, 

药用氨基酸含量为 3.85~9.05 g/100 g, 其中含量最高氨基

酸均为 Asp, 占药用氨基酸 23.24%~39.71%; 贵州各产区

玫瑰花茶 MAA 含量最高为 5-GZ, 最低为 8-GZ; 贵州各产

区玫瑰花茶 MAA/TAA 在 60.12%~68.22%之间, 其中最高

为 5-GZ, 最低为 4-GZ。 

2.3  主成分分析 

2.3.1  适应性分析 

在主成分分析之前 , 需对所获数据进行适应性检

验 , 本研究数据采用相关系检验 [15]。通过相关性分析 , 

由表 5 可知, 氨基酸种类间均为正相关关系, 除了 Pro

与 Gly、Tyr 呈显著相关外(P<0.05), 其余的数据相关性

均达极显著水平(P<0.01); 相关系数大部分都在 0.6 以上, 

其中 Arg 与 Lys、Leu、Ile、Val、Gly、Glu、Thr, Lys

与 Leu、Ile、Val, His 与 Val、Ala, Leu 与 Ile、Val、Gly、

Thr, Ile 和 Gly, Val 与 Ala、Gly、Glu、Thr, Ala 与 Thr, Gly

与 Glu、Thr, Glu 与 Thr 之间相关系数达到 0.900 以上, 表

明本研究氨基酸种类间的相关性较强, 可用主成分分析

对其进行综合分析。 

2.3.2  主成分分析 

对收集的贵州 5 个产区不同品种的玫瑰花花蕾茶和

花冠茶一共 12 个样品所检测到的 16 种氨基酸含量进行

主成分分析, 结果见表 6~8。从表 6 可知, 每个主成分均

反映了一定的原始变量信息, 特征值代表主成分反映原

始变量信息的数量 [21]。经过主成分分析 , 从表 6 可知 , 

主成分 1 的贡献率最大, 为 80.681%, 表明主成分 1 对玫

瑰花茶氨基酸品质影响最大, 主成分 2 的贡献率 5.390%, 

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86.072%, 超过 85%, 能够基本反映

所有变量的初始信息, 较为完整的体现 12 个玫瑰花茶

16 种氨基酸含量指标间的关系, 因此, 本研究选取的 2

个主成分作为数据分析的有效成分可以对其综合品质

进行评价[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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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玫瑰花茶特殊功效氨基酸的含量 
Table 3  Content of special functional amino acid in rose tea 

玫瑰花茶 TAA 
/(g/100 g) 

EAA 
/(g/100 g) 

NEAA 
/(g/100 g) 

CE 
/(g/100 g)

MAA 
/(g/100 g)

EAA 
/NEAA/% 

EAA 
/TAA/% 

CE 
/TAA/% 

MAA/ 
TAA/% 

1-GZ 9.17 3.24 5.93 0.71 5.65 54.58 35.31 7.71 61.67 

2- GZ 8.73 2.87 5.86 0.62 5.47 48.90 32.84 7.07 62.71 

3-GZ 9.95 3.60 6.35 0.78 6.18 56.60 36.14 7.87 62.15 

4-GZ 7.32 2.63 4.70 0.55 4.40 55.92 35.86 7.56 60.12 

5-GZ 13.27 4.16 9.11 0.96 9.05 45.66 31.35 7.21 68.22 

6-GZ 8.81 2.75 6.06 0.59 5.86 45.36 31.20 6.73 66.53 

7-GZ 6.99 2.63 4.36 0.55 4.45 60.38 37.65 7.91 63.67 

8-GZ 5.96 2.05 3.91 0.43 3.85 52.47 34.41 7.27 64.57 

9-GZ 9.43 2.93 6.50 0.62 5.93 45.03 31.05 6.57 62.85 

10-GZ 6.96 2.38 4.58 0.49 4.20 52.11 34.25 7.09 60.38 

11-GZ 9.01 2.65 6.37 0.59 5.78 41.56 29.36 6.52 64.18 

12-GZ 6.84 2.24 4.59 0.46 4.20 48.89 32.82 6.73 61.40 
 

表 4  玫瑰花茶中各种必需氨基酸所占比例与 WHO/FAO 推荐氨基酸模式谱的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of the proportion of various essential amino acids and WHO/FAO recommended amino acid pattern spectrum in 

rose tea (%) 

氨基酸种类 Thr Lys Ile Val Leu Phe+Tyr 

推荐值 4.00 5.50 4.00 5.00 7.00 6.00 

1-GZ 4.55 8.22 4.29 5.85 7.38 7.93 

2- GZ 4.39 7.64 3.71 5.77 6.80 6.84 

3-GZ 4.42 8.61 4.46 5.80 7.64 7.71 

4-GZ 4.41 8.92 4.42 6.37 7.33 6.74 

5-GZ 4.07 7.44 3.99 5.28 6.66 6.36 

6-GZ 4.39 6.77 3.97 5.18 5.90 7.03 

7-GZ 4.81 8.82 4.96 6.05 8.39 7.63 

8-GZ 4.81 7.67 3.97 5.76 7.22 6.83 

9-GZ 4.28 6.71 3.99 5.44 6.22 6.40 

10-GZ 5.07 6.51 4.02 6.46 7.28 6.89 

11-GZ 4.07 6.14 3.85 5.14 6.07 6.32 

12-GZ 4.53 7.36 3.71 5.75 6.58 5.31 

 

如表 7 所示, 因子载荷值反映了原变量对因子影响的

大小, 载荷值的绝对值越大表明该氨基酸对主成分影响越

大, 正号表示对主成分正向影响, 负号表示对主成分负向影

响[21]。第1主成分中的16种氨基酸均为正向影响, 其中Arg、

Val、Thr、Ala、Leu、Ile、Gly、Glu 有较高的载荷, 其载荷

值均大于 0.940, 表明其与第 1 主成分相关性较强, 对第 1

主成分贡献较大, 第 1 主成分主要反映这些氨基酸的信息; 

第 2 主成分中 Pro 载荷较高且有正向影响, 载荷值为 0.699, 

其次为 Asp 和 Met, 载荷值为 0.235 和 0.215, 表明其与第 2

主成分相关性较强, 对第 2 主成分贡献较大, 第 2 主成分主

要反映 Pro、Asp 和 Met 的信息。 

利用初始因子载荷阵中的数据除以主成分相对应的

特征值再开平方即得到主成分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主成分

系数(特征向量)[22‒24], 构建主成分方程(F1 为第一主成分, 

F2 为第二主成分, X 为标准化后原始变量)则 F1=0.268X1+ 

0.256X2+0.259X3+……+0.267X15+0.222X16; F2=‒0.179X1‒0.227X2 

+0.037X3+……+0.009X15+0.253X16 
对贵州 5 个产区不同品种的玫瑰花花蕾茶和花冠茶

一共 12 个玫瑰花茶进行综合评价, 以各主成分方差贡献

率为权重, 对前 2 个主成分得分和相应权重进行线性加权

求和, 构建主成分综合评价函数 F=0.807F1+0.054F2, 根据

该方程计算出贵州各产区的 12 个玫瑰花茶的综合总得分, 

分值越高, 说明该玫瑰花样品氨基酸品质越好[15,23]。 

由表 8 可知, 第 1 主成分得分排名前 5 的样品排序

为 5-GZ>3-GZ>1-GZ>9-GZ>2-GZ, 表明这些玫瑰花样品

中的 Arg、Val、Thr、Ala、Leu、Ile、Gly、Glu 含量较

高 ; 第 2 主成分得分排名前 5 的样品排序为 9-GZ> 

11-GZ>12-GZ>2-GZ>10-GZ, 表明这些玫瑰花样品中的 Pro

含量较高; 贵州5个产区不同品种的玫瑰花花蕾茶和花冠茶

一 共 12 个 玫 瑰 花 茶 综 合 品 质 从 高 至 低 的 排 序 为

5-GZ>3-GZ>1-GZ>9-GZ>2-GZ>11-GZ>6-GZ>4-GZ>10-GZ>
7-GZ>12-GZ>8-GZ。5-GZ 的综合得分最高, 为 6.81, 排名第

二的为 3-GZ, 综合得分为 3.06, 表明 5-GZ 和 3-GZ 的氨基

酸综合质量较高, 品质较好。8-GZ 的综合得分最低, 表明其

氨基酸综合质量较低, 品质最差。 



第 14 期 刘  芳, 等: 贵州玫瑰花茶的氨基酸组成及其品质综合评价 4711 
 
 
 
 
 



4712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第 13 卷 
 
 
 
 
 

 

表 6  主成分的特征值及贡献率 
Table 6  Characteristic values and contribution rates of the 

principal components 

主成分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积贡献率/% 

1 12.909 80.681 80.681 

2  0.862  5.390 86.072 

3  0.707  4.422 90.493 

4  0.382  2.387 92.880 

5  0.307  1.920 94.800 

6  0.248  1.550 96.350 
 

表 7  初始因子载荷阵和主成分系数阵 
Table 7  Initial factor loading matrix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coefficient 

 PC1 PC2 

氨基酸 载荷 主成分系数 载荷 主成分系数

Arg 0.964 0.268 ‒0.166 ‒0.179 

Lys 0.921 0.256 ‒0.211 ‒0.227 

His 0.932 0.259  0.034  0.037 

Phe 0.883 0.246  0.088  0.095 

Tyr 0.865 0.241 ‒0.283 ‒0.305 

Leu 0.947 0.264 ‒0.207 ‒0.223 

Ile 0.946 0.263 ‒0.123 ‒0.132 

Met 0.796 0.222  0.215  0.232 

Val 0.971 0.270  0.000  0.000 

Ala 0.953 0.265  0.097  0.104 

Gly 0.947 0.264 ‒0.182 ‒0.196 

Pro 0.578 0.161  0.699  0.753 

Glu 0.944 0.263  0.026  0.028 

Ser 0.876 0.244  0.101  0.109 

Thr 0.967 0.269  0.008  0.009 

Asp 0.796 0.222  0.235  0.253 
 

表 8  主成分得分、主成分分析综合得分及排序 
Table 8  Principal component scor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comprehensive score and ranking 

玫瑰花茶 F1 排序 F2 排序 F 排序

1-GZ 2.27 3 ‒0.51 9 1.81 3 

2-GZ 0.34 5 0.21 4 0.29 5 

3-GZ 3.79 2 0.00 7 3.06 2 

4-GZ ‒1.97 8 ‒0.33 8 ‒1.60 8 

5-GZ 8.48 1 ‒0.68 10 6.81 1 

6-GZ ‒0.12 7 0.02 6 -0.10 7 

7-GZ ‒2.28 10 ‒1.75 12 ‒1.93 10 

8-GZ ‒5.35 12 ‒0.74 11 ‒4.35 12 

9-GZ 1.00 4 1.92 1 0.91 4 

10-GZ ‒2.29 9 0.08 5 ‒1.84 9 

11-GZ ‒0.06 6 0.91 2 0.01 6 

12-GZ ‒3.83 11 0.89 3 ‒3.04 11 

 
2.4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 是将样本划为不同类群进行相似性评价, 

通常 Q 型聚类是对样品进行分类处理, R 型聚类是对变量进

行分类处理[23,25]。基于主成分分析, 本研究采用系统聚类分

析法对玫瑰花茶含有的 16种氨基酸含量指标进行R型聚类, 

聚类方法采用组间联接法, 聚类区间为皮尔逊相关; 对收集

的贵州各产区 12 个玫瑰花茶进行 Q 型聚类, 聚类方法为瓦

尔德法, 聚类区间为平方欧式距离[26], 结果见图 1 和图 2。 

如图 1 所示, 从距离 15 为划分依据, 可将玫瑰花茶含有

的 16 种氨基酸指标分为 4 类, 第 1 类为 Arg、Lys、His、Phe、

Tyr、Leu、Ile、Val、Ser、Ala、Gly、Glu、Thr; 第 2 类为

Asp, 第 3 类为 Met, 第 4 类为 Pro。根据主成分分析中的载荷

比较结果, 第 1 类中的 Arg、Val、Thr、Ala、Leu、Ile、Gly、

Glu 在第 1 主成分内均有较高的载荷, 第 2 类、第 3 类和第 4

类中的 Asp、Met、Pro 在第 2 主成分内均有较高的载荷。若

同聚为一类的玫瑰花茶氨基酸指标之间具有密切相关或偏相

关性, 可选用一个因素代表一类中的其余因素, 单独为一类

的指标因素具有相对独立性, 为指标简化创造了可能性[22]。

因此, 本研究玫瑰花茶所含有的 16 种氨基酸指标可以用这 4

个类别中的指标所代表, 结合主成分分析的结果, 最终确定

Arg、Val、Thr、Ala、Leu、Ile、Gly、Glu、Asp、Met、Pro

为综合评价玫瑰花茶氨基酸品质优劣的关键性指标。 

如图 2 所示, 从距离 5 为划分依据, 可将 12 个玫瑰花茶

分为 4 类, 结合主成分分析的结果可知, 第 1 类为 2-GZ、

11-GZ、6-GZ、9-GZ, 其综合得分在-0.10 至 0.91 之间, 综合

得分排名为4至7名, 处于中间水平, 这类玫瑰花茶氨基酸品

质一般; 第2类为3-GZ、1-GZ, 其综合得分分别为3.06至1.81

之间, 综合得分排名为 2 和 3 名, 处于较高水平, 表明这类玫

瑰花茶氨基酸品质较好; 第 3 类为 5-GZ, 其综合得分最高, 

品质最好; 第 4 类为 4-GZ、7-GZ、10-GZ、12-GZ、8-GZ, 其

综合得分在-4.35 至-1.6 之间, 综合得分排名为 8~12 名, 处于

下游水平, 说明这类玫瑰花茶氨基酸品质较差。 

3  讨  论 

氨基酸是蛋白质的基础结构, 作为营养成分在人体营养

与生理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与药效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同

的氨基酸组成及含量直接影响其营养价值和保健价值[16,27‒28], 

本研究对贵州 5 个产区不同品种的玫瑰花花蕾茶和花冠茶一

共 12 个样品进行了氨基酸含量测定, 并利用主成分分析和聚

类分析法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 结果表明, 12 个玫瑰花茶含

量丰富, 含有 16 种氨基酸, 与浙江金边玫瑰[7]、云南滇红玫

瑰[11]、广东‘中天’玫瑰[13]所含氨基酸种类一样, 其中均为 Asp

含量最高、Met 含量最低, 与枇杷花茶[18]、浙江金边玫瑰[7]

一致; 12 个玫瑰花茶氨基酸总量范围为 5.96~13.27 g/100 g, 

刺梨花瓣[29]、新疆紫枝、大马士革、苦水和丰花玫瑰[9]、闽

东高山区丰花玫瑰[14]的氨基酸总量均在此范围内, 含量最高

为 5-GZ, 是贵州镇远产的丰花玫瑰花花蕾茶, 显著高于其干

燥花冠茶 6-GZ (P<0.05), 总体上, 贵州同一地区的玫瑰花花

蕾茶均比花冠茶 TAA 含量高, 趋势与浙江金边玫瑰[7]一致, 

说明其花蕾茶比花冠茶具有更高的氨基酸含量, 品质更高, 

从品种来说, 在花冠茶里, 滇红和大马士革玫瑰花茶 TAA 含

量均较低, 表明这两种玫瑰花花冠茶氨基酸营养较差,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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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花玫瑰, 贵州种植比较广, 花冠茶 TAA 含量在贵州沿河最

低, 表明此产地玫瑰花茶氨基酸品质较差。通过将结果与

FAO/WHO 推荐的人体必需氨基酸含量模式谱进行比较, 得

出必需氨基酸和总氨基酸比例均与推荐值相差不大, 表明贵

州各产区 12 个玫瑰花茶营养价值均比较好; 12 个玫瑰花茶均

含有 9 种药用氨基酸 , 其中含量最高氨基酸为 Asp, 

MAA/TAA 在 60.12%~68.22%之间, 大于枇杷花茶[18]。 
 

 
 

图 1  玫瑰花茶 R 型聚类分析图 

Fig.1  R-type cluster analysis chart of rose tea 

 

 
 

图 2  玫瑰花茶 Q 型聚类分析图 

Fig.2  Q-type cluster analysis chart of rose tea 
 

主成分分析可以简化分析评价流程, 根据各主成分得分

和综合得分情况, 对玫瑰花茶的氨基酸品质进行综合评定[30]。

本研究通过主成分分析从16种氨基酸中提取出了2个主成分, 

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86.072%, 较好地反映了 5 个产区不同品

种及不同开放程度共 12 个玫瑰花茶氨基酸品质的综合信息, 

排名前 3 的玫瑰花茶为 5-GZ>3-GZ>1-GZ, 表明镇远产的丰

花花蕾茶、毕节七星关区产的紫枝花蕾茶、丰花花蕾茶氨基

酸综合品质最好。采用 R 型聚类分析确定 Arg、Val、Thr、

Ala、Leu、Ile、Gly、Glu、Asp、Met、Pro 为综合评价玫瑰

花茶氨基酸品质优劣的关键性指标, 与主成分 1 和主成分 2

的贡献度基本一致。Q 型聚类分析将 12 个玫瑰花茶分为 4 类, 

与之前的主成分综合评价得分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较好地反

映了贵州各产区的 12 个玫瑰花茶氨基酸品质的差异。 

4  结  论 

本研究对贵州镇远、毕节七星关区、沿河、开阳、凤

冈 5个产区不同品种及不同开放程度共 12个玫瑰花茶进行

氨基酸含量进行测定并分析其组成, 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

类分析对其进行综合评价, 得出贵州各产区丰花、紫枝、

滇红、大马士革玫瑰花茶的花蕾茶和花冠茶氨基酸含量丰

富, 均含有 16 种氨基酸, 其中必需氨基酸 7 种、儿童必需

氨基酸 2 种、药用氨基酸 9 种, 通过综合评价镇远产丰花

花蕾茶的氨基酸品质最好, 为贵州玫瑰花茶的氨基酸品质

管理及产品开发利用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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