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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新品种“渝茶3号”选育研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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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早白尖有性系群体为材料,经单株选择系统育种,育成了优质绿茶新品种“渝茶3号”.经多年的品种比较

试验结果表明,该品种属灌木型中叶类中生种,氨基酸5.4%,茶多酚24.0%,咖啡碱3.3%,水浸出物40.2%;适

制绿茶,鲜叶产量比福鼎大白茶高11.6%,抗逆性较强,2017年获得重庆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颁发的农作物

品种鉴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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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育优质、高产、抗逆性强的茶树新品种能有效提高茶叶生产效率、促进茶农增收、提高茶产业核心

竞争力[1-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和茶产业的快速发展,茶产品的安全性、便捷性、功能性和保健作

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市场需求日趋多样化[5-7].茶树育种目标也向着产品开发多样化、茶功能成分优

化和多抗的方向转移[8].重庆是全国最古老的茶区之一,也是我国茶树生长最适宜地区,是山区农业的支

柱产业,但在生产上缺乏高产、优质、高抗等具有重庆特色的当地品种,是制约我市茶叶生产水平提高的

重要因素[9].笔者经过多年不懈努力,育成了含高氨基酸的优质绿茶新品系“渝茶0303”.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品种为渝茶3号,系从早白尖群体种中经单株选育而来.以福鼎大白茶为对照种(CK),茶苗均为

1足龄的无性系苗.
1.2 试验方法

1.2.1 田间布置

试验地点在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品系比较园内.参试品系与对照种在小区内随机排列,小

区长9m,宽1.5m,每个品系小区试验面积13.5m2,设3次重复,采用双行双株种植,大行距1.5m,

小行距0.4m,丛距0.33m,每丛2株.试验区周围设保护行.分3次进行定型修剪,第1次在定植时离

地20cm处修剪,次年和第3年秋季在上一次剪口上提高15cm完成第2,3次定型修剪,随后打顶养蓬.
按丰产茶园的标准进行田间日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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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鉴定内容和方法

2009年10月完成茶苗定植,2010年10月进行成活率调查,在第2次和第3次定型修剪前调查树高和

树幅.定植后第4年起,即2013-2015年连续3年对新梢物候期、发芽密度、鲜叶产量、制茶品质、生化成

分及抗逆性等主要经济性状进行鉴定.
1.2.2.1 植物学性状观测

观察其叶片、芽叶性状、花果种子形态等;观测新稍1芽2叶百芽质量、芽长、芽叶颜色及茸毛等;在

通过1芽2叶期时,每个小区随机取3个点,观测每个点(33.3cm×33.3cm)10cm叶层内芽梢数,即发

芽密度.
1.2.2.2 营养芽物候期观测

每年春茶期间,每个小区选定剪口以下的第一个营养芽10个,从芽萌动开始,隔天观察萌动期、

鳞片期、1芽1叶初展期、1芽2叶初展期和1芽3叶初展期,各个生育期以30%观察芽达到该物候

期为标准.
1.2.2.3 鲜叶产量

春茶留鱼叶采1芽2叶和同等嫩度对夹叶,夏、秋茶采1芽2,3叶和同等嫩度对夹叶,分小区记

载产量.
1.2.2.4 品质鉴定和生化成分测定

春茶第一轮新梢通过1芽2叶期时,留鱼叶采摘1芽2叶制作烘青绿茶,送农业部茶叶监督检验测试

中心进行感官审评;采摘1芽2叶制成蒸青样,送农业部茶及饮料植物产品加工与质量控制重点开放实验

室进行生化成分测定,测定氨基酸、茶氨酸、茶多酚、咖啡碱及水浸出物等.
1.2.2.5 抗性鉴定

耐寒性和耐旱性采用田间自然鉴定法,越冬后或旱期后调查茶树冻害或旱害程度,根据受害指数确定

抗逆性强弱;采用室内接种结合田间病虫害发生程度及频率判定抗病虫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植物学特征特性

茶树品种的植物学性状观测结果表明,渝茶3号属灌木型,中叶类,树姿半开张.叶片椭圆形,叶长

7.3cm,叶宽3.2cm,叶色深绿,富光泽,叶面隆起,叶身内折,叶质硬,叶尖渐尖,叶缘平,叶脉6.4对;

新稍芽叶色绿,芽茸较多,持嫩性强,1芽2叶长3.9cm,质量0.19g.其主要特征特性见表1,表2.
表1 植物学特征

品种 树型 树姿 叶形
叶长/

cm

叶宽/

cm
叶色 叶面 叶质

叶片着

生状态

渝茶3号 灌木 半开张 椭圆形 7.3 3.2 深绿 隆起 硬 上斜

福鼎大白茶(CK) 小乔木 半开张 长椭圆形 8.4 3.2 绿 微隆 中 上斜

表2 新稍芽叶性状

品种 芽叶色泽 芽叶茸毛 1芽2叶百芽质量/g 1芽2叶长/cm 发芽密度(个/33cm×33cm)

渝茶3号 绿 中 19.4 3.9 93.0

福鼎大白茶(CK) 黄绿 多 17.3 3.7 93.1

2.2 成活率和生长势

定植1年后,渝茶3号的株成活率为98.8%,丛成活率为100%,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从表3可知,

渝茶3号在第2,3次定剪前的树高、树幅都超过对照,生长势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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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定剪前的树高和树幅 /cm 

品 种
第2次定型修剪前

树高 树幅

第3次定型修剪前

树高 树幅

渝茶3号 93.7 41.1 66.9 87.9

福鼎大白茶(CK) 92.3 35.5 63.0 86.7

2.3 营养芽物候期

从表4可知,渝茶3号的1芽1叶期在3月中下旬,3年平均晚于对照种6.6d,属中生种.
表4 春茶营养芽物候期 日/月 

品种
2013年

鱼叶期 1叶期 2叶期 3叶期

2014年

鱼叶期 1叶期 2叶期 3叶期

2015年

鱼叶期 1叶期 2叶期 3叶期

渝茶3号 8/3 8/3 14/3 18/3 18/3 22/3 26/3 1/4 5/3 13/3 17/3 21/3

福鼎

大白茶(CK)
26/2 4/3 10/3 12/3 8/3 16/3 20/3 24/3 28/2 3/3 9/3 15/3

  注:表中1叶期,2叶期,3叶期均为1芽.

2.4 鲜叶产量

2013-2015年,渝茶3号3年平均鲜叶产量为5950.6kg/hm2,福鼎大白茶3年平均鲜叶产量为

5333.3kg/hm2,两者相差617.3kg/hm2,渝茶3号比福鼎大白茶增产11.6%.3年平均每公顷产量的

方差分析结果为F=6.99>Fcrit=3.89(p=0.001),显示了该品种与对照相比具有产量高的特征.
表5 各品种3年鲜叶产量 /kg 

品种
2013年

小区平均产量/kg

2014年

小区平均产量/kg

2015年

小区平均产量/kg

3年平均

产量/(kg·hm-2)

与CK比/

%

渝茶3号 5.1 8.1 10.9 5950.6 11.6

福鼎大白茶(CK) 3.8 7.0 10.8 5333.3

F 值 6.99

  注:F 值用3年原始记录计算,a=0.01.

2.5 制茶品质鉴定

2013-2015年连续3年春茶制成烘青绿茶送农业部茶叶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进行感官审评,3年品质审

评结果及品质特点综合列于表6.从表6可知,渝茶3号香气和滋味特征突出,香气高鲜、清甜、花果香显,
滋味清鲜、甘醇、花果香显,特适宜加工名优绿茶.

表6 烘青绿茶感官品质

品种
外形(20%)
评语 得分

汤色(10%)
评语 得分

香气(30%)
评语 得分

滋味(30%)
评语 得分

叶底(10%)
评语 得分

总分

渝茶3号
较细紧、微有

毫、深绿
90

较嫩绿、清

澈明亮
92

高鲜、清甜

花果香显
97

清鲜、甘醇、

花果香显
95

较嫩绿

黄明亮
94 93.7

福鼎大白茶(CK)
尚紧细、有

毫、较嫩绿
94

嫩绿、清

澈明亮
94

清高、

嫩鲜
94

甘醇、

鲜爽
94

嫩绿

明亮
94 94

  注:表中品质得分为农业部茶叶监督检验测试中心2013-2015年3年品质测定得分平均值.

2.6 生化成分分析

一般茶鲜叶中氨基酸质量分数高、茶多酚质量分数适中,酚氨比小于8的适制绿茶,其香气、滋味表

现为高爽[10].从表7可知,渝茶3号的内含物丰富,除咖啡碱质量分数低于对照外,其他主要生化成分都

高于对照,特别是氨基酸质量分数高,3年平均达5.44%,酚氨比为4.39,为制作名优绿茶奠定了物质基

础.茶氨酸是茶叶特有的氨基化合物,它与绿茶滋味等级的相关系数达0.78以上,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茶氨

酸对人体具有较强的保健功能,在茶鲜叶中,一般茶氨酸的质量分数占干质量的1%~2%,某些名特优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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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分数可超2%[11].渝茶3号的茶氨酸质量分数高达2.75%,属于高茶氨酸的绿茶品种.
表7 春茶1芽2叶的生化成分

品种
茶多酚/

%

氨基酸总量/

%

咖啡碱/

%

水浸出物/

%

儿茶素总量/

%

茶氨酸/

%
酚/氨

渝茶3号 23.88 5.44 3.27 40.19 16.85 2.75 4.39

福鼎大白茶(CK) 19.72 4.65 3.46 37.51 15.15 2.41 4.24

  注:表中生化成分为2013-2015年3年测试的平均值.

2.7 抗 性

2.7.1 抗寒性

自定植后每年越冬后的2月中旬,采用五级评定法在田间直接调查抗冻害能力,无受冻芽叶出现,受

害率皆为零.
2.7.2 抗旱性

2013年重庆遭遇持续高温(>35℃)50余d,最高温达41.3℃,最长连续高温日数9d(7/7-15/7),
高温呈现了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影响范围广的特点,有利于进行抗旱性鉴定.高温干旱后对茶树旱害级别

进行鉴定,结果见表8.渝茶3号受害的最高级别为3级,旱害指数为30.8,福鼎大白茶受害的最高级别为

4级,旱害指数为33.3,渝茶3号的耐旱能力强于CK.
表8 抗旱性田间调查结果

品种 旱害指数 耐旱性

渝茶3号 30.8 中

福鼎大白茶(CK) 33.3 中

2.7.3 抗病虫性

田间抗病虫性鉴定结果表明,渝茶3号抗茶跗线螨,而对茶假眼小绿叶蝉而言,则与福鼎大白茶一样

同属高感品种(100叶超过20头),茶园假眼小绿叶蝉在田间的虫口密度在很大程度上受茶树新梢嫩度的影

响,应注意及时采摘[12];综合室内外抗病试验调查结果,渝茶3号对茶云纹叶枯病处于感病水平,对照品

种福鼎大白茶为高感品种.渝茶3号总体抗病虫害的能力强于对照福鼎大白茶(表9).
表9 抗病虫鉴定结果

品 种

茶云纹叶枯病

田  间

抗性 病情指数

室内接种

抗性 病情指数

茶跗线螨

抗性 病情指数

假眼小绿叶蝉

抗性 病情指数

福鼎大白茶(CK) 高感 35.0 高感 26.64 高感 26.25 高感 39

渝茶3号 感 16.0 感 21.33 抗 0 高感 70

3 结论与讨论

渝茶3号是经过单株选择系统育种而成的优良品种,属灌木型中叶类中生种,其生育期长,生长势旺,
全年产量比对照高11.6%,是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高产品种.

渝茶3号是一个高氨基酸、高茶氨酸的适制名优绿茶的茶树新品种,其鲜叶主要内含物成分除咖啡碱

质量分数低于对照外,其他各项指标均高于对照福鼎大白茶,特别是氨基酸超过、茶氨酸接近茶树特异种

质资源标准(氨基酸总量≥5%,茶氨酸≥3%)[13];制烘青绿茶,香气高鲜、清甜、花果香显,滋味清鲜、甘

醇、花果香显,汤色嫩绿、清澈明亮.
渝茶3号具有较强的抗寒、抗旱能力,抗茶跗线螨、茶云纹叶枯病的能力强于CK,抗假眼小绿叶蝉的

能力与CK相当.该品种成活率高,适应性广,市内各茶区试种生长良好,适宜在重庆茶区及其相同生态环

境推广种植.
该品系于2016年12月通过重庆市茶树品种鉴定委员会的鉴定,2017年4月获得重庆市农作物品种审

定委员会颁发的农作物品种鉴定证书,命名为“渝茶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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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andBreedingoftheNewTeaVarietyYucha3

HOUYu-jia, PENG Ping, TANG Min, XU Ze,
HU Xiang, LIZhong-lin, WUXiu-hong

TeaResearchInstitute,ChongqingAcademyofAgriculturalSciences,YongchuanChongqing402160,China

Abstract:Inthisstudy,ahigh-qualityteavarietysuitableforgreenteaproduction,Yucha3,wasselected
andbredfromtheseedlingfamilyofZaobaijianwiththemethodsofindividual-plantselectionandpedigree
breeding.YearsofvarietycomparisontestsshowedthatYucha3wasadwarf-type,medium-sproutingva-
riety,containingaminoacids(5.4%),teapolyphenols(24.0%),theine(3.3%)andwater(40.2%).It
wasfairlystressresistantanditsfreshleafyieldwas11.6%higherthanthatofFudingdabaicha.In2017,

itobtainedthecropvarietycertificationissuedbyChongqingMunicipalCropVarietyApprovalCommittee.
Keywords:Yucha3,teaplant,variety,selectionand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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