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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测定金花茶 (Camellia nitidissima)、长柱金花茶 (C. nitidissima form longistyla)、显脉金花茶 (C. euphlebia)、

平果金花茶 (C. ping guoensis)、 东兴金花茶 (C. tunghinensis) 、 毛瓣金花茶 (C . pubipetala)、 毛籽金花茶

(C. ptilosperma )、大样 岗金花茶 (C . longganensis var. grandis)的茶多酚类物质和氨基酸含量 , 并与市售茶叶

(昭平仙回茶和灵山中秀福云绿茶 )作对照。结果表明 , 各种金花茶的上述成分含量差异甚大 , 其中毛瓣金花茶

幼叶多酚类物质含量最高 ( 11. 7% ) , 但低于仙回茶 ( 18. 25% ) 和福云绿茶 ( 16. 62% )。在所有试材中 , 毛瓣金

花茶幼叶的氨基酸含量最高 ( 6. 3% )。8种金花茶 (幼叶和成熟叶 ) 酚 /氨为 0. 6～ 3. 1, 均低于仙回茶 ( 3. 4) 和

福云绿茶 ( 4. 1) ; 综合评分为 9. 4～ 64. 9。毛瓣金花茶幼叶综合评分最高 , 但也低于 2种市售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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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ents of tea polyphenols and amino acids in f resh leaves of Camellia nitidissima,

C. nitidissima form longistyla, C. euphlebia,C . pingguoensis ,C. tunghinensis.C . pubipetala ,C .

ptilosperma, C. longganensis var. grandis were examined for estimating the tea-process fi tness of the

yellow camellias, and the two common teas (Xianhui tea and Fuyun g reen tea) f rom market w ere

also employed . The results show ed that tea polyphenols and amino acids w ere dif ferent between

the camellias. C . pubipetala had the highest tea polyphenols ( 11. 7% , yong leaves) in all species,

low er than Xianhui tea ( 18. 25% ) and Fuyun green tea ( 16. 62% ) , but i t had the highest content

of amino acids( 6. 3% , yong leaves) in all matrials, and had a top mark in the comprehensiv e sco ring

fo r yong leaves o r mature leaves in all species. The ratio of tea polyphenol to amino acid was 0. 6～

3. 1 in all species, lower than Xianhui tea ( 3. 4) and Fuyun g reen tea ( 4. 1) . 　Xianhui tea fo 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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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花茶于 1960年在广西首先发现并于 1965年正

式发表后 , 引起了国内外植物界和园艺界的极大关

注。迄今发现的金花茶种类已有 20多个分类群 [ 1, 4] ,

但目前对各种金花茶的制茶适宜性尚缺乏系统研究。

因此 , 本研究根据成品茶品质与鲜叶化学成分的关

系 ,就影响与决定茶叶品质的一些生化指标进行测定

分析 ,并以市售普通绿茶作参照 ,分析各种金花茶的

制茶生化指标与普通成品茶的差异 , 为提高 “金花

茶” 茶制品的品质和合理选择制茶原料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供试材料采自广西大学林学院山茶物种园。种类

有: 金花茶 (Camel lia nitidissima )、 长 柱金花茶

(C .nit idissima form longistyla)、 显 脉 金 花 茶

(C .euphlebia)、平果金花茶 (C. pingguoensis )、东兴金

花茶 (C. tunghinensis) 、毛瓣金花茶 (C. pubipetala)、

毛籽金花茶 (C. ptilosperma )、大样 岗金花茶 (C.

longganensis var. grandis )。以市售成品茶 (昭平仙回

茶和灵山中秀福云绿茶 )作茶叶主要生化指标测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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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

1. 2　生化指标的测定

　　取幼叶和成熟叶分别在 105℃下烘干 , 磨碎过 30

目筛后供生化指标测定。茶多酚、氨基酸、儿茶素、黄

酮类和花青素等含量测定按文献 [5]的方法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 1　茶多酚类物质含量

　　从表 1看出 , 不同种的金花茶或同一种金花茶的

不同叶龄 , 其茶多酚含量有极明显的差异。其中毛瓣

金花茶的茶多酚含量最高 , 尤其是幼叶 , 含量高达

11. 7% , 比目前用于制茶的金花茶高出 2. 5% , 而与

市售的昭平仙回茶 ( 18. 3% ) 和灵山中秀福云绿茶

( 16. 6% )的茶多酚含量较为接近。因而 ,就茶多酚含

量而言 ,毛瓣金花茶较适于制茶 , 而东兴金花茶无论

是成熟叶还是幼叶 , 其茶多酚含量均属最低。

　　从测定结果 (表 1) 看 , 金花茶植物的儿茶素含

量普遍较低 , 远低于市售成品茶。供试的种类中毛瓣

金花茶儿茶素含量较高 ,其制茶适宜性比其他种类要

好。各种金花茶的幼叶均比成熟叶有较高的黄酮类物

质 ,尤其是显脉金花茶和毛瓣金花茶 , 其含量分别为

0. 43%和 0. 41% , 与市售昭平仙回茶 ( 0. 58% )和灵

山中秀福云绿茶 ( 0. 48% ) 较为接近。毛瓣金花茶和

长柱金花茶的花青素含量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2. 2　氨基酸含量

　　从表 1可看出 , 各种金花茶成熟叶的氨基酸含量

表 1　 8种金花茶主要化学成分含量、 酚 /氨及综合评分

Tabl e 1　 Contents of main chemical composit ions, phenol-ammonia rat io and comprehensive marks in eight yellow camellias

树种或成品茶
Species o r
teafinished
products

叶龄
Leaf age

氨基酸
Amino acid

(% )

茶多酚 Tea polyph enol (% )

总量
To tal

儿茶素
Catechin

黄酮类
Flavonoid

花青素
Anthocy-

anidin

酚 /氨
Phenol-
am monia

ratio

综合评分
Comprehensiv e

mark

金花茶
C. nitidissima

成熟叶
Mature leaves

1. 56 1. 96 0. 26 0. 17 0. 51 1. 3 14. 1

幼叶
Young leaves

5. 79 9. 17 0. 16 0. 31 1. 31 1. 6 51. 6

东兴金花茶
C . tunghinensis

成熟叶
Mature leaves

1. 76 1. 07 0. 32 0. 14 0. 52 0. 6 12. 3

幼叶

Young leaves
2. 31 7. 26 0. 31 0. 21 2. 85 3. 1 20. 7

长柱金花茶
C. nitidissima
f orm . longist yla

成熟叶
Mature leaves

1. 20 1. 35 0. 20 0. 23 0. 71 1. 1 10. 4

幼叶
Young leaves

5. 02 7. 87 0. 22 0. 38 0. 71 1. 6 49. 0

显脉金花茶
C . euphlebia

成熟叶
Mature leaves

1. 32 1. 58 0. 16 0. 09 0. 25 1. 2 11. 5

幼叶
Young leaves

4. 59 10. 80 0. 35 0. 43 1. 31 2. 4 53. 3

毛瓣金花茶
C . pubipetala

成熟叶
Mature leaves

1. 80 4. 14 0. 83 0. 12 0. 14 2. 3 24. 7

幼叶
Young leaves

6. 34 11. 73 0. 31 0. 41 1. 07 1. 9 64. 9

大样 岗金花茶*

C. longganensis
var. grand is

成熟叶

Mature leaves
1. 30 1. 58 0. 14 0. 16 0. 85 1. 2 9. 4

平果金花茶*

C . pingguoensis
成熟叶

Mature leaves
1. 48 1. 49 0. 22 0. 14 0. 74 1. 0 10. 5

毛籽金花茶*

C. ptilosperma

成熟叶
Mature leaves

1. 28 2. 89 0. 36 0. 16 0. 20 2. 3 17. 2

昭平仙回茶
Zhaoping

x ianhui Tea
5. 37 18. 25 5. 99 0. 58 0. 37 3. 4 108. 5

灵山中秀福云绿茶
Ling shan zhongx iu
Fuyun g reen tea

4. 08 16. 62 4. 63 0. 48 0. 42 4. 1 90. 2

* 测定时该物种尚未抽稍 , 无幼叶 , 故仅作成熟叶比较。 There w ere no young leaves during th e test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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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 2. 0%以下 , 而幼叶氨基酸含量却较高 , 除东兴

金花茶外 , 其余种的氨基酸含量均在 4. 6%以上 , 其

中毛瓣金花茶幼叶氨基酸含量高达 6. 3% , 明显高于

昭平仙回茶 ( 5. 4% )和灵山中秀福云绿茶 ( 4. 1% ) ,

也高于已用于生产茶制品的金花茶 ( 5. 79% )。

2. 3　各种金花茶制茶适宜性比较

　　从测定结果 (表 1) 看出 , 各种金花茶虽均含有

与茶叶相同的化学物质 ,但不同种类的鲜叶中各种化

学成分含量不一致。为了更直观地全面了解及评价各

种金花茶的制茶适宜性 ,根据各项生化指标与成品茶

叶品质关系的大小用权重评分法进行比较分析。各项

生化指标的权重评分系数分别定为: 茶多酚含量 50

分 , 氨基酸 30分 , 儿茶素 25分 , 黄酮类 10分 , 花青素

- 15分。各项指标均以含量最高者打满分 , 其余按占

最高含量的比例大小来评分。将每个种的各项指标得

分值相加 , 所得总分 (表 1) 作为评定该种制茶适宜

性的综合指标 ,得分高者为优 , 低者为劣。由表 1可看

出 ,无论是成熟叶还是幼叶 ,均是毛瓣金花茶的综合

评分最高 , 说明在供试的 8种金花茶中 , 毛瓣金花茶

的制茶适宜性最好。位于第二位的是显脉金花茶 , 目

前用于生产 “金花茶” 茶制品的金花茶处于第三位。

表明通过选择适宜的制茶原料 ,可望改善金花茶制品

的品质。

2. 4　金花茶制茶类型的适制性

　　茶叶制茶类型的适制性 ,主要是根据茶叶的品质

要求与化学成分的相关性来确定。一般来说 , 茶多酚

与氨基酸的比率 (酚 /氨 ) 较大者 (通常 8以上 ) 适于

制红茶 , 而酚 /氨比较小者则适于制绿茶
[6 ]
。从几种

金花茶的酚 /氨比测定结果 (表 1) 看 , 供试的 8种金

花茶幼叶与成熟叶酚 /氨比值都较小 , 最大者为东兴

金花茶的幼叶 ( 3. 1) ,与昭平仙回茶 ( 3. 4)和灵山中秀

福云绿茶 ( 4. 1)较接近 ,其余种均在 0. 6～ 2. 4范围内 ,

表明金花茶作为制茶原料较适合于制作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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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系统模型研究方兴未艾

本世纪 60年代 , 荷兰的 de Wit ( 1965年 ) 和美国的 Duncan ( 1967) 几乎同时建立了玉米光合作用的计算

机模型 , 以完整编程在计算机上模拟作物群体生产过程 , 开创了作物模拟的先河。70～ 80年代 , 美、 荷、 英、

澳、 日和前苏联等国家研制成功 10多种作物模拟模型 , 作物模拟迅速向综合化、 应用化方向发展。近 20年来 ,

随着经济模型和数学优化模型在农业的应用 , 系统理论与系统方法的形成和发展 , 反映农业系统整体规律的

农业系统模型研究方兴未艾 , 人类将迎来信息农业时代。

信息技术正在广泛融入农业科学的各个领域 ,出现下列研究热点和发展方向: ( 1)作物发育动态模拟——

作物生长模型。建立作物发育动态模型 , 对作物发育进程进行预测 ; ( 2)作物 -环境系统模拟及实用化 , 建立

植物生理与自然景观耦合模型 ; ( 3)植物病害流行模拟与模型 ; ( 4)森林经营模型。分析林木生长和收获与森

林经营的协调关系 , 预测单位面积林分的总收获 ; ( 5)以农业系统为对象 , 建立和模拟农业系统模型 ; ( 6)精

细农作与精细农业 , 可能成为传统作物管理系统的革命 ; ( 7) 作物模拟与信息农业 , 形成一整套全新农业生

产管理体系 , 进入精耕细作和持续发展的信息农业时代。

(摘自中国科学院 1999年 《科学发展报告》 P249, 题目为本刊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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