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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茶树品种是茶叶生产的重要生产资料，也是茶叶优质 、 高产

和高效生产的基础。随着我国茶树育种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新的茶树品种不断涌现，而且茶叶主要化学成分检测方法及其标

准也不断修订。本书系根据我国近年来茶树新品种审定、 认定和

鉴定发展情况，茶叶主要化学成分检测标准的修改情况而编撰

的 。 全书共介绍了 107 个国家级和 139 个省级无性系茶树品种的

形态特征、 生物学特性、产量 、 抗性以及主要化学成分含量、 适制

性和品质特点 。 其中物候期是以 2010 -20 12 年度的实际观测

结果为准，品质化学成分含量是按照最新版本的国家标准检测结

果。 同时还为每个品种配以新梢 、 植株和生产茶园的图片(台湾

省只有个别品种有) ，具有实用性和直观性，是茶树育种工作者、

茶叶技术推广技术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 对指导茶农选用茶树品种

具有实际意义。

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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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新版国家标准 ((GB /T8313-2008茶茶多酣测定》修改采用180

14502- 1: 2005 "福林盼试剂比色法测定茶叶中茶多盼总量"的方法，替代原

来GB/T8313-2002 的"酒石酸铁比色法测定茶多盼总量"的方法，而且两者

之间在测定结果上存在明显差异。 为了使茶树品种介绍的多盼类含量数据与

新版国家标准接轨，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于 2010-2 0 12 年组织有关岗位专

家和综合试验站对现有国家级和省级茶树品种制备一芽二叶样品， 委托农业

部茶叶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对茶多盼、 氨基酸和咖啡碱总含量进行了检

测。本书介绍的茶多盼含量是参照GB/丁8313-2008标准的测定结果。

二、本书介绍的茶树品种物候期是 2 010-2012 年的实际观测结果，对

新茶园建设中品种选择更有指导意义。

三、本书重点收集国家和省级审定、 认定 、 鉴定的无性系品种，不收录

未成熟的在试品系，更好地体现了国家对茶树品种推广的政策和生产实际

需求。

四、对每个品种的介绍，分别附以该品种的茶园 、 茶树和新梢照片 ，以

便读者更好地对品种识别 。

五 、 台湾茶业改良场育成的 21 个 台茶系列品种 ， 除台茶 12 号等少数

几个品种在大陆地区有零星种植，大多数品种仅在台湾有种植。 因此，要

得到台茶 21 个品种的全部品种信息，必然需要台湾茶叶界人士的协作 。

本品种志编写之初，编委会1关系了台湾茶叶界的人士，希望能提供相关资

源。 但是很遗憾，没有成功 。 为此，在本品种志编写时，编委会参考《台湾

茶树原种图志》 和 《中国茶树品种志》 这两本书中的信息 ， 重新编写了 2 1 个

台茶品种的品种特性介绍 。 此外，为了给读者提供更完整的台茶信息，编

委会同时收集了大陆 已有种植的台茶 1 2 号 、 台茶 13 号、台茶 1 9 号、台茶

20 号 4 个台茶品种的照片。

平
20 14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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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是茶树原产地，是最早发现和利用茶树的国家，至今已有数千年

的历史。目前，茶叶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然无酒精饮料，全球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种茶， 2012 年全球茶园面积约 3200 千公顷，年产茶约

420 万吨。中国有 20 个省(自治区、市)产茶， 2013 年茶园面积达到 2579

千公顷，产量 189 万吨，均为世界第一位。茶树 已成为我国南方重要经济

作物，茶业也成为茶区农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茶树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茶叶生产资料，茶树品种的好坏直接关系到

茶叶产量的高低、品质的优劣和茶产业的经济效益，良种是茶叶生产和茶

产业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选育并推广良种是提高茶叶产品市场竞

争力的重要手段，是实现茶产业优质、安全、高效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措

施，也是茶叶科技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在长期栽培利用过程中，经过自然和人工选择，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茶

树种质资源，为茶树优良品种选育提供了雄厚的基因基础。目前，我国已

收集、保存各类茶树种质资源 3 100 余份，建成了国家种质杭州茶树圃、国

家种质勘海茶树分圃和相应的茶树资源数据库。育种工作者利用传统的

选育种途径，并结合分子育种、细胞培养与融合、组织培养、诱变育种等现

代育种途径加速育种进程，培育适应现代茶叶生产发展的无性系良种。截

至 2013 年，全国已有国家审(认、鉴)定茶树品种 124 个，其中无性系品种

107 个，还有一批省级审(认)定茶树品种 。

2001 年全国茶树品种审定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中国茶树品种志》是

我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介绍中国茶树品种的专著，收录了 2000 年 3 月

之前国家和省级审(认)定的茶树品种以及一批地方茶树品种和品系。转

眼 10 余年过去了，随着茶产业的发展，生产上对茶树品种的需求发生了变

化，一些品种特别是有性系茶树品种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与此同时，

在广大育种工作者不懈地努力下，新的无性系良种不断出现:此外，随着

检测技术的发展，一些茶叶化学成分的检测方法也发生了变化。 2001 年

版 《中国茶树品种志》与我国现有茶树品种状况的差距不断扩大，茶叶生

产和科研、教学都迫切需要一部能全面、系统、科学、翔实介绍目前国内茶



树品种的特征、 特性 、 适栽地区和栽培要点的新的茶树品种专著。为此 ，

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联合全国茶树品种鉴定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编写

了 《中国无性系茶树品种志)) ，以实现茶学界同仁的共同凤愿 。

《中国无性系茶树品种志》 在品种收录上以省级以上审(认、 鉴)定的

无性系茶树品种为主要收录对象，新增了 2000 年 3 月以来新审 (鉴)定无性

系茶树品种 104 个，同时，为了使广大读者对我国审定茶树品种情况有一个

全面了解，在附录中列表简介了国家认定的有性系茶树品种 。 在品种特性

描述上，主要包括形态特征、 生物学特性、 抗性 、 适栽地区和栽培要点 、 茶类

适制性和茶叶品质特点等，并对部分性状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充实 、 完善。

一是春季芽叶萌发期 。 原有的茶树品种专著中有关春季芽叶萌发时间的介

绍，采用的是育种试验过程的观察结果，随着气候的变暖，茶树品种春季芽

叶萌发时间的现实表现已发生较大变化。为此，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组

织专家于 2010-2012 年对茶树品种的春季芽叶萌发期进行了系统观测，用

新的观测数据替代了原有的数据，使之更符合茶树品种的现实表现，同时注

明了观测年份和地点，使读者能更好地了解茶树品种的萌发特性，二是主要

化学成分。 此前的茶树品种专著关于茶多酣含量是基于G8 /T 83 日-2002

标准的结果，与现行G8/T 8313-2008标准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且有些品

种化学成分数据不全，检测单位也不一致。针对这些问题，国家茶叶产业技

术体系组织统一取样送农业茶叶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按现行标准对茶多

盼、氨基酸、 咖啡碱和水浸出物等成分进行了检测。本书还在绪论部分系统

地介绍了茶树植物学地位、育种史、 栽培品种分类及在茶叶生产中的作用，

并附品种的茶园、 茶树和新梢照片，图文并茂。

《中国无性系茶树品种志》 是一部学术性和实用性俱强的茶树品种专

著和工具书，具有专业性、 实用性和易读性特点。本书是茶叶技术推广人

员全面了解茶树品种信息的重要资料来源 ， 是茶叶生产者在新建茶园建设

中进行品种选择的重要依据， 也是茶树育种工作者在杂交亲本选配时的重

要参考资料。 本书可以作为茶树育种和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以及茶叶生产

者的技术手册，也可以作为农业院校茶学专业师生的教学参考书。

7 



茶树品种描述和术语注释

一、基本项
(一)品种名称 L 

审(认 ) 定品种用审(认)定名，地方品种用惯用名 。 同一品种有别名 、俗名的均列上。

(二)有性系

世代用有性繁殖方法(种子)繁衍的品种，个体间特征特性有差异，亦称群体种。

(三)无性系

世代用无性方式(抨插、压条等)繁衍的品种，个体间性状相对一致。

(四)树型

乔木型:从基部到顶部主干明显;小乔木型:基部主干明显。

灌木型:根茎处开始分枝，无明显主干。

(五)叶片大小

按叶面积(叶长 x 叶宽 x 0.7) 分，特大叶:大于 60 cm飞大叶: 40-60 cm2 ; 中叶: 20-

39 cm2 ; 小叶:小于 20cm2。
(六)发芽期

以该品种在原产地春茶一芽一叶期的时间表示。

二、产地或来源
(一)地方品种和名丛

经过自然选择或人为选择形成，并在部分地区种植的品种，称地方品种。 在福建武夷茶区

和广东潮汕乌龙茶茶区，茶农习惯上将品质优异 、风格独特或具有特殊香味的茶树株系、品系

称为名丛(当地习惯用字为"板" )。 标明品种的原产地，一般注明到乡镇或村。

(二)育成品种

经过人工选育，通过审 (认 、鉴)定并在生产上推广应用的品种。 标明品种来源，包括育种

单位 、选育时间和育种方法等信息。

(三)育种方法

指创造变异或选择的主要技术。 目前茶树采用的育种方法主要有单株选种法、杂交育种

法和诱变育种法。

(四)审(认)定品种

通过国家 、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 (认 ) 定的品种。 国家审 (认)定品种均注有全国

统一的编号。



三 、 特征
(一)树姿

根据分枝角度大小划分为开张、半开张和直立。 分枝角度大干 50。为开张 ; 300 -50。为半开

张;小于 30。为直立。

(二)分枝密度

目测成龄茶树分枝状况，分密、较密、稀。

(三)叶片着生状况

叶片与主干着生角度小于 45。为上斜 ; 450 -80。为稍上斜;81 0 -90。为水平;大于 90。为

下垂。

(四)叶片

指非采摘茶树当年生成熟枝干中部定型叶。

1.叶形 根据叶长与叶宽之比分为以下5种。

( 1 )披针形 : 长宽比在 3.0 以上。

( 2 ) 长椭圆形:长宽比在2.6-3札最宽处近中部。

( 3 )椭圆形 : 长宽比在 2.0-2.5 ，最宽处近中部。

( 4 )卵圆形 : 长宽比在 2.0 以下，最宽处近基部或端部。

( 5 )圆形 : 长宽比在2.0 以下，最宽处近中部。

2. 叶色分淡绿、黄绿、绿、深绿、紫绿、青绿等。

3. 叶面 叶面隆起程度，分平、微隆、隆、强隆等。

4. 叶身 叶片伸展形态，分平、稍内折、内折 、背卷等。

5 . 叶缘 叶片边缘波折状况，分平、微波、波、强波等。

6 叶尖 叶片尖端形状，分圆尖、钝尖、渐尖、骤尖、尾尖等。

7 . 叶齿 叶缘锯齿状况， 复合描述锐度(分锐、 中等、钝 )、密度(分密、 中等、稀 ) 和深度

(分深、 中等、浅)， 如叶齿锐、密、浅。

8. 叶质 叶片质地，包括厚度(分厚、 中等、薄)和柔软程度(分硬脆、硬、较硬、柔软)，分

别描述或复合描述。

(五)芽叶

春季生长的一芽二叶、一芽三叶。

l 色泽分淡绿、黄绿、绿、紫绿、王白等。

2. 茸毛指茸毛多少，分无、少、中等、多、特多。

3 . 百芽重 100个一芽二叶或一芽三叶的鲜重。

(六)花

10朵自然开放花的相关特征。

1. 花冠直径 花的大小测量值，用幅度或平均数表示。

2. 花瓣数用幅度或平均数表示。

3 . 子房茸毛分无、少、中等、多、特多。

4. 花柱裂数 即柱头开裂数，用主体裂数或幅度表示，括弧内为偶见数。

5 . 尊片 茸毛除有毛尊片品种外，一般不作描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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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性
(一 ) 新梢'生育力或生长势

新梢萌发生长的能力，用强、中等 、弱表示。

(二) 新梢持嫩性

芽叶嫩度的持续性，用强、较强、差表示。

(三)一芽一叶(三叶或二叶) 期

指该品种在原来产地春梢达到一芽一叶(三叶或二叶)的时期，一般用旬表示。

( 四 ) 开面采

乌龙荼采摘标准。 用新梢形成驻芽时的对夹一叶与对夹二叶之比表示，通常比例大于 1 /2

称"大开面"，小于 1月为"小开面"，介于两者之间为"中开面"。

(五)结实性

结实的能力 ， 用强、中等、弱表示。 无性系品种略。

(六)无性繁殖力

一般指插穗的发根性、成活率，用强 、 中等、 弱表示。

(七)经济性状

1. 产量 除注明树龄者外， 一般指投产茶园主产茶类全年的干(鲜)茶产量，用单位面积

产量表示，或用高、中等 、低描述，亦有用比较产量(% ) 表示。

2. 化学成分用氨基酸、茶多盼 、 咖啡碱、水浸出物4项常规指标表示，少数品种缺项。

3. 适制性 指品种适宜制作的茶类 ， 如红茶 、绿茶、乌龙茶、黄茶、 白茶及其他特色茶。

4. 制茶品质用优异、特优、优 、优良 、一般等定性语描述 . 并简述品质特点。

5 . 果和种子 扼要介绍果实的大小，种子色泽 、大小和百粒重量。 果或种径为果实或种子

的直径测量值。 元性系品种不作描述。

6. 制优率 指乌龙茶品种制成优质茶的比率，用高 、 中等、低表示。

(八)抗逆性与适应性

以该品种在原产地或主产区的抗性表现表示。

1. 抗旱、抗寒性分强、中等、弱 。

2 . 抗病虫性 对某种病、虫的罹生程度(用免疫、感 、 高感表示)或抗性(用强 、 中等、弱

表示)。

3 . 适应性一般指品种在迁徙条件下的适应能力，用强 、 中等、弱表示 。

五、适栽地区
国家审(认)定品种以跨省区的茶区或茶类主产区表示。 省级品种一般限于所产省。 地方

品种 、名丛、珍稀品种以所在产区为主。

六、栽培要点
扼要介绍品种种植规格 、幼龄茶树的荼园树冠培养技术和投产茶园的管理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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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树的国家，经历了从药用到饮

用，从利用野生茶树到人工栽培茶树，从元选择的栽培到有意识地选择优良植株栽培的

发展过程，长期的自然进化和人工选择造就了千姿百态的茶树资源，使我国成为世界上

茶树种质资源最丰富、栽培品种最多的罔家。

一、茶树的植物学分类

自从Linnaeus ( 1753 )以Thea sinensis L.为模式建立了茶属Genus Thea后，对荼树

的分类， 一直存在着学术争论。 Dyer ( 1874 ) 将其组合到LlJ荼属Genus Camellia L.下的

茶组Sect. Thea ( L. ) Dyer，包括3个种 ，其中的 C. caudata Wall. 后来被Sealy ( 1958 )归

入连忘茶组Sect. Theopsis。

20 世纪 50年代以来，中国开展了广泛的茶树野生资源调查 ， 发现了许多新种 、变

种和变形。 但由于各学者掌握的茶树标本资源不同，分类依据主要是经典的形态分类

学，而形态学特性又容易受环境因素和人为的判断划分等诸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分类

阶元的不一致。

20世纪 80年代以前 ， 多数学者认同茶树归类为Camellia sinensis ( L. ) O. Kuntze , 

分类的争论主要在种以下的变种分类上。 后来由于新资源的不断发现， 种的分类数

及分类方案也随之出现分歧。 张君达对新发现的野生资源的系统研究后 ， 把山茶属

分为4个亚属( subgenus )，即原始山茶亚属( subgen. Protocamellia Chang )、 山 荼亚

属 (subgen. Camellia)、茶亚属 [ subgen . Thea ( L. ) Chang ] 和后生 山茶亚属( subgen. 

Metacamellia Chang )。 茶亚属下又分7个组 ， 茶被列人茶组 [ Sect. Theα ( L. ) Dyer ] ， 特

征是具有2个脱落的苞片和分离的雄莓，或中等大的花朵及不太长的花柄而与其他6组

分开来，茶组Sect. Thea ( L. ) Dyer的模式种为茶Camellia sinensis ( L. ) O. Kuntze; 茶组

植物的形态特征有:花 1 -3朵腋生，白色，中等大小，有花柄，苞片 2，生于花柄中部，早

落; 尊片 5 -7 ，宿存 ; 花瓣 6- 11 片 ， 近离生，雄恋3-4轮，外轮近离生 ; 子房 3-5 室，花

柱离生，葫果 3-5 室，有中轴。 根据子房有毛或无毛，子房 5 ( 4 ) 室或 3 (2) 室，茶组

植物进一步分为以下4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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