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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目标作物历文背景的认识对于育种工作来说非

常重要，然而，这一点目前在许多地方恰恰容易被忽

视。即使在茶树育科领域中已引入丁许多诸如生物技

术、 DNA 分析、化学成分和香气等自动分析的高新技

术，但真正的育种工作者仍应丁解茶树变异和驯化的

历义，这元疑有助于制定和实行最实际和有效的育种

计划，提u.不必妥的时间浪费和预算开支。

在日本，几乎 70%的茶都是单一的优良元性采栽

培品种一一获北种，以致于生产出来的茶叶品质羊一，

特别表现在香气和滋味上。此外，单一的品种还会过成

茶厂生产季节的鲜叶洪峰和病害的严重蔓延。为丁打

破这种局面 21..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茶叶产品，日本正

努刀选育新的茶树品种以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史多的选

择机会21..改良日本现有的绿茶普通栽培品种。本研究，

旨在对国外茶树的农艺特性进行基因评价，并才住现•J 其

在驯化过程中的遗传背景。

材料与方法

茶树基因材料于 1993～1995 年收集于韩国、越南

及日本农林水产省基因库。农艺特性方面，评价发酵

性、多哥市化合物含量、总氮量、抗病性等。基因背景方

面，用与簇北种杂交的才法，检测 KORO 基囚的基因

型。另外，还对叶形的主妥参数进行测量。

结果与分析

一、 叶片形态

叶片大小从阿萨姆变种、中国小叶种到日本小’f

种、韩国小叶种追渐变，l、，表现出地理斗争性。本芦（KO

RO）类型元性系的叶片大，j、，也豆类似的由大吉吟种、

中国种到日本种逐渐变小的趋势。

在日本， KORO 茶被称作“房、li 茶”，即中国茶的

意思，这是日本茶在明代时由中国引入的历文证明（中

国茶向日本传格的第二次浪潮〉，其大、圆、呈波浪开j

的计形受隐性 K 基囚的控制，兹北种有这个处在杂合

条件下的基因 CK／＋），用这个裁络品种进行杂交，可

以泪’l 出某些裁珍品种的基因型。当某些栽培品种彷带

K 基因时，其与获北种杂交的 F1 代中就会有 KORO

拉株出现。观察结采表明，由中国号｜入的元性系中只有

少数携带 K 基因，而由蒋国和越南引入的元性本没有

携带该基因。

二、发酵性

发酵性是山茶属 （Camellia ） 祖传的特性之一，并

具有重妥的涵义。荼纽植物处在高发酵性和低发酵性

的两位置之间，氯仿测试的结果表明，发酵性在很高和

很低问变化。阿萨姆科的发酵性很高，韩国科的发酵性

很低，中国种和日本种的发酵性变幅很大。从中国收集

到的茶种当中，出自湖北的其发酵性较低，同样，收集

于静冈的茶种，在日本本土种中其发酵性较低．这种低

发酵性的性质对绿茶栽培品种来说是非常特别和非常

重妥的。韩国元性系的发酵性较低丘均一，说明其小叶

变种（var. sinensis ） 的纯度较高。据韩国历文文献记载，

中国茶是在公元 9 世纪传入韩国的，从那以后，再没有

中国茶传入蒋国的记载丁。这个记载及韩国元性，幸茶

树具有较高抗发症病能刀的事实说明韩国原始种比现

今的日本或中国裁t毒品种具有史古老的特tr. ，带有阿

萨姆变种（var. assamica ） 的中间特性。

根据化学成分的测定给采，韩国原始种与日本德

鸟和滋贺本土种具有相似的盼氨比值。然而，日本静冈

本土种与中国南才种具有相似的化学成分含量．这一

情况表明，中国茶分儿次，也许是三次传入日本，最平

的一次是同时传入韩国和日本的（第一次传福浪潮），

传入的茶具低发酵性。此后，中国茶通过和尚（击。宋代

时的荣西禅师）只传到日本（第二次传格浪潮）。这一

次的传梢，出自中国的中部至南部，主要是杭州周围。

许多日本和尚未到杭州，回到日本，带回中国的茶俗、

茶抒和茶苔，而和尚回到的地区则成为现代日本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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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区的起源 O if I 入的茶树中有些具高发酵性，表明是阿
萨姆型茶树与 KORO 茶的混合体。据此，给出阿萨姆

种 （assamica ） 和小叶种 （sinensis ） 演化、...芦茶在中

国和日本的起源、以及大叶变种（var. macro户hylla ） 的分

类示意图（下困）．日本现代元性本裁注品种中与 KO

RO ~f'f萨姆变种的血缘关系将对提高它们的产量和

改善它们的品质起一定的作用。

三、越南百年大茶树

在越南的河i.1- 等地区发现大批百午古老太黎树，

其发酵性变锚大，多盼含量高，非主型（雌.$，）变化也大。

它们是阿萨姆 （assamica ） 型和中国小叶种 （sinensis)

型的混合体。柱型、多高＃类含量和叶型的分析结果表

明，越南茶分两种类型，一种是生长在高地的阿萨姆种

和中国，l、叶种的杂交种， j,样（Shan）型茶树，于 300

～ 500 年前由少数民族难民从中国带到越南（与中国

笨第三次传到日本同期〕。越南的另一类型莘树为典型

的阿萨姆型茶树，＂次布（Cambod〕型 1.-~t O 

四、 KORO 基因

从日本本土元性系和一些现代元性 i 栽培品种中

能检测到 KORO 基因，极其有限的来自中国的元性系

也携带该基因，而收集于韩国和印度的没有彷带该基

因。

据此， KORO 基因起源于中国南部，再通过自然

或人为活动传入日本，并没有通过韩国传入日本。

KORO 基因虽源于中国，但在基因渗入的杂交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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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向两个主要品种演化的示意图

被日本本土种“日本化”丁。此后，许多现代栽培品种

都有这种基因渗入的痕迹，击，叶片大，生长旺盛，产量

高。越南百年大茶树的原始群体是 300～500 年前由中

国传入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大茶树土能看到中国

小叶种 （sinensis ） 和阿萨姆种 （assamica ） 中间性状的

~、囚。然而，它们的分化毕竟还不完全，以致于在这在些

世纪大茶树中能发现一些中国小叶种和阿萨姆种的混

合体。

五、遗传标记分析

遗传标记分析正同步进行并将很快得出结果，揭

示日本本土种与求亚地区茶树群体的相互关系。目前，

在中国小叶种和阿萨姆种上已检测出若干专化标记。

另外，从日本茶树玉的种子苟中也浪’l 出丁若干专化，标

记，不同于中国小叶种和阿萨姆种的。

结论

1. 叶片大小从l'-T 萨姆变种、中国小叶种 J)j 日本

科、韩国种逐渐变，卜， KORO 型元性革的叶片大小也

呈相同的变化趋势，其大、圆、呈波浪状的叶形受隐性

K 基因控制。在中国元性象中只有少数携带 K 基因，

韩国和越南的元性系元该基因。

2. 阿萨姆种具有很高的发酵性，中国科和日本种

发酵性变幅大，韩国种呈一致的低发酵性。

3，越南河i.1- 等地区发现的大批百年大茶树是由

中国少数民族难民于 300～ 500 年前带到越南的，它们

的发酵性变幅很大，是阿萨姆种和中国，j、叶种的混合

体。

4.KORO 基因起源于中国南部，并直接由中国，

而没有通过韩国，传入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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