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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和保靖生态条件对保靖黄金茶 1 号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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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长沙基地(A)和保靖基地(B)生态环境下分别设置长沙土壤(a)和保靖土壤(b)处理，研究各处理(A–a、

A–b、B–a和 B–b)保靖黄金茶 1号茶叶内含成分的差异。结果表明：随着气温的升高，各处理茶叶的游离氨基酸

含量均呈下降趋势，且均与气温呈极显著负相关；A–a、B–a 茶叶中各采样时间的游离氨基酸含量均以气温较低

的保靖基地处理 B–a 的高，A–a 的茶多酚含量与气温呈显著正相关；A–b、B–b 茶叶游离氨基酸含量均随时间的

推移呈下降趋势，但 A–b 的降幅更大，两处理的茶多酚含量与气温均呈显著正相关；随着气温的升高，在 4 月

18日至 4月 28日，A–a、A–b 的茶多酚含量迅速增加，但 B–a 和 B–b 茶多酚含量的增加幅度整体较 A–a、A–b

的小；长沙、保靖的气候条件对茶叶酚氨比有较大影响，B–a和 B–b的茶样酚氨比增幅较 A–a、A–b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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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ecological conditions on the quality of No.1 Baojing Huangjin tea  
in Changsha and Bao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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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ecological conditions (A–a, A–b, B–a, B–b) on the quality of No.1 Baojing Huangjin 
tea were respectively researched on Changsha soil (a) and Baojing soil (b) in Changsha (A) and Baojing (B) tea base. The 
result showed that free amino acid was decreased with temperature increase in each treatment,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reached significant level. Content of free amino acid in treatment B–a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in treatment 
A–a in Baojing base which had a lower temperature,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 
polyphenols and temperature in treatment A–a. The content of free amino acid were all decreased in treatment A–b and 
B–b, but there was a greater decrease in treatment A–b compared to treatment B–b. There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ea polyphenols and temperature in treatment A–b and B–b. The content of tea polyphenols was 
rapidly increased with temperature rises from April 18th to April 28th in treatment A–a, A–b, which had much more 
increase than that of in treatment B–a or B–b. Climat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ratio of phenol ammonia ratio(P/A) in 
base A and B. There was a less increase of P/A in Baojing than that in Chang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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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靖黄金茶 1号原产于湖南省湘西自治州保靖
县黄金村，氨基酸含量高，被认为是珍稀绿茶种质

资源[1]。茶叶品质与产量主要受到茶树本身遗传特

性的影响，但茶园中的温度、空气的相对湿度、光

照度、土壤肥力等生态环境因子的变化也会对茶叶

的生长和品质产生一定的影响[2–3]。杨阳等[4]对保靖

黄金茶群体品种的遗传多样性与遗传分化进行了

研究。李健权等[5]利用 ISSR标记研究了黄金茶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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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湖南省主栽绿茶品种之间的亲缘关系，发现黄金

茶的遗传多样性较低，其变异主要发生在种群间，

且保靖黄金茶群体株系与 4个绿茶主栽品种之间的
亲缘关系较远，是保靖县独特的生态条件孕育了保

靖黄金茶这一特殊品质的茶资源。宁静等[6]对保靖

黄金茶株系在长沙地区的适应性进行研究，发现保

靖黄金茶株系在长沙地区的适应性较强，生长较旺

盛。目前，关于保靖黄金茶 1号及其所在群体在不
同茶区推广后品质变化特征的研究尚少。本研究中

将长沙、保靖两地茶园土壤进行互换，研究同类型

土壤条件下长沙、保靖两地生态环境对保靖黄金茶

1 号主要品质成分的影响，旨在为保靖黄金茶 1 号
的推广种植提供生态方面的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供试材料为湖南省茶叶研究所提供的保靖黄

金茶 1号茶树。 

1.2 试验设计 

试验在湖南省茶叶研究所长沙试验基地(A)与
湖南保靖黄金茶公司基地(B)进行。 
长沙基地试验设计：于 40 cm×60 cm盆钵中分

别填装湖南省茶叶研究所长沙马坡岭茶园第四季

红壤(土壤 a，记为处理 A–a)和保靖黄金村茶园土壤
(土壤 b，记为处理 A–b)，每处理重复 50次。 
按照长沙基地的试验设计方法，于保靖基地设

置同样的处理 B–a和 B–b。 
茶园按常规统一管理。土壤 a的有机质含量为

1.25%，水解氮含量为 59.00 mg/kg，有效磷含量为
10.10 mg/kg，速效钾含量为 139.00 mg/kg；土壤 b
的有机质含量为 2.41%，水解氮含量为 154.33 
mg/kg，有效磷含量为 31.40 mg/kg，速效钾含量为
221.73 mg/kg。 
待茶树长至 2 龄后，于 2011 年 3 月 9 日开始

采集一芽二叶，分别为于 3月上旬(3月 9日)、中旬
(3月 19日)、下旬(3月 29日)和 4月上旬(4月 8日)、
中旬(4月 18日)、下旬(4月 28日)取样，每次取鲜
样约 50 g，制蒸青样分析。2012年重复 2011年的
试验，对同批次茶样进行取样检测，并统计相应气

象数据，取 2年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1.3 测定指标及方法 

茶多酚含量按 GB/T8313 测定；游离氨基酸含
量按 GB/T8314 测定；咖啡碱含量按 GB/T8312 测
定；水浸出物含量按 GB/T8305测定。 

采用 2900ET 便携式气象站对两地的环境温
度、湿度进行实时监控、测量。 

1.4 数据分析 

采用软件Microsoft Excel 2003和DPS v 7.55进
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气候因子对鲜叶游离氨基酸和茶多酚含量的

影响 

2.1.1 采样期两基地的温、湿度差异 

从表 1 可以看出，3—4 月，在同一时期，长
沙基地的平均气温均高于保靖基地，且随着时间的

推移，两地平均气温均呈升高趋势，其中长沙基地

气温上升速率较保靖基地快。由表 2可知，在各采
样时间，长沙基地空气平均相对湿度均低于保靖基

地，但两地的空气相对湿度变化没有明显规律。 

表 1 长沙基地和保靖基地的温度 
Table1 Temperature difference between base A and base B 

平均气温/℃ 采样日期

(月–日) 
采样日期

代号 长沙基地 保靖基地 

03–09 t1  8.2±1.2  7.7±0.6 

03–19 t2 11.6±0.8 10.4±0.5 

03–29 t3 12.4±0.6 10.1±1.2 

04–08 t4 13.3±1.1 12.5±1.0 

04–18 t5 19.6±0.7 17.8±2.1 

04–28 t6 23.7±1.0 20.9±1.8 
 

表 2 长沙基地和保靖基地的空气相对湿度 
Table 2 Humidity difference between base A and base B 

平均相对湿度/% 
采样时间 

长沙基地 保靖基地 

t1 79.1±5.0 80.8±7.0 

t2 78.3±6.0 83.1±7.0 

t3 62.0±5.0 78.2±5.0 

t4 81.4±7.0 87.5±6.0 

t5 71.1±3.0 79.6±4.0 

t6 62.7±10.0 7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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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各处理茶叶中的游离氨基酸含量 

由图 1可知，土壤条件一定时，在整个采样期，
A–a和 B–a茶叶的游离氨基酸含量随时间的推移均
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在 t2达到最高(A–a、B–a分别
为 6.91%、7.65%)，在 t6时期最低(A–a、B–a 分别
为 2.99%、3.34%)；各时期 B–a的游离氨基酸含量
较 A–a高 2.7%~11.8%；在 t1、t2、t3、t4时 A–a、B–a
游离氨基酸含量间的差异达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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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样日期 

图 1 不同取样时间各处理茶叶中的游离氨基酸含量 
Fig.1 Content of free amino acid in tea leave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at different sampled time 

在整个采样期，A–b、B–b 茶叶中游离氨基酸
含量呈下降趋势，在 t1时期最高(A–b、B–b分别为
7.62%、7.24%)，在 t6时期最低(A–b、B–b 分别为
3.04%、3.87%)；在 t1、t2、t3时，B–b 的游离氨基
酸含量较 A–b的低，在 t4、t5、t6时则较 A–b的高。
总体上看，B–b茶样的游离氨基酸含量降幅较 A–b
的小。 
在 t1～t4，4个处理的茶叶游离氨基酸含量总体

均呈下降趋势，但仍保持在 4.50%以上，含量较高。 
气候条件一定时，长沙、保靖土壤处理间的游离氨

基酸含量未表现出明显的变化。 
 

2.1.3 各处理茶叶中的茶多酚含量 

由图 2可知，土壤条件一定时，在整个采样期，

A–a茶叶的茶多酚含量变化较大，且在 t4时最低，

为 13.71%，在 t6时最高，为 22.33%；B–a 的茶多

酚含量增幅较小，在 t1时最低，为 14.88%，在 t6

时最高，为 18.48%。在 t1、t2、t3、t4时 A–a、B–a

茶多酚含量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 t5、t6时A–a、

B–a间的差异达显著水平。 

t1、t2、t3、t4时 A–b 茶样的茶多酚含量均低于

B–b的， t5、t6时则迅速超过 B–b的，即 B–b的茶

多酚含量增幅较 A–b的小。二者的茶多酚含量均以

t6时期的最高(A–b、B–a分别为 21.48%与 19.55%)。

气候条件一定时，长沙、保靖土壤处理间茶多酚含

量未表现出明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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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取样时间各处理茶叶中的茶多酚含量 
Fig.2 Content of tea polyphenols in tea leave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at different sampled time 
 

2.1.4 各处理茶叶的酚氨比 

由图 3可知，t1至 t6，A–a茶叶的酚氨比由 2.22
上升至 7.48，A–b的由 1.95上升至 7.06；B–a的茶
叶酚氨比由 2.00上升至 5.53，B–b的由 2.34逐步上
升至 5.05；t1至 t4，各处理茶叶的酚氨比均保持在

较低水平，各处理之间未体现出明显变化；t5至 t6，

随温度的升高，各处理的酚氨比急剧上升，A–a与
B–a，A–b 与 B–b 处理间的差异均达显著水平。综
上所述，保靖气候条件下的茶样酚氨比增幅均较长

沙基地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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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取样时间各处理茶叶的酚氨比 
Fig.3 Ratio of P/A in tea leaves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at different 

sampled time 
 

2.2 各处理茶叶中游离氨基酸含量、茶多酚含量与

环境温、湿度的相关性 

从表 3可知，各处理中茶叶的游离氨基酸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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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平均气温均呈极显著负相关；除 B–a处理外，各
处理茶多酚含量与气温均呈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

各处理茶样的游离氨基酸含量和茶多酚含量与湿

度间的相关性均无统计学意义。 

表 3 各处理内含成分与气候因子的相关性 
Table 3 Correlation of related components in tea leaves with 

temperature, humidity in each treatment 

相关系数 
处理 指标 

平均气温 相对湿度 

A–a 茶多酚含量 0.898 0* –0.745 1 

 游离氨基酸 –0.926 9** 0.576 0 

B–a 茶多酚含量 0.706 6 –0.687 5 

 游离氨基酸 –0.922 9** 0.441 4 

A–b 茶多酚含量 0.951 9**  –0.464 3 

 游离氨基酸 –0.933 4** 0.477 2 

B–b 茶多酚含量 0.786 9* –0.292 7 

 游离氨基酸 –0.931 8** 0.491 7 
 

3 结论与讨论 

茶树中游离氨基酸含量较大程度上影响着绿茶

的滋味，与茶叶品质的相关系数最高可达 0.876[7]，

为显著正相关。茶多酚是茶叶中主要的次生代谢产

物，酚氨比是衡量茶叶品质和滋味的重要影响因

子。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各时期，随着气温的升高，

各处理茶样中的游离氨基酸含量均呈下降趋势，且

与气温呈极显著负相关，这是由于气温较高时次生

代谢增强，导致作为茶树中最主要的中间氮源茶氨

酸的分解速率大于合成速率。 
各采样时期茶叶的游离氨基酸含量均以B–a的

较高，A–b游离氨基酸含量的降幅较 B–b的大，其
原因是由于各采样时间保靖基地的气温均低于长

沙基地。长沙、保靖土壤条件下生长的茶树，因气

候差异导致游离氨基酸含量变化的趋势有所不同，

这主要是因为保靖土壤养分的含量较长沙土壤的

高，气温快速上升时，保靖土壤能够提供充足的氮

素养分供茶树氮代谢运转，因此，气温较低的保靖

基地茶叶的游离氨基酸含量下降较慢。 
随着气温的升高，B–a和 B–b茶多酚含量的增

幅整体较 A–a、A–b的小，这是由于气温较低时，
茶多酚的合成和积累较少，茶树次生代谢朝有利于

氮化合物积累的方向进行[7–8]；当环境温度超过某

一阈值(推测约 20 ℃，具体温度阈值有待研究)后，
茶树植株代谢加快，茶多酚含量激增。 
从各处理茶叶的酚氨比变化趋势可知，B–b茶

树鲜叶品质的变化最平稳。在 3月 9日至４月８日
(春茶期)，4种处理的酚氨比均保持在 4.0以内，且
此时期茶叶游离氨基酸含量均保持在 4.5%以上，因
此，保靖黄金茶 1号在长沙基地种植的鲜叶品质与
其原产地(保靖基地)的鲜叶品质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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