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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福鼎大白茶为对照，对湖南引入川西茶区的保靖黄金茶1 号品种的鲜叶以及春梢所制绿茶的主要

生化成分含量、香气组分进行了分析测试，并进行感官审评。结果表明：春夏秋季新梢鲜叶水浸出物、氨基酸、咖

啡碱、茶多酚和儿茶素含量范围分别为39.33%~46.34% 、2.86%~6.35% 、3.61%~4.09% 、18.12%~24.74%、

13.91%~20.29%，均显著高于对照福鼎大白茶；酚氨比值范围为2.80~8.65，低于对照；儿茶素品质指数均高于对照。

黄金茶1 号春梢独芽、一芽一叶与一芽二叶新梢所制的绿茶样主要生化成分含量与对照相比也有相同的趋势。黄金

茶绿样检测出45 种香气组分，以醇类为主，其次是烯烃类和酯类，其中，黄金茶独芽和一芽二叶所制绿茶中，具

玫瑰香气的香叶醇含量分别比对照高115.01%、164.71%。这些结果显示，黄金茶1 号引种四川后，保持了高氨基酸

含量的特性，具有滋味鲜爽浓厚、栗香高长的生化物质基础。感官审评结果也显示，黄金茶1 号品质优于对照福鼎

大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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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靖黄金茶1 号是从湖南省古老的有性群体品种保靖黄金茶中选育出来的优良品种
[1]
，原产于湘西自治州保靖县黄金村，具

有发芽早、产量高、抗逆性强、氨基酸含量高、酚氨比低等特点，被认为是珍稀绿茶种质资源
[2-3]

。近年来，湖南省大力推广和

开发该品种
[4]
。为丰富四川茶区生产名优绿茶的品种资源，四川雅安、乐山茶区先后引进该品种试种。本文对引入川西茶区的保

靖黄金茶1 号品种的鲜叶以及春梢所制绿茶的主要生化成分含量、香气组分进行了分析测试，并进行感官审评，旨在初步了解

该引进品种的鲜叶生化特性和绿茶适制性，为该品种在四川茶区的引进推广和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与仪器 

参试品种为引自湖南茶区的“保靖黄金茶1 号” （以下简称“黄金茶”），以国家级绿茶标准种“福鼎大白茶”为对照，

均取自四川省名山县良种场品比试验园。茶苗于2009 年11 月定植，采用双行双株种植，行距150cm，丛距33cm。小区面积为7 m2，

随机排列，3 次重复。 

供试材料：2 年生的平阳特早品种茶苗。 

试剂：硝酸铬、硝酸镉、醋酸铅、三氧化二砷、碱式乙酸铅、盐酸、硫酸、茚三酮、氯化亚锡、硫酸亚铁、酒石酸甲钠、

磷酸氢二钠、磷酸二氢钠。均为分析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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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紫外分光光度计UV2300、Agilent1200 高效液相色谱—二极管阵列检测器、恒温水浴锅、Agilent 6890-5973 气相

色谱质谱联用仪、Agilent 7694E 顶空进样器。 

1.2 实验方法 

1.2.1 鲜叶生化样制备 

2013 年春、夏、秋季，分别采摘黄金茶与福鼎大白茶标准一芽二叶嫩梢，通过鲜叶—蒸汽杀青（2min）—烘干（85℃,4h）

制成生化样，经磨碎过40 目筛后，用作生化成分分析。 

1.2.2 绿茶样制备 

2013年春季，采摘黄金茶与福鼎大白茶标准独芽、一芽一叶和一芽二叶，通过鲜叶—摊放（5h）—杀青（280℃,5min）—

揉捻（45r/min,10min）—二青(180℃，3min)—揉捻（55r/min,15min）—干燥(100℃,1h)制成绿茶样
[5]
，经磨碎过40目筛，用

作测定生化成分及组分。 

1.2.3 主要生化成分测定及品质审评 

1.2.3.1 主要生化成分含量测定 

茶多酚采用GB/T 8313-2008《茶叶中茶多酚和儿茶素类含量的检测方法》中的酒石酸亚铁法测定。 

儿茶素总量采用GB/T 8313-2002《茶 叶中茶多酚和儿茶素类含量的检测方法》中的HPLC法测定。 

游离氨基酸总量采用GB/T 8314-2002《茶游离氨基酸总量测定》茚三酮比色法测定。 

咖啡碱采用GB/T 8312-1987《茶咖啡碱测定》中的第二种方法紫外光分光光度法进行测定。 

水浸出物采用GB/T 8305-2002《茶水浸出物测定》测定。 

儿茶素组分采用高效液相色谱HPLC法
[6]
测定。 

氨基酸组分采用HPLC分析方法—AccQ.Tag法
[7]
测定。 

香气组分采静态顶空—气质联用法测定
[8]
。 

1.2.3.2 品质审评 

由四川农业大学茶学系教师采用密码审评的方式进行感官审评。采用3g5min 冲泡法进行审评，参照名茶审评标准
[9]
进行评

分。评分采用百分制，其中外形占20%、香气30%、汤色20%、滋味20%、叶底10%。 

1.2.4 统计指标的计算 



 

酚氨比为茶树茶多酚含量与氨基酸含量的比值，也是反映茶树品种特性的生化指标
[10-11]

。 

 

儿茶素品质指数是反映茶叶品质与儿茶素各组分含量间的相互关系的经验参数，可以作为茶叶品质鉴定的一个生化指标
[12]
。 

 

L-EGCG：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L-ECG：表儿茶素没食子酸酯；L-EGC：表没食子儿茶素。 

1.3 数据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Excel 2007 软件进行整理绘制表格及作图，采用 SPSS19.0 数理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茶鲜叶主要品质成分的分析结果 

2.1.1 茶鲜叶主要生化成分含量分析 

 

茶树鲜叶生化成分的含量与比值决定茶叶的先天品质。其中，茶叶水浸出物含量决定了内含成分的多寡，与茶叶品质呈正

相关
[13]
。氨基酸是茶叶鲜爽味的主体物质，尤其对黄金茶滋味的影响非常明显

[14]
。由表1 可知，黄金茶春、夏、秋梢的水浸出

物、氨基酸含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福鼎大白茶，含量范围分别为39.33%~46.34%、3.42%~6.35%，其中，春梢的氨基酸含量较对照

高53.75%。茶多酚的含量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茶汤的浓度和厚度
[15-16]

。黄金茶茶多酚含量范围为18.12%~24.74%，均显著高

于对照，分别较对照高6.59%、11.34%、16.66%。张湘生
[17]
等人研究了种植在原产地湖南保靖的黄金茶1 号春梢的氨基酸含量为

6.64%，比福鼎大白茶高71.58%，而茶多酚、水浸出含量分别比福鼎大白茶低33.55%、8.21%。与之比较，黄金茶引入四川茶区

后，仍然保持了高氨基酸含量的特性，但由于气候、土壤条件等的差异
[18]
，其茶多酚、水浸出含量则高于对照。 



 

咖啡碱具有苦味，同时可与茶多酚、氨基酸等形成一种鲜味物质，这种物质对绿茶品质的形成具有积极的作用
[19]
。黄金茶

的咖啡碱含量为：春梢＞秋梢＞夏梢，含量范围为3.61%~4.09%，均高于对照。据研究，酚氨比大于15 的适制红茶，小于8 的

适制绿茶
[20]
。从表1 可看出，黄金茶春、夏、秋季酚氨比值分别为2.80、8.65、6.41，均低于对照，且春、秋季比值小于8。综

上，与对照福鼎大白茶比较，黄金茶水浸出物与氨基酸含量高，茶多酚含量中等，酚氨比值低，具有制作名优绿茶优良的生化

物质基础。 

2.1.2 儿茶素组分分析 

 

儿茶素是茶叶多酚类物质的主要成分，占多酚类总量的70%-80%，是绿茶苦涩味形成的主要物质，其含量高低在一定范围内

决定茶汤的浓醇度
[21]
。由表2可知，黄金茶三季新梢儿茶素总量为13.91%~20.29%，均显著高于对照，其中，收敛性强的酯型儿

茶素含量分别占儿茶素总量的75.55%、69.94%、71.80%， 回味爽口的非酯型儿茶素分别占24.45%、30.06%、28.20%。在酯型儿

茶素中，黄金茶三季新梢的EGCG 含量范围为5.72%~7.57%，均显著高于对照，其中，黄金茶夏梢的EGCG 含量最高，达7.57%。

茶叶中高含量的EGCG，具有抗氧化、防癌抗癌及抗突变、抗病毒及杀菌作用
[22]
。儿茶素品质指数越大，鲜叶嫩度和品质越好，

绿茶质量越高
[12]
。黄金茶三季新梢的品质指数均高于对照，分别为661.95、493.14、471.29。因此，从黄金茶儿茶素品质指数

结果来看，黄金茶也具有制优质绿茶的物质基础。 

2.1.2 氨基酸组分分析 

大部分氨基酸具有鲜味，略带甜味，是构成名优绿茶“鲜爽”味的主要成味成分
[23-25]

，竹尾忠一
[26]
等的研究发现各种氨基酸

与滋味评价之间的复相关系数达0.984。其中，茶氨酸是决定名优绿茶鲜爽度的典型成分，它与绿茶滋味的相关系数达到

0.787-0.876
[27]
，除茶氨酸之外，天冬氨酸、谷氨酸和精氨酸与绿茶品质呈极显著正相关

[28]
，也是构成茶汤鲜味的主要成分。 

根据表3 可知，黄金茶春、夏、秋季新梢的游离氨基酸总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福鼎大白茶，分别较对照高72.62%、23.46%、

24.76%。三季黄金茶新梢中茶氨酸、谷氨酸、天冬门氨酸、精氨酸的总含量分别占组分总量的74.98%、69.60%、70.84%。其中，

茶氨酸含量均显著高于对照，分别占氨基酸总量的46.32%、47.04%、49.40%，春季茶氨酸含量最高，达24.64mg/g。其次，黄金

茶的苏氨酸、缬氨酸、蛋氨酸等人体必需氨基酸总量也高于福鼎大白茶， 比对照高8.71%~60.69%。这些结果表明，黄金茶具有

滋味鲜爽的物质基础，特别是春茶的游离氨基酸总量及茶氨酸特高，适宜开发高鲜的名优绿茶。 



 

 

2 不同嫩度春梢所制绿茶样主要品质指标分析结果 

2.2.1 主要生化成分含量分析 

 

对供试品种与对照福鼎大白茶的春梢独芽、一芽一叶和一芽二叶所制的绿茶进行主要生化成分分析测试，结果如表4 所示。

不同嫩度的黄金茶新梢所制绿茶的水浸出物、氨基酸和咖啡碱含量范围为： 46.86%~50.85%、5.86%~7.80%、4.19%~4.81% ， 均



 

显著高于同等嫩度对照茶样； 茶多酚含量范围在15.97%~17.89%，也高于对照；但酚氨比为2.08~3.05，低于对照。且一芽一叶

氨基酸和水浸出物含量最高，酚氨比最低。这些结果也表明，黄金茶所制绿茶也具品质优的生化物质基础， 

2.2.2 儿茶素组分分析 

 

 

 



 

由表5 可知，黄金茶春季独芽、一芽一叶与一芽二叶所制绿茶的儿茶素总量均显著高于对照，且儿茶素品质指数也高于对

照，分别为825.63、643.29、516.18，说明其所制的绿茶茶汤收敛性更强，滋味更加爽口浓厚。从组分来看，黄金茶绿茶EGCG 高

于对照，而ECG 显著低于对照。 

2.2.3 氨基酸组分分析 

从表6 可以看出，黄金茶独芽、一芽一叶与一芽二叶绿茶氨基酸总量显著高于同等嫩度的对照样，分别高出46.21%、47.64%、

39.50%。且不同嫩度黄金茶绿茶中与绿茶品质密切相关的茶氨酸、谷氨酸、天冬氨酸、精氨酸的含量分别占组分总量62.56%、

64.36%、63.38%。其中，茶氨酸含量分别比同等嫩度的对照高52.32%、58.45%、22.62%，且一芽一叶绿茶样的茶氨酸含量最高，

达28.33mg/g。 

 



 

 

 



 

2.2.4 香气组分分析 

 
茶叶中的香气物质是由性质不同、含量差异悬殊的多种物质组成的混合物，茶树品种与加工工艺直接影响香气物质的含量

与组成
[29]
。从表 7 可以看出，从黄金茶独芽绿茶样检出香气成分 45 种，以醇类为主，占 48.26%，其次，是烯烃类，占 23.69%，

酯类占 8.07%，醛类占 6.95%，酮类 3.80%。黄金茶一芽一叶绿茶的香气成分中，醇类占 36.08%、烯烃类占 29.3%，酯类占 10.27%，

醛类占 5.73%，酮类占 5.51%，烷烃类占 2.93%。由图 1 可知，随着新梢嫩度降低，黄金茶绿茶样香气物质中，醇类物质逐渐减

少，酯类、烷烃类、酮类物质逐渐增加。与对照比较，黄金茶香气成分中，烯类占比高于对照，而酯类和醇类占比均低于对照。

黄金茶的香气特征成分为香叶醇、β-芳樟醇、2,6-二甲基-1,3,5,7-辛四烯、顺-氧化芳樟醇Ⅱ和脱氢芳樟醇。其中，具玫瑰香

气的香叶醇含量黄金茶分别比对照高 115.01%、35.68%、164.71%，而具百合花或玉兰花香气的芳樟醇则分别比对照低 13.95%、

43.3%、21.08%。黄怀生
[30]
等人对保靖黄金茶香气成分也进行了分析，其主要特征香气成分为 3-甲氧基-1，2-丙二醇、芳樟醇、

3，7-二甲基-1，5，7-辛三烯-3-醇、α-杜松醇、δ-杜松醇 5 个组分，对比其结果，发现黄金茶引入四川后所制绿茶的香气成

分与原产地茶叶差异较大，这是因为茶树栽培环境与加工方法不同等诸多因素造成的 
[31]
。 

2.3 绿茶样感官审评结果 

 

 

由表8 可知，黄金茶不同嫩度新梢所制得绿茶样品质及审评分数均高于同等嫩度的福鼎大白茶样。其中，黄金茶一芽一叶

所制绿茶具有外形翠绿带毫，香气栗香高长，汤色黄绿明亮，滋味浓醇鲜爽，叶底嫩绿明亮的优良品质，品质最佳。由此可见，

感官审评结果与生化品质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3 结论 

3.1 四川引进品种黄金茶1 号春、夏、秋季新梢的水浸出物、氨基酸、咖啡碱、茶多酚、儿茶素含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福鼎

大白茶，而酚氨比值低于对照。黄金茶的生化品质成分含量较高且配比适当，其高氨基酸含量和儿茶素品质指数，中等茶多酚、



 

儿茶素含量，使其具有适制绿茶的生化物质基础。 

3.2 黄金茶1 号不同嫩度春梢所制绿茶水浸出物、氨基酸、咖啡碱、茶多酚和儿茶素含量含量也显著高于同等嫩度的对照

绿茶。黄金茶绿茶的茶氨酸和EGCG含量可分别高达28.33mg/g、4.93%。黄金茶绿茶检出香气成分45 种，烯类占比高于对照，而

酯类和醇类占比均低于对照。感官审评结果与生化品质分析结果基本一致，黄金茶绿茶的外形与内质均优于同等嫩度的福鼎大

白茶样。 

3.3 综上，黄金茶1 号从湖南引种到四川茶区仍保持了高氨基酸含量的特征，春茶氨基酸含量比对照高近2 倍，且黄金茶

独芽和一芽二叶所制绿茶中，具玫瑰香气的香叶醇含量分别比对照高115.01%、164.71%，因此，可用于开发高鲜、高香的名优

绿。本文仅研究了黄金茶1 号鲜叶的生化特性及春季绿茶适制性，其品质特性与加工工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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