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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 18 个无性系老鹰茶叶片的可溶性糖，可溶性蛋白质，黄酮等三个营养成分含量的测定后，采用方差

分析对各个无性系老鹰茶营养成分含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 不同样品间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可溶性糖含量和黄

酮含量均有显著差异( P ＜ 0. 05) 。系统聚类分析结果表明: 根据 3 种内含物成分含量可将老鹰茶划分为 3 类，其中

38 号样品综合性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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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Inclusion Composition of Various
Litsea coreana Cl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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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assaying the soluble sugar，soluble protein and flavonoids of 18 leaves of Litsea
Coreana clones，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Litsea Coreana clones by use of variance analysis has shown
that varied sample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ontent of soluble sugar，soluble protein and fla-
vonoids( P ＜ 0. 05) ． The clustering analysis has also shown that the Litsea Corean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onent content of inclusions and among them No． 38 sample exhib-
its the best comprehens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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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鹰茶又称毛豹皮樟( Litsea coreana) ，俗称“白

茶”，系樟科 ( Lauraceae) 木姜子属 ( Litsea) ，分布四

川、贵州、安徽等地，存活能力强，易于栽培，民间饮

用历史悠久，其味芳香，性甘凉，具有清凉止渴、解毒

消肿、提神益智、明目健胃、顺气解表、散瘀止痛等功

效，而且是一种无毒副作用﹑无污染、风味较佳的天

然野生饮品
［1 ～ 4］。老鹰茶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

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总黄酮、茶多酚等，并含有人

体必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并且从老鹰茶提取物中首

次分离得到了 4 个黄酮苷类化合物
［5 ～ 7］，饮用时回

口清香，为广大青少年及中老年所喜爱
［8］。老鹰茶

既是民间的一种传统饮料，又是一种传统中药
［9］，

在当前大力提倡开发绿色食品和天然保健饮料的形

势下，发展老鹰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

茶叶的水溶性蛋白质是能直接进入茶汤的营养

成分之一，对茶叶品质有一定的影响
［10］。水溶性蛋

白质还具有解热，镇惊和镇痛的作用
［11］。糖是高等

植物的主要代谢产物之一，在植物体内的种类极其

丰富。可溶性糖作为植物的营养成分储存于植物体

内，从它含量的变化可以判断植物生长状态
［12］。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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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量同时也影响茶汁的口感。生物总黄酮是指黄

酮类化合物，是一大类天然产物，广泛存在于植物

界，茶叶中也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
［13］。目前国

际上黄酮类化合物的研究开发比较热门，黄酮作为

一种功能成分，其主要作用有: 抗炎、免疫调节，降血

糖降脂，抗氧化活性，延缓衰老等功效
［14 ～ 18］。

雅安市雨城区中里镇老鹰茶种植基地拥有种植

老鹰茶悠久的历史，长期的种植可能使老鹰茶在繁

殖过程中出现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仅表现在老鹰茶

叶片外形上还体现在茶汁的口感上。为了推广和选

育老鹰茶品种，现将老鹰茶 18 个无性系营养成分进

行测定和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概况

本次实验所选材料来自四川省雅安市中里镇

( 103°03'07″ ～ 103°07'37″N，30°10'02″ ～ 103°04'39″
E) 。中里镇位于四川省雅安市北端，东与蒙顶山麓

相接，南与碧峰峡镇相邻，西与芦山县的芦山岗为

界，北与上里古镇接壤。全镇海拔高度为 906 m ～
1 500 m，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具有夏无酷暑、冬无

严寒，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的气候特征，有

“雨城中的雨城”之称。属典型的丘陵地带，适合茶

叶，林竹及蔬菜的生长。
1． 2 实验材料

试验材料取自雅安市雨城区中里镇。分别采集

18 个无性系 3 株 ～ 7 株顶部当年生枝条的第 4 至第

8 片成叶，混匀作为一个样品( 样品编号与无性系编

号一致) ，装入样品袋带回实验室，一部分于 2℃ 条

件下存放处理，备用; 另一部分于 65℃ 条件下杀青

处理，粉碎备用。
1． 3 实验方法

可溶性蛋白质含量测定采用考马斯亮蓝比色

法
［19 ～ 21］; 可 溶 性 糖 含 量 测 定 采 用 蒽 酮 试 剂 比 色

法
［22，23］; 黄酮含量测定采用芦丁作对照紫外线分光

光度计法
［24 ～ 26］。

2 结果与分析

将老鹰茶内含物成分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可溶性蛋白质，可溶性糖，黄酮含量差异极显著。因

此，将内含物成分做两两比较，比较结果如表 1 所

示。

表 1 各老鹰茶内含物成分

Table 1 Inclusion component content of each Litsea core-
ana

样品编号
Sample No．

可溶性蛋白质含量
Soluble protein

可溶性糖含量
Soluble sugar

黄酮含量
Flavonoids

1 15． 18de 45． 49ab 14． 61bc
2 11． 64gh 43． 68bc 13． 37bcde
3 13． 88ef 46． 03ab 10． 95fghi
4 11． 93gh 33． 58h 10． 47fhi
5 17． 27c 40． 63cd 11． 83efgh
6 11． 46gh 40． 85cd 12． 92cdef
7 14． 66de 39． 45cdef 9． 58i
8 19． 1b 40． 29cde 11． 18fghi
9 14． 45de 34． 17Jgh 14． 38bcd
10 11． 21g 35． 92efgh 12． 43efgh
12 12． 17gh 38． 40efgh 11． 76efgh
15 9． 63i 35． 81efgh 18． 48a
17 10． 91hi 35． 16fgh 13． 32bcde
20 15． 82cd 32． 19h 11． 53efghi
21 11． 94gh 35． 28fgh 15． 28b
22 11． 12ghi 34． 23gh 12． 34defgh
23 12． 67fg 32． 02h 12． 70cdefg
38 23． 78a 49． 53a 10． 71ghi

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该列差异显著( P ＜ 0． 05)

2． 1 可溶性蛋白质含量

从表 1 可以看出，样品间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差

异极显著; 38 号样品的可溶性蛋白质含量最高，平

均值可达 23. 78 mg·g －1 ; 其次是 8 号，平均值为

19. 1 mg·g －1，是 38 号的 80. 3% ; 最低的是 15 号，

平均值仅为 9. 63 mg·g －1，仅为 38 号的 40. 5%。
2． 2 可溶性糖含量

从表 1 可以看出，样品间可溶性糖含量有极显

著的差异; 38 号样品的可溶性糖含量最高，平均值

达 49. 53 mg·g －1，其次为 1 号，平均值为 45. 49 mg
·g －1，达到 38 号的 91. 8% ; 最低的是 23 号，平均值

仅为 32. 02 mg·g －1，超过最大值的 60%。
2． 3 黄酮含量

样品间黄酮含量差异极显著( 表 1 ) ，15 号的黄

酮含量最高，平均值为 18. 48 mg·g －1，其次是 21
号，超过最大值的 80% ; 最低的是 7 号，平均值为

9. 58 mg·g －1，仅为最大值的 51. 9%。
2． 4 聚类分析

对 18 个老鹰茶样品可溶性蛋白质、可溶性糖、
黄酮 3 种营养成分数据不转换，采用系统聚类分析，

用欧式距离作为最短距离测定方法。
聚类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根据图示可将老鹰

茶样品归为 3 类。第 1 类: 1 号，3 号; 第 2 类: 2 号，

4 号，5 号，6 号，7 号，8 号，9 号，10 号，11 号，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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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号，17 号，20 号，21 号，22 号，23 号; 第 3 类: 38
号。其中 38 号样品综合性最好。

3 结论

老鹰茶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长期种植使老鹰

茶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分化
［27］。从方差分析可以看

出，雅安市中里镇的这些样品间可溶性蛋白质，可溶

性糖，黄酮含量存在极显著的差异，可以认为这些不

同样品的老鹰茶已具备不同的品种特征
［28］，这 3 种

营养成分均可以作为老鹰茶品种选育的指标
［29］。

图 1 聚类分析结果图

Fig． 1 Result diagram of clustering analysis

从不同样品间内含物含量以及聚类分析可以看

出，18 个样品大致分为 3 类，其中 38 号样品的综合

性最好。尽管 38 号样品可溶性蛋白质和可溶性糖

含量都比较高，但黄酮含量不是最高。可见用老鹰

茶内含物营养成分进行选择优良品种时，要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选择，最好采用多个指标进行综合选

择
［30］，比如叶色、芽型、产量、物候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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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通过 标 准 地 调 查 及 数 据 统 计，8 a 黄 栀 子 每

0. 067 hm2
干花产量达 71 kg，8a 金银花每 0. 067

hm2
干花产量达 38 kg，6 a 黄连每 0. 067 hm2

地下

部分鲜重13 300 kg。从黄栀子和金银花地上部分

鲜重、地下部分鲜重和干花重间的相关分析结果显

示，三者间均呈现极显著相关，即黄栀子和金银花地

下部分生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上部分的生长，

从而影响其鲜花的产量，因此对黄栀子和金银花提

供良好的立地条件可以大大提高干花产量，从而提

高经济效益。通过对黄连地上部分鲜重和地下部分

鲜重进行显著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两者间不存在

显著性相关，即黄连地下部分和地上部分生长情况

间可能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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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比较［J］． 安徽医科大学药学院学报，2009，3 ( 26 ) :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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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川西北高原区的甘孜州和阿坝州的区域竞争

力均处于劣势外，在不同市( 州) 竞争力优势各不相

同。各市( 州) 应根据分析结果，明晰自身产业资源

禀赋、产业结构和区位条件，挖掘优势产业空间，推

动前景产业发展，针对性整合资源，完成产业劣势扭

转，实现林下产业结构合理、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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