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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茶树新品种“皖茶 ５ 号”ＤＵＳ 测试。 ［方法］依据 ＮＹ／ Ｔ ２４２２—２０１３《植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
茶树》国家标准测试方法，对安徽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与祁门县协作选育的茶树新品种“皖茶 ５ 号”形态学特性进行 ＤＵＳ 测试。
［结果］皖茶 ５ 号与舒茶早有 ７ 处特异性，其余性状表现一致，满足测试指南中特异性的要求。 ［结论］该研究为申请植物新品种登记提
供可靠的判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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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树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种

植历史［１］。 经过长时间的驯化栽培［２］，全国逐渐出现适应性

较强的群体种茶树并被大面积种植，极大丰富了我国的茶树

种质资源。 茶树育种工作者运用无性繁殖的方式，将优质资

源保存下来并加以利用，截至目前，已选育出多种无性系良

种，如福鼎大白茶、龙井 ４３ 等［３］。
为保护茶树良种权益，尤其是选育人的权益，２００８ 年，茶

组｛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Ｌ．Ｓ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ａ（Ｌ．）Ｄｙｅｒ｝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第七批） ［４］；同年，陈亮等［５］ 制订了

“ＴＧ ／ ２３８ ／ １，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ｆ ｔｅｓｔ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ｎｅｓｓ，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ａ”，成为我国第一个被国际植物新

品种保护联盟（ＵＰＯＶ）所采纳的品种测试指南［６］；２０１３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ＮＹ ／ Ｔ ２４２２，植物新品种特异

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茶树”发布，完善了我国茶

树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ＤＵＳ 测试）的标准与方法，
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７］；２０１５ 年，新修订的《种子法》将

ＤＵＳ 测试作为植物新品种审定和登记的重要依据［８］；２０１７
年，《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办法》发布，ＤＵＳ 测试是非主要

农作物新品种登记的条件之一［９］，因此，茶树作为非主要农

作物中的重要经济作物，加强对其新品种权的保护，做好

ＤＵＳ 测试是必要前提。 笔者以安徽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

所与祁门县茶业部门近年从祁门县地方群体种———槠叶种

茶树中单株选育的新品种“皖茶 ５ 号”为样本（２０１６ 年该品

种通过茶树新品种登记），以相邻种植的舒茶早为近似品种，
对其形态学特征详细描述并进行 ＤＵＳ 测试，加强对茶树新

品种的保护。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供试茶树品种为皖茶 ５ 号。
１．２　 试验仪器　 直尺、量角器、三角板、相机、天平、枝剪等。
１．３　 试验方法

１．３．１　 形态学特征研究。 树型、树姿、叶、芽等依据《茶树种

质资源描述规范与和数据标准》及相关文献进行测试［１０－１５］。
１．３．２　 ＤＵＳ 测试。 相关 ＤＵＳ 测试依据 ＮＹ ／ Ｔ ２４２２—２０１３《植
物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测试指南———茶树》国家

标准测试方法进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形态学特征

２．１．１　 树体。 树型属于灌木型树体，树姿直立。
２．１．２　 叶片。 叶片平均叶长 ９．５ ｃｍ，叶宽 ３．７ ｃｍ，中叶种，叶
椭圆形，叶片着生状态近水平，叶脉 １１ 对，叶面微隆，叶质中

等硬度，成熟叶叶色中绿，叶身内折，叶齿锐度为锐，叶齿密

度密，叶齿深度为中等，叶尖渐尖，叶基楔形，叶缘微波

（图 １）。
２．１． ３ 　 芽叶色泽、茸毛。 芽叶颜色为黄绿色，茸毛中等

（图 １）。
２．１．４　 花。 盛花期在 １０ 月底，持续开花约 ４５ ｄ。 萼片数 ５，
色泽绿，茸毛无，花瓣数 ７，花瓣白色，质地薄，花冠直径

４．０ ｃｍ，子房有茸毛，花柱长 １．３ ｃｍ，柱头 ３ 裂，裂位中等，雌
蕊高于雄蕊（图 １）。
２．１．５　 果实。 球形占多数，果径 ２． １ ｃｍ，果皮厚 ０． １ ｃｍ
（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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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６　 种子。 种子球形占多数，种径 １．４ ｃｍ，种皮棕褐色。
２．２　 ＤＵＳ测试　 ＤＵＳ 测试结果见表 １。 由表 １ 可知，舒茶早

与皖茶 ５ 号有 ７ 处特异性，其余性状表现一致，满足测试指

南中特异性的要求，舒茶早可作为皖茶 ５ 号的近似品种。

注：Ａ．生长势；Ｂ．树姿；Ｃ．叶片着生状态；Ｄ．叶色、叶形、叶缘锯齿、叶基形态；Ｅ．果实形态；Ｆ．花形态

Ｎｏｔｅ：Ａ．Ｇｒｏｗｔｈ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Ｂ．Ｔｒｅｅ ｐｏｓｔｕｒｅ；Ｃ．Ｌｅａｆ ｓｔａｔｅ；Ｄ．Ｌｅａｆ ｃｏｌｏｒ，ｌｅａｆ ｓｈａｐｅ，ｌｅａｆ ｅｄｇｅ ｓｅｒｒ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ｆ ｂａｓ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Ｅ．Ｆｒｕｉｔ ｓｈａｐｅ；Ｆ．Ｆｌｏｗｅｒ ｍｏｒｐｈｏｌ⁃
ｏｇｙ

图 １　 皖茶 ５号性状

Ｆｉｇ．１　 Ｔｒａｉｔ ｏｆ Ｗａｎｃｈａ Ｎｏ．５

表 １　 基于 ＤＵＳ测试标准的皖茶 ５号茶树新品种性状

Ｔａｂｌｅ １　 Ａ ｎｅｗ ｔｅ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Ｗａｎｃｈａ Ｎｏ．５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ＵＳ ｔｅｓｔ

序号
Ｎｏ

　 性状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观测方法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皖茶 ５ 号
Ｗａｎｃｈａ Ｎｏ．５

代码
Ｃｏｄｅ

表达状态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舒茶早
Ｓｈｕｃｈａｚａｏ

代码
Ｃｏｄｅ

表达状态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特异性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１ 生长势 ＱＮ ＶＧ ５ 中 ５ 中

２ 树型 ＱＮ ＶＧ １ 灌木型 １ 灌木型

３ 树姿 ＱＮ ＶＧ １ 直立 １ 直立

４ 分枝密度 ＱＮ ＶＧ ５ 中 ５ 中

５ 枝条“之”字型 ＱＬ ＶＧ １ 无 １ 无

６ １ 芽 １ 叶始期 ＱＮ ＭＳ ６ 中偏晚 ３ 早 有

７ １ 芽 ２ 叶期第 ２ 叶颜色 ＰＱ ＶＧ ２ 黄绿色 ３ 淡绿色 有

８ 新梢芽茸毛 ＱＬ ＶＧ １ 有 ９ 有

９ 新梢芽茸毛密度 ＱＮ ＶＧ ５ 中 ３ 稀 有

１０ 新梢叶柄基部花青甙显色 ＱＬ ＶＧ １ 无 １ 无

１１ １ 芽 ３ 叶长 ＱＮ ＶＧ ／ ＭＳ ５ 中 ５ 中

１２ 叶片着生姿态 ＱＮ ＶＧ ３ 向外 １ 向上 有

１３ 叶片长度 ＱＮ ＶＧ ／ ＭＳ ５ 中 ５ 中

１４ 叶片宽度 ＱＮ ＶＧ ５ 中 ５ 中

１５ 叶片形状 ＱＮ ＶＧ ２ 窄椭圆形 ３ 中椭圆形 有

１６ 叶片绿色程度 ＱＮ ＶＧ ３ 中 ７ 深 有

１７ 叶片横切面形态 ＱＮ ＶＧ １ 内折 ２ 平 有

１８ 叶片上表面隆起性 ＱＮ ＶＧ １ 无或弱 １ 无或弱

１９ 叶片先端形状 ＱＮ ＶＧ ３ 渐尖 ３ 渐尖

２０ 叶缘波状程度 ＱＮ ＶＧ １ 无或弱 １ 无或弱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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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序号
Ｎｏ．

性状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观测方法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皖茶 ５ 号
Ｗａｎｃｈａ Ｎｏ．５

代码
Ｃｏｄｅ

表达状态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舒茶早
Ｓｈｕｃｈａｚａｏ

代码
Ｃｏｄｅ

表达状态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特异性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２１ 叶缘锯齿 ＱＮ ＶＧ ７ 强 ７ 强

２２ 叶基形状 ＰＱ ＶＧ １ 楔形 １ 楔形

２３ 盛花期 ＱＮ ＭＧ ５ 中 ５ 中

２４ 花梗长度 ＱＮ ＶＧ ／ ＭＳ ５ 中 ５ 中

２５ 花萼外部茸毛 ＱＬ ＶＧ １ 无 １ 无

２６ 花萼外部花青甙显色 ＱＬ ＶＧ １ 无 １ 无

２７ 花冠直径 ＱＮ ＶＧ ／ ＭＳ ５ 中 ５ 中

２８ 内轮花瓣颜色 ＰＱ ＶＧ ２ 白色 ２ 白色

２９ 子房茸毛 ＱＬ ＶＳ ９ 有 ９ 有

３０ 子房茸毛密度 ＱＮ ＶＳ ５ 中 ５ 中

３１ 花柱长度 ＱＮ ＶＳ ５ 中 ５ 中

３２ 花柱分裂位置 ＱＮ ＶＧ ５ 中 ５ 中

３３ 雌蕊和雄蕊相列高度 ＱＮ ＶＧ ５ 高 ５ 高
　 注：ＭＧ．对一批植株或植株器官进行一次测量；ＭＳ．对一定数量的植株或植株器官进行单个测量；ＶＧ．对一批植株或植株器官进行一次目测；ＶＳ．对一

定数量的植株或植株器官进行单个目测；ＱＬ．质量性状；ＱＮ．数量性状；ＰＱ．假质量性状
　 Ｎｏｔｅ：ＭＧ．Ｏｎ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ｂａｔｃｈ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ｒ ｐｌａｎｔ ｏｒｇａｎｓ；ＭＳ．Ｓｉｎｇｌ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ｒ ｐｌａｎｔ ｏｒｇａｎｓ；ＶＧ．Ａ ｖｉｓｕ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ｂａｔｃｈ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ｒ ｐｌａｎｔ ｏｒｇａｎｓ；ＶＳ．Ｓｉｎｇｌ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ｒ ｐｌａｎｔ ｏｒｇａｎｓ；ＱＬ．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ｔｓ；ＱＮ．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ｉｔｓ；ＰＱ．Ｐｓｅｕｄｏ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３　 结论

皖茶 ５ 号属于灌木型茶树，中叶类，叶色中绿，椭圆形，
叶身内折，叶面微隆，叶质中等硬度，叶齿深度为中等，叶齿

密度密，叶齿锐，叶脉 １１ 对，叶尖渐尖，叶基楔形，叶缘微波。
树姿直立，分枝较密，１ 芽 ２ 叶百芽重 ２１．５ ｇ，芽叶黄绿色，茸
毛中等。 花冠直径 ４．０ ｃｍ，花瓣 ６～８ 瓣，子房有茸毛，花柱 ３
裂。 果实球形，果径 ２．１ ｃｍ，果皮厚 ０．１ ｃｍ，种子球形，种径

１．４ ｃｍ，种皮棕褐色，与近似品种舒茶早表现出 ７ 处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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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扩展即年指标：这是一个表征期刊即时反应速率的指标，主要描述期刊当年发表的论文在当年被引用的情况。 具体算

法为：

扩展即年指标＝该期刊当年发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
该期刊当年发表论文总数

扩展他引率：指该期刊全部被引次数中，被其他刊引用次数所占的比例。 具体算法为：

扩展他引率＝被其他刊引用的次数
期刊被引用的总次数

扩展引用刊数：引用被评价期刊的期刊数，反映被评价期刊被使用的范围。
扩展学科扩散指标：指在统计源期刊范围内，引用该刊的期刊数量与其所在学科全部期刊数量之比。

扩展学科扩散指标＝ 引用刊数
所在学科期刊数

扩展学科扩散指标：指期刊所在学科内，引用该刊的期刊数占全部期刊数量的比例。

４３ 　 　 　 　 　 　 　 　 　 　 安徽农业科学　 　 　 　 　 　 　 　 　 　 　 　 　 　 　 　 　 　 　 　 　 　 　 　 　 ２０１８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