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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化茶种质开发到紫化茶品种育成

宁波茶业，迎来多彩时代
记者 孙吉晶

日前，由我市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茶企和高校共同承

担的高品质紫化茶育种项目顺利通过市科技局组织的项目

验收。该项目成功创制出紫黑、深红、橙黄等多个全新叶

色的紫色茶树种质并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授权。

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总站茶叶专家表示，紫化

茶育种的成功，标志着我市珍稀特异茶树种质资源开发研

究又迈进了一大步。从白化茶种质开发到紫化茶品种育

成，宁波茶业迎来了多彩时代。

有数百万亩，我市的黄、白化茶种
植面积占比也有 10%以上，产值占
茶业的 25%。近年来，供应量快速
增加，平均利润却大幅下滑，产业
亟待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

据了解，富含花青素的紫化茶
资源十分稀缺。我国茶树种质资源
里 紫 色 的 茶 树 品 种 只 有 “ 紫 娟 ”

“紫茶”，且这两个品种只在小范围
内种植。

这些年来，随着行业对特异种
质资源开发的关注，新种质的开发
速度明显加快。

国内著名的茶叶科研院校纷纷
把目标投向紫化茶等特异种质资源
开 发 上 ， 浙 江 省 完 成 “ 十 三 五 ”
茶树专项育种目标后，在“十四
五”期间推出了 9 大内容的育
种 专 项 ， 几 乎 囊 括 了 茶 树
种 质 开 发 的 所 有 方 面 ，
我 市 也 把 茶 树 育 种 专
项 列 为 2025 科 技 专
项 。 种 质 创 新 带
来的不仅仅是

产 业 活 力 的 增 强 ， 更 是 对 美 好 生
活的向往。

去年秋季，市农业农村局农业
技术推广总站举办了地产工艺白茶
公开品鉴会。有一组利用“紫娟”
生产的工艺白茶，黑色叶面镶嵌丰
银白茸毫的外观风格，在众多白茶
中显得十分特别，经与会技术人员
和企业人员品鉴，一致认为其品质
十分优秀、特色明显。

去 年 以 来 ， 由 宁 波 福 泉 山 茶
场、宁波黄金韵茶业科技有限公司
等单位生产的紫茶产品分别送到浙
江 大 学 、 国 家 茶 叶 质 量 监 督 检 验
中 心 等 单 位 予 以 检 测 审 评 ， 专 家

们十分欣赏以紫茶为原料加工
的白茶、红茶、黄茶等茶叶

的 优 异 品 质 和 鲜 明 特 色 ，
而对于测得的紫化茶高

氨基酸、高花青素含
量 更 是 给 予 了 高

度 评 价 ， 认 为
紫 化 茶 开 发

具有广阔
前景。

近年来，茶文化渗透于日常生
活和经济发展的各个角落，市场轮
番炒作绿茶、白茶、黑茶、青茶、
黄茶、红茶等传统茶类，加上不断
涌现的配伍花茶、新式茶饮，渐渐
走向全民饮茶的时代，饮茶人群从
中老年人向年轻人蔓延，茶世界也
变得越来越热闹。据粗略统计，目
前我国茶产业年综合产值约 5000
亿元，一二三产比重各占三分之
一，且随着年轻人茶饮队伍扩大和
健康生活需求多样化，各种时尚、
健康、新型茶饮迅速扩张，预计不
远将来，茶产业可以达到万亿元的
规模。

茶是我市山区农村经济的优势
特色产业。我市常规名优绿茶、白
化茶、红茶已成功走出了产业化之
路，茶业效益规模持续扩大，茶类
结构不断优化。

作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我市
正在着力开辟茶业经济新的增长
极，以期确保茶叶资源增值、茶

类结构优化、效益提升的产业
发展态势。茶叶专家表示，

“十四五”期间，我市茶
业发展主要面临资源

利用不足、生产成
本上涨、采摘劳

动力短缺等剪
刀 式 困 境

和 效 益
持 续 提

升 的 压
力，茶资
源的高效

利用成为重中之重。为此，“彩色
生态茶园”作为茶业发展的重要内
容已写入“十四五”期间我市农业
发展的规划。今年，奉化、鄞州、
余姚等地的彩色生态茶园发展试点
已经取得了可喜进展。

宁波福泉山茶场 是 我 市 最 大
的茶场和种质资源库，其彩色茶
园种植起步较早，该场已相继引
种了黄色、白色、紫色等 10 多个
茶树品种，在不断丰富资源库种
质拥有量的同时，全场 3000 多亩
景观茶园正在悄悄走向多彩，同
时以紫色、黄色、白色等茶树品
种开发的茶产品比重也在持续上
升 。 而 奉 化的雨易茶场、象山的
黄避岙茶场、鄞州的堇山茶艺场等
一批创新意识强的企业自发进入了
茶园彩色化队伍。

色彩丰富的彩色茶树，为山间
增添了一道不可多得的自然景观。
在当前乡村产业走向融合发展的大
背景下，彩色茶树与旅游观光、乡
村产业振兴相结合，更能凸显其市
场价值。近年来，我市多家企业开
辟特色茶园和彩色茶园已经收到了
很好的效果，从参加历届中国花博
会、园博会展览的情况看，彩色茶
树品种为组合的景观在会展上十分
受人注目。市农技推广总站技术人
员 表 示 ， 按 照 规 划 目 标 ，“ 十 四
五”期间，我市要建立 10 个彩色
茶园综合示范体，以此带动全市茶
园换种升级，通过茶园彩色化进
程，进一步提升茶产业水平和茶园
风光。

景观茶园
风光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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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初，由

全国茶产业
技 术 体 系 科 学

家 梁 月 荣 教 授 领
导的实验室对紫化茶

的紫化机理从分子学、
生化学等层面进行了深入

研究，
并从紫化茶新品种中克隆

出来 9 个花青素合成关键基因，顺
利 登 录 美 国 国 家 生 物 中 心 基 因 库

NCBI。这是时隔 15 年后，宁波自主研
发的茶树种质基因再次登录世界著名基因

库。
2006 年，我市茶叶科研人员与浙江大学合

作开展的白化茶项目研究中，发现了黄金芽、千年
雪、御金香等白化茶的 4 个特有基因，实现了我国白

化茶基因首先登录世界著名基因库。4 个基因登录序号
分别是：DQ443475、DQ440531、DQ443473、DQ443474。

据了解，此次登录的 9 个基因，对于揭示紫化茶这一类
茶树如何合成花青素，进一步从分子层面揭示其功能，具有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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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彩色茶叶彩色茶叶。。
图②③：彩色茶树彩色茶树。。
图④：彩色茶叶泡出来的茶彩色茶叶泡出来的茶。。

事实上，紫化茶由来已久，且
是茶之王者。

在茶产业兴起之初的唐朝，茶
圣陆羽在 《茶经》 中写道：“茶，
紫者上、绿者次。”我省湖州长兴
所产的“顾渚紫笋”，是当时首屈
一指的贡茶，地位凌驾于所有茶品
之上。

“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水
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
兴紫笋来。”这是唐代诗人张文规
对当时紫笋茶进贡情景的生动描
述。比照 300 年后北宋宣和年间才
被钦定为“天下第一”的白茶和千
年之后的西湖龙井，紫笋茶的王者

“资格”更老。
然而，在我国此后千余年的产

茶史中，紫茶出现的频率少之又
少。究其原因不外有三：

一是多数茶树属于常规的绿叶
品种，紫芽茶树种质所占比例较
少，且紫芽出现在幼嫩芽叶时期；

二是过去茶树历来依靠种子繁
殖，而茶树的种子是高度变异的杂
合种子，紫茶在后代繁衍中得不到
保障；

三是紫茶所含花青素的味感偏
向苦涩，不符合人们的感官享受，
而人们又不知晓其生化功效。

但在唐朝，采用的蒸青团茶工
艺正好能去除花青素的浓苦涩特
征，使滋味变得醇和。到了明朝洪
武年间，我国茶叶工艺全部改为流
传至今的工艺，紫茶浓苦涩的味感
就暴露出来，紫茶成为品质劣化的
标志。

过去几十年间，茶消费者追求
细嫩高档的名优茶，崇尚鲜醇甘甜
的滋味。因此，在生产中，往往把
带有花青素呈色的芽叶、茶树排除
在名优茶原料之外。尤其是安吉白
茶、黄金芽等白化茶拥有较高氨基
酸含量，有着显著增进鲜爽甘甜滋

味和香气的作用，更符合
人 的 感 官 需 求 而 受 到 热
捧。因此，紫化茶被遗忘
也在情理之中。

世事的美妙总是处在
变化过程中。随着科技的不断
进步、茶产业的持续扩张及生
活的多元化，人们对茶的认识和要
求不断提高。从市场角度来说，我
国虽有六大茶类工艺所创造的丰富
茶类，但长期来采用的是清一色常
规绿色茶品种，同质化竞争让经营
利润逐渐下降，产品品质风格的拓
展空间也不断压缩。前些年兴起的
黄色、白色白化茶发展热潮，实质
上也是市场对产品同质化的突破。
但白化茶历经 20 多年的发展，也
开始从珍稀走向平凡。到目前为
止，全国仅安吉白茶的栽培面积就

茶之王者
为何姗姗来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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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紫化茶创制研究基地的
种质资源圃里看到，上百亩茶园圃
地里，分布着紫、红、橙、黄、绿
等各种叶色的茶树，既有深浅不一
的同色，也有成片集中或单株的，
数量多达数百种。毫不夸张地说，
进入种质资源圃，眼前呈现的是一
个茶园的“多彩世界”。

“之前的目标是开发出品质优
异的白色茶、黄色茶，随着技术和
种质的不断积累，研究方向从满足
茶产品生产的品种选育扩展到了多
用途特色茶树品种的开发。”项目
负责人余姚市农业推广总站高级农
艺师李明兴奋地说，在紫化茶开发
过程中，项目组通过大规模的亲本
优选、组合筛选、重复试验，历经
多年最终取得了种质定向育种目标
的创制方法。浙江大学作为项目合
作单位，由全国茶产业技术体系科
学家梁月荣教授领导的实验室对紫
化茶的紫化机理从分子学、生化学
等层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大
量研究成果，率先构建了紫化茶种
质评价指标体系。

跟随基地负责人的脚步，记者
来到了一片由紫、黄、绿等叶色组
成的几何形彩色茶园。据介绍，这
片由 6 个不同叶色的自育品种组成
的彩色茶园，规模虽不是很大，但
在国内还是独一无二的。彩色茶园
吸引了省内，以及江苏、山东、湖
北等多个省份的同行前来参观。基
地负责人告诉记者，彩色茶园经济

效益可观，对照单一品种的茶园，
其年收益要高出 12%至 39%。

茶叶专家表示，紫化茶是指体
内含有花青素、新梢叶片呈紫色或
近紫色的一类茶树资源。相比于对
紫化茶的认识，消费者可能对花青
素更为熟知。花青素与叶绿素、类
胡萝卜素一样，就是植物体的色
素。叶绿素创造了植物的绿色，类
胡萝卜素呈现的是植物的黄色，
而植物界丰富的色彩，是由各
种各样的花青素发挥着极大
的作用。花青素是一个庞
大的家庭，有 1000 多
种，在构成五彩缤
纷植物世界的同
时，也为人类
健 康 提 供 了
丰 富 多 彩 的 素
材。

近年来，随着茶
文化、茶知识的普及，
人们对茶叶抗氧化抗衰老
等作用多少有些了解，而这
些功效主要来自茶叶中所含的
主要成分——茶多酚。有研究报
告指出，一杯茶的抗氧化能力相
当于 12 杯葡萄酒。而紫化茶所含
花青素的抗氧化能力远比茶多酚
强。不仅如此，紫化茶在含有花
青素的同时，茶多酚含量依然没
有 减 少 。 由 此 可 见 ， 兼 有 花 青
素、茶多酚的紫化茶的健康意义
远在常规茶之上。

彩色茶园
国内独一无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