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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突变株 系——大 叶龙茶核型 

及酯酶 同工酶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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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 自然突变株系—— 大叶龙茶进行 了核型研究 ，并对 7个 茶叶品种进行 了酯酶 同工酶研究 。大叶龙 

的核型公式为 2n=2x=30—18m+lOsm(2SAT)+2st(2SAT)，酯酶 同工酶酶 谱能 反映茶 叶品种 的区域性特 

征 。大叶龙茶酯酶酶谱发生变异 ，即突变体 (大叶龙)比母株 (宁洲群体种)少一条 c5酶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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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karyotypes and isozyme of esterase in 

the natural mutant train— — Dayel0ngcha 

XU Ling—ling ，FANG Liang ，LIAO Liang ，FAN Qi—shuie 

(1．Institute of Biology，Jiujiang Teachers College，Jiujiang 332000，China； 

2．X iushui Tea Research Institute，Xiushui 332400，China ) 

Abstract：In the present paper，karyological study was carried out in natuaral mutant train— — Dayelongcha 

(Camellia sinensis)and the esterase isozymes of 7 tea varieties were studied by means of polyarcylamide electr— 

phoresis．The karyotype formula of Dayelongcha is 2n= 2x= 30— 18m + 10sm (2SAT)+ 2st(2SAT)． The zy— 

mograms of EST isozyme can show the characteristic of reginalism in tea vareties．The variation of EST 

isozyme of Dayelongcha was discovered．Dayelongcha has one Cs enzymeband fewer than maternal plant(Ning— 

zhou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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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柏龄等(1992)发现的无蕾大叶龙茶是来源于 

修水茶科所宁洲群体品种茶园中 1株 自然突变体形 

成的无性繁殖株系。经过十年的扦插和栽培观察表 

明，其性状稳定，变异表现在叶大 ，约为母体的 2倍 ， 

叶上端背卷呈 360。，形似龙尾，叶片周缘及上部极 

薄 ，基部和 中部肥厚 ，是 制 乌龙 茶 的上等 原料 ，故 得 

名“大叶龙”茶。而且这一 自然突变体经过近十年栽 

培比较，无论是 1年生或 9年生的扦插茶株，或是经 

不同地域移栽实验，或进行正反嫁接实验，均证明母 

株小叶、有蕾 ，而突变体——大叶龙均是叶大并从未 

发现有花蕾形成，说明这一 自然突变是有一定的遗 

传物质基础。众所周知 ，无蕾可提供茶叶一个优质 

高产的生理基础，无蕾大叶龙茶无疑是一个茶树高 

产优质育种中极其罕见的种质资源。由于其母体尚 

在，这对茶树育种研究及植物发育研究均有重要意 

义。有必要 对大叶龙茶 的变异 机制进行全面的深入 

研究 ，本文是这一 工作 中 的核 型及 酯酶 同工酶 部分 

结果 的初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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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及方法 

1．1材 料 

核型及酯 酶 同工 酶分 析 的材料 于 2000年 6月 

1日～5日采 自修水茶科所品种园，大叶龙和宁洲群 

体品种是来 自自然突变体 (大叶龙)及突变体母株 

(宁洲群体品种)的扦插后代。 

1．2核型 实验方 法 

取幼嫩根 尖用 0．1 或 0．5 秋水 仙素 溶液 预 

处理 3～4 h，用 卡诺 氏 固定 液 固定 2～ 24 h，用 l 

mol／L盐酸 60℃ 下水解 10 min，然 后用 改 良品红 

染色压片。核型分析采用李懋学等(1985)的标准。 

1．3同工酶实验方法 

取幼叶按 l：2比例加入提取缓冲液。提取缓 

冲液为 Tris—HCI(pH7．5)，根据 Sohis等(1983)配 

方稍作变动 ，即 0．1M Tris—HC1(pH7．5)50 mL，加 

0．001 M(0．02 g)EDTA，0．01 M(0．038 g)氯化钾 ， 

0．01 M(0．1 g)氯化镁 和 5 蔗糖 ，提取前再加 0． 

1 (V／V)巯基乙醇和 8％(w／V)聚乙烯吡咯烷酮 

(PVP)。冰浴研磨成匀浆 ，经 6 000 r／min，离心 20 

min取上清液再离心 1次，上清液保存于冰箱待用。 

采用垂直平板聚丙烯酰胺凝 胶 电泳 ，分离胶浓度 

8 ，浓缩胶浓度 3．8 ，凝胶厚度 0．5 mm。缓冲液 

分别为 pH8．9和 pH6．5的 Tris—HC1；点样 后上 面 

覆盖一层 40％蔗糖液，在 4℃的冰箱内电泳。酯酶同 

工酶染色液配制如下 ：20 mg a一萘酯 ，40 mg 萘酯 ，40 

mg坚牢兰 RR盐 ，先 溶于 2 mL丙酮溶液 中 ，再溶 于 

60 mL 0．1 M pH6．4磷酸缓冲液，过滤后常温下染 

色，直至酶带清晰为止。除去染色液，用 7 的醋酸 

溶液固定 5 min，再用 自来水冲洗几次，制成千胶。 

2 结果与讨论 

2．1核型分析 

大叶龙茶的染色体参数见表 l。宁洲群体种和 

大叶龙中期染色体形态见图 l—A，B，大叶龙核型图见 

图 l—C。突变体(大叶龙)和母株(宁洲群体种)的染色 

体数目均是 2n=30，大叶及无蕾的性状并不是染色 

体加倍所致。大叶龙的核型公式为 2n===2x一30— 

18m+10sm(2SAT)+2st(2SAT)，核型类 型为 2A，平 

均臂比为 1．72。从核型特征来看与李斌(1986)报道 

的 2n=2x=30= 18m+ 6sm+4sm(SAT)+ 2st(SAT) 

结果相似，只是随体数 目的差异。 

2．2酯酶 同工酶 酶谱分析 

在供试的 7个品种 中共有 l0条酶带 (图 2)。 

可分为 A、B、C三个 区，A 区迁移率范围为 0．0～ 

0．3，仅有 a(0．18)l条酶带 ；B区迁移率范 围为 0．3 

t 0．52，有 b1(0．43)、b2(0．47)和 b。(0．50)3条 酶 

带 ；C区迁 移率范 围(0．52～0．80)，有 C (0．55)，C： 

(0．58)，C3(0．62)，C (0．65)，C (0．69)和 C 

(0．74)6条酶带 。 

表 1 大叶龙茶染色体 参数 

Table 1 The parameters of chromosomes 

of Dayelongcha 

C：和 C。酶带是 7个 品种共有的，似茶的酯酶 

特征性酶带，变异发生其他 7条酶带 中。在 7个品 

种中，其中有 2个品种由福建原产地引种而来，即政 

和大白茶及福鼎 白毫(图 2一l，2)。其他 5个品种都 

原产修水，均由宁洲群体品种选育而来，属宁洲品种 

系列。从 C 酶带来看，宁洲品种系列均不含 C 酶 

带，而福建品种均含有这一酶带。政和大白茶 b 和 

b 是其特有酶带 ，说 明它与其他 品种差别较大，在 

宁洲品种系列中，宁洲群体品种是其原始品种 ，从酯 

酶酶带也反映这一点 ，其酯酶带最为丰富，酶谱最为 

清晰。与其酶谱最为相似的是宁洲 2号，两者形态 

也是最为接近。与其他 3个宁洲系列品种相 比，其 

酶谱 多少有变异 ，变异 表现 在缺 少 l条 或更多 的酶 

带，黄金菊少 2条 ，金春少 4条，而无蕾大叶龙与母 

体(宁洲群体品种)等 4个宁洲品种 比较，变异表现 

在缺少一条 C 的酶带 ，基 因突变可能发生在编码 

C 酶带的基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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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宁洲群 体品种和大叶龙 中期染色体形态及核型图 

Fig． 1 Ph0t0micrographs of chromosome at metaphase and karyotypes of Ningzhou population and Dayeiong 

A．宁洲群体品种中期染色体形态图 Metaphase chromosome of Ningzhou population；B．)k,I-龙中期染色体 

形态图 Metaphase chromosome of Dayelong~C．大叶龙核型图 Karyotypes Daye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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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叶龙等 7个 品种 的酯酶同工酶酶谱模式 图 

Fig． 2 The zymogram patterns of EST isozymes of seven varieties of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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