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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明确云油茶系列良种在贵州低热河谷区的引种栽培适应性，基于果实、种子、产量及油脂品

质等性状指标对云油茶３号、云油茶４号、云油茶９号、云油茶１３号和云油茶１４号５个良种在贵
州低热河谷区的栽培表现进行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５个云油茶品种果实性状中，单果质量最大
的是云油茶１４号，果实均匀度最好的为云油茶９号，果皮厚度最小的是云油茶１３号，果形最圆的
为云油茶９号和云油茶１３号，鲜果出籽率和干出籽率最大的均为云油茶１３号；５个云油茶品种种
子性状中，单籽质量最大的是云油茶９号，种子均匀度最好的为云油茶３号，干籽出仁率、种子含水
率和种仁脂肪含量最高的分别是云油茶１３号、云油茶９号和云油茶４号；５个云油茶品种产量和
油脂品质性状中，云油茶３号的３年平均结果量最高，为３．５９ｋｇ／株，云油茶１３号的果油率最高，５
个云油茶品种油脂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均在９０％以上，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最高的分别是云油茶９号、云油茶１４号和云油茶４号。相关性分析表明：云油茶果实、种子、
产量性状指标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到５个云油茶品种的引种表现综合评价
高低排序为云油茶１３号、云油茶４号、云油茶３号、云油茶１４号和云油茶９号。综上，可优先推荐
云油茶１３号、云油茶４号和云油茶３号在贵州低热河谷区进行推广种植，以丰富贵州低热河谷区
油茶品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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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为山茶科（Ｔｈｅａｃｅａｅ）山茶
属（Ｃａｍｅｌｌｉａ）常绿灌木或小乔木，为我国特有木本油
料树种，分布于湖南、江西、广西、湖北等 １５个省
份［１］。２０２１年全国油茶林面积达４５９．２万 ｈｍ２，油茶
籽产量为３９４万ｔ，产业产值达１９２０亿元［２］。贵州省

作为全国油茶主产区之一，２０２２年油茶种植面积
２２．２７万 ｈｍ２，主要分布在黔东南、黔西南和铜仁等
地［３－４］。当前，贵州省油茶产业基础较为薄弱，良种

缺乏仍是制约其油茶产业发展的关键［５－６］。贵州省

主推油茶品种以‘长林’和‘湘林’系列及其选育后代

品种为主，主推自选良种较少，相对于２２．２７万 ｈｍ２

的种植规模，品种的多样性不足，加之良种繁育推广、

栽培管理、精深加工等技术配套支撑不足，严重制约

了贵州省油茶产业的快速发展［１，７－８］。

引进推广良种是化解贵州省油茶产业发展限制

的有效措施之一，而明确油茶品种在不同地区生态环

境的适应性是推广的关键前提。云油茶３号、云油茶
４号、云油茶９号、云油茶１３号和云油茶１４号是云南
省林业科学院油茶研究所历时多年选育出的高产、高

油油茶良种，适应于与贵州相似的高海拔山地气候环

境条件［９－１０］，引进云油茶系列良种可作为对贵州油

茶种类结构多样化的补充，但目前缺乏该系列良种在

贵州省低热河谷区推广的相关报道。因此，本研究通

过引进云油茶３号、云油茶４号、云油茶９号、云油茶
１３号和云油茶１４号５个云油茶系列良种到贵州省黔
西南州低热河谷区进行引种栽培试验，对该系列良种

的果实、种子、产量及油脂品质性状、抗逆性状等表

现进行调查分析和评价，筛选出适于贵州低热河谷

区推广的云油茶良种，为丰富贵州油茶品种结构的

多样化和促进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１．１．１　供试材料

云南省油茶研究所选育的云油茶３号、云油茶４

号、云油茶９号、云油茶１３号和云油茶１４号５个云
油茶优良品种。５个品种于２０１７年１月由兴义市种
苗站从云南省广南县引入嫁接苗，在引种地开展引种

栽培试验，嫁接苗高２０～５０ｃｍ，地径０．２～０．５ｃｍ，苗
木健壮。每个品种种植面积约６６７ｍ２，定植株行距为
３ｍ×４ｍ，种植后每年都及时进行抚育管理，抚育管
理均按当地常规管理，各品种管理水平一致。

１．１．２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洛万乡秧木

村，地处南盘江流域低热河谷区，热量充足，降水充

沛，雨热同季，年降水量１０００～１４００ｍｍ，多年平均
气温为２３．５℃，无霜期 ３３０ｄ以上，平均海拔 ８０１
ｍ，土壤为黄壤，土壤ｐＨ５．５～６．５。
１．１．３　仪器与设备

ＣＸ－ＡＣＳ电子台秤，东莞市亨美电器有限公
司；ＬＱ－Ｃ３０００２电子天平，上海瑶新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ＬＦ１７０数显 ＩＰ５４游标卡尺，衢州钢拓工具有
限公司。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主要植物学性状测定

参照ＬＹ／Ｔ２９５５—２０１８《油茶主要性状调查测定
规范》对５个云油茶品种主要植物学性状（果实、种
子、产量、油脂）进行描述和评价。

从２０２３年收获的全部云油茶鲜果中每个品种随
机选取５０个，用电子天平分别称量单果质量（ｍｆ），手
工剥出单果籽粒，称质量（ｍｓ），并清点单果籽粒数
（Ｑ），用游标卡尺测定果实横径（Ｆｈ）、纵径（Ｆｄ）和果
皮厚度（Ｆｔ），将单果鲜籽在４５℃下烘干至恒重，用电
子天平测定单果干籽质量（ｍｄ）和单果干仁质量
（ｍｋ）。在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试验地中，各品种在果实成
熟期选择３行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油茶植株，每行按顺
序采收１０株的全部果实，用电子台秤测量单株结果
量，结果取平均值。各品种云油茶干籽种仁脂肪含量

（Ｒｏ）和种仁油脂肪酸组成及相对含量的检测委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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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进行。

分别按式（１）～式（７）计算果实果形指数（Ｆ）、鲜
果出籽率（Ｒｆ）、干出籽率（Ｒｄ）、单籽质量（ｍｚ）、干籽
出仁率（Ｋｒ）、种子含水率（ｘ）和果油率（Ｒ），果实／种
子均匀度以５０个单果／单籽质量变异系数表示。

Ｆ＝Ｆｄ／Ｆｈ （１）
Ｒｆ＝ｍｓ／ｍｆ×１００％ （２）
Ｒｄ＝ｍｄ／ｍｆ×１００％ （３）
ｍｚ＝ｍｓ／Ｑ （４）
Ｋｒ＝ｍｋ／ｍｄ×１００％ （５）

ｘ＝（ｍｓ－ｍｄ）／ｍｓ×１００％ （６）
Ｒ＝（ｍｄ×Ｋｒ×Ｒｏ）／ｍｆ×１００％ （７）

１．２．２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６进行数据统计，以标准差与均

值比值计算变异系数（ＣＶ），采用 ＳＰＳＳ２６．０统计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

分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果实性状

表１为５个云油茶品种果实性状。

表１　５个云油茶品种果实性状
Ｔａｂｌｅ１　Ｆｒｕｉｔｔｒａｉｔｓｏｆ５Ｙｕｎｎａｎ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项目 单果质量／ｇ 果实均匀度／％ 果皮厚度／ｍｍ 果形指数 鲜果出籽率／％ 干出籽率／％
云油茶３号 ２２．２５±１．１８ａ ２６．３７ａ ３．３５±０．４７ａ ０．９３±０．０３ａ ４３．０１±４．９１ａｂ ２２．２５±４．００ａ
云油茶４号 １５．５３±２．２１ｂ ２１．９７ａ ２．８９±０．１３ａ １．０４±０．０９ａ ３９．８９±５．７４ｂ ２５．８１±６．１１ａ
云油茶９号 ２２．３８±３．５７ａ １７．９７ａ ３．０３±０．６３ａ １．０１±０．０６ａ ４５．３０±７．８９ａｂ ２１．６８±３．５９ａ
云油茶１３号 ２３．４６±３．２２ａ ２９．３１ａ ２．６６±０．２２ａ １．０１±０．０４ａ ５１．４３±２．９２ａ ２８．９６±０．８２ａ
云油茶１４号 ２４．４２±２．０３ａ ２０．５５ａ ３．３３±０．２４ａ ０．９７±０．１１ａ ４３．４３±３．９１ａｂ ２２．６４±２．５９ａ
均值 ２１．６１ ２３．２３ ３．０５ ０．９９ ４４．６１ ２４．２７
标准差 ３．５１ ４．５６ ０．２９ ０．０４ ４．２８ ３．０７
ＣＶ／％ １６．２５ １９．６４ ９．６４ ４．３０ ９．５９ １２．６７

　注：表中数据为“均值±标准差”，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下同
　Ｎｏｔｅ：Ｔｈｅ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ｍｅａ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ｍｅｂｅｌｏｗ

　　由表１可知：５个云油茶品种平均单果质量为
１５．５３～２４．４２ｇ，其中云油茶１４号平均单果质量最
高，而云油茶４号最低，且显著低于其他４个品种；
果实均匀度越小表明果实越均匀，５个云油茶品种
果实均匀度为１７．９７％ ～２９．３１％，其中云油茶９号
果实最均匀，而云油茶１３号最不均匀；云油茶３号
平均果皮厚度最大，云油茶１３号最小；５个云油茶
品种果实果形指数在０．９３～１．０４之间，其中云油茶
９号和云油茶１３号果形较圆；５个云油茶品种鲜果
出籽率为３９．８９％ ～５１．４３％，其中云油茶１３号的
鲜果出籽率显著高于云油茶４号，而云油茶１３号和

云油茶４号的鲜果出籽率与云油茶３号、云油茶９
号和云油茶１４号之间均无显著差异；５个云油茶品
种干出籽率在 ２１．６８％ ～２８．９６％之间。各云油茶
品种间果实均匀度、果皮厚度、果形指数和干籽出仁

率差异均不显著；各云油茶品种果实性状指标变异

系数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单果质量、果实均匀度和干

出籽率的变异系数较大，分别为１６．２５％、１９．６４％
和１２．６７％，果皮厚度、果形指数和鲜果出籽率的变
异系数较小，分别为９．６４％、４．３０％和９．５９％。
２．２　种子性状

表２为５个云油茶品种种子性状。
表２　５个云油茶品种种子性状

Ｔａｂｌｅ２　Ｓｅｅｄｔｒａｉｔｓｏｆ５Ｙｕｎｎａｎ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项目 单籽质量／ｇ 种子均匀度／％ 干籽出仁率／％ 种子含水率／％ 种仁脂肪含量／％
云油茶３号 ２．４４±０．４３ｂ １４．０９ｃ ６３．９３±４．３８ａ ４８．９９±４．４３ａ ２７．４０±１．１５ｃ
云油茶４号 ２．６５±１．１６ｂ ２０．２２ｂｃ ６４．３７±３．７２ａ ３３．８６±６．６８ｂ ３４．６３±０．９３ａ
云油茶９号 ５．１４±１．４２ａ ２３．６２ａｂ ５９．２６±４．１１ａ ５２．４０±１．２８ａ ２７．００±１．２０ｃ
云油茶１３号 ３．９１±０．８４ａｂ ２３．６０ａｂ ６５．３６±１．０８ａ ４４．９１±４．５０ａ ３１．７０±１．８７ｂ
云油茶１４号 ４．１５±０．５４ａｂ ３０．２０ａ ６２．４９±５．６９ａ ４７．３８±０．７２ａ ２６．６３±１．６２ｃ
均值 ３．６６ ２２．３４ ６３．０８ ４５．５１ ２９．４７

标准差 １．１２ ５．８６ ２．３７ ７．０６ ３．５４

ＣＶ／％ ３０．５７ ２６．２４ ３．７６ １５．５１ １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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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２可知：云油茶９号的单籽质量最大，显著
高于云油茶３号和云油茶４号，而与云油茶１３号和
云油茶１４号无显著差异，云油茶３号、云油茶４号、
云油茶１３号、云油茶１４号间的单籽质量差异不显
著；云油茶３号种子均匀度最好，而云油茶１４号的
种子均匀度最差；５个云油茶品种间的干籽出仁率
差异不显著，其中云油茶１３号的干籽出仁率最高，
为６５．３６％，云油茶９号的最低，为５９．２６％；各云油
茶品种种子含水率在３３．８６％ ～５２．４０％之间，其中
云油茶４号的种子含水率显著低于其他４个品种，
其他４个品种间无显著差异；５个云油茶品种间种
仁脂肪含量在２６．６３％ ～３４．６３％之间，云油茶４号
种仁脂肪含量最高，且显著高于其他４个品种，云油
茶１３号种仁脂肪含量显著高于云油茶３号、云油
茶９号和云油茶１４号，而云油茶３号、云油茶９号
和云油茶 １４号的种仁脂肪含量无显著差异。各
云油茶品种种子性状指标变异系数存在一定差

异，单籽质量和种子均匀度变异系数较大，分别为

３０．５７％和２６．２４％，而干籽出仁率、种子含水率和
种仁脂肪含量的变异系数分别为３．７６％、１５．５１％
和１２．００％。
２．３　产量性状
２．３．１　结果量

单株结果量是评价油茶品种优劣的主要指标之

一。图１为５个云油茶品种平均结果量。

　注：不同字母表示组内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ｉｔｈｉｎ
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

图１　５个云油茶品种平均结果量
Ｆｉｇ．１　Ｍｅａｎｆｒｕｉｔｙｉｅｌｄｏｆ５Ｙｕｎｎａｎ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由图１可知：２０２１年各云油茶品种的平均结果
量为１．１３～１．８０ｋｇ／株，平均值为１．５１ｋｇ／株，且各
云油茶品种间的平均结果量无显著差异；２０２２年５
个云油茶品种平均结果量为１．５０～４．６３ｋｇ／株，平
均值为３．２１ｋｇ／株，其中云油茶３号、云油茶１３号
和云油茶１４号平均结果量显著高于云油茶４号和
云油茶９号；２０２３年５个云油茶品种平均结果量为
１．９７～４．５０ｋｇ／株，平均值为 ２．９８ｋｇ／株，其中云油

茶３号平均结果量显著高于云油茶４号、云油茶９
号和云油茶１３号，与云油茶１４号无显著差异，而云
油茶４号、云油茶９号、云油茶１３号和云油茶１４号
间平均结果量无显著差异。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云油茶３
号、云油茶４号、云油茶９号、云油茶１３号和云油茶
１４号３年平均结果量分别为３．５９、１．８７、１．６３、２．９４
ｋｇ／株和２．８１ｋｇ／株，平均值为２．５７ｋｇ／株，其中：云
油茶３号３年平均结果量最高，云油茶９号最低，云
油茶３号、云油茶１３号和云油茶１４号３年平均结
果量显著高于云油茶４号和云油茶９号。这与在云
南不同地区相同品种的结果量存在一定差异［９－１１］。

这是因为油茶结果量不仅与品种有关，还受地理位

置、气候因子、冠幅大小、叶片特征、立地条件等

影响［１２－１４］。

２．３．２　果油率
图２为５个云油茶品种的果油率。

　注：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

图２　５个云油茶品种果油率

Ｆｉｇ．２　Ｆｒｕｉｔｏｉ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５Ｙｕｎｎａｎ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由图２可知，云油茶３号、云油茶４号、云油茶９
号、云油茶 １３号和云油茶 １４号的果油率分别为
３．９５％、５．７３％、３．４５％、６．００％和 ３．８０％，其中云
油茶１３号和云油茶４号的果油率最高，且显著高于
其他３个云油茶品种，云油茶３号、云油茶９号和云
油茶１４号的果油率无显著差异。
２．４　油脂品质性状

表３为５个云油茶品种种仁油脂肪酸组成及相
对含量。

由表３可知，云油茶品种种仁油共检出棕榈酸、
硬脂酸、油酸、亚油酸、亚麻酸、花生油酸等６种脂肪
酸，平均含量分别为 ７．３０％、２．１０％、８３．１６％、
６．５１％、０．３４％、０．４８％，５个云油茶品种间种仁油
的各脂肪酸含量存在一定差异。５个云油茶种仁油
脂肪酸组分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异，其中硬脂酸、亚

油酸和亚麻酸的变异系数较大，分别为１２．１６％、
１２．４２％和１１．４５％，其次是棕榈酸和花生油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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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系数分别为２．５１％和４．０２％，油酸的变异系数最
小，为０．６７％，这表明５个油茶品种种仁油脂肪酸
中油酸的含量较稳定。５个云油茶品种种仁油的
ＳＦＡ含量在 ９．０８％～９．６４％之间，其中云油茶９号
的ＳＦＡ含量最高，云油茶１４号的最低；５个云油茶

品种种仁油的ＵＦＡ含量在９０．０５％～９０．７３％之间，
其中云油茶１４号的 ＵＦＡ含量最高，云油茶４号的
最低；５个云油茶品种种仁油中 ＭＵＦＡ含量在
８２．９７％～８４．３１％之间，其中云油茶４号的 ＭＵＦＡ
含量最高，云油茶３号的最低。

表３　５个云油茶品种种仁油脂肪酸组成及相对含量
Ｔａｂｌｅ３　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ｓｅｅｄｋｅｒｎｅｌｓｏｉｌｓｏｆ５Ｙｕｎｎａｎ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项目 棕榈酸 硬脂酸 油酸 亚油酸 亚麻酸 花生油酸 ＳＦＡ ＵＦＡ ＭＵＦＡ
云油茶３号 ７．４２ １．９５ ８２．５０ ７．３１ ０．３３ ０．４７ ９．３７ ９０．６１ ８２．９７
云油茶４号 ７．４６ ２．０８ ８３．８０ ５．３７ ０．３７ ０．５１ ９．５４ ９０．０５ ８４．３１
云油茶９号 ７．１０ ２．５４ ８３．６０ ６．０２ ０．２９ ０．４７ ９．６４ ９０．３８ ８４．０７
云油茶１３号 ７．４２ １．９３ ８２．７０ ７．１３ ０．３８ ０．４６ ９．３５ ９０．６６ ８３．１６
云油茶１４号 ７．１０ １．９８ ８３．２０ ６．７４ ０．３１ ０．４８ ９．０８ ９０．７３ ８３．６８
均值 ７．３０ ２．１０ ８３．１６ ６．５１ ０．３４ ０．４８ ９．４０ ９０．４９ ８３．６４
标准差 ０．１８ ０．２５ ０．５６ ０．８１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２８ ０．５７
ＣＶ ２．５１ １２．１６ ０．６７ １２．４２ １１．４５ ４．０２ ２．２８ ０．３１ ０．６８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ＳＦＡ．饱和脂肪酸；ＵＦＡ．不饱和脂肪酸；ＭＵＦＡ．单不饱和脂肪酸
　Ｎｏｔｅ：Ｔｈｅ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ＳＦＡ．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ｓ，ＵＦＡ．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ｓ，ＭＵＦＡ．Ｍｏｎｏ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２．５　抗逆性
据２０１７—２０２３年连续试验观测发现，５个云油茶

品种在观测期较少有病虫害发生。另外，在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年黔西南州冬、春季遭遇严重干旱时，５个云油
茶品种均未出现干旱死亡情况，故５个云油茶品种

在贵州低热河谷区的抗寒性和抗旱性均较好。

２．６　引种表现评价
２．６．１　相关性分析

对５个云油茶品种的果实、种子和产量性状指
标进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４。

表４　５个云油茶品种各项性状指标的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ａｉｔｓｏｆ５Ｙｕｎｎａｎ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指标
单果

质量

果实

均匀度

果皮

厚度

果形

指数

鲜果

出籽率

干出

籽率

单籽

质量

种子

均匀度

干籽

出仁率

种子

含水率

种仁

脂肪含量

平均

结果量

果油

率

单果质量 １．０００

果实均

匀度
０．１９５ １．０００

果皮厚度 ０．２７０ －０．２６２ １．０００
果形指数 －０．５１９ －０．３８７ －０．３１８ １．０００

鲜果

出籽率
０．４９５ ０．２３０ －０．６２８ 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

干出籽率 ０．０２６ ０．２１９ －０．６３４ ０．０８６ ０．６９１ １．０００
单籽质量 ０．３５８ －０．４０９ －０．０７５ ０．１９７ ０．３２３ －０．４２５ １．０００

种子

均匀度
０．２５３ －０．３７６ ０．１２０ ０．１５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０ ０．５７９ １．０００

干籽

出仁率
－０．１７１ ０．１９８ －０．１０１ －０．１８３ －０．０２３ ０．４６１ －０．１７０ ０．０６０ １．０００

种子

含水率
０．７１０－０．０９３ ０．２６２ －０．２１４ ０．３０７ －０．９９６ ０．４５８ －０．００７ －０．４８０ １．０００

种仁

脂肪含量
－０．７１８ ０．１１７ －０．５８６ ０．４７３ ０．０１４ ０．７８７－０．３５１ －０．２４１ ０．３８４ －０．７９１ １．０００

平均

结果量
０．３５８ ０．１８２ ０．２３５ －０．４０７ ０．２００ －０．１３２ －０．２８８ －０．０６２ ０．４０２ ０．１２５ －０．２４８ １．０００

果油率 －０．２８８ ０．２０８ －０．６１３ ０．１９７ ０．４２３ ０．９０３－０．１３８ －０．０２５ ０．５８３ －０．６７５ ０．７８３ ０．１２９ １．０００

　注：．ｐ＜０．０５显著相关，．ｐ＜０．０１极显著相关
　Ｎｏｔｅ：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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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４可知：单果质量与种子含水率呈极显著
正相关，与果形指数呈显著负相关，与种仁脂肪含量

呈极显著负相关；果皮厚度与鲜果出籽率、干出籽

率、种仁脂肪含量和果油率呈显著负相关；鲜果出籽

率与干出籽率呈极显著正相关；干出籽率与种仁脂

肪含量和果油率呈极显著正相关，与种子含水率呈

极显著负相关；单籽质量与种子均匀度呈显著正相

关；干籽出仁率与果油率呈显著正相关；种子含水率

与种仁脂肪含量和果油率呈极显著负相关；种仁脂

肪含量与果油率呈极显著正相关。由此可知，５个
云油茶品种各项性状指标之间有一定相关性，不能

仅通过单个指标对该系列油茶品种优劣进行评价，

还应综合考虑果实、种子、产量性状等指标，以评价

品种引种表现优劣。

２．６．２　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法在油茶的性状分析与评价方面被

广泛应用［１５－１８］。为全面评价品种优劣，选择单果质

量、鲜果出籽率、干出籽率、干籽出仁率、种仁脂肪含

量、平均结果量和果油率７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
表５为提取的３个主成分的特征向量、特征值和方
差贡献率。

表５　主成分指标的特征向量、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
Ｔａｂｌｅ５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ｅｉｇｅｎｖｅｃｔｏｒｓ，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

项目
特征向量

第１主成分 第２主成分 第３主成分
单果质量 ０．００６ ０．７５３ －０．６５２
鲜果出籽率 －０．５３６ ０．８１４ ０．１６７
干出籽率 ０．１７９ ０．７９２ ０．５７０
干籽出仁率 ０．９１９ ０．３００ ０．２４７
种仁脂肪含量 ０．８２１ ０．３４２ －０．４５５
平均结果量 ０．９３８ －０．３４１ ０．０５４
果油率 ０．９９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８７
特征值 ３．７０８ ２．１８３ １．０５６
方差贡献率／％ ５２．９６５ ３１．１８０ １５．０９１
累积方差贡献率／％ ５２．９６５ ８４．１４５ ９９．２３７

　　由表５可知，前３个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
为９９．２３７％，因此可利用前３个主成分替代原来的
７个指标，对５个云油茶品种引种栽培表现进行综
合评价。其中：第 １主成分（ＰＣ１）的特征值为
３．７０８，方差贡献率为５２．９６５％，主要代表指标为鲜
果出籽率、干籽出仁率、种仁脂肪含量、平均结果量

和果油率；第２主成分（ＰＣ２）的特征值为２．１８３，方
差贡献率为３１．１８０％，主要代表指标为单果质量、
鲜果出籽率和干出籽率；第３主成分（ＰＣ３）的特征
值为１．０５６，方差贡献率为１５．０９１％，主要代表指标

为单果质量和干出籽率。在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

以选取的３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占累积方差贡献
率的比例为权重，构建油茶引种栽培表现的综合评

价模型 Ｘ＝０．５３４Ｘ１＋０．３１４Ｘ２＋０．１５２Ｘ３，式中：Ｘ
为综合得分，Ｘ１、Ｘ２、Ｘ３分别为 ＰＣ１、ＰＣ２、ＰＣ３的得
分。通过综合评价模型计算各品种综合得分并排

序，得分越高，说明该品种综合表现越好。表６为５
个云油茶品种的主成分得分和排名。

表６　５个云油茶品种的主成分得分和排名
Ｔａｂｌｅ６　Ｓｃｏｒｅｓａｎｄｒａｎｋｉｎｇｓｏｆ５Ｙｕｎｎａｎ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品种
主成分得分

ＰＣ１ ＰＣ２ ＰＣ３
综合得分 排名

云油茶３号 －０．８０５ ０．６１１ －１．３７３ －０．４４７ ３
云油茶４号 ２．０５６－２．０６０ －０．３０６ ０．４０５ ２
云油茶９号 －１．９７３－０．８０２ １．２５４ －１．１１５ ５
云油茶１３号 ２．０６３ １．８１０ ０．７５３ １．７８４ １
云油茶１４号 －１．３４１ ０．４４１ －０．３２９ －０．６２８ ４

　　由表６可知，５个云油茶品种综合得分从高到
低依次为云油茶１３号、云油茶４号、云油茶３号、云
油茶１４号和云油茶９号，表明云油茶１３号综合表
现最好，而云油茶９号综合表现较差。
３　结　论

对５个云油茶品种在贵州低热河谷区的果实、
种子、产量及油脂品质等性状指标进行分析，结果

表明，５个云油茶品种间各性状存在差异，其中：云
油茶３号结果量大、种子均匀度较好；云油茶４号
种仁脂肪含量高，油脂中 ＭＵＦＡ含量最高；云油茶
９号果实单籽质量大，果形较圆，油脂中 ＳＦＡ含量
最高；云油茶１３号果形较圆，结果量较多，果油率
高，鲜果出籽率、干出籽率和干籽出仁率均最高；

云油茶１４号为大果品种，单果质量、种子均匀度、
ＵＦＡ含量均最高。相关性分析表明，５个云油茶品
种的果实性状、种子性状、产量性状指标之间存在

较强的相关性，对 ５个云油茶品种在贵州低热河
谷区的引种表现进行综合评价表明，５个云油茶品
种综合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云油茶１３号、云油茶
４号、云油茶３号、云油茶１４号和云油茶９号。综
合考虑，推荐云油茶１３号、云油茶４号和云油茶３
号在贵州低热河谷区进行推广种植，以丰富贵州

低热河谷区油茶品种结构。另外，针对贵州省内

其他油茶生态栽培区域实际生产和气候环境条件

差异，该系列品种在贵州省内不同生态栽培区栽

培表现仍需要进一步开展试验研究，以确保云油

茶系列油茶良种的推广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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