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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湖北省 4 个油茶主栽品种（‘长林 53’‘鄂油 102’‘华金’及‘华鑫’）开展了授

粉试验，使用气相色谱仪对授粉组合的果实的茶籽油进行测定分析，研究授粉组合对油茶籽油脂肪

酸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17 个授粉组合的油酸含量 78.60%～84.00%，亚油酸含量 5.06%～

10.27%。油酸含量较高的人工授粉组合有‘华金’ × ‘华鑫’‘华金’ × ‘鄂油 102’‘华鑫’ ×
‘鄂油 102’，亚油酸含量较高的人工授粉组合有‘鄂油 102’自交授粉、‘华鑫’ × ‘长林 53’。主栽

‘华金’，配植‘鄂油 102’与‘华鑫’作为授粉品种可获得高油酸含量茶籽油；单独栽种‘鄂油

102’或主栽‘华鑫’，配植‘长林 53’作为授粉品种可以获得高亚油酸含量茶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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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lination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on 4 main varieties of Camellia oleifera(Changlin 53, Ey-
ou 102, Huajin and Huaxin) in Hubei Province. The C. oleifera seed oil of the harvested fruit of pollination com-
bination was determined by gas chromatograph, focusing on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pollination combinations on
the fatty acid content of C. oleifera seed oi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leic acid and linoleic acid contents in the 17
pollination combinations ranged from 78.60% to 84.00% and from 5.06% to 10.27%, respectively. The artificial
pollination combinations with higher oleic acid content included 'Huajin' × 'Huaxin', 'Huajin' × 'Eyou 102', 'Huax-
in' × 'Eyou 102', while the artificial pollination combinations with higher linoleic acid content included 'Eyou 102'
self-pollination and 'Huaxin' × 'Changlin 53'. Planting 'Huajin' as the main variety, interplanting with 'Eyou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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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uaxin' as pollination varieties can yield C. oleifera seed oil with high oleic acid content; planting 'Eyou 102'
alone or planting 'Huaxin' as the main variety, interplanting with 'Changlin 53' as pollination variety can yield C.
oleifera seed oil with high linoleic acid content.

Key words: Camellia oleifera；variety；pollination；fatty acid；Camellia oleifera seed oil

油茶（Camellia oleifera）又称茶子树，主产
于我国，是我国重要木本油料植物之一。其种子
富含油脂，榨出的茶籽油色清、味香，以油酸为
代表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含有的亚油酸，亚
麻酸等不能被人体合成，具有重要生理功能[1−4]。
茶油中含有油茶是一种木本油料作物，能够利用
山地栽种，在山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5]。油茶
存在花粉直感效应 [6]。在油茶栽培中，配置授粉
品种是提高油茶产量的重要手段之一[7−8]。在实际
种植油茶时往往会选择花期较近的数个品种，只
考虑花期相遇进行授粉配置可能会出现产量不
高、茶籽油品质较差的现象[6, 8−9]。因此进行合理
的油茶授粉配置研究是油茶产业发展的重要研究
方向 [6, 10]。在油茶授粉品种的配置研究中，目前
研究的品种主要包括‘长林’‘赣州油’‘三
华’和 ‘湘林’系列等[11−14]，具体研究内容主要
聚焦于授粉配置对同系列内果实经济性状、坐果
率及产量的影响，从授粉配置的角度进行茶籽油
品质的研究相对较少[8, 15−16]。

茶籽油研究主要是从 2方面来开展，首先是
对茶油中某类特定物质（多酚[17−18]、多糖[19]、乙
醇提取物[20] 等）含量与活性测定，其次是不同提
取工艺 [21−22]、成熟度 [23]、环境因子 [24−26]、栽培方
式[27] 等因素对茶油品质的影响分析。不同地区油
茶茶籽油品质的研究中发现，大多数油茶品种茶
籽油的油酸含量在 76%～83%，亚油酸含量在
5%～12% [26, 28−33]。陈凌剑等[8]、张琰等[16] 对湖北
主栽油茶品种的授粉配置研究中，不同授粉组合的
油酸含量大致在 78%～83%，亚油酸含量大致在
6%～14%，其中大部分授粉组合的亚油酸含量集
中在 6%～10%。

总体来说，学者们的研究已经有了许多成
果，但对于湖北省主栽品种的品种配置研究仍然
存在空白，同时从品种配置角度出发对特定品类
茶籽油的筛选研究也较少。本研究以湖北省主栽
油茶品种中的‘长林 53’‘鄂油 102’‘华金’

及‘华鑫’4个品种为研究对象，开展授粉配置
试验，测定各授粉组合的果实种仁脂肪酸组分含
量，进一步完善了油茶品种配置的体系，同时为
茶籽油的精细筛选提供了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黄梅县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下游结合部
北岸，地处东经 115°43′～116°07′，北纬 29°43′～
30°18′。地势北高南低，呈三级阶梯状倾斜，海
拔约 50 m。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冷夏热，年降水量
1 270 mm，年均气温 16.8～ 17.2 ℃。试验点位
于湖北省黄梅县杉木林场，土壤类型为砂壤
土； pH值为 6.8；有机质含量为 1.25%，土壤
有效 N、P、K含量分别为 25、10、116 mg/kg。
地势北高南低，立地条件良好，适合油茶生长。试
验林始建于 2011年，原砧木品种嫁接，密度 2 m ×
3 m，2020年调整密度为 4 m × 3 m，常规抚育管
理，长势良好，已进入盛产期。

试验林中，与‘长林 53’品种油茶林紧邻的
主要品种为‘长林 4’‘长林 166’，并栽有少量‘长
林 40’‘长林 23’‘长林 18’。其中，‘鄂油 102’
‘华鑫’‘华金’油茶林并排栽植，不远处还栽
种有小面积的‘鄂油 63’‘鄂油 81’，混栽林中
有部分‘华硕’品种，在授粉期间均未开花。 

1.2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为‘长林 53’‘鄂油 102’‘华金’及

‘华鑫’4个油茶品种，分别用 53、102、HJ、HX
表示。 

1.3    授粉试验 

1.3.1    授粉试验设计

设计了 4个自交授粉组合，12个异交授粉组
合，并以 4个自然授粉作为对照，具体见表 1。
  

表 1    授粉组合

Table 1    Pollination combinations

母本(♀)
父本(♂)

自然授粉
53 102 HJ HX

53 53 × 53 53 × 102 53 × HJ 53 × HX 53CK

102 102 × 53 102 × 102 102 × HJ 102 × HX 102CK

HJ HJ × 53 HJ × 102 HJ × HJ HJ × HX HJCK

HX HX × 53 HX × 102 HX × HJ HX × HX HXCK
 

每个组合授粉 120朵花（3个重复，每重复

为 40朵花，每个重复选择 4～5棵花朵盛开、长

势良好、生长势基本一致的树进行授粉）。2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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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分为 3种授粉方式，分别为自交授粉：每个

品种使用同品种的花粉进行人工控制授粉，挂牌

标记；异交授粉：每个品种分别使用其他 3个品

种的花粉进行人工控制授粉，挂牌标记。自然授

粉：不做任何处理，仅挂牌标记。授粉试验于

2021年 11月 7日—11月 14日晴天的 9： 00—
17：00进行。 

1.3.2    人工授粉方法

采集各品种带有花苞的健壮花枝进行隔离水

培，约 1 d后收集花粉。授粉时选母本花蕾全

白，即将开放的花苞，剥开花瓣，剪去雄蕊；用

棉签蘸取足量花粉涂于雌蕊柱头；用医用胶带密

封已授粉的柱头，注意密封时避免损伤雌蕊。每

授完 1个组合后，用 95%乙醇处理镊子，更换授

粉所用棉签。 

1.3.3    脂肪酸组分含量测定

于 2022年 10月下旬采集各授粉组合的所有

果实。采集果实后 48 h内，剥出油茶籽粒，在烘

箱中烘至恒质量后剥取种仁。将种仁样品送至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经济林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杭州）进行检验。检测中心使用 8 890型号气

相色谱仪（Agilent，美国）测定各组合茶籽油的

脂肪酸组分含量（GB 5009.  168—2016[34]）。测

定指标包括棕榈酸 C16:0、棕榈烯酸 C16:1、硬脂

酸 C18:0、 油 酸 C18:1n9c、 亚 油 酸 C18:2n6c、
α−亚麻酸 C18:3n3、顺−11−二十碳烯酸（又称花

生烯酸）C20:1。计算不饱和脂肪酸总量，即棕榈

烯酸、油酸、亚油酸、α−亚麻酸、顺−11−二十碳

烯酸含量之和。 

1.4    数据分析

利用 Excel 2016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7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使

用 Origin 2022 软件作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初步分析

脂肪酸组分含量测定表明，4个母本组合间

脂肪酸的组分大致相同，各脂肪酸总含量的变化

规律基本一致，即油酸总含量>棕榈酸及亚油酸>
硬脂酸>顺−11−二十碳烯酸>α−亚麻酸>棕榈烯

酸。各组合中 7种脂肪酸的变化见表 2。
对表 2进行初步分析，可以看出有 3个授粉

组合（‘华鑫’自交、‘华鑫’ × ‘华金’ ‘长

林 53’  × ‘鄂油 102’）与其他组合的脂肪酸组

分差异较大。为了避免异常值的影响，使用箱线

图进行异常值的判定。
四分位距是第 1个和第 3个四分位数之间的

间距，可以表示各变量的分散程度，超出 1.5倍
四分位距的数值可以被看作异常值[35]。由图 1可
知，除硬脂酸外，其余脂肪酸组分均存在 2～3个
异常值。顺−11−二十碳烯酸含量较低，分布较为
集中，3个异常值与其他值差异并不大，考虑保
留。除顺−11−二十碳烯酸以外，其他脂肪酸组分
的异常值均来自于‘华鑫’自交、‘华鑫’  ×
‘华金’‘长林 53’  × ‘鄂油 102’3个授粉组
合，且变异程度较大。为了避免影响分析的准确
性，将这 3个授粉组合排除后对余下的 17个授粉
组合进行分析。

 
 

表 2    不同授粉组合的脂肪酸组分含量

Table 2    Contents of fatty acid components in different pollination combinations
%

母本

(♀)
父本

(♂)
棕榈酸 棕榈烯酸 硬脂酸 油酸 亚油酸 α−亚麻酸

顺−11−二十

碳烯酸

不饱和脂肪酸

总量
102 CK   8.54 0.10 2.66 80.43   7.45 0.35 0.47 88.80

102   8.40 0.11 1.55 78.67 10.27 0.47 0.50 90.01

53   8.44 0.12 1.65 79.13   9.75 0.42 0.50 89.93

HJ   8.30 0.10 2.63 81.33   6.70 0.35 0.47 88.95

HX   8.02 0.09 2.69 82.10   6.27 0.33 0.49 89.29

53 CK   7.85 0.09 1.85 81.90   7.46 0.35 0.49 90.29

102 10.40 0.25 1.25 69.47 17.50 0.65 0.52 88.39

53   8.19 0.10 1.82 80.77   8.30 0.34 0.50 90.00

HJ   8.70 0.11 1.64 78.70   9.90 0.44 0.50 89.65

HX   8.37 0.10 2.52 81.50   6.66 0.35 0.49 89.10

第 1 期 李寄凡等：授粉组合对油茶籽油脂肪酸含量的影响 207



续表 2

母本

(♀)
父本

(♂)
棕榈酸 棕榈烯酸 硬脂酸 油酸 亚油酸 α−亚麻酸

顺−11−二十

碳烯酸

不饱和脂肪酸

总量
HJ CK   8.02 0.09 1.90 81.80   7.38 0.33 0.50 90.10

102   7.74 0.08 2.37 84.00   5.06 0.27 0.49 89.90

53   8.23 0.11 2.30 82.17   6.39 0.32 0.49 89.47

HJ   7.95 0.09 2.23 82.63   6.35 0.28 0.47 89.82

HX   7.66 0.08 2.31 83.00   6.15 0.27 0.49 89.99

HX CK   8.46 0.12 1.81 78.60 10.07 0.44 0.51 89.74

102   7.92 0.09 2.05 83.10   6.05 0.29 0.48 90.00

53   8.44 0.12 1.63 78.87 10.03 0.42 0.51 89.95

HJ 10.90 0.27 1.40 66.07 20.03 0.84 0.49 87.70

HX 10.60 0.25 1.39 66.60 20.00 0.74 0.49 8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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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茶籽油脂肪酸组分含量箱线图

Fig. 1    Box-plot of fatty acid components in C. oleifera seed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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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授粉组合对脂肪酸组分含量的影响

由表 2可知，17个授粉组合的各脂肪酸组分

含量的变化规律。

油 酸 含 量 为 78.60%～ 84.00%， 极 差 为

5.40%。‘ 华 金 ’ 母 本 的 授 粉 组 合 全 部 高 于

80%。油酸含量超过 83%的组合有‘华金’  ×
‘华鑫’‘华金’   × ‘鄂油 102’‘华鑫’   ×
‘鄂油 102’。其中，‘华金’  × ‘鄂油 102’的

含量最高（84.00%）。在这些组合中，‘华金’ ×
‘华鑫’‘华金’ × ‘鄂油 102’2个组合油酸含

量较明显高于同母本的自交授粉，说明授粉品种

明显提高了其油酸含量。

棕榈酸含量为 7.66%～8.70%，极差为 1.04%。

母本为‘长林 53’的棕榈酸含量极差为 0.85%，

相对较大。棕榈酸含量 >8.4%的授粉组合有

5个，即‘鄂油 102’自交授粉、‘鄂油 102’自

然授粉、‘鄂油 102’  × ‘长林 53’‘华鑫’自

然授粉、‘华鑫’ × ‘长林 53’。
亚 油 酸 含 量 为 5.06%～ 10.27%， 极 差 为

5.21%。较大的极差说明了授粉品种对亚油酸含量

影响较为明显，有较大的改良空间。在本研究

中，大部分人工授粉组合亚油酸含量均低于自交

授粉，说明授粉品种降低了其亚油酸含量。‘长

林 53’ × ‘华金’是一个例外，其亚油酸含量明

显高于‘长林 53’自交授粉。总体来看，亚油酸

含量略高于 10%的组合分别为 ‘鄂油 102’自交

授粉、‘华鑫’  × ‘华金’‘华鑫’自然授粉。

‘华金’自然授粉、‘鄂油 102’自交授粉、

‘鄂油 102’ × ‘长林 53’及‘长林 53’ × ‘华

金’的亚油酸含量在同母本中也相对较高。经过

观察可以发现，大部分亚油酸含量高的授粉组合

的油酸含量较低，棕榈酸和 α−亚麻酸含量较高，

可能存在连带关系。

硬 脂 酸 含 量 为 1.63%～ 2.69%， 极 差 为

1.06%。硬脂酸含量>2.5%的授粉组合有 4个，即

‘鄂油 102’自然授粉、‘鄂油 102’ × ‘华金’

‘鄂油 102’ × ‘华鑫’‘长林 53’ × ‘华鑫’。

顺−11−二十碳烯酸含量为 0.47%～0.51%，极差

为 0.04%。该脂肪酸含量较低（0.5%左右），极

差较小（0.05%）。α−亚麻酸含量为 0.27%～0.47%，

极差为 0.2%。含量在 0.4%以上的组合有 5个，

即‘鄂油 102’自交授粉、‘鄂油 102’  × ‘长

林 53’‘长林 53’  × ‘华金’‘华鑫’自然授

粉、‘华鑫’  × ‘长林 53’。  棕榈烯酸含量为

0.08%～0.12%，极差为 0.04%。棕榈烯酸含量<
0.1%的授粉组合有 7个，即‘鄂油 102’ × ‘华

鑫’、‘长林 53’自然授粉、‘华金’自然授

粉、‘华金’   × ‘鄂油 102’‘华金’自交授

粉、‘华金’ × ‘华鑫’‘华鑫’ × ‘鄂油 102’。
此外，17个授粉组合所涉及的每种脂肪酸其

含量各有差别，按照脂肪酸含量进行排名可以得

到表 3。由表 3可知，在 35个排名前 5的组合

中，‘华鑫’   × ‘长林 53’及‘鄂油 102’   ×
‘长林 53’各占 5个、‘华鑫’自然授粉和‘长

林 53’ × ‘华金’各占 4个（表 3）。

 
 

表 3    各脂肪酸组分含量排名前 5 的授粉组合

Table 3    Top 5 pollination combinations with the contents of each fatty acid component

脂肪酸
授粉组合排名

1 2 3 4 5

棕榈酸 53 × HJ 102CK HXCK 102 × 53 HX × 53

棕榈烯酸 HX × 53 102 × 53 102CK 53 × HJ HJ × 53

硬脂酸 102 × HX 102CK 102 × HJ 53 × HX HJ × 102

油酸 HJ × 102 HX × 102 HJ × HX HJ × HJ HJ × 53

亚油酸 102 × 102 HXCK HX × 53 53 × HJ 102 × 53

α−亚麻酸 102 × 102 53 × HJ HXCK HX × 53 102 × 53

顺−11−二十碳烯酸 HXCK HX × 53 102 × 53 102 × 102 53 × 53
  

2.3    脂肪酸组分含量的相关性分析

经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脂肪酸组分

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此对测定的 7种脂肪

酸进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 [36−37]，具体结果见图 2。

由图 2可知，大部分脂肪酸组分含量之间具

有较强的相关性。可以看出，油酸与亚油酸、棕

榈酸、棕榈烯酸、α−亚麻酸均极显著负相关（P <
0.01），与硬脂酸极显著正相关（P < 0.01）；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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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酸与除了油酸和亚油酸以外其他的脂肪酸组分

均显著正相关（P < 0.05）。说明在茶籽油中这几

种脂肪酸含量间存在连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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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脂肪酸组分含量的相关性分析
Fig.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atty acid component content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中对于脂肪酸含量的相关性分析中发

现，油酸与除了硬脂酸以外的其他脂肪酸组分极

负相关，这与前人研究结果基本一致[31, 38]。在这

些前人的研究中，亚麻酸与油酸基本无相关性，

而在本研究中则是极显著负相关，推测这与油茶

品种和立地条件有关。

不同品种之间的油茶茶籽油品质会有很大差

异[31−32, 39]，不同的授粉品种也会对茶籽油品质产

生影响[8, 15−16]。对本研究与相关文献[8, 16] 中相同母

本不同父本授粉组合的脂肪酸含量进行比较后，

并没有发现较为显著的规律。不同的品种对于相

同父本的授粉，其果实的脂肪酸含量会有较大的

差异，不存在某个授粉品种对于所有的母本的某

种脂肪酸含量均有明显影响的现象，推测这与不

同品种的遗传力和配合力差异有关[40−41]。

‘华金’母本的授粉组合不饱和脂肪酸总量

均较高，‘华鑫’ × ‘鄂油 102’和‘鄂油 102’
自交授粉，‘华鑫’ × ‘长林 53’的不饱和脂肪

酸总量较高。如果要获取不饱和脂肪酸总量高的

茶籽油，在种植时可以考虑主栽‘华金’和‘鄂

油 102’2个品种，少量配植‘长林 53’或‘华

鑫’等作为授粉品种。由于不同授粉组合的不

饱和脂肪酸总量绝对值相差不大（极差仅有

1.49%），说明本研究选择的授粉品种对不饱和脂

肪酸总量影响并不明显。品种配置方案还需通过

后续与其他品种的授粉试验进一步探究与细化。

油酸是油茶籽油中最主要的不饱和脂肪酸组

分。‘鄂油 102’母本的授粉组合油酸含量整体

较低。在不考虑异常值的情况下，8个异交人工

授粉组合中有 6个组合的油酸含量高于其对应母

本的自交授粉，占比 75.00%，如果考虑异常值占

比会更高。其中，‘鄂油 102’的人工授粉组合

油酸含量均高于自交授粉，‘华金’母本则是有

2个人工授粉组合高于自交授粉。总的来看，授

粉品种配置可以提高大部分授粉组合的油酸

含量。油酸含量超过 83%的组合有‘华金’  ×
‘华鑫’‘华金’ × ‘鄂油 102’‘华鑫’ × ‘鄂

油 102’；‘华金’母本的授粉组合的油酸含量

均较高。因此，如果要获取高油酸含量茶籽油，

可以主栽‘华金’，配植‘鄂油 102’与‘华鑫’

作为授粉品种。

亚油酸是一种茶籽油中重要的不饱和脂肪酸

组分，其不能在人体中合成，具有重要的生理功

能。在本研究中，亚油酸含量的变异程度较大。

经计算，在去掉异常值后，亚油酸含量的变异系

数依然有 22.37%。大部分的授粉组合亚油酸含量

没有超过 10%，‘华金’母本的授粉组合亚油酸

含量普遍较低。与油酸类似，在不考虑异常值的

情况下，8个异交人工授粉组合中有 6个组合的

亚油酸含量低于其对应母本的自交授粉，占比

75.00%，如果考虑异常值占比会更高。总的来

看，授粉品种配置会降低大部分授粉组合的亚油

酸含量。亚油酸含量较高的组合有：‘鄂油

102’自交授粉、‘华鑫’   × ‘长林 53’‘华

鑫’自然授粉（以上 3个组合的含量略高于

10%）、‘鄂油 102’   × ‘长林 53’‘长林 53’
×  ‘ 华 金 ’（ 以 上 2个 组 合 的 含 量 略 低 于

10%）。因此，单独栽种‘鄂油 102’或主栽‘华

鑫’配植‘长林 53’，可获取高亚油酸含量茶籽

油。‘华鑫’ × ‘长林 53’的亚油酸含量虽然较

高，但仍然略低于‘华鑫’自然授粉。这说明从

提高亚油酸含量的角度来看，‘华鑫’母本还有

更好的授粉品种，需要后续进一步探究。此外，

除顺−11−二十碳烯酸外，其他的不饱和脂肪酸含

量较低，且均与亚油酸呈现连带关系，品种配置

方案与亚油酸基本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本研究与相关文献的研

究 [8, 16, 23, 31] 发现，亚油酸含量较高的茶籽油往往

油酸含量较低。在实际生产中，2种生产目标导

向的品种配置方案可能会有所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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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11−二十碳烯酸又称巨头鲸鱼酸，它与其

他不饱和脂肪酸组分相关性较低。本研究中顺−
11−二十碳烯酸含量较低，且极差较小，变异程度

较小，此处不再单独讨论。

种仁含油量往往也是在实际生产中被考虑的

重要因素。李寄凡等[42] 的相关研究中，对于授粉

组合的种仁含油量进行了测定。‘华金’和‘鄂

油 102’母本的种仁含油量相对较高。如果结合

种仁含油量和脂肪酸含量 2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那么高油酸含量的品种配置组合为‘华金’  ×
‘华鑫’‘华金’  × ‘鄂油 102’；高亚油酸含

量的品种配置组合为‘鄂油 102’   × ‘长林

53’。以上几个组合含油率高，特定的脂肪酸含

量高，是较为理想的授粉组合。

在油茶生长成熟过程中，各脂肪酸组分之间

会相互转化，采收较晚的油茶果实含油率以及油

脂中不饱和脂肪酸比例高于采收早的果实[43]；油

酸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由饱和脂肪酸转化而来，而

在果实成熟过程中，亚油酸也在不断向油酸转

化[44]。研究中还发现随着成熟度的增加，油酸和

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持续增加，而亚油酸和多不

饱和脂肪酸含量降低，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

酸含量的变化幅度较小 [23]。本研究中，‘华鑫’ ×
‘华金’‘长林 53’  × ‘鄂油 102’和‘华鑫’

自交 3个组合的脂肪酸组分含量与其他授粉组合

差异较为明显：油酸含量较低，亚油酸含量以及

棕榈酸、棕榈烯酸和 α−亚麻酸含量较高。推测在

油茶果实生长过程中，不同成熟度的差异导致了

不同授粉组合脂肪酸组分之间的转化进程有差

异，也就导致了本研究中 3个异常值的产生。在

本研究中，为了避免成熟度的影响，已经做了准

备工作和判别工作。授粉时已经做了多个重复，

排除了偶然误差；参考相关研究的成熟度判别方

法[23] 和经验，在摘果时基本判定了果实成熟：采

摘时果实有微微开裂，同一母本不同授粉组合果

实的裂痕数量大致相同；果皮茸毛基本脱落；果

皮颜色发黄。但即使如此，作为 3个极为突出的

异常值，本研究从严谨起见还在试验分析中将其

排除在外。对于这种现象的产生，后期试验可对

油茶果实发育过程中脂肪酸组分含量变化动态做

进一步的探究。

以湖北省 4个主栽品种进行授粉配置，对子

代果实茶籽油的脂肪酸性状进行了测定分析。油

酸含量较高的人工授粉组合有：‘华金’ × ‘华

鑫’‘华金’   × ‘鄂油 102’‘华鑫’   × ‘鄂

油 102’；亚油酸含量较高的人工授粉组合有：

‘鄂油 102’自交授粉、‘华鑫’ × ‘长林 53’。
为了获取高油酸茶籽油可以主栽‘华金’，配植

‘鄂油 102’与‘华鑫’作为授粉品种；获取高

亚油酸的茶籽油可以单独栽种‘鄂油 102’或主

栽‘华鑫’配植‘长林 53’作为授粉品种。本研

究进一步完善了油茶品种配置的体系，为茶籽油

的精细筛选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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