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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饼病侵染对茶树游离氨基酸组分及含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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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揭示茶饼病菌对茶树叶片中游离氨基酸组分及其含量的影响，以 3 个不同抗性品种茶树的病、健叶为试验材料，利用

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检测不同抗性品种茶树未感病和感病后鲜叶中氨基酸的组分和含量。结果表明：不同抗性品种未感病叶片

中游离氨基酸的的种类和含量有差异，茶氨酸含量最高，其次是 γ-氨基丁酸、蛋氨酸、胱氨酸；感病后氨基酸总量上升，高抗品种紫

娟叶片中游离氨基酸的种类减少，含量下降，仅 γ-氨基丁酸含量增加；中抗品种云抗 10 号叶片中游离氨基酸的种类增加，含量均增

加；感病品种佛香 1 号叶片中游离氨基酸的种类不变，γ-氨基丁酸、茶氨酸、赖氨酸、色氨酸、精氨酸 5 种游离氨基酸的含量增加，

其余氨基酸的含量下降，因而可以以此分析氨基酸与茶树抗病性的关系。本研究结果可为从生理生化角度探讨茶饼病致病机理提供基

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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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Exobasidium vexans Massee (E. vexans) on the amino acid composition and content of Camellia 

Sinensis (Linn.) var. assamica (Masters) Kitamura, infected and healthy leaves from three Camellia sinensis (L.) Kuntze varieties with different 

resistance were used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s, and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was conducted to measure the amino acid 

composition and content of the infected and healthy leaves from the tea trees with different resista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concentrations and types of free amino acids among healthy leaves from different resistant varieties. Theanine had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followed by γ-aminobutyric acid, methionine, and cystine. After infection, total amino acid content increased; in the leaves of 

ZiJuan-the variety with high resistance to E. vexans-the concentrations and diversity of free amino acids decreased, and only the concentration of 

γ-aminobutyric acid increased; in the leaves of YunKang10-the variety with medium resistance to E. vexans-the concentrations and diversity of 

free amino acids increased; in the leaves of susceptible variety FoXiang1, the diversity of free amino acids did not change, the concentrations of 

γ-aminobutyric acid, theanine, lysine, tryptophan, and arginine increased, and concentrations of the other amino acids decreased. Therefore, the 

above findings can be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 between amino acids and disease resistance of tea tre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basic 

data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pathogenicity of E. vexans from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points of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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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饼病（Blister blight）是危害性最严重的茶树真 
菌性病害之一，严重影响成品茶的品质和质量直接影

响茶产业的经济效益[1,30]。茶饼病病害仅仅发生在茶

树幼嫩的器官和组织上，最初症状是在嫩叶上出现浅

绿、灰绿、黄绿、淡黄、灰黄或略带红色的很小的棕

色圆形或者椭圆形水渍状半透明小斑点，病斑可以逐

渐扩大到 0.6~1.2 cm 不等，后期，成熟的担孢子被释

放出来，由气流传播，病斑变为暗褐色或紫红色溃疡

状，甚至形成孔洞，并可能被其它腐生菌侵染。目前，

对该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生危害规律、抗性筛选及

防控药剂的筛选上[15~17,19,21]，但对该病致病机理的探

讨尚无较好进展，未见从生理生化角度分析茶树感病

过程中某些生理生化指标的响应。 
氨基酸作为病原物的营养基质，对植物病原菌有

直接的致害作用，并参与构成作物的抗病机制。病原

菌寄生到植株上，氨基酸可被病菌作为碳源、氮源直

接吸收而合成自身的蛋白质。关于氨基酸在抗病抗逆

中的作用及变化规律的研究已有报导：如刘敬业等报

道过晾晒烟接种赤星病后游离氨基酸动态变化；曾玲

等测定了水稻感染稻瘟病后氨基酸含量的动态；刘敬

业等研究了赤星病与不同晒烟品种游离氨基酸含量关

系；王永华等测定了水稻感染稻瘟病后茎内氨基酸含

量的动态；余德亿等发现李树叶片受细菌性穿孔病危

害后，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但是未见茶树感病后体内游离氨基酸的变化研究。 
因此，为探讨茶饼病与氨基酸的关系，作者研究

了不同抗性品种茶树的病、健叶，利用高效液相色谱

法（HPLC）检测不同抗性品种茶树未感病和感病后

鲜叶中氨基酸的组分和含量，拟通过比较茶饼病菌发

生前后茶树鲜叶中游离氨基酸组分主要种类及及其含

量的差异性变化，揭示茶饼病菌的危害与茶树中游离

氨基酸组分及其含量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茶饼病提

供基础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试材取自于中国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种

质资源圃，于 2011 年 9 月茶饼病发病适期，选取对茶

饼病具有不同抗病等级的 3 个茶树品种为试验材料

（即 1 个高感品种佛香 1 号，1 个中抗品种云抗 10 号，

1 个高抗品种紫娟）按照五点取样法，采摘同一叶位、

同一病害级别的健叶、病叶，采后立即低温保存带回

实验室进行游离氨基酸的提取和测定，每个处理重复

3 次，计算平均值和标准差。 

1.2  仪器与试剂 

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公司，包括 SPDA- 
M20A二极管阵列检测器、LC-20ATVP泵、LC-solution
色谱工作站)、C18液相色谱柱 Kromasil C18 5 m (4.6 
mm×150 mm)，旋转蒸发仪(瑞士 Buchi 公司)，冷冻干

燥器(德国 CHRISTGAMMA 1-20)，电子天平(瑞士

Sartorius 公司)，HY-4 调速多英振荡仪(江苏金坛中大

仪器厂)，超声波清洗机(上海 BRANSON 公司)，IJV 
VIS(日本岛津公司)，MilliQ-50 超纯水系统(美国

millipore 公司)，MIKRO 22R 冷冻离心机(德国)，冰箱。 
天门冬氨酸(Asp)、谷氨酸(Glu)、天冬酰胺(Asn)、

丝氨酸(Ser)、谷氨酰胺(Gln)、组氨酸(His)、甘氨酸

(Gly)、苏氨酸(Thr)、胱氨酸(Cys)、精氨酸(Arg)、丙

氨酸(Ala)、茶氨酸(L-Theanine)、赖氨酸(Lys)、色氨酸

(Tyr)、γ-氨基丁酸(GABA)、蛋氨酸(Met)、缬氨酸(Val)、
异亮氨酸(Ile)、亮氨酸(Leu)和苯丙氨酸(Phe)等 20 种

氨基酸标准样品等 20 种氨基酸标准样品(由 Waters 公
司提供)；乙睛和甲醇均为色谱纯试剂(天津福晨化学

试剂公司)；乙酸钠一二乙胺缓冲液（由 Waters 公司

提供），使用时以 1:10（体积比）稀释，超声波脱气 1 
mm。 

1.3  游离氨基酸组分的提取 

准（精）确称取 2.00 g，加水（H2O）80 mL 于三

角瓶中，并用封口膜封口，80 ℃水浴浸提 2 h，每隔

10 min 摇一下，过滤定容至 100 mL。 
取 1 mL 浸提液加入 200 μL 的氯仿，上下摇 20

次，13000 r/min 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测定。 

1.4  色谱条件 

色谱柱：美国 Waters Atlantis C18（4.6 mm×150 
mm，4 μm)。流动相：A 相，140 mmol/L 乙酸钠-二乙

胺缓冲液(pH 4.95)；B 相：乙睛，CH2O。梯度程序：

0~0.5 min，100% A；0.5~15 min，97% A+3% B；15~33 
min，96% A+4% B；33~35 min，60% B+40% C；35 min，
100% A；流速：1.2 mL/min。运行时间：40 min，柱

温：37 ℃。 

1.5  数据统计分析 

SPSS数据处理系统软件;差异显著性通过Duncan
新复极差测验(SSR 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采用字母表

示法[25]。 

2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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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茶饼病菌对不同茶树品种的危害 

茶饼病菌对不同茶树品种之间的危害情况差异较

大，佛香 1 号受害程度最严重，发病率达 100%，病

情指数达 62.25；云抗 10 号，受害也比较重，发病率

达 88.97%，病情指数达 35.50；紫娟受害最轻，发病

率比较低，仅为 9%，病情指数为 3.75，说明不同茶

树品种对茶饼病菌的感病程度不同。 

2.2  三个不同抗性茶树品种健康和受害叶片

中游离氨基酸组分及其含量的分析 

植物体内大部分氨基酸为蛋白质组分参与机体的

形成，然而，某些氨基酸在植物的初级和次生产物代

谢中也发挥作用，参与植物生理过程的调控，例植物

蛋白质的合成，需要氨基酸作为物质基础。据报道，

目前已知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有 30 余种，而在作物体

内较常见的亦有 20 种。茶叶中氨基酸含量较丰富，游

离氨基酸总含量约占干茶 1.5%~3.5%。本试验样茶经

HPLC 检测，对 3 个不同抗性茶树品种进行氨基酸组

分及含量分析，其未感病叶片和感病叶片中游离氨基

酸分析结果见表 1，色谱图 1。 

表1 不同抗性茶树品种未感病和感病叶片中游离氨基酸种类和含量的比较（mg/g鲜重） 

Table 1 Comparison of free amino acid content of intact tea leaves and tea leaves of different cultivars infected by E. vexans (mg/g fresh 

weight) 

游离氨基酸 
紫娟 云抗 10 号  佛香 1 号 

未感病叶片 感病叶片 未感病叶片 感病叶片  未感病叶片 感病叶片 

天门冬氨酸 Asp   3.07±0.11 4.81±0.14  2.90±0.22 1.90±0.18 

谷氨酸 Glu 1.20±0.24 1.013±0.14Bb 4.01±0.12 4.19±0.15Aa  5.32±0.29 4.68±0.16Aa 

天冬酰胺 Asn   0.12±0.17 0.14±0.07  0.11±0.06 0.10±0.03 

丝氨酸 Ser 0.45±0.14  1.60±0.10 2.18±0.13  1.82±0.18 1.52±0.11 

谷氨酰胺 Gln    0.09±0.01    

组氨酸 His    0.52±0.04    

甘氨酸 Gly 0.13±0.28  0.26±0.08 0.28±0.05  0.24±0.28 0.25±0.03 

苏氨酸 Thr    1.10±0.12    

胱氨酸 Cys    3.67±0.24  8.41±0.18 5.15±0.12 

精氨酸 Arg   0.28±0.08 0.57±0.06  0.28±0.08 0.33±0.09 

丙氨酸 Ala 0.66±0.34  2.24±0.18 3.04±0.19  1.08±0.10 1.74±0.11 

茶氨酸 L-thean 19.08±0.29 2.67±0.24Cc 27.29±0.58 35.28±0.36Aa  10.94±0.18 15.96±0.17Bb

赖氨酸 Lys   0.66±0.10 1.42±0.11  0.97±0.08 1.06±0.11 

色氨酸 Tyr 0.18±0.27 0.19±0.11Cc 0.36±0.11 0.64±0.05Aa  0.51±0.09 0.53±0.04Bb 

γ-氨基丁酸 GABA 3.14±0.34 24.53±0.26Bb 5.48±0.17 5.83±0.16Cc  5.16±0.21 27.74±0.27Aa

蛋氨酸 Met 2.87±0.14 2.63±0.14Cc 4.74±0.10 5.44±0.17Bb  16.31±0.28 6.22±0.21Aa 

缬氨酸 Val    0.97±0.18    

异亮氨酸 Lle   0.73±0.09 0.94±0.04  0.74±0.20 0.68±0.07 

亮氨酸 Leu 1.00±0.24 0.83±0.04Bb 1.37±0.10 1.59±0.14Aa  1.38±0.189 1.37±0.16Aa 

苯丙氨酸 Phe 0.89±0.12 0.81±0.04Bb 2.22±0.18 2.13±0.15Aa  2.08±0.18 2.03±0.21Aa 

游离氨基酸总量 29.59±0.21 32.74±0.34Bb 54.34±0.11 74.92±0.33Aa  58.26±0.11 71.27±0.29Aa

茶氨酸占氨基酸总量比例 64.47 8.16Cc 50.22 47.10Aa  18.78 22.39Bb 
γ-氨基丁酸占氨基酸总量比例 10.60 74.96Aa 10.09 7.78Cc  8.85 38.93Bb 

注：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差（n=3）；同行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0.05）。 

2.2.1  三个不同抗性茶树品种未感病叶片中游离氨基酸组分和含量的分析 
从表 1、图 1 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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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抗性茶树品种未感病和感病叶片中游离氨基酸的高

效液相色谱分离图 

Fig.1 HPLC chromatograms of free amino acids of intact tea 

leaves and tea leaves of different cultivars infected by E. vexans 

（1）三个不同抗性茶树品种未感病叶片体内游离

氨基酸的种类和数量是有差异的，占游离氨基酸的比

例也有所差异。在紫娟、云抗 10 号、佛香 1 号 3 个供

试茶树品种中并非每个品种均含有所检测的 20 种氨

基酸，且每个品种之间氨基酸组分含量有所差异，但

都以茶氨酸含量最高，分别是 19.08 mg/g、27.29 mg/g
和 10.94 mg/g，占游离氨基酸总量的 18%~65%，其中

云抗 10 号叶片中茶氨酸含量最高；其次是 γ-氨基丁

酸，分别是 3.14 mg/g、5.48 mg/g 和 5.16 mg/g，占游

离氨基酸总量的 8%~12%，其中云抗 10 号叶片中 γ-
氨基丁酸含量最高，紫娟茶中含量最低；蛋氨酸含量

分别是 2.87 mg/g、4.74 mg/g 和 16.31 mg/g，且在感病

品种佛香 1 号中含量最高，紫娟茶中含量最低。 
（2）高抗品种紫娟游离氨基酸总量是 29.59 

mg/g，明显的低于感病品种佛香 1 号 58.26 mg/g，抗

病品种云抗 10 号 54.34 mg/g 间于两者之间。 
（3）3 个供试茶树品种中均未检测出谷氨酰胺、

组氨酸、苏氨酸、缬氨酸；胱氨酸仅在感病品种佛香

1 号中检测出，含量高达 8.41 mg/g。高抗品种紫娟茶

树中检测出 10 种氨基酸，未检测出天门冬氨酸、天冬

酰胺、谷氨酰胺、组氨酸、苏氨酸、胱氨酸、精氨酸、

赖氨酸、缬氨酸、异亮氨酸等 10 种氨基酸，其中天门

冬氨酸、赖氨酸、异亮氨酸等 3 种氨基酸仅紫娟中未

检测出；抗病品种云抗 10 号茶树中检测出 15 种氨基

酸；感病品种佛香 1 号茶树中检测出 16 种氨基酸。 

2.2.2  三个不同抗性茶树品种感病叶片中游离

氨基酸组分和含量的变化 
从表 1、图 1 可知： 
（1）不同抗性茶树品种感病后体内游离氨基酸的

种类和数量也是有差异的，占游离氨基酸的比例也有

所差异。在紫娟、云抗 10 号、佛香 1 号 3 个供试茶树

品种中并非每个品种均含有所检测的 20 种氨基酸，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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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品种之间氨基酸组分含量有所差异，但都以茶氨

酸含量最高，分别是 2.67 mg/g、35.28 mg/g 和 15.96 
mg/g，占游离氨基酸总量的 8%~50%，其中云抗 10
号叶片中茶氨酸含量最高，紫娟叶片中茶氨酸含量最

低；其次是 γ-氨基丁酸，分别是 24.53 mg/g、5.83 mg/g
和 27.74 mg/g，占游离氨基酸总量的 7%~80%，其中

感病品种佛香 1 号叶片中 γ-氨基丁酸含量最高，中抗

品种云抗 10 号叶片中 γ-氨基丁酸含量最低；在感病品

种佛香 1 号中蛋氨酸、胱氨酸含量最高，分别是 6.22 
mg/g 和 5.15 mg/g。 

（2）感病后，高抗品种紫娟茶树中游离氨基酸总

量是 32.74 mg/g，明显的低于感病品种佛香 1 号 71.27 
mg/g 和抗病品种云抗 10 号 74.92 mg/g。 

（3）3 个供试茶树品种感病后叶片中的谷氨酰

胺、组氨酸、苏氨酸、缬氨酸仅在抗病品种云抗 10
号中检测出。高抗品种紫娟茶树中检测出 7 种氨基酸；

抗病品种云抗 10 号茶树中检测出 20 种氨基酸；感病

品种佛香 1 号茶树中检测出 16 种氨基酸。 
2.2.3  同一茶树品种未感病和感病叶片中游离

氨基酸组分和含量的比较 
（1）紫娟、云抗 10 号、佛香 1 号品种病叶与健

叶相比游离氨基酸总含量增加了，增加率分别是

10.61%、36.87%和 22.33%。高抗品种紫娟叶片中茶

氨酸含量下降了，下降率分别是 85.99%，而云抗 10
号和佛香 1 号叶片中茶氨酸含量增加了，增加率分别

是 29.30%和 45.90%；紫娟、云抗 10 号和佛香 1 号叶

片中 γ-氨基丁酸含量增加了，增加率分别是 681.85%、

6.36%和 438.13%。 
（2）与健叶相比,感病后高抗品种紫娟叶片中游

离氨基酸的种类减少，除 γ-氨基丁酸含量增加外，其

他游离氨基酸的含量下降；受害后中抗品种云抗 10
号叶片中游离氨基酸的种类增加，新检出 5 种健康叶

片中未检测出的种类，20 种游离氨基酸的含量均增

加；受害后感病品种佛香 1 号叶片中游离氨基酸的种

类不变，γ-氨基丁酸、茶氨酸、赖氨酸、色氨酸和精

氨酸 5 种游离氨基酸的含量增加，其余氨基酸的含量

下降。 

3  讨论 

病害胁迫是典型的生物胁迫，可引发植物从调节

基因表达和细胞代谢到生产速率和产量变化等一系列

反应，如王雪等研究表明棉花叶片受棉花黄萎病菌

(Verticillium dahliae)胁迫后蛋白质组发生明显变化
[20] ；梁芳芳研究表明黄瓜叶片受霜霉病菌

(Pseudoperonosp pora cuhensis)胁迫后发生过敏性反

应[12]；崔宏伟等研究表明烟草叶片接种烟野火病菌

(Pseudomonas syringae pv.，tahaci)后蛋白质表达出现

明显差异[3]。有关茶树叶片受真菌性茶饼病胁迫后的

生理生化响应方面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研究以 3 种

不同抗性茶树的病、健叶为试验材料，探讨了不同茶

品种的病、健叶氨基酸含量差异，为解析茶树真菌性

病害胁迫与寄主植物间的关系提供数据基础。 
植物受病原菌侵染后在病原体刺激下，产生防御

反应，抗病相关蛋白的表达会显著变化[5,29]，植物蛋

白质的变化必然引起蛋白质构成基本单位氨基酸的变

化[6,8]。本研究对不同抗性品种接菌后与未接菌进行比

较，不同抗性茶树品种未感病叶片中游离氨基酸的组

分和含量存在差异（表 1），叶片氨基酸图谱存在差异，

且不同抗性品种间氨基酸图谱区别明显（图 1），当病

原菌侵入茶树叶片后，随着茶饼病菌的持续侵染，引

起各种生理生化响应，造成茶树叶片氨基酸含量的变

化，这些氨基酸在茶树体内功能广泛，随着茶饼病的

侵染表达也存在差别，有助于理解茶树对茶饼病菌侵

染应答的氨基酸基础，研究这种变化对阐明茶饼病的

发生机理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发现：首先，3 个

不同抗性品种茶树叶片受茶饼病危害后，游离氨基酸

总量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但上升度幅与茶树品

种有关，本研究结果与谭济才研究结果相似，其研究

表明茶红锈藻病原侵染茶树叶片后引起游离氨基酸升

高，其升高后又刺激病原的生长，因而使得发病越来

越严重，分析原因可能在发病后期发病组织体内蛋白

水解酶活性提高，致使蛋白质降解形成氨基酸，导致

游离氨基酸的总含量得以增高；其次，各游离氨基酸

含量有增有降，同种氨基酸在不同抗性茶树品种中被

害前后含量的变化趋势不定，有的品种氨基酸含量是

增加，有的则是减少，增降幅与茶树品种有关；最后，

高抗品种紫娟叶片中游离氨基酸种类和含量低于其他

两个品种，与方中达等在水稻对白叶枯病[Xan-tho 
monas oryzae (Ishyama) pv. Oryzae]的抗性研究结果相

似，抗病品种中游离氨基酸含量少。因此，本研究进

一步证实了病害胁迫能引起寄主植物生理代谢活动出

现变化，故猜测茶树在病害的胁迫下叶片正常的生理

代谢和生长发育会受到影响，给茶树生长和品质造成

负面影响。 
病原菌侵染后对各游离氨基酸的影响研究已经较

多，其影响机制，如苯丙氨酸是芳香族氨基酸，不仅

是蛋白质合成的素材，也被用于植物碱、木质素和类

黄酮等的形成[13]。苯丙氨酸的反应生成物在植物抗病

保护反应中起决定性作用，被称之为植保素，其形成

的木质素作为防病原菌人侵的屏障物质，在抗病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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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作用。本研究表明：不同抗性品种感染茶饼病菌

后引起苯丙氨酸含量下降，且高抗品种下降幅度明显

的高于感病品种。其原因可能由于病原菌侵染寄主诱

导茶树消耗苯丙氨酸，加强苯丙烷酯代谢途径，合成

黄酮、异黄酮、香豆酸酷类和木质素等次生物质，抑

制病原菌的生长，或对病原菌的扩展起防御作用；也

有可能是植物受病原菌浸染后，苯丙氨酸在 β-糖苷酶

作用下水解成 a-羟晴，在裂解酶作用下释放出对病菌

有毒的氢氰酸[13]，抑制病原菌的生长。笔者认为把游

离苯丙氨酸含量与苯丙氨酸解氨酶活性联系起来研究

将有助于揭示植物的抗病机制。γ-氨基丁酸、赖氨酸、

精氨酸是植物体内的生理活性物质，对调节代谢、促

进生长、抵抗逆境、抵制病菌侵染有利[13]。不同抗性

品种感染茶饼病菌后引起叶片中 γ-氨基丁酸、赖氨酸、

精氨酸的含量都明显提高，且高抗品种增加幅度明显

的高于感病品种。分析可能由于谷氨酸生成 γ-氨基丁

酸，并转变为腐胺、亚精胺；赖氨酸脱羧生成尸胺；

精氨酸脱羧转化为腐胺，其亚精胺、尸胺、腐胺抑制

病原菌的生长，提高抗性。丝氨酸存在于植物体内许

多酶的活性位，构成位点氨基酸，丝氨酸可转变为乙

醇胺及胆碱[2]，成为生物膜中磷脂的组成成分[22]；蛋

氨酸是植物释放乙烯的前体；甘氨酸可转变为卟啉与

肌酸，丙氨酸、甘氨酸、丝氨酸、苏氨酸经丙酮酸形

成乙酰 COA，后者是进入三羧酸循环的，从而加强呼

吸作用、拮抗病原菌入侵[18]。本研究发现受害后，甘

氨酸、丝氨酸、苏氨酸含量在抗性品种云抗 10 号中均

明显高于未感病叶片，这是否与抗病反应有联系，怎

样联系，值得进一步研究。在感病品种佛香 1 号中均

明显低于未感病叶片，这可说明这些氨基酸的变化规

律与品种的抗性呈正相关。据前人研究，野火病菌侵

染烟叶后所产生的野火毒素能干扰蛋氨酸、谷氨酸、

RNA 代谢，所以谷氨酸与蛋氨酸含量明显下降可更加

证实这一点，从而使抗性反应减弱。目前关于茶饼病

侵染对茶树叶片氨基酸种类、含量变化的影响未见相

关研究，其机理还不清楚，本文尚未作深入研究，推

测可能的机理是氨基酸在茶饼病菌胁迫作用下产生生

理生化响应而使得种类、含量变化，本研究后续将进

一步深化，总结以往的相关科研成果，有针对性地对

茶饼病侵染对氨基酸影响机理开展进一步研究，研究

茶饼病菌与氨基酸及其酶活性的作用机制，提高茶树

的抗病性。 

4  结论 

不同抗性品种茶树叶片受茶饼病危害后，游离氨

基酸总量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且抗病品种中游

离氨基酸总量低于感病品种，而各游离氨基酸含量有

增有降。本文探讨了该病茶饼病危害对茶树叶片氨基

酸量变化的影响。因此，研究氨基酸种类、含量变化

和氨基酸在发病过程中的作用与茶饼病发生的关系，

进一步解析茶饼病害侵染危害与茶树间的关系，对于

阐明茶饼病的发生机理具有重要的意义，为茶树病害

的防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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