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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研究了三个不同茶类陈年茶的生化成分及其抗氧化活性。采用比色法测定了这些茶样中水浸出物、茶多酚、总黄

酮、可溶性总糖、游离氨基酸、茶黄素、茶红素及茶褐素的含量，同时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了这些陈年茶样中没食子酸、儿茶

素单体及咖啡碱含量，采用 FRAP 法测定了其总抗氧化能力。结果显示不同茶类陈年茶样中主要品质生化成分含量相差较大，同一茶

类不同品种或产地的陈年老茶样中主要品质生化成分含量也有差别。三个不同茶类供试茶样中 EGC 均未检出；陈年红茶样中 GC 和

CG未检出；陈年乌龙茶样中GC和EGCG含量显著高于其他茶叶；陈年黑茶样中GA含量普遍较低，滇药香熟普砖茶中各儿茶素组

分均未检出。不同茶类陈年茶样总抗氧化能力相差较大，其中以陈年千家寨生普散茶的抗氧化能力最强，且它的抗氧化活性与其茶

多酚和儿茶素总含量呈浓度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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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io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antioxidative activity of three varieties of aged tea, including black tea, oolong tea and dark 

tea, were determined in this study. The contents of water extracts, tea polyphenols, total flavonoids, total soluble sugars, free amino acids, total 

soluble sugar theaflavins, thearubigins and theabrownin in these tea samples were determined by colorimetr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ntents of gallic acid, caffeine and catechin monomer in these aged tea samples. The total antioxidant 

capacity was determined by FRAP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ontents of the main quality 

biochemical components in the different aged tea samples. There was also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ontents of the main biochemical 

components in the aged tea samples of different tea varieties or regions. No EGC was detected in tea samples from three different teas. Neither 

GC or CG was detected in aged black tea samples. GC and EGCG contents in aged oolong tea sampl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other tea samples. The content of GA in black tea samples was generally low, and the components of catechins in Yunnan pu brick tea were not 

detected. The total antioxidant capacity of different tea aged tea samples differed greatly. Among them, the aged Qianjiazhai Shengpu tea had the 

strongest antioxidant capacity, and its antioxidant capacity of tea is related to the total contents of tea polyphenols and catech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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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是以山茶科植物茶(Camellia sinensis(L)O.  
Kuntze)的芽、叶为原料的制成品，被誉为世界三大

无酒精饮料之一，在我国有着悠久的茶叶历史。因其

含有丰富的茶多酚、茶多糖、维生素及矿物质等营养

物质[1]，茶具有兴奋、醒酒、利尿、助消化、抗衰

老、抗癌变、杀菌和解毒等功效[2~7]。根据制作工艺

及外形色泽的不同将茶叶分为绿茶、红茶、黄茶、青

茶、黑茶和白茶六大茶类[8]。 
近年来，国内外茶叶市场上因对普洱茶有“越陈

越香”的推崇，让很多消费者开始了对陈年茶的追

捧。继普洱茶等黑茶之后，红茶、白茶、绿茶、黄茶

和青茶类的陈年茶也逐步走入大众视野。在粤港澳等

地民间历来流传着陈年茶有解暑、去毒和清积止泻等

药效，素有“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之说[9,10]。在

广东、福建和台湾等地，也有贮存和饮用陈年茶的传

统[11]。 
茶叶经过长期陈放，其内含物质如茶多酚、氨基

酸、糖类、生物碱及芳香物质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生

物化学和热化学反应，因而直接表现在色、香、味的

变化上，其营养价值和保健作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2~15]。陈年茶随着贮藏时间的增加，茶叶颜色变

深，茶梗颜色转红褐色、叶底越来越乌黑油润和柔

软，但冲泡时叶底仍可自然开展，茶汤色泽越来越深

红透亮，越偏红褐色，茶汤风味从新鲜的茶香，渐次

产生醇厚陈年茶韵味[16]。实验针对不同茶类 11 个陈

年茶样品，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

测定了其主要生化成分及儿茶素组分和咖啡碱含量，

同时采用 FRAP 法测定了这些茶样的总抗氧化能力。

本研究旨在探索这些陈年茶生化成分的质量分数及抗

氧化活性的差异，以期为陈年茶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

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样品：岭头单丛冰红（广东省饶平县，陈放 5 年

红茶）、老挝产野生老树红茶（老挝，陈放 5 年红

茶）、大理种古树红茶（云南省昌宁县，陈放 5 年红

茶）、千家寨生普散茶（云南省镇沅县，陈放 10 年黑

茶）、滇茯香生普砖茶（云南省云县，陈放 10 年黑

茶）、滇药香熟普砖茶（云南省云县，陈放 10 年黑

茶）、广东陈香茶（广东省韶关市，广云贡原料，陈

放 20 年黑茶）、茂芝观音（广东省饶平县，陈放 20
年乌龙茶）、黄金桂（广东省饶平县，陈放 20 年乌龙

茶）、大叶奇兰（广东省饶平县，陈放 20 年乌龙茶）、

岭头单丛（广东省饶平县，陈放 20 年乌龙茶）。各干

茶样经过粉碎，过 40 目筛。 
标准品：没食子酸（GA）、咖啡碱（CA）、儿

茶素（C）、没食子儿茶素（GC）、儿茶素没食子酸

酯（CG）、没食子酸儿茶素没食子酸酯（GCG）、

表儿茶素（EC）、表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CG）、表

没食子儿茶素（EGC）、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

（EGCG）均购自上海源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甲

醇、乙腈为色谱纯；其它试剂均为分析纯。 

1.2  仪器 

1200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

HHS 型恒温水浴锅，上海博迅实业有限公司医疗设备

厂；721N 紫外分光光度计，上海菁华科技仪器有限公

司；BS110s 电子分析天平，德国 Sartorius 仪器公司；

ZMQS5001 型 Millipore 纯水仪，美国 Millipore 公司。 

1.3  实验方法 

1.3.1  茶叶生化成分含量检测 
水分测定：GB/T 8304-2013；水浸出物测定：

GB/T 8305-2013 ； 茶 多 酚 含 量 测 定 ： GB/T 
8313-2008；氨基酸含量测定：水合茚三酮比色法

GB/T 8314-2013；可溶性糖含量测定：蒽酮-硫酸比

色法[17]；黄酮类化合物总量测定参照三氯化铝比色

法[17]；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含量测定：系统比色

法[17]。 
1.3.2  茶多酚类成分与咖啡碱含量检测 
1.3.2.1  茶汤浸提 

称取 0.2 g 磨碎的茶样于 10 mL 离心管中，加入

在 70 ℃ 70%甲醇溶液 5 mL，混匀后置于 70 ℃水浴

中浸提 10 min（每隔 5 min 搅拌一次），浸提后冷却

至室温，在 3500 r/min 转速下离心 10 min，将上清液

转移至 10 mL 容量瓶。残渣再用 5 mL 70%甲醇溶液

提取一次，重复以上操作。合并提取液定容至 10 
mL，摇匀，0.45 μm 滤膜过滤，待用。 
1.3.2.2  HPLC 法检测茶多酚类成分及咖啡碱含量 

色谱柱：Agilent ZORBAX Eclipse XDB-C18
柱，150 mm×4.6 mm；检测波长 280 nm，检测温度

28 ℃；流动相 A：含 0.5%乙酸、1%乙腈和 2%甲醇

的水溶液；流动相B：含0.5%乙酸、10%乙腈和20%
甲醇的水溶液。 

洗脱步骤：在 0~30 min 内，A 相由 72.5%到

20%，B相由 27.5%到 80%，30 min后在 5 min内，A
相由 20%恢复到 72.5%，B 相由 80%恢复到 27.5%，

流速 1.0 mL/min，进样量为 10 μL，以外标法按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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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进行定量。 
1.3.3  茶叶的总抗氧化能力的检测 

吸取上述 1.3.2.1 浸提的茶汤，用蒸馏水分别稀释

配制梯度浓度为 25、50、100、150、200、300 μg/mL
的茶汤样品。在反应管中加入 100 μL 的茶汤样品溶

液，再加入 3 mL FRAP 工作液（由 300 mmol/L 醋酸

盐缓冲液，10 mmol/L TPTZ 溶液，20 mmol/L FeCl3
溶液以 10:1:1 的比例组成，现配现用），再加入 300 μL
蒸馏水，混匀，37 ℃条件下反应 20 min，于 593 nm
处测定其吸光值，每个实验重复三次。按照上述相同

方法，以 0.05~0.6 mmol/L 的 FeSO4的标准溶液代替

样品绘制标准曲线，样品的抗氧化活性(FRAP 值)以达

到相同吸光度所需 FeSO4的毫摩尔数表示。 

1.4  数据分析 

实验处理重复 3 次，结果取平均值，各组实验数

据测定值用平均数±标准差表示。运用 SPSS 11.0 软件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  不同茶类陈年茶中主要生化成分比较 

从表 1 可知，不同茶类陈年茶样中主要品质生化

成分含量相差较大。茶叶中水浸出物是一切可溶性物

质的总和，其中包括多酚类化合物、可溶性蛋白质、

果胶、维生素群、糖类、生物碱及微量的芳香油等，

对茶叶的品质起决定性的作用[18]。陈年黑茶水浸出

物含量普遍较低，陈年乌龙茶与陈年红茶水浸出物含

量相当；水浸出物含量 高的是岭头单丛乌龙茶，为

42.09%，其次是岭头单丛冰红，水浸出物含量 低

的是滇药香熟普砖茶，仅为 11.52%，其中 高含量

是 低含量的3.65倍。茶多酚与茶叶品质密切相关，

是茶叶内含成分和功能性成分的主体，是茶叶滋味浓

度和苦涩味的代表物质。茶多酚含量 高的是岭头单

从乌龙茶，为 19.77%， 低的是滇药香熟普砖茶，

仅为 1.89%。 
滇药香熟普砖茶茶多酚含量下降明显可能有以下

几个方面原因：1.茶叶品种本身茶多酚含量低；2.在砖

茶的渥堆发酵及长期存放过程中，儿茶素发生自动氧

化反应；3.在砖茶的渥堆发酵过程中，微生物代谢产

生各种酸性物质，使儿茶素处于不稳定环境，造成儿

茶素降解；4.在酸性环境下酚类物质被微生物透膜吸

收，或在酶的作用下酚类物质降解为可被微生物利用

的碳源[18,19]。黄酮类含量范围为 3.26%~6.48%，其中

高的是广东陈香茶，其次是滇茯香生普砖茶， 低

的是千家寨生普散茶。11 个陈年茶样可溶性糖含量

范围为 1.22%~4.43%，其中可溶性糖含量 高的是老

挝野生老树红茶， 低是滇药香熟普砖茶。氨基酸含

量范围为 0.33%~5.62%。氨基酸含量 高的是老挝野

生老树红茶， 低的是滇药香熟普砖茶。从茶色素的

含量来看，11 个陈年茶样中茶黄素含量 低，茶红

素 次之 ，茶 褐素 含量 高 ，茶 黄素 范围 为

0.09%~0.39%，茶红素范围为 2.55%~7.40%，茶褐素

范围为 3.85%~13.82%。 
表1 11个陈年茶样中主要生化成分含量（%） 

Table 1 Contents of main biochemical components of 11  aged tea samples (%) 

茶类 名称 水浸出物 茶多酚 黄酮类 可溶性糖 氨基酸 茶黄素 茶红素 茶褐素 

红茶 

岭头单丛冰红 38.84±0.62 18.77±0.27 5.57±0.10 1.81±0.18 4.53±0.18 0.39±0.02 6.00±0.48 11.83±0.24

大理种古树红茶 30.4±0.66 8.87±0.50 5.88±0.08 2.31±0.05 2.30±0.20 0.14±0.01 2.55±0.84 13.82±0.53

老挝野生老树红茶 34.11±0.62 12.98±0.22 5.02±0.12 4.43±0.30 5.62±0.13 0.28±0.01 5.70±0.25 7.38±0.08

乌龙茶 

茂芝观音 33.17±0.45 12.72±0.29 5.92±0.07 3.60±0.18 0.93±0.09 0.15±0.01 5.41±0.34 8.61±0.1

黄金桂 33.27±0.49 14.41±0.17 5.54±0.17 3.03±0.03 1.34±0.11 0.21±0.01 6.74±0.32 6.79±0.23

大叶奇兰 31.65±1.03 13.92±0.20 4.67±0.20 2.98±0.10 1.25±0.09 0.16±0.01 5.43±0.25 6.10±0.24

岭头单丛 42.09±0.07 19.77±0.69 4.71±0.12 2.82±0.18 1.45±0.05 0.17±0.00 7.40±0.27 3.85±0.21

黑茶 

千家寨生普散茶 36.29±0.18 19.12±0.18 3.26±0.14 2.78±0.04 2.05±0.06 0.11±0.00 3.30±0.11 5.75±0.26

滇药香熟普砖茶 11.52±0.97 1.89±0.05 3.31±0.05 1.22±0.10 0.33±0.05 0.09±0.02 - 8.19±0.26

滇茯香生普砖茶 19.88±0.35 7.1±0.19 6.08±0.06 2.65±0.11 0.86±0.04 0.12±0.01 2.74±0.05 12.85±0.25
广东陈香茶 29.35±1.09 10.12±0.18 6.48±0.17 2.55±0.18 0.79±0.06 0.23±0.03 2.97±0.42 13.61±0.34

2.2  同一茶类陈年茶中主要生化成分比较 

由表 1 知，同一茶类不同茶树品种或产地的陈年

茶样中主要品质生化成分含量也有差别。3 个不同产

地及品种陈放 5 年的红茶样中，岭头单丛冰红中水浸

出物含量、茶多酚含量、茶黄素以及茶红素含量高于

其他种红茶；大理种古树红茶中黄酮类含量以及茶褐

素含量高于其他红茶；老挝野生老树红茶中氨基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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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溶性糖的含量高于其两种红茶。四个不同品种陈放

20 年的乌龙茶样中，陈年岭头单丛乌龙茶中水浸出

物、茶多酚、氨基酸及茶红素的含量明显高于其它三

个品种的陈年乌龙茶；黄酮类、可溶性糖及茶褐素含

量以陈年茂芝观音含量 高；这四个品种陈年乌龙茶

黄素含量相差不大。四个不同品种陈年黑茶样中，千

家寨生普散茶中茶多酚含量、水浸出物含量、氨基酸

含量、可溶性糖含量及茶红素含量均高于其他种黑茶

样；广东陈香茶中黄酮与茶褐素含量高于其他种黑茶

样；这四个品种陈年黑茶样中茶黄素含量相差不大。 

2.3  不同茶类陈年茶中儿茶素组分及咖啡碱

含量比较 

儿茶素和咖啡碱是茶叶中的两个重要功能性成

分。儿茶素是茶多酚的主体成分，其含量与茶叶品质

及适制性有密切关系[20]。没食子酸(GA)是茶多酚的

重要组成单元，常以酯的形式连接在儿茶素的酚羟基

上，形成一系列的酯型儿茶素衍生物[21]。咖啡碱是

茶叶苦味的主要呈味物质[22]。 
从表 2 可知，不同茶类陈年茶样中部分儿茶素组

分及咖啡碱含量相差较大。陈年红茶样、陈年乌龙茶

样及陈年黑茶样中EGC均未检出；陈年红茶样中GC
和CG未检出，且EGCG含量较低；陈年乌龙茶样中

GC 和 EGCG 含量显著高于其他茶类样品；陈年黑茶

样中 GA 含量普遍较低。由于茶叶在发酵过程中，多

酚类物质发生氧化、聚合，形成茶黄素和茶红素等成

分，导致发酵度高的茶叶中儿茶素类成分含量相较于

发酵度低茶叶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同时，酯型儿茶素

尤其是EGCG在发酵过程中的降解，导致发酵度低的

茶叶中该成分含量高于发酵度高的茶叶[23]。陈年黑

茶样滇药香熟普砖茶和滇茯香生普砖茶中咖啡碱含量

显著低于其他茶样。有研究表明，咖啡碱在茶叶中分

为游离态和结合态存在，在黑茶的发酵过程中，游离

态的咖啡碱含量逐渐降低；此外，随着陈化时间的延

长，游离态咖啡碱含量下降[24]。 
表2 11个陈年茶样中儿茶素组分及咖啡碱含量(%) 

Table 2 Contents of catechin and caffeine of 11 aged tea samples (%) 

茶类 名称 GA GC C CAF EC EGCG 

红茶 

岭头单丛冰红 1.44±0.03 - 0.44±0.01 4.36±0.06 0.55±0.00 1.63±0.06 

大理种古树红茶 0.43±0.01 - - 2.47±0.02 0.44±0.00 - 

老挝野生老树红茶 0.37±0.32 - 0.58±0.01 3.13±0.02 0.49±0.02 - 

乌龙茶 

茂芝观音 0.40±0.01 - 0.55±0.04 2.44±0.05 0.52±0.04 1.78±0.06 

黄金桂 0.33±0.29 1.01±0.05 0.59±0.06 2.67±0.02 0.56±0.01 2.32±0.01 

大叶奇兰 0.50±0.01 0.98±0.00 0.52±0.00 2.36±0.03 0.55±0.01 2.03±0.13 

岭头单丛 0.90±0.01 0.87±0.02 0.53±0.01 3.19±0.10 0.53±0.01 3.67±0.00 

黑茶 

千家寨生普散茶 0.54±0.47 - 1.57±0.03 2.19±0.03 0.65±0.02 1.68±0.06 

滇药香熟普砖茶 0.06±0.01 - - 1.56±0.09 - - 

滇茯香生普砖茶 0.19±0.00 - 0.53±0.04 1.01±0.01 0.35±0.02 - 
广东陈香茶 0.31±0.00 0.89±0.01 0.58±0.01 3.12±0.04 0.46±0.02 1.01±0.00 

茶类 GCG ECG CG 酯型儿茶素含量 非酯型儿茶素含量 儿茶素总量 

红茶 

0.28±0.01 1.11±0.05 - 3.02±0.10 0.99±0.15 4.01±0.08 

0.31±0.01 - - 0.31±0.00 0.44±0.11 0.75±0.00 

0.28±0.00 0.92±0.06 - 1.20±0.07 1.07±0.16 2.27±0.09 

乌龙茶 

0.39±0.03 1.13±0.07 0.22±0.01 3.52±0.04 1.07±0.10 4.59±0.03 

0.44±0.02 1.01±0.28 0.12±0.10 3.89±0.08 2.16±0.36 6.05±0.10 

0.40±0.02 1.06±0.05 - 3.49±0.08 2.05±0.16 5.54±0.09 

0.37±0.00 1.46±0.14 1.30±0.30 6.80±0.08 1.93±1.10 8.73±0.09 

黑茶 

0.97±0.02 1.43±0.09 0.19±0.01 4.27±0.08 2.22±0.15 6.49±0.07 

- - - - - - 

- 0.86±0.03 - 0.86±0.05 0.88±0.08 1.74±0.02 

0.30±0.01 0.30±0.01 0.89±0.01 2.50±0.04 1.93±0.09 4.4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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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同一茶类不同品种陈年茶中儿茶素组分

及咖啡碱含量比较 

从表 2 可知，同一茶类陈年茶样中儿茶素组分及

咖啡碱含量也有差异。3 个不同产地不同品种陈放 5
年的红茶样中，儿茶素单体、没食子酸和咖啡碱含量

差异明显，以广东省饶平县产的岭头单丛冰红 高，

显著高于其它两种陈年红茶，老挝产野生老树红茶次

之，大理种古树红茶含量 低。4 个不同品种陈年的

乌龙茶样中，陈年岭头单丛乌龙茶中没食子酸、咖啡

碱、部分儿茶素单体(CG、ECG、EGCG)、酯型儿茶

素及儿茶素总含量明显高于其它三个品种的陈年乌龙

茶，而其它三个品种陈年乌龙各成分含量相差不大。

4 个不同品种陈年的黑茶样中，没食子酸、儿茶素单

体、酯型儿茶素、非酯型儿茶素及儿茶素总含量差异

明显，千家寨生普散茶中没食子酸、儿茶素单体含量

显著高于其他陈年黑茶样；广东陈香茶中咖啡碱含量

显著高于其他陈年黑茶样；陈年滇药香熟普砖茶中仅

检出没食子酸和咖啡碱，8 种儿茶素单体成分均未检

出。滇药香熟普砖茶未检出儿茶素单体成分，一方面

可能是鲜叶中儿茶素的含量比较低所致，另一方面滇

药香熟普砖茶经过较长时间的渥堆发酵和 10 年仓储

后，原有的儿茶素进一步大量转化降解，可能是其儿

茶素均未检出的另一原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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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不同茶类陈年茶总抗氧化能力比较 

 
图1 三个陈年红茶样总抗氧化能力比较 

Fig.1 Comparation of total antioxidant ability of three different 

aged black tea samples 

采用 FRAP 法测定了 11 个陈年茶样的抗氧化能

力，结果如图 1~3 所示。结果表明在本研究浓度范围

内，随着各茶样浓度的增加茶样提取液的抗氧化活性

逐渐增强，呈现一定的量效关系。不同茶类陈年茶样

总抗氧化能力相差较大。其中以陈年千家寨生普散茶

和岭头单丛乌龙茶的抗氧化能力 强，黄金桂和岭头

单丛冰红次之，大理古树种红茶、老挝野生老树红茶、

大叶奇兰、茂芝观音、滇茯香生普砖茶及广东陈香茶

这六个茶样抗氧化能力相当，滇药香熟普砖茶抗氧化

活性 弱。茶叶的抗氧化活性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不同的生化成分影响程度的研究尚不清楚。有研究表

明茶叶中各个抗氧化物质间的协同作用影响着茶叶的

抗氧化能力[26]。通过比较这些茶样的生化成分及儿茶

素总量含量发现，千家寨生普散茶和岭头单丛乌龙茶

的的茶多酚、儿茶素的含量均高于其它茶样，而滇药

香熟普砖茶的茶多酚含量 低，且 8 种儿茶素单体成

分均未检出。由此可见，茶样的抗氧化能力强弱与其

茶多酚和儿茶素含量呈正相关关系。 

 
图2 四个陈年乌龙茶样总抗氧化能力比较 

Fig.2 Comparation of total antioxidant ability of four different 

aged oolong tea samples 

2.6  同一茶类不同品种陈年茶总抗氧化能力

比较 

 
图3 四个陈年黑茶样总抗氧化能力比较 

Fig.3 Comparation of total antioxidant ability of four different 

aged dark tea samples 

由图 1~3 可知，同一茶类不同品种陈年茶的抗氧

化能力也有差异。三个陈年红茶样中，岭头单丛冰红

抗氧化活性 强，大理古树种红茶和老挝野生老树红

茶抗氧化活性相当；四个陈年乌龙茶样中，岭头单丛

乌龙茶抗氧化活性 强，黄金桂次之，大叶奇兰和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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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观音抗氧化活性相当；四个陈年黑茶样抗氧化能力

表现为千家寨生普散茶>滇茯香生普砖茶>广东陈香

茶>滇药香熟普砖茶，其中千家寨生普散茶抗氧化能

力显著高于其它三个茶样，这与儿茶素总量含量高低

趋势一致。 

2.7  不同茶类陈年茶生化成分与总抗氧化能

力灰色关联分析 

茶叶的抗氧化活性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不同生化

成分的影响程度尚不清楚，仍是一个灰色系统，故采

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进行分析[26]。分析茶多酚类、黄酮

类、可溶性糖、氨基酸、茶黄素、茶红素以及茶褐素

对茶叶总抗氧化能力的影响，以 200 μg/mL 的茶汤的

FRAP 值为参考序列，其余生化成分成分含量为比较

序列。通过计算关联系数来判断关联程度。计算得到

了各个参考序列的关联系数：茶多酚类=0.5425；黄酮

类=0.4685；可溶性糖=0.4699；氨基酸=0.3066；茶黄

素=0.4645；茶红素=0.4259；茶褐素=0.3651。关联度

排列顺序为：茶多酚类>可溶性糖>黄酮类>茶黄素>茶
红素>茶褐素>氨基酸。上述关联度表明对茶叶总抗氧

化能力影响 大的是茶多酚含量，其次是水浸出物含

量，对抗氧化能力影响 弱的是氨基酸含量[27]。 

3  结论 

通过对三个不同茶类陈年茶品质进行生化成分

和总抗氧化能力测定，结果表明不同茶类陈年茶样中

主要品质生化成分含量、总抗氧化能力相差较大，同

一茶类不同品种或产地的陈年茶样中主要品质生化成

分含量及抗氧化能力也有差别。灰色关联分析法结果

显示茶多酚类物质对各个茶样总抗氧化活性影响

大，氨基酸含量对各茶样抗氧化活性影响 小。并且

各茶样抗氧化活性与各自的茶多酚和儿茶素总含量呈

浓度依赖关系。本试验针对不同茶树品种或不同茶类

陈年茶的生化成分及抗氧化活性进行比较研究，以期

为陈年茶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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