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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市茶叶标准化生产综合技术规范 第 3 部份：主要种植品种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保山市最适宜茶叶品种及品种来源、特征特性。

本部分适用于保山市茶品种选育、繁殖及栽培管理。

2 适宜品种

2.1 云抗 10 号

2.1.1 品种来源

系云南省茶叶研究所在勐海县南糯山自然群体品种茶园中选育而成，属国家级茶树良种，于1979

年引入保山，属于无性系品种。

2.1.2 品种特征

乔木型、大叶类，树姿开张、主干显、分枝密，叶片着生平展，叶形椭圆、叶面隆起、叶缘波状，

叶质较软。

2.1.3 品种特性

采摘期长，萌发比当地早发种晚8d～10d，新梢生长快、芽头中等，育芽力强，芽叶肥壮，产量高、

品质较好，抗寒性强，较抗病虫，适制红茶、绿茶。

2.2 佛香 1 号

2.2.1 品种来源

系云南省茶叶研究所在勐海通过杂交选育而成，属省级茶树无性系良种。

2.2.2 品种特征

植株小乔木型，树姿半开展，分枝密，叶片斜状着生，叶披针型，叶色深绿，叶面隆起，叶身内折。

2.2.3 品种特性

芽叶绿色，茸毛多，发芽早，生长期长，生长势强。抗寒、抗旱性强，适应性广、产量高，香气高，

适制绿茶、红茶。

2.3 佛香 2 号

2.3.1 品种来源

系云南省茶叶研究所在勐海经杂交选育而成，属省级茶树无性系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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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品种特征

植株较高大，小乔木型，树姿半开展，分枝密，叶片斜状着生，叶披针型，叶色深绿，叶面隆起，

叶身内折，叶缘波状。

2.3.3 品种特性

茶叶绿色，茸毛特多，发芽早，生长期长，生长势强；抗寒、抗旱性强，适应性强，产量高，适制

绿茶、红茶。

2.4 佛香 3 号

2.4.1 品种来源

系云南省茶叶研究所在勐海经杂交选育而成，属省级茶树无性系良种。

2.4.2 品种特征

植株较高大，小乔木型，树姿半开展，分枝密，叶片呈水平状着生，叶长椭圆形，叶面隆起，叶色

绿，叶身内折，叶缘波状。

2.4.3 品种特性

芽叶绿色，茸毛多，发芽密，萌发早，生长势强，抗寒、抗旱性强，扦插、移栽成活率高，适应性

广，适制绿茶、红茶。

2.5 紫娟

2.5.1 品种来源

系云南省茶叶研究所于1985～2004年从云南大叶群体种中采用单株育种法育成，属省级茶树无性系

良种。

2.5.2 品种特征

树姿半开展，分支部位较高，分支密度中等，叶片上斜状着生，披针形，成熟叶片呈深绿色，叶柄

呈紫红色，嫩梢的芽、叶、茎都为紫色。

2.5.3 品种特性

育芽能力强，发芽密度中等，产量中等，扦插、移栽成活率高，抗寒、抗寒、抗病虫能力强。

3 其它

除以上五个品种外，其它通过鉴定的茶树新品种可作为保山市茶叶标准化生产的主要推广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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