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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组织培养研究进展及其应用

杨盛美，唐一春，汪云刚，张俊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云南勐海666200

摘要： 

摘要: 茶树是木本植物，茶树组织培养研究相对其它草本植物研究进展较为缓慢。本文综述了茶树组织培养的研究

进展，以及在快速繁殖、茶树人工种子、辅助育种、种质保存、次生代谢产物等方面的应用，并对今后茶树组织培

养研究做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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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es and application on the Tissue Culture of Tea Plant

Abstract: 

Research Progresses and application on the Tissue Culture of Tea Plant YAN Sheng-mei，ZHAN Ju 
（ Tea Research Institute of Yunnan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Yunnan Menghai 666200） 

Abstract: Tea plant is an arbor , research development on tissue culture of tea plant is slower compared 
with herb.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progresses on tissue culture of tea plant, and which 
applied on rapid propagation, synthetic seeds，assistant breeding，germplasm reserve，and hypo-
metabolize production，The prospect on tissue culture of tea plant are also briefly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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