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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地理气候区划分的研究
‘

林少韩 李桂梅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

提 要

本 文以 主成分分析 法
,

将我国油 茶产区2 16 个刚候站
,

按所选用的12 项 气 候 因

子
,

作成分布序列
,

并利用测站在样品 空间之分群
,

划定油 茶栽培地理 气候区
。

年

均温
、

一 月均温和夏季降水量之 区域性 变异
,

构成第一及第二主成分
,

为油茶地理

气候区划分的基础
。

夜口此计分为北
、

中
、

中南
、

南
、

西五个大的栽培地理 气候 区
。

中区 又 以花期 降水(构成第三主成分 )这一因素
,

将湘西
、

外东
、

郑西 南单独标 出
。

韭 区属过渡的亚 热带气侯
,

中区属典型亚熟带 气候
,

中南区为中亚 热带向南亚热带

过 渡型气候
,

南区为高温高湿型南亚 热带气侯
,

西 区为夏雨 型气候
。

关钮词 油茶
, 主成分分析

, 地理 气候区

油茶是我国湿润亚热带乡土树种
,

分布在北纬 18 一 34
“

之间
,

海拔最高达2 6 o o m
。

南起

海南岛
,

北至豫
、

陕
、

甘
,

东自东南沿海丘陵
,

西至云南的怒江流域
。

南北 纬 度 相 距 15 一

1 6
“ ,

东西横跨经度24
“ ,

地形气侯千差万别
,

油茶的生长和产量也明显不同
。

近30 年来
,

我国油茶生产特点是产量波动大
,

气候因子的影响是最主要的原因
,

特别是

花期气候因子对产量的影响
,

更为明显
。

因此
,

必须根据油茶生育期内对气候的要求
,

将广

大油茶产区
,

按地理气候的特点
,

进行分区和归类
,

确定其农业气候上的适宜程度
,

以充分

合理利用我国有利的气候资源
,

避免不利气候因素对产量的影响
; 从全国范围考虑

,

因地制

宜地发展适应于不同地理气候区的油茶 良种
,

并确定其相应的经营模式和栽培措施
,

为实现

油茶区域化
、

专业化生产
,

提供依据
。

一
、

材料与方法

本文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方法
,

根据多因素的综合指标作为分区的属性标准
,

以油茶分布

区内21 6个产地气候属性指标的异同程度划分区域
,

使区域内的属性变差最小
,

而区域 之 间

的变差最大
,

以此作为油茶栽培地理气候分区的依据
。

为了消除各因子的量纲不同
,

原始数据

均按下式进行标准化
:

本文于 1 9 8 8年 5 月1 8 日收到
。

。本 项研究得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学研究所盛炜彤副所长的指导
,

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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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因子说明

气 候 因 子 单位

℃℃℃旬X 1

戈 2

戈 3

X .

℃d
��

年 均 沮

1 月均沮

7 月均泣

10一12 月份旬平均 退 度 低 于

1 0℃的旬致

》 10℃积沮

》 1 0℃扣终间日效

年降水 t

7一8月份降水 t

1 0一1 2月份日瓜时数

飞1 月份阵水日致

月均沮布于1 5 ℃月致

, 日

.二23
月,

通口曰.门矛山.0口X盆X名戈
巴口6丹‘98

月

d

..‘二.口.孟‘二.二万XX
.......口....

!
...

�比.�人,..五.上.二

x . ’, ” x ‘, 一 牙, / : ,

变量的选择主要根据油茶生育期内对气

候条件的要求进行的
,

因为栽培的适宜区域

往往受气候生态因子所制约
。

据此
,

我们选

择了与油茶产量有紧密关联的12 项气候因素

(表 l )作为主成分分析用的变量
。

年均温
、

) 10 ℃积温
、

) 10 ℃初终间 日

数和年雨量
,

系作为油茶完成年周期生育热

量指标和水湿指标而选入的
。

7 一 8 月降雨

量系由于 7 月千旱影响油茶果实长大
, 8 月

干旱影响油分积累
。

选择 11 月份降雨 日数和

10 一12 月份 日照时数
,

系由于花期降雨影响

授粉
,

使大量落花造成减产
。 1 0一12 月份旬

平均温度低于10 ℃的旬数是根据油茶花期气

候与产量的关系的材料而选入的
,

因为气温低于10 ℃则影响开花
、

授粉
、

受精
、

授粉昆虫的

活动
,

以及花粉的生活力和发芽率
。

选择最冷月均温和霜日是由于低温霜冻落幼果
,

影响油

茶产量之故
。

二
、

结 果

( 一 ) 主成分分析的一般鹅 -

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

将我国油茶林区21 6个测候站
,

按所选用12 项气候因子进行数 学

变换和作成分布序列
,

目的使原来一组彼此相互关联而信息又有一定重迭的变量
,

变换成另

外一组彼此互相独立且能反映信息主要部分的新变量
。

经运算
,

各变量间相关系数 矩 阵 (表

2 ) 及根据相关矩阵求出的特征根
、

特征向量和方差累积贡献率 (表 3 )表明
,

前 3 个特 征 根

所携带的信息量占总信息量 7通
.

4 %
,

基本上概括了与油茶生育密切相关的 12 项气候因素的主

衰 2

, t 号
{

,

变 t 间 相 关 矩 阵

2

1
3

}
4

⋯
5

⋯
。

{
7

{
吕

{
9

}
1。

{
1 1

1
! 2

0
。

8 9 8 0
。

4 1 5

O
。

0 3 7

一 0
。

8 9 4

一 0
.

9 2 1

一 0
。

1 4 7

0
。

76 ,

0
.

76 7

0
。

1 8 3

一 0
。

80 0

0
。

7 6 1

0
.

8 58

0
.

0 1 9

一 0
.

8 2 4

0
。

7 0 4

0
.

5 1 6

0
.

4 7 3

0
.

1 4 1

~ 0
.

4 9 1

0
.

4 1 9

0
.

3 6 5

0
。

12 1

0
。

3 1 8

一 0
.

3 3 3

0
。

2 4 3

0
。

1 96

0
.

3 7 9

0
。

2 0 4

0
。

1 9 3

0
。

1 8 6

0
。

0 1 6

一 0
.

1 8 6

0
.

1 7 6

0
.

1 7 5

0
.

0 3 8

0
。

0 2 0

一 0
.

2 7 7

一 0
,

2 6 0

一 0
.

0 32

0
。

8 7 0

0
.

8 9 1

0
。

1 50

0
.

2 9 9卜 0
.

8 5 0

一 0
.

2 6 7

0
.

2 7 9

一 0
.

0 1 3

一 0
.

0 2 7

一 0
.

2 4 5

::

0
。

7 2 5

0
。

7 9 2

0
。

4 4盆

0
。

2 8 2

0
.

1 9 7

一 0
.

2 3 7

一 0
.

7 0 4

一 0
.

72 7

一 0
.

1 9 .

0
。

6 8t

~ 0
.

8 5 6

一 0
.

5 5 4

~ 0
.

4 6 2

~ 0
.

1 5 4

0
.

0 3 4

0
.

0 2 4

一 0
.

5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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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征
。

在第一主成分中
,

年均温(x
; )

、

一月均温 (朴)和 l。一12 月份旬平均温度低于 10 ℃的

旬数(x
‘
) (花期温度)特征向量的输入值相接近

,

也最大
,

可以推断第一主成分是热量综合因

子的总代表
。

第 2 主成分中
, 7 月均温 (xs )和 7 一 8 月份降雨量 (xs ) 的向量输入值最大

,

是

表 明夏季
“
油茶长果壮油

”期间气候特征的
。

前者符号为正
,

后者为负
,

是因为在数值上
,

夏

季降雨越多
,

而 7 月气温越低之故
。

在第 3 主成分中10 一12 月份日照时数和n 月份降雨日数

的向量输入值最大
,

但符号相反
,

表明降水 日数越多
,

则 日照时数越短
,

可以作为花期气候

(花期降水 )的代表
。

植物的分布主导因素是气温
,

向来都是这样论断的
,

油茶林区的主成分

分析与这一论断是符合的
。

因此
,

第一和第二主成分在本文被认为是油茶地理气候区分类之

基础
。

因子负荷量的计算结果与以上对主导因子分析的结论相同
。

H
Z

即各变量对主成分 的 载

荷系数平方之和
,

表示了主成分对该变量的代表性
,

其值越高代表性愈强
。

在本分析中
,
H :

(公共方差)的计算结果表明 (表 4 )
,

主成分对年均温
、 1 月均温

、

) 10 ℃初终间日数
、 7 一

8 月份降水量
、

1 0一12 月份 日照时数
、

n 月份降水 日数
、

月均温高于15 ℃月数
、

霜日等 8 个

变量的代表性都比较高
, 4 个较低

,

效果也较好
。

裹 4 气候因素对前三个主成分的 表 3 前三个主成分的特征根
、

特征向

负待童 盈及狠积贡嗽率

变量号

价
气候 因

素代 号

因 子 负 荷 量

第 : 主成分
{
第 2 主成分

⋯
第 3 主 成分

气候因

素代号

特 征 向 蚤

第 ‘主, 分
⋯
第 2 主‘分

}
第 3 主‘分

变t号

0
.

9屯3

0
.

4 66

0
。

0 9 0

一 0
.

3 4 1

0
.

2 7 6

0
。

2 6 0

0
.

1 3 7

0
.

0 6 9

0
。

0 3 8

0
.

04 3

0
。

0 92

0
。

0 42

0
。

5 16

一 0
。

1 12

0
.

8 09

0
。

0 02

0
。

0 33

0
。

1 3 3

0
。

0 3 8

一 0
。

3 4 7

一 0
。

0 2 6

0
。

0 2 1

0
。

0 0 8

0
。

0 1 8

0
。

0 5 2

0
。

0 2 9

0
。

0 3 9

0
。

0 1 2

0
。

0 3 1

0
。

0 2 6

一 0
。

1 7 5

一 0
.

1 0 1

0
。

2 6 4

~ 0
.

2 16

0
.

0 1 8

0
。

0 4 8

1
。

4 1 2

1
。

07 7

0
。

1 6 7

0
.

2 1 8

O
。

34 7

O
。

74 0

0
。

1 3 4

0
。

7 7 3

0
。

5 1 9

0
.

7 2 0

2
.

2 9 9

3
。

5 96

劣 1

盆 二

劣 3

劣‘

劣弓

劣‘

为
戈8

劣 ,

劣1 .

戈1 1

劣1 2

0
.

3 8 Q

0
。

3 8 6

0
.

0 7 8

一 0
。

3 8 3

0
。

3在1

0
。

3 5 0

0
.

2 2 8

0
。

1 2 3

0
。

0 8 6

一 0
。

1 2 6

O
。

3 6 7

0
。

0 4 2

0
.

2 0 8

一 0
。

0 93

0
。

70 8

0
。

02 2

0
。

4 12

0
.

1 80

0
。

06 3

~ 0
.

6 2 0

一 0
.

0 58

0
。

0 6 1

一 0
。

03 4

一 0
。

1 2 8

0
。

0 2 Q

~ 0
.

0 2 4

0
。

0 3 4

一 0
.

0 1 4

0
.

0 3 7

0
。

0 35

一 0
.

2蛇

一 0
。

飞8 0

0
.

5 9 6

一 0
。

6 3 5

0
。

0 72

0
。

3 36

123546了oa9101211
为为朴气为为气丸X.为Xl为134526了89101112

(二 ) 地理气候区的划分

根据主成分分析的结果
,

以第一 (F : )和

第二(凡)主成分为坐标轴
,

按12 项气候因子

特征根 6
.

1 75 4 5 2 { 1
。

3 01

方 差

爪权率
5 1 5 1 0

。

6 3 3 { 0
。

7 44

所计算的综合特征值作图
,

点的分布明显地分成五个自然群类(图 1 ,

表 5 )
。

这五个自然群类

清晰地反映了我国油茶林区的地理气候类型
。

从属于北亚热带的点到从属于南亚热带的点
,

基本上沿第一主成分轴 (Fl )从左向右排列
,

测站的排序位置与气温 (年均温
、

一月均温 ) 的 高

低相吻合
。

图 1 左侧
,

沿主成分轴 (几) 一 2 向左各点系陕南(镇安
、

有郑
、

西乡
、

石泉
、

汉阴
、

安康
、

紫阳
、

岚皋 )
、

豫南(新县
、

商城
、

光山
、

信阳
、

固始
、

桐柏
、

罗山 )
、

皖西(霍山
、

六

安)、 鄂西北(麻城
,
红安

、

房县
,

竹溪
、

谷城
、
随县

、
保康

,
竹山),

苏南(丹阳
、

句容
,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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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

气候类型

侧 站 编 号 及 位 里

主要

区域
侧 号

北亚热 带

季风气候

中亚热带

季风气候

映 : 1 9 1镇安 1 9 2南郑 1 9 3西 乡 1 9 4石泉 1 9 5 汉明 1 9 6安康 1 9 7紫阳 1 9 8岚皋 像 *

1 9 9新县 2 0 0商城 2 0 1光山 2 0 2信阳 2 0 3 固始 2 0 4桐柏 20 5 罗山 苏 : 20 5丹 阳 么0 7句容

2 0 8金 坛 2 0 9裸水 21 0 深阳 2 1 1宜兴 2 1 2高淳
4

2 1 3六合 21 4 江浦 2 15 连云 港 2 16 武进 皖 :

1 5匀粗山 1 6 0宁国 1 6 1 祁门 1 6 2六安 鄂
:
1 。, 麻城 11 0一i 22 C 1 2 3五峰 1 2刁利 J.I 1 2 5红安

1 2 6一1 2 7 C 1 2 8房县 1 2 9 C 1 3 0竹溪 1 3 1谷城 1 3 2随县 1 3 3保康 1 3 4竹 山 川
:

1 5 8酉阳

计 4 1个侧站

湘 . 1 来阳 2 浏阳 3 桃源 连平江
、、

5 眼陵 6 永兴 7 常宁 8怀化 (Cw ) 9 椒浦 (Cw )

1 0零棱 11 永顺 1 2道县 1 3 衡东 i滩杯阳 1 5常势 1 6株洲 1 7郴县 2 5辰溪 (CW ) 1 , 资兴

2 0衡阳 2 1宁远 2 2玩陵 2 5 会同 (CW ) 2 4茶陵 2 5黔阳 (CW ) 2 6兰 山 2 7桂阳 2 5龙 山(CW )

2 9邵县 3。东安 3 1 汉寿 3 2砍县 33 邵阳
.

34 湘潭 35 沪溪 (CW ) 36 安化 3 7江永 3 8保靖

(CW ) 3 9 临武 嫂。临遭 41 衡南 通2桑植 (CW ) 翰
: 4 5修水 4峨玉山 45 横峰 魂6上高 4 7丰城

4 5万载 ‘9 分宜 5 0宜春 5 1 新余 5 2萍乡 5 5永丰 5 4莲花 5 5泰和 se遂 J一1 5 7一6 oC S 61信 丰

6 2武宁 6 3上饶 鄂
:

1 0 3通城 1 0 4 来凤 (CW ) 1 0 5咸丰 (CW ) 飞0 6 通 山 1 0 了宜 恩 (CW )

1 05 阳新 1 0 9 N 1 1 0析春 1 21祟阳 1 1 2 大冶 1 1 3咸宁 2 1 4 恩施 (CW ) 1 1 5鹤丰(CW ) 1 1 6浦沂

1 1 7广济 1 1 8黄梅 1 1 , 罗田 1 2 0英 山 1 21 长阳 12 2 株归 1 2 3一 i z 5 N 1 2 6建始 (CW ) 1 27宜昌

1 2 sN 12 , 黄冈 1 5 0一i 3 4N 黔东 : 1 35 玉屏 (CW ) 1 3 6黎平 (CW ) 1 3 7 佛屏 (CW ) 1 3 5铜仁

(CW ) 1 3 。松 桃(CW ) 1 4 0天柱(CW ) i魂i从江(CW ) 皖
:
1 6 3安庆 1 6 4电溪 闽 : 。4浦城

9 5光泽 浙
:
1肚丽水 1 82遂昌 1 8 3云和 1习4开化 1 85衡县 1 8 6龙泉 1 87W 1 8 8建德 1 8 9淳安

1 9 0桐庐 计1 01 个侧站

C S

桂北 : 1 6 5三江 1 6 6傲安 1 6 7 5

57 兴国 5 8上犹 5 9南康 60 会昌

8 7沙县 8 8尤澳 8 9永安 9 0 长汀

9 9W 1 00 5 10 1福安

1 6 5融水 1 6 9永福 17 0阳朔 1 7 1龙胜 1 7 2荔 浦 . 南 :

6 1一6 3C 粤北
:

64乐昌 6 5仁化 6 6连县 6 7一8 6 5 闽
:

9 1潭平 9 2 5 9 3 闽候 9 4一9 5 C 9 6建既 9 7顺 昌 9 8南平

计 25 个侧站

粤 : 6 7 阳山

甫 亚热带

季风气候

7 7怀集

1 6 7鹿寨

7 8广宁

68英德

了9封开

1 0 2段浦

6 9清远

80 德庆

1 6 8一1 7 2 CS 1 73 昭平

9 9W

7 0燕岭

81 罗定

1 7 4、V

闽 : 9 2尤岩 9 3一9 8CS

1 4 2望模

1 0 0南安

7 1 梅县 7 2 丰顺 7 3和平 7 4连平 7 5 龙川 7 6紫金
’

的新兴 83 信宜 84 阳春 85 茂名 86 翁源 桂
:

1 75 岑溪 1 76 贺县 1 7 7W 1 7 8 巴 马 1 7 9 田 阳 1 8 0浦北

计 2 9个侧站

黔 : 1 4 2册亨 滇
:
1 4 4 广南 1 45 富宁

W 1 5 1 腾冲 川 : 1 5 2 沪州 1 5 3 宜宾

1 7了风山 闽 : 99德化 浙
: 1 87泰顺

1 5 4乐 山

1 46文 山 1 4 7丘北 i或8蒙自 1 4。临沧 1 5 0楚雄

1 5 5峨眉 1 5 6彭水 1 5 7南澳 桂西 : 1 7 4富川

计20 个侧站

坛
、

傈水
、

傈阳
、

宜兴
、

高淳
、

武进 )以及苏北的江浦
、

六合
、

连云港
,

其地理位 置 在北纬

3 0
’

17
‘

一3 3
“

0 3 ’

之间
,

属北亚热带(即过渡的亚热带 )气候
,

是我国油茶产区的北缘(北区 )。

右侧
,

沿主成分 轴 (F口 + 3 向右各点
,

系粤(阳山
、

英德
、

清远
、

蕉岭
、

梅县
、

丰顺
、

和

平
、

连平
、

龙川
、

紫金
、

怀集
、

广宁
、

封开
、

德庆
、

罗定
、

新 兴
、

信 宜
、

阳 春
、

茂 名
、

翁

源 )
、

桂(昭平
、

岑溪
、

贺县
、

巴马
、

田阳
、

浦北
、

鹿寨 )
、

闽(南安
、

龙岩 )南部的点
,

地理位

置均在北纬24
“

以南
,

属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

是我国油茶产区的南缘(南区)
。

靠近中轴左右两侧的点
,

中间有明显的分隔
,

右侧的点系 桂 北(三江
、

融安
、

融水
、

永

福
、

阳朔
、

龙胜
、

荔浦 )
、

粤北(乐昌
、

仁化
、

连县 )
、

赣南(兴国
、

上犹
、

南康
、

会昌)和闽中

(沙县
、

尤溪
、

永安
、

漳平
、

闽候
、

·

建既
、

顺昌
、

南平
、

福安
、

霞浦 )
,

地理位置处于武夷山

以东和南岭山地
,

气候属中亚热带向南亚热带过渡型(中南区)
。

左侧的点包括湘 (来阳
、 一

浏阳
、

桃源
,

乎江
、

障陵
、 永兴

、

常宁等3企个油茶基地县 )
、

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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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水
、

玉山
、

横峰
、

上高
、

丰城
、

万载
、

分宜
、

宜春
、

新余
、

永丰
、

莲花
、

泰和
、

遂川
、

信

丰
、

武宁
、

上饶 )
、

鄂 (通城
、

通山
、

阳新
、

沂春
、

崇阳
、

大冶
、

咸宁
、

浦沂
、

广济
、

黄梅
、

罗田
、

英山
、

长阳
、

株归
、

黄冈)
、

浙 (丽水
、

遂昌
、

云和
、

开化
、

衙县
、

建德
、

淳安
、

桐庐 )
、

皖(安庆
、

屯溪 )以及湘西(淑浦
、

怀化
、

永顺
、

辰溪
、

会同
、

黔阳
、

龙 山
、

沪 溪
、

安 化
、

保

靖
、

桑植 )
、

黔东(玉屏
、

黎平
、

锦屏
、

铜仁
、

松桃
、

天柱
、

从江 )
、

鄂西南(来凤
、

宣恩
、

恩

施
、

鹤丰
、

建始 (CW ) )
,

上述区域属中亚热带气候(中区入

西区的一些点
,

系缤(广南
、

富宁
、

文山
、

丘北
、

蒙自
、

临沧
、

楚雄
、

腾冲 )
、

黔(册亨
、

望谈 )
、

Jll (沪州
、

宜宾
、

乐山
、

峨眉
、

彭水
、

南溪 )
,

排列于横轴的右下部
,

表明这些点受第

二主成分的影响较大(即夏季降水多
,

气温低 )
。

此外
,

地理位置处于浙南的泰顺 (1 8了)和闽中

的德化 (9 9 )混夹在西区范围内
,

主要是这两个点的 测候站海拔位置高 (海拔 50 0
.

sm 和69 lm )
,

7月均温低(2 2
。

s℃和2 6
.

2℃ )
,

夏季降水多(7一s月份降水4 3 4
.

s m m 和4了l
.

3 m m )之故
。

(三) 气饭区的位别和特征

根据主成分分析 (图 1 )样品空间之分群所划分的 (N
、

C
、

CS
、

S
、

W ) 五个大的地理气

候区
,

与我 国油茶资源的区域分异规律和油茶在不同区域的适应程度相吻合
。

基本上反映出

在同一区域内的气候条件在主体方面基本一致 , 油茶种类和品种布局大致相同 , 关键问题和

管理措施比较相近
。

1
。

名 区 主要在秦巴山区
、

大别山桐柏山的山地丘陵和长江中下游平原
。

包 括 陕

南
、

部北
、

豫南
、

皖西和苏南
。

) 10 ℃年积温 4 5 。。一5 0。。℃
,

年均温14 一16 ℃
,

最冷月均温

1
。

7一 4
.

0℃
,

最热月均温2 8一2 9 ,C
,

全年无霜期2 4 0一 2 6 0 d
。

北区以桐柏山为界
,

可以划分为东西两部分
。

东部地区年降水量 在 1 0 00 m m 以上 ;西部

地区常不足 1 0 00 m m
。

东部丘陵与淮北大平原直接相连
,

受寒潮的影响较大
,

只能选 择 避

风向阳
、

水热条件优越的地方发展油茶
, 西部的秦巴山区

,

由于北面有绵亘的秦岭作屏障
,

寒潮不易侵入
,

冬春气温变化比较和缓
,

夏秋半年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60 %
,

这种季节性

的干湿文替有利于油茶的生长和繁殖
,

适于油茶果期需水多
,

花期需水少的要求
。

分布于北

区油茶林的面积约 250 万亩
,

产量占全国 2 一 3 %
。

2
。

中 区 位于南岭 山地以北
,

长江流域 以南
,

范围与气候区划中的长江中下游南省

相吻合
。

油茶林面积约占全国 l/ 2
,

产量占2 / 3以上
,

是我国商品油茶的主要生产基地
。

气候特点

是热量充足
,

雨量丰沛
,

) 10 ℃年积温5 000 一5 60 。℃
,

年均温 16 一18 ℃
,

最冷月均温 4 一6 ℃
,

年降水量1 3 00 一 1 6 00 m m
。

中区以雪峰山为界分为东西两个部分
。

东部地区
,

北无高 山 屏

障
,

寒潮直接入侵
,

南部受高山阻挠
,

冷空气颇易积聚
,

油茶产量随花期气候变化
,

而出现

增减非常明显
。

因此
,

选择早花类型作为主栽品种
,

使油茶林在早霜来临前盛花
,

是该区油

茶获得高产稳产的根本措施
。

西部 (CW )包括湘西
、

黔东和鄂西南
,

每年秋季 (油茶花期)北

上途中增加了水汽的季风与高空西风接触而成的锋面
,

在本地区受崎岖地形 阻 碍
,

停 滞 较

久
,

形成阴雨连绵的天气
,

对油茶授粉极为不利
,

应发展春花油茶
。

3
.

中南区 位于武夷山以东和南岭 山地
,

) 10 ℃积温5 6 0 0一6 8 0 0℃
,

年均温 18 一20 ℃
,

最冷月均温 6 一10 ℃
,

无霜期为260 一325 d
,

降雨量在1 600 m m 以上
。

气候特点是冬季 温

暖
,

霜雪少见
,

为中亚热带向南亚热带气候的过渡区
。

南岭山地海拔六七百米以上
,

多为小

采油茶(C 二日咖 二eoc ar 即 H动
,

面积约120 多万亩
,

武夹山以东的琦峰山
、
戴云山一带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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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有大片小果油茶林
,

面积占福建全省油茶林总面积 20 %以上
。

4
.

南 区 位于南岭山脉以南的华南丘陵
,

包括粤
、

桂
、

闽南部
,

) 10 ℃积温 6 8 0 0一

8 0 0 0 ℃
,

年均温2。一22 ℃
,

最冷月均温11 一14 ℃
,

最热月均温28 一29 ℃
,

属海洋性气候
,

热量丰

富
,

基本上没有冬天
,

夏季也不太热
,

湿度大
,

雨水多
,

日照好
。

油茶林面积 400 多万亩
,

产

量约占全国 3 %
。

根据高温高湿的气候特点
,

在低纬度
、

低海拔的丘陵地区
,

应以发展越南

油茶 (Ca 二ellia v ie t n a m e n sis)为主
。

5
.

西 区 包括云
、

贵和川西
,

受西南印度洋气流影响
,

千湿两季分明
,

年温差小
,

日温

差大 ; 地势高低不一
,

地貌变化复杂 ; 气温受海拔影响较大
,

受纬度影响较小
。

西区油茶呈不连

续分布
,

主要分两片
。

一是桂
、

黔
、

滇交界处
,

由于地处云贵高原南部边缘向广西丘陵盆地

过渡的倾斜面上
,

夏秋兼受西南和东南季风的控制
,

》10 ℃积温6 0 0。一了50 。℃
,

年均温 1 7
。

5

一21 ℃
,

年雨量 1 0 00 一 1 20 O m m
,

且多集中于 5 一1 。月份
,

有利于油茶果实的生长和油分的

积累
。

另一片在滇西高山地区
,

主要是腾冲红花油茶
。

此外
,

滇中高原 (海拔 1 80 0一2 O00 m )
,

) 10 ℃积温4 50 。一 5 50 。℃
,

年均温19 一22 ℃
,

最冷月均温 8 一10 ℃
,

由于光周期和温周期的

影响
,

新引种的油茶有早花
、

早熟的特点
,

早花有利于虫媒传粉
,

早熟可避免炭疽病对油茶

果实的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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