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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 低 产 林改 造 工 程 的

技术策 略 与实施 方 法
林少韩 李桂梅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摘要 为了确保油茶低改工程的质量
,

推广先进技术
,

在系统分析我国油茶低产原因的基 础

上
,

提出了十项适用的低改技术
,

并结合我国油茶产区的实际
,

提出了治标与治本相结合
,

实 行

以 良种为基础
,

优化林分及树体结构
,

维护及提高地力的综合改造技术策略和措施
。

关盆词 油茶 , 低产林改造 ; 技术策略

油茶是我国主要食用油料树种
,

大力开发油茶资源
,

提高油茶产量是解决我国食油供需

矛盾的重要措施之一
。

但多年来
,

油茶生产发展缓慢
,

产量长期徘徊
,

产值偏低
,

影响了山

区经济发展和人民对发展油茶生产的积极性
。

为了振兴油茶生产
,

缓解油茶产区油脂生产的

压力
,

发挥油茶不占耕地
、

拥有长期效益
、

有利于开展多种经营和充分发展山区 经 济 的 优

势
,

国家将
“

油茶低产林改造
”

作为一项工程
,

列入
“

八五
”

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
。

目的是通过推

广先进技术
,

优化林分结构
,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为大面积油茶低产林改造做出示范
,

从而

使现有油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

提高油茶商品生产能力
。

1 低产油茶林形成的原因

我国现有油茶林
,

多数处于半野生状态
,

类型混杂
,

管理粗放
,

单产很低
。

建国以来的

41 年中
,

全国年产茶油 15 0 kt 以上的仅 5 年
,

而产量不足 lo o kt 的却有22 年
,

其平均亩 产

油只有 1
.

8 k g[
‘]

。

低产原因有多种多样
,

但各地区带普遍性的重要原因是
:

1
.

1 管理粗放
,

地力衰退

这类低产林一是多年没有抚育
,

林内杂草灌木丛生
,

通风透光不良
,

水分养分不足
,

影

响了油茶树的生长和结实
。

二是抚育管理不当
,

引起水土流失
。

据浙江南湖林场调查材料
,

坡度 1 5
“

~ 2 0
。

的油茶林地
,

由于垦复后水土保持工作没有跟上
,

经一场大雨后
,

在 3 89 m Z
的

林地中
,

出现宽
‘

21
.

8 c m
,

深 7
.

s c m 的冲刷沟26 条
,
被冲走的土壤 2

.

8 m
“ ‘)

。

随着水土流

失
,

大量营养元素被带走
。

据浙江常山油科所测定
,

从 7 月 6 日始
,

在不到10 0天的时间内
,

每亩流失的氮素 5
.

15 k g ,

磷素 。
.

57 k g
,

钾素 3
.

4 k g ‘)
。

而油茶在其年循环中需要吸 收大

量的营养物质
,

产区农民又极少对茶林施肥
,

甚至连茶枯还山也做不到
。

所以地力衰退
,

肥

力不足
,

树势衰弱
,

大小年产量悬殊
。

1
.

2 林龄偏老
,

稀密不匀

我国油茶栽培历史悠久
,

除解放后新种植的中
、

幼林外
,

大部分属几十年
,

甚至上百年

本文于1 9 9 0年 9 月1 3 日收到
。

l) 全国油茶技术训练斑
,

19 7 7 ,
油茶技术资料

,

41 ~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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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林
,

长期没有进行人工更新
。

_

而是由天然下种更新代替了人工栽培
,

形成了
“
几代同堂

”

稀密不匀的异龄林
。

在这种林地
_

L一部分占比例很大的老龄植株
,

生理机能 差
,

新 陈 代 谢

弱
,

生长发育不旺
,

落花落果严重 ; 另一部分是由劣籽天然下种
,

发育成劣株
,

其结果少
、

株产低
,

造成单产亦低
。

1
.

3 类型混杂
,

花期偏晚

由于过去营造的大片油茶林
,

忽视了与产量密切相关的花期生态因子
,

长期采用实生繁

殖
,

致使现有林的品种
,

良芳混杂
,

差异很大
。

往往在同类型
、

同林分
、

同经营 管 理 条 件

下
,

植株间产量高低相差达10 倍至30 倍
,

丰产单株年产果 50 k g 以上
,

而 低 产 单 株
,

仅产

0
.

5 ~ 1 k g 果或颗粒无收 ; 林分中仍有孕性极低
,

花而不实
,

花期特晚
,

果小皮厚
,

出油率

低的一些劣种
。

这些都严重影响单产的提高
。

1
.

4 炭疽病危容产孟

炭疽病在油茶产区发生普遍
,

蔓延迅速
,

弓}起严重落蕾
、

落果和枝梢枯死
。

据 19 7 2年在

浙江武义林场调查
,

严重病区株发病率达 80
.

6 %
。

以 5 月份树上果实为 1 00 %
,

该 区不同月

份开始发病的病树
,

平均存果率仅3 1
.

7 %
,

而无病树的存果率为95 %
。

1 9 7 3年调查2亩油茶

林地因炭疽病落果使每亩减产茶果 67
.

5 k g
,

折油 4 k g “)
。

可见
,

炭疽病引起落果是给茶树

显果后造成当年产量损失的重要原因
。

2 十项适用低改技术及其增产潜力

2
.

1 垦复深挖
,

建设油茶
“

三保山
”

垦复是产区农民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增产经验
,

各地关于垦复的农谚是很多的
,

如
“
七挖金

、

八挖银
” , “

冬挖山
、

夏锄草
” , “

犁耙上岸
、

锄头上山
” , “

茶子进屋
、

上山垦复
” ,

“

挖 山清莞
、

倒山奎莞
” , “

挖大块
、

土翻面
、

边压土
” , “

油茶增产没别窍
,

三年两头挖一道
”

等
,

不仅指出了适宜的垦复时期
,

而且阐明了具体方法
。

通过垦复可以清除杂草灌木
,

改善林地环境
,

疏松土壤
,

增强抗性
,

减少病虫危害
。

深

垦的作用还在于翻埋了林地杂草
,

直接和间接地增加了土壤肥力
,

可促进油茶生长发育和提

高产量
。

湖南省汉寿县岩嘴乡 1 08 0亩茶山
,

过去因丢荒亩产油 仅 3 一 5
.

s k g , 1 9 7 6 年全 面

垦复深挖
,

开竹节沟
,

产量逐年上升
, 1 9 7 7年亩 产 油 6

.

75 翰
,

1 9 7 8年8
.

5 k g
, 1 9 7 9 年 10

k g
,

1 9 8 0年 1 2
.

3 k g
,

产量翻了两番
。

垦复必须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

坡度在20
。

以下的荒芜油茶山可全垦
,

全垦后
,

根据情况隔

一定距离
,

沿水平线环山做梯土带
,

外高里低
,

外缘筑土埂
,

内壁开竹节沟
,
对于横行油茶

不整齐的
,

可根据地形
,

作鱼鳞式梯土带
,

逐步把
“

跑水
、

跑土
、

跑肥
”

的三跑山
,

建设成
“

保

水
、

保土
、

保肥
”

的三保山
。

垦复适宜的深度和范围
,

可按
“

五深五浅
”
的原则进行调节

,

即
“

冬垦深
、

夏锄浅
,

平山深
、

陡坡浅
,

老荒深
、

子荒浅
,

土山深
、

石山浅
,

行间深
、

莞旁浅
” , “
三年一深挖

、

一年一浅锄
” 。

2
.

2 增施肥料
,

改进施肥方法
,

提高化肥利用率

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结果
,

我国南方丘陵红黄壤地区
,

土壤有机质含量只有 1 %左右
,

且普遍缺磷
。

这次南方七省(区)的低改油茶林地大多属此类土壤
,

应十分重视土壤施肥
?

2) 林少韩
,

19 82
,

红土丘陵油茶过密低产林改造
,

红黄壤综合利用
,

2 39 ~ 2 4 0
,

浙江省科委编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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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要因地制宜
,

广开肥源
,

坚持
“

以山养山
、

种肥养林
、

茶枯还山
、

落 叶 归 根
”

的 原

则
。

采取以磷增氮
,

以小肥换大肥等办法
,

即充分利用林地杂草
、

枯枝落叶及茶枯制作肥料
,

并大力间种猪屎豆
、

四方屯
、

印尼绿豆
、

巴西虹豆等绿肥
。

还要适当增施农家肥和化肥
。

丘

陵红壤一般含磷量较低
,

特别是有效磷极度贫乏
,

虽然有些油茶林的土壤也曾施过一定数量

的磷肥
,

但有效磷含量并未增加
。

这主要是在哪 5
.

0 左右的酸性条件下
,

有效磷与土壤中大

量存在的活性铁铝生成溶解度很低
、

不易被植物吸收的磷盐而被固定下来
。

因此
,

油茶林在

增施磷肥时要与有机肥和适量石灰配合施用
,

或者在绿肥压青同时施用
。

这样有机质分解过

程能掩蔽铁铝
,

溶解难溶性磷盐
,

增加不易被土壤固定的有机态磷
,

以满足油茶在各生育阶

段对磷素的需要
。

在油茶低改各项措施中
,

施肥投资所占比重较大
,

这是否合算? 据常山油科所于 19 7 8 ~

1 9了9年两年在就辖村 5 0亩试验林试验
,

每亩肥料费 7
。

6 元
,

两 年 平 均亩 产 油25 k g ,

增产

44
.

78 %
,

即每亩增 产 油 7
.

73 k g
,

这说明油茶施肥
,

无论是增产效果和经济效益都是合算

的
。

在有机质含量很低
,

氮
、

磷缺乏的红壤中
,

氮肥与磷肥混合施用
,

增产效果显著
,

经济

效益明显
,

氮磷与茶饼混合施用效果更佳
“) 。 施肥 量

:
每亩施尿素20 k g

,

过磷酸钙30 k g’

氯化钾肥10 k g 或用全价复合肥 2 0 k g /亩
。

施肥方法应根据油茶水平侧根有明显提升和吸收

根多集中在侧根尖端的特点
,

沿树冠投影内缘挖深
、

宽 30 ~ 4 0 c m 的环状断沟 (在坡度 大的

地方
,

于树冠上方挖半月形沟 )
,

然后施肥
,

撒匀并严实覆土
,

以后逐年分次更换位置
,

适当

加深和加宽施肥沟
,

以促进油茶吸收根层的增加和发展
。

2
.

3 开展立体经营
,

建立以油茶为主的多业生产结构

林地间作
、

以耕代抚是一种集约而又经济的土壤管理措施
。

间作既节省了垦复的人力
,

又能增加收入
,

向时可加速土壤的熟化
,

改变土壤结构
,

促进微生物活动和有机质分解
,

增

强土壤的保水
、

保肥和抗旱能力
,

有利于油茶抽梢
、

孕蕾和保花
、

保果
,

增加油茶产量
。

据

各地经验
,

适宜林 间套种的除了绿肥外
,

还有草本油料
、

粮食作物
、

生姜药材等经济作物
,

并且都有一定的经济收益
。

如浙江文成县吕溪乡朱岭村
,

在油茶梯地上种粮食作物
,

一般亩

产茶油 10 ~ 15 k g ,

丰产年平均亩产油 20
.

3 时
,

粮食亩产超 50 。翰
; 湖 南 省 长沙 县 五美

乡在油茶林中间种花生
、

油菜
,

三种油料亩产 油 超 50 k g
,

间作地的茶油亩产 保 持 在 10 一
1 9

.

5 k g ; 邵阳县全县 有 3 2
.

6 万亩油茶
,

其中幼林约 3 万亩
, 19 5 4年产茶油 2 3 2 s

.

4 5 t ,

按

3 。万亩结实面积计
,

亩产茶油 7
.

8 k g
,

其中
:
黄亭市乡38 8 00 亩茶山

,

平均亩产茶油1 0
.

3 k g ,

这样大面积丰产主要采取了垦复
、

间作两项措施
。

该县1 9 7 9年始每年间作面积都在 7 万亩以

上
, 1 9 8 5年间作1 0

.

8万亩
,

总收入57 。万元
。

此外
,

湖南
、

福建等地在油茶林间套种白术
、

丹

皮
、

田七
、

太子参等药用植物
,

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

间作要合理
,

要特别注意选择适宜在油茶林地间种的作物
,

适当增施肥料和轮作
,

作物

要与油茶保持适当的距离
。

总之
,

作物的种类和间作方法均以不与油茶争光
、

争水
、

争肥 为

原则
,

以促进土壤熟化
,

达到油茶增产为目的
。

2
。

4 硫密补称
,

促进形成合理群休结构

油茶林相是否整齐
,

关系到对光能和地力的充分利用
,

也影响油茶的产量和质量
。

然而
,

我国现有大面积油茶成林
,

不是过稀
,

就是过密
,

分布也极不均匀
,
缺株相当普遍

。

据调查
,

3 ) 韦雍时
,

1 9 8 4 ,

几种肥料及其混合使用对油茶的施肥效果
,

浙扛林学院科技通讯
,

(1) : 81 ~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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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地条件
、

品种类型
、

栽培措施大致相同的情况下
,

每亩油茶株数多的2 00 多株
,

少的30 ~

4 0株
,

都达不到高产
。

因此
,

调整密度
,

改造林相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重要措施
。

过密低产的油茶林
,

因枝叶交错
、

透光不足
,

使树冠的内部枝条千枯
、

结果位置上移
,

树势和产量急剧下降
。

为解决油茶密植封行后的低产间题
,

浙江武义林场于 1 9 7 7年冬至1 9 7 8

年春
,

在过密低产油茶林中就隔行砍伐了5 2 65 株
,

株数在减少
,

但产量在逐年增加
,

1 9 7 9年

比 19 7 8年增产 40 %
,

比 1 9了了年产量翻一番〔2 1
。

对稀林
,

在林间空地或缺莞的地方进行补植
,

既能改造林相
,

又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

如浙江常山县新 昌
、

芳村两个乡
,

近 7 万亩油茶林
,

普遍采用良种大苗进行缺株补植
,

平均每亩增加20 株左右
,

二
、

三年后投产
,

对提高油茶单

产起了重要作用
。

不论疏林补植
,

密林间伐
,

每亩保留的株数
,

都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

决定
。

一般每亩保持60 ~ 1 20 株
。

对岑溪软枝油茶或阳春油茶等矮冠类型
,

保持8 0 ~ 1 40 株,

对于福建永泰的龙眼油茶
,

每亩可保持 100 ~ 16 0株
。

总之
,

间密补稀后的林分密度以适中
、

均匀
、

能充分利用地力和光能为前提
。

间密补稀的方法
:
对株行距整齐的可采用隔行

、

隔株或留优去劣的办法逐步间伐 , 对于

株行距不整齐而过密的低产林
,

可按预定的距离
,

水平环山垦复成梯带
,

梯带上的油茶保留
,

梯带外的油茶逐步砍除
,

对于林间空地
,

则按规格要求
,

定点补植优良无性系大苗或移植抗

病高产的幼树
。

2
.

5 运用修蔺技术
,

改造低产树体结构

粗放经营的油茶林
,

枝条密生
、

重叠交叉
、

通风透光不良
,

树势弱
、

结实少
、

产里低
。

为了增强树势
,

促进生长发育
,

减少病虫危害
,

合理利用空间
,

保证树冠上下内外多开花结

果
,

除了调整密度外
,

进行合理修剪
,

改善树体内膛透光条件
,

很有必要
。

据湖北林科所在

麻城点试验
,

修剪树 19 8 4 ~ 19 88 年五年平均亩产油 26
.

53 k g
,

比对照 19
.

02 k g
,

产盘增长了

39
.

5 %
,

每平方米冠幅的产果量
,

由改造树形前的 1
.

01 k g ,

上升 到 1
。

69 k g ,

且缩小了大

小年的产量差距 Isl
。

根据油茶极性生长不强
,

潜伏芽易萌发
,

抽梢发枝率高
,

分枝级数多
,

树冠易郁闭
,

易

出现竟争枝和徒长枝
,

生长枝和结果枝无明显差别等特性
,

对低产的成龄树
,

可采取如下修

剪方法
:

¹ 改造树形 :
剪去过多的大枝或骨干枝

,

基部以保留 4 ~ 5 根主枝为宜
,

将自然圆

头形和伞形树形
,

改造成凹凸状开心形 , º 控制竞争枝 :
一般在油茶树上常出现 两 种 竞 争

枝
,

即二枝或三枝竞争
。

在出现二枝竟争时
,

即根据其生长势
,

剪除竞争的一方
。

若是三枝

竞争
,

则剪除中心枝
,

以保持其开张角度
,

改善通风透光条件
,

稳定优良的丰产树形 , » 结

果枝和生长枝的修剪
:

由于油茶极性生长不强
,

结果枝和生长枝容易衰老
,

可采取回缩修剪

的办法
,

将其生长结果 3 ~ 5 年以后的枝条
,

向下回缩剪去 1 ~ 2年的生长量
,

即剪除原枝

条长度1/ 3~ 2/ 5
,

对个别太弱枝条
,

还应向下回缩
,

以使其能发出较为健壮的生长结果枝 ,

¼剪除枯枝
、

病虫害枝
、

细弱内膛枝
、

脚枝
、

下垂枝等
。

修剪时间
: 以冬

、

春为宜
,

此时修

剪因气温低
,

湿度小
,

剪口不易感染病害
,

且伤流少有利剪口愈合
。

2 .
‘ 劣株稼旅换冠

,

优化林分产t 结构
现有油茶林分中

,

大多类型混杂
,

良芳不齐
,

单株产量差异很大
,

据 19 7 7年浙江省油茶

良种普查统计
,

一般低产林分中有70 %产量产自30 %的植株, 而70 %的劣株
,

只有30 % 的

产量
,

可见低产劣株所占比例之大 [‘, 。 为了进行品种 (或类型 )改造和整治
,

首先必须对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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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劣株和中
、

高产株进行标记
,

凡树龄处于中
、

壮龄
,

长势正常
,

三年单株平均产果量不

足0
.

5 k g 者为劣株 , 高于 5 k g 且比较抗病的为高产株 ; 其余为中产株
。

然 后 根 据 林 分 品

种 (类型 )优劣程度
,

按以下两种方式进行劣株嫁接换冠
: ¹ 全林嫁接 :

需高接换冠的劣株占

8 0 %以上 ,

除保留少数中
、

高产植株外
,

其余的均一次嫁接换冠完毕 ; º 分批嫁接 : 因低产

劣株在林分中分布不规则
,

故适宜分批嫁接
,

先按梯土带 (三保山 )戈J分嫁接行和保留行
,

进

行隔行嫁接
,

先接嫁接行的劣株(第一批 )
,

经 3 ~ 4 年后
,

再对保留行的劣株进行 嫁 接 (第

二批 ) ,

对行内中
、

高产株应全部保留
。

用高接换冠法进行品种整治的头 1 ~ 3年
,

在产量上发挥作用的仅是改善了林分的透光

条件
,

要到第四年嫁接株投产后
,

油茶产量才会大幅度提高
。

如湖南邵东黄草坪林场于 19 7 5

年用大砧嫁接5 。

6亩
,

嫁接后的 5 ~ 10年 ( 19 7 5一 19 53年 )平均亩产 油 22 。

15 k g ,

到 19 55年平

均亩产 油 37
。

6 k g
。

上述两种劣株嫁接换冠方式
,

以分期分批嫁接效果为最佳
,

这种方式适合于生产上应用
,

花工少
,

见效快
,

对嫁接后头 3年损失少
。

全林嫁接换冠适合于良种化地区
,

对一些砧木条

件较好
,

劣种较多的中
、

幼林可以采用
。

2 . 7 利用土蜂
,

放养蜜蜂
,

提高油茶结实率

在油茶林中
,

授粉昆虫有蚁
、

蛇
、

蛾
、

蝶
、

蜂等40 余种
,

其中授粉效果最好的是土生野

蜜蜂
,

如大分舌蜂
、

油茶地蜂
、

纹地蜂
、

湖南地蜂等
。

它们分布广
,

繁殖快
,

数量多
,

抗性

强
,

能适应油茶林的环境和油茶授粉的特性
。

为了充分利用土蜂
,

必须做好以下几点
:

¹ 保

护土蜂
: 土蜂每年10 ~ n 月下旬羽化出土

,

这时不要在油茶林内烧火熏烟或喷洒农药 ; º 招

引土蜂筑巢
:
在土蜂少的林地

,

可通过垦复
,

修筑梯上带
,

挖竹节沟
,

埂上挖马蹄坑等措施
,

招引土蜂筑巢 , » 引放土蜂 :
在无蜂或少蜂区

,

于适宜的地点在梯埂壁上或土壤疏松的林冠

下挖坑
,

在其壁上打宽 1 一1。

s c m
、

深 30 ~ 40 c m 的 引蜂 孔
,

然后引放正在交尾或已交尾

的雌蜂
,

每孔一只
,

每亩 1 一 2 孔
,

或采用插花小罩法引放油茶地蜂
、

纹地蜂
,

放养量 4 ~

7 罩/ 亩
,

每罩50 ~ 10 0头
, 3 一 4 年后就能满足授粉的需要

。

在油茶花期
,

放养意大利蜜蜂
,

可提高油茶结实率
。

但放养时
,

必须喂饲解毒灵
,

每10

个蜂胚可放解毒灵 1号或 2 号25 ~ 30 9 ,

要及时除去烂蛹
。

2
. 8 采用综合措施

,

防治油茶炭疽病

炭疽病几乎可以危害油茶的全部地上器官
,

造成梢枯
、

落叶
、

落蕾及落果
,

尤以落果更

为严重
,

使眼看到手的茶果 (产量 )毁于菌手
,

损失直观
。

防治方法
: ¹ 改善经营措施

,

提高林分和植株的抗病力
。

如套种作物时忌用高杆作物
,

以免林内湿度过大; 对过密的林分应适度修剪
,

淘汰病株
,

既减少病源
,

又改善林分通风透

光条件 , 施肥应避免单施氮肥 ; 抚育管理时要避免损伤油茶
,

防止病从伤口侵入
。

º 及时清

除病部
,

以减少早春病害的初侵染来源
,

乃是防治炭疽病的有效措施
。

» 适时喷药保护果实
,

初夏用波尔多液 + 2 %茶枯水 ; 5 0 %退菌特或50 %多菌灵可湿性剂 500 倍浓
,

每隔半月喷洒

一次
,

效果甚佳
。

2 . 9 适时采收
,

提高油茶种籽出油率

油茶果实在完全成熟前半个月内
,

其油分的积累和转化最快
,

只有掌握好适宜的采收期
,

才能丰产丰收
。

近年来各产区普遍提早采摘
,

这不仅影响出油率
,

也影响茶油质量
。

如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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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县新昌乡黄塘村
, 1 9 7了年适时采收

,

全村 i so t 茶果出油一2 5 5 5 k g (每 1 0 0 k g 果出油 6
.

9 9

k g ) , 1 9 7 5年提早采摘 (1 0月 7 日开始采收)
, z g o t 茶果仅 出油5 0 0 0 k g (每 10 0 k g 果出油 4

.

2

k g )
,

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

。

油茶的采收期要按照品种或类型来确定
,

霜降种一般在
“

霜

降
”

前 3 天到后 7 天采摘 ; 寒露种一般在
“
寒露

”

前 3 天到后 7 天采摘
,

最为适宜
。

果实采收期

正是油茶花蕾含苞待放之时
,

应避免损伤枝条和花蕾
。

z
。

1 0 改革榨油技术
,

提高出油率
,

综合利用饼粕

机械压榨制油工艺
,

不可能将茶籽中所含油脂全部压出
,

茶讲中残油含量约 6 % ~ 7 %
,

过去这部分油脂未被利用
,

实在可惜
。

若采用有机溶剂浸出法生产
,

就能得到这部分未能榨

出的油脂
。

经测算
,

浙江省常山县年产茶饼3 0 00 ~ 4 0。。t ,

仅用浸出法提取残留油脂一项就

可增产油脂 120 ~ 1 60 t ,

相当于 1
.

6 ~ 2
.

1万亩油茶林的产量 (每亩 以 7
.

5 kg 茶 油计)
“)

。

根

据常山油厂实际生产情况
,

每生产一吨浸出茶油
,

可获利润 1 0 99 元
。

若常山县全部茶讲都 能

浸出茶油
,

可获利润 13 ~ 17 万元
。

这些茶饼浸提油后再提取皂素
,

可生产皂素3 00 ~ 4 00 t ,

增

加产值 54 ~ 72 万元
。

经浸提油脂及提取皂素之后的茶饼
,

还可 以作配合饲料等继续综合利用
。

3 技术策略与建议

3
。

1 治标与治本相结合

各地在改造低产林方面
,

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

主要是加强经营管理
,

如垦复修剪
、

建

立
“
三保山

” 、

搞
“
一地三油

”

经营等
,

虽收到过一定效果
,

但这些措施只在一段时期起作用
,

过后产量提高又成了难题
,

原因是抚育管理并未改变油茶林的遗传状况
,

只治标
,

不治本
。

要想持续稳定增产
,

必须采取以良种为基础的综合改造措施
,

如高接换种
、

更换劣株
,

以及

采用优良无性系嫁接苗造林更新等
,

才能彻底改变油茶低产面貌
。

采取上述治本措施
,

不仅在

技术上要求高
,

而且不能在短期内形成经济效益
。

目前资金有限
,

要全面实施
,

确有困难
。

但从长远考虑
,

这些治本措施
,

又不能不搞
。

因此
,

建议各省 (区)分大片安排一些条件成熟

的地方
,

超前一步进行低改实验示范工作
,

建立一定面积的良种采穗圃
,

为今后的低改工程

打下基础
。

3
.

2 橄中使用肥料和资金

施肥是第一期工程的关键技术措施
,

但要全面施肥尚有一定困难
,

这不仅与肥料的来源
,

数量有关
,

而且与用工量
、

合理安排有关
。

在肥料不足的情况下
,

除充分发动群众
“

因 地 制

宜
,

广开肥源
,

以山养山
,

种肥养林
”

外
,

建议在第一期工程实施的林地
,

只对增产潜 力 较

大的重点树进行施肥
。

这些重点树应是树冠大
、

品种好
、

病害少 (炭疽病)的树
,

在工程施工

前应由各地技术施工小组
,

按统一标准进行标定
。

经初步推算
,

如果一亩地选 10 株重点树
,

把有限的肥料用上
,

每株产果以15 ~ 25 k g 计
,

每 亩 可 产 果 15 0 ~ 2 50 k g , 另外 在 同一亩

地上
,

少施和不施肥的非重点树
,

总产果也可达到 1 50 ~ 2 0 0 kg
,

合计每亩 可 产 果 30 0 ~ 4 50

k g
,

折油 15 ~ 2 0 k g
,

即可达到预定的产量指标
。

3
.

3 趁立良种苗木橄殖实休
,

开展称林补植

经 4 省2 。个启动县对低产林分的调 查
,

需要进行密林疏伐的林分并不多
,

多数需要进行

4 ) 王 芷虔 等
,

19 8 0
,

油茶经济效果 词查初报
,

油茶 资料选编
, 1屿 ~ 1 13 ,

全国油茶科研协作组编
。

5 ) 常 山县粮食局
,

1 9 83 ,

油茶饼粕综合利用
,

常 山县油茶系列化调研论证会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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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林补植
,

尤其山区林分
,

缺株约占20 % ~ 30 %
。

目前
,

虽然有的县
、

乡
、

村已开始补植
,

但

是由于时间紧
、

任务重
,

又没有现成的良种苗木供应
,

所用苗木大部分是未经选 择 的实 生

苗
,

苗木品质差
。

建议尽快分片建立良种苗木繁育实体
,

按预定质量标准
,

采用短穗扦插
、

芽苗嫁接或组培新技术
,

迅速繁育出供补植用的良种苗木
,

以确保工程质量
。

3
.

4 开展油茶主
、

副产品的深度加工及综合利用

油茶的低产低值
,

影响了生产的发展
,

故在提高单产
、

开展多种经营的同时
,

还要开展

主
、

副产品 (包括茶油
、

茶枯饼
、

茶果壳
、

花粉等)的多种深度加工和利用
,

为油 茶 的增 产

增值开辟新途径
。

随着我国生产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对有营养价值和起保健

作用的茶油的需求量将越来越大
,

但我国市场上供应的茶油
,

由于加工技术达不到国际上所规

定的
“
最佳高级食用油标准

” ,

尚存在酸价偏高
、

异味重等缺点
。

为此
,

提高精炼技术
,

尽早生

产出可供出口的类似
“
强维医用保健油

”

和
“

四合一营养食用油
”

的茶油
,

是解决产值低的途径

之一
。

此外
,

医药用油需要量亦大
,

仅上海第三制药厂
,

需用精炼茶油制药
,

每年需2 00 t 左

右
。

还有茶油在工业上可制硬化油 ;茶饼提取的皂素可用于制造在混凝土生产中可代替油酸
、

平平加
、

三乙酸胺等的贵重化工原料
,

且具有利用率高
、

无残渣等优点; 皂素还可制洗发香

波和丝毛洗净剂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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