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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四川省荣县油茶产业发展和低产林改造现状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分析该县油茶低产林成因、改造措
施、改造效果，最后提出产业发展和低产林改造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旨在为该县油茶产业发展和低产林改造提供参

考依据。

关键词：油茶；产业；低产林；改造；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Ｓ７－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５５０８（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２７－０３

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ｏｆＬｏｗｙｉｅｌｄ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Ｒｏｎｇｘ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ｙ

ＷＡＮＧＣｈｏｎｇｎｉｎｇ１　ＰＥＮＧＣｈｕａｎｈａｉ２　ＨＵＡＮＧＹｕｊｉａｎ３　ＷＡＮＧＪｉｎｇ１
（１．Ｆｏｒｅｓｔ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Ｚｉｇｏｎｇｃｉｔｙ，Ｚｉｇｏｎｇ　６４３０００；２．ＦｕｓｈｕｎＣｏｕｎｔ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ｅｓｔｆａｒｍ，Ｆｕｓｈｕｎ　６４３２００；

３．Ｆｏｒｅｓｔ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Ｒｏ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Ｒｏｎｇｃｏｕｎｔｙ　６４３１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ｄｅｅｐ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ｙｉｅｌｄ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ｆｏｒｅｓｔｉｎＲｏｎｇｘ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ｍａｄｅｏｆｃａｕ
ｓｅｓｏｆｌｏｗｙｉｅｌｄ，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ｎｓｏｍ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ｗｅｒｅ
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ｉｍｉｎｇ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ｌｏｗｙｉｅｌｄ
ｆｏｒｅｓｔｉｎＲｏｎｇｘｉａｎｃｏｕｎ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Ｌｏｗｙｉｅｌｄｆｏｒｅｓｔ，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

　　油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ｏｌｅｉｆｅｒａ）属山茶科、山茶属，为常
绿小乔木或灌木，是世界四大木本油料树种之一，且

是我国特有的木本油料树种，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

低山丘陵区［１－５］。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饮食的要

求不断提高和油茶产业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作为

纯天然高级油料的油茶产业得到了高速发展。２０１３
年，荣县被确定为四川省省现代林业重点县建设以

来，一方面通过项目推动、示范推广，大力发展新造

油茶林，油茶林面积由原留存的５８００ｈｍ２提高到目
前的９５００ｈｍ２，另一方面对长期疏于管理的油茶林

通过低产林改造，有效地提升了油茶产量，加快了农

村绿色经济发展，促进了林农持续稳定增收。笔者

结合近年来荣县油茶产业发展和低改工作，旨在加

大油茶低产林改造技术成果推广应用，并对荣县油

茶产业发展提供一些建议意见。

１　荣县油茶发展概况

１．１　油茶产业发展现状
荣县位于四川盆地低山丘陵区，气候温和、四季



分明、无霜期长，是油茶适生区，种植食用油茶的历

史悠久，县志记载，已有１０００多年。近年来，荣县大
力发展新造油茶林和改造低产低效油茶林，通过实

践，油茶产业已初步形成了“种苗—基地—生产—

加工—销售”的一条龙发展模式，据统计，２０１５年全
县油茶鲜果产量达到１５０００ｔ，产油茶籽油１１００ｔ，
产值１５亿元，油茶种植面积、优良品种数、产业发
展水平均为全省第一。目前，油茶产业发展由省级

林业龙头企业四川弘鑫农业有限公司带动，该公司

主要从事油茶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生产的“双溪

湖”牌油茶籽油成功注册商标，通过 ＱＳ认证并获得
有机食品认证和国家地理标志，赢得了较高的市场

知名度和美誉度。

１．２　油茶优良品种选育及推广应用
２００８年，开始油茶优良品种选育，到 ２０１５年

底，经省林木种苗委员会认定的已有１２个油茶优良
品种（川荣５０、川荣５５、川荣６６、川荣１５３、川荣１５６、
川荣４４７、川荣１０８、川荣２４１、川荣４４４、川荣４７６、川
荣５２３、弘鑫７６０），并在生产中推广应用且效果良
好。２０１４年对油茶优良品种子代含油率测定，含油
率普遍较高，发展潜力极大（表１）。截至目前，已建
成采穗圃６６７ｈｍ２、种质资源收集区１２７ｈｍ２、育
苗地１０ｈｍ２，可年产优质轻基质芽苗砧嫁接油茶苗
２００万株以上，除了能满足荣县本地油茶产业发展，
还外销到自贡市贡井区、富顺县，宜宾市宜宾县，内

江市隆昌县等地。

表１ ５个油茶优良品种子代含油率表（％）

样品
编号

含油率
脂肪酸含量

棕榈酸 亚油酸 油酸 硬脂酸

川荣１５６ ５３．７２ １６．４５ ４．９８ ７６．６０ １．０１
川荣１５３ ４８．３４ １６．０６ １３．３１ ６８．０９ １．６１
川荣５５ ５０．８１ １６．１３ ４．５４ ７０．８４ １．４８
川荣５０ ３９．２５ １５．３９ １４．７９ ６５．７９ １．４５
川荣４４７ ５０．６６ １６．２５ ５．３３ ７３．８６ １．１４

１．３　油茶低产林改造现状
据调 查，２０１２年 全 县 有 成 片 老 油 茶 林

４０００ｈｍ２，多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及以前栽植，由于
缺乏管理等原因，绝大部分都成为了低产林，鲜果产

量普遍不足１５００ｋｇ·ｈｍ－２，经济效益差。为促进
油茶产业的健康发展，迅速有效地提高油茶产量，荣

县以项目为依托，大力开展油茶低产林改造工作，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５年共计改造低产油茶林１０６７ｈｍ２，
通过综合改造措施鲜果产量可提高到１０５００ｋｇ·
ｈｍ－２，大大提高了产量。

２　荣县油茶低产林成因分析

长期以来，荣县油茶生产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较

多，其核心问题仍然是大面积油茶产量低，残次林比

例大，生产效益差。综合多方面因素，油茶低产林形

成原因如下：

（１）品种混杂，林龄老化。一是从品种差异看，
油茶产业发展初期，长期实生栽培和异花授粉，形成

花期、成熟期和果形、果色多种多样的油茶品种。由

于花期等差异悬殊，花期早的品种，开花植株少而得

不到足够异花授粉的条件或过早开花花芽不健全，

坐果率低；花期过晚的品种，也因气候逐渐寒冷昆虫

不能传粉或花粉难以萌发而不能完成授粉。二是从

林分结构看，由于高产株易于衰老等特点，随着林龄

的增长，高产株所占比例越来越少，整个林分进入衰

老阶段，很大程度上影响油茶产量。

（２）管理粗放，科技缺乏。一是因经营管理不
善，没有实施增产措施，油茶林长期撂荒，油茶林不

仅与杂灌丛生，还跟马尾松等高大乔木形成混交林，

使其光照严重不足，水、肥、通风条件差，生长弱，导

致病虫害滋生，油茶产量降低。二是缺乏科学采摘，

加工水平较低，部分油茶经营者，不按采摘技术要

求，采摘时往往茶果尚未完全成熟，加上缺乏规模化

加工企业，多为私人作坊，缺乏精加工技术，影响了

产量和收益。

（３）立地条件差，油茶生长发育不良。林农认
为油茶比一般果树耐瘠薄土壤，抗性好，适应性广，

因而不重视该树种本身的生理及生态特性，常常将

立地条件差的地作为油茶新造林地，导致油茶低产

林多数位于立地条件差的山坡地，很难达到良种应

有的生产潜力，失去了良种高产优质的基础条件。

３　油茶低产林改造措施

形成油茶低产林的因素较多，因此，在改造前首

先要调查低产林的立地条件、林分年龄、结构、密度、

品种组成、林地现状等基本情况，找出形成低产林的

主要原因，采取某种或综合改造措施，才能达到改造

效果。主要改造措施如下：

（１）林分清理、调整密度。一是将油茶林中高
大乔木、杂灌木、寄生植物、杂草以及老残、病弱油茶

树清除；二是对于过密或者稀疏的油茶林，采取间

伐、补 植 等 措 施，将 油 茶 林 密 度 调 整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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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０株·ｈｍ－２左右。
（２）复垦保土、合理施肥。油茶林要因地、因时

复垦，一般冬春季深挖，深度为２０ｃｍ～３０ｃｍ，夏季
浅挖，深度为１０ｃｍ左右，同时做到冠外深挖、冠内
浅挖，使林地起到保水保土作用。根据立地条件、树

体大小和生长情况，春季、夏季、秋季每季施复合肥

（２０∶５∶５或１８∶６∶６）１ｋｇ·株 －１～２ｋｇ·株 －１，分别

促进发芽、油果分化和提质增产，冬施有机肥３ｋｇ·
株 －１～４ｋｇ·株 －１平衡养分促树势。

（３）整形修枝、优化树形。收摘茶果后到春梢
萌发前，剪去干枯枝、衰老枝、下脚枝、病虫枝、隐蔽

枝、寄生枝，对徒长枝、交叉枝视情况合理修剪，通过

修枝整形改善通风透光条件，调整树体结构，促进低

产油茶林改造与高产稳产。

（４）防控病虫害、提高抗性。油茶成林中为害
最为严重的病害是炭疽病和软腐病，不但造成当年

损失，还会影响次年产量，衰弱树势，严重时造成整

株死亡。油茶病虫害多以综合治理和预防为主，结

合树体管理，在４月 ～７月份定期喷洒波尔多液等
杀菌剂可起到有效的预防作用。

（５）引进授粉蜂，促进增产。油茶是异花授粉
植物，有研究证明，油茶授粉主要是昆虫完成的。引

入土栖蜜蜂，做到１株油茶１只蜜蜂，通过土栖蜜蜂
采访油茶花粉等活动，大幅度提高油茶花坐果率，有

效地增加产量。

４　油茶低改与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１）在积极争取国家投入的基础上，加大油茶
经营主体的投入，充分调动农户管护积极性，改粗放

管理为集约管理。荣县现存的成片油茶低产林多数

位于立地条件差，林地利用价值不高的林地，据生产

实践和实地调查，经过清林、修枝、除草、施肥等科学

的综合改造措施，产量能稳定在１１２５０ｋｇ·ｈｍ－２，
次年由于国家投入不足，而农户、业主为节约成本，

施肥、除草等措施未能跟上，产量明显下降到不足

７５００ｋｇ·ｈｍ－２。
（２）部分农户过早的追求经济效益，在茶果充

分成熟前，对其进行采摘，结果导致干茶籽出油率很

多不足２３％，影响了茶油产量。为提高出油率，茶
籽应在成熟期（按照“前三后七”技术，即寒露、霜降

两个节气的前３ｄ和后７ｄ）采摘，干茶籽出油率能
保证在２５％以上。

（３）现有榨油厂大多未采用脱色、脱脂处理，导
致茶油品质不高。为提高茶油质量，加工中应进行

科学脱脂和脱色处理。一是根据茶籽新鲜程度选择

脱色剂种类和数量，新鲜茶籽所含色素多为热敏性

天然色素，遇热脱色，可用较少的脱色剂；放置时间

长的茶籽，毛油色泽很深，需较强脱色条件和脱色

剂，脱色剂一般选择活性炭和白土配比完成此工艺，

为改善脱色油品质，有条件的加工厂最好全用活性

炭。二是为不破坏茶油的高档品质，采用全物理过

程的冷冻法，要求冷冻结晶温度控制在２℃左右，养
晶７２ｈ以上，再回至６℃左右过滤，除去固脂成分。

（４）缺乏运行良好的加工企业和精深、综合加
工技术合理利用。一是引进扶持一家规模加工企

业，以加工销售带动油茶鲜果和茶籽收购，从而带动

种植和管理；二是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加大对新造

林和老油茶林改造投入，确保新造林如期进入丰产

期低改林效果明显，丰产期产量保持在２２５００ｋｇ·
ｈｍ－２，低改林保持在１１２５０ｋｇ·ｈｍ－２；三是结合荣
县油茶资源和社会经济现状，搞好精深、综合加工技

术研发和产业发展规划，重点发展高档食用油、高档

化妆品用油、生物农药、生物饲料、活性炭等深度开

发，促进整个油茶产业链建设，最终实现油茶产业强

县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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