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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要介绍了四川油橄榄的引种历程、品种及分布，通过收集相关文献，从生态适应性、良种选育、繁育技术、

综合利用、产业发展等多方面综述了四川油橄榄引种研究成果，以期为以后油橄榄的引种及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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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 in Research on the Introduction of Olive europaea in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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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brief description is given of the history of the introduction，varieties，and distri-
bution of Olive europaea in Sichuan，and of achievements on ecological adaptability，selection and breed-
ing，breeding technology，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through collecting the pub-
lished literatures of Olive europaea，aim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introduction and research of
Olive europaea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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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橄榄 ( Olea europaea L． ) 又名洋橄榄、齐敦

果，是以“高产、优质、高效”为特征的世界名贵常绿

木本油料和果用树种，喜光、耐高温、耐烟尘、生长能

力旺盛。橄榄油中几乎不含胆固醇，味道清香可口，

营养极其丰富，医疗保健作用十分显著，被誉为“品

质最佳的植物油”。在国际上被公 认 为“液 体 黄

金”、“植物油皇后”。四川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

油橄榄引种发展并获得一定的经济产量。与此相对

应，有关科技工作者开展了油橄榄生态适应性、良种

选育、繁育技术、综合利用、产业发展等多方面的研

究，并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现就四川油橄榄研究

工作做一综述，望能为以后油橄榄的引种及研究提

供参考。

1 引种概况

1． 1 引种历程

油橄榄起源于小亚细亚，公元 4000 年前希腊克

里特岛开始种植，后来流传于地中海沿岸国家，如希

腊、意大利、土耳其、西班牙、突尼斯等国。16 世纪

初期，希腊移民把它引种到秘鲁、智利和南美洲的其

他国家。19 世纪初期，相继到北美洲、大洋洲和亚

洲东部，迄今油橄榄已扩大到世界六大洲的 30 多个

国家，遍布北纬 45°到南纬 37°的广阔地带，全世界

油橄榄的种植面积2 330万 hm2。

我国引种油橄榄始于 1957 年，四川省油橄榄引

种经历 了 引 种 试 验 ( 1964 ～ 1973 年 ) 、推 广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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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 ～ 1980 年) 、巩固提高( 1980 ～ 1990 年) 、放弃

管理( 1990 ～ 1999 年) 、恢复发展 ( 1999 年至今) 等

五个阶段
［1］。

1． 2 引进品种、分布

四川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引种，历时 40 余

年，陆续从西班牙、法国、南斯拉夫、希腊、阿尔巴利

亚、意大利等六个国家引入品种共 170 个，并在不同

的气候区建立了 4 个品种园，即开江县红花山油橄

榄品种园、西昌凉山州林科所品种园、泸县玉蟾品种

园和三台县建设品种园。据调查，2004 年四川西

昌、泸县、达县、巴中、广元等地，于 20 世纪 60 年代

～ 70 年代栽植的油橄榄保存所剩无几，仅开江县和

三台县的品种园以及广元市上西坝有成片保存林。
截止 2011 年，全省共种植油橄榄 1. 8 万余 hm2，主

要为 广 元 9 600 hm2，达 州 5 200 hm2，凉 山 1 300
hm2，绵阳2 000 hm2。

2 开展的相关研究

2． 1 生态适应性研究

油橄榄在中国的引种存在一定的难度，这主要

是因为中国的亚热带气候与原产地地中海地区的亚

热带气候不完全一致。但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气候

条件复杂，有一些地区的气候特点是可以满足油橄

榄生长和结实要求的。油橄榄引种到我国后，四川、
甘肃、陕西、湖北等引种区都开展了适应性研究。油

橄榄原产地在长期的栽培驯化及自然选择的作用

下，形成了十分丰富的、区域性的地方品种，不同的

品种对生态适宜性的表现形成了较大的生态幅度，

品种与适宜气候环境的匹配则产生良好的引种结

果。通过对四川油橄榄引种栽培的表现调查，周立

江认为西昌及安宁河谷地区与油橄榄气候更为相

似，植物地理背景与地中海也有着一些关联，这一地

区是四川油橄榄发展气候条件最适宜的区域
［2］。

国内许多学者得出相同的结论
［3 ～ 7］。但也有学者认

为
［8］，油橄榄树对地中海型气候有强烈的依赖性，

四川地区的气候环境对其产量和品质影响很大。
与原产地气候生态条件的对比往往成为众多学

者研究引种油橄榄地区生态适应性的热点之一，并

针对不同区域的生态条件，提出了当地油橄榄种植

的适宜性建议。申旭红等通过比较四川省主要油橄

榄引种地与原产地地中海的气候条件，分析引种地

的气候利弊因子，得出四川省油橄榄引种地的年日

照时数不足、空气相对湿度较大限制了油橄榄的生

长，可以通过阳坡种植，整形修剪，种植耐湿性较强

的油橄榄品种，合理施肥等措施弥补
［9］。川北地区

作为四川省油橄榄的次适生区之一，利用退耕还林

和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开发项目，大力发展油橄榄种

植和橄榄油加工，经过初步考察，表明油橄榄在当地

引种、扩种均存在诸多的气候生态适应性问题，研究

指出，要科学解决此类问题，应从合理布局、品种选

育及管理措施上下功夫
［11］。川中丘陵区沙质紫色

土良好土壤渗透性、高钙质含量及矿质养分丰富的

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气候的不足
［12］。

从对土壤的要求看，油橄榄是最能耐土壤瘠薄

的一种作物，但由于油橄榄的根系需氧性很高，又是

喜氮嗜钙作物，所以，对土壤的物理性质及某些化学

成分有特殊的要求。以土壤的砂粒 60%、粉粒和黏

粒各占 20%、pH 值 7 ～ 8 之间、有机质 1. 7% 以上、
CaCO3 大于 1% 为最适宜

［13］。对土质粘重、酸性较

大的改良的办法是加沙、加石灰、施农家肥和填埋树

叶、杂草等
［6］。

四川油橄榄主要栽培区属于夏雨型气候，降水

量为 178. 3 mm ～215. 5 mm，远远高于原产地的 0 ～
30. 0 mm，利于油橄榄的营养生长，因此，降水是引

种油橄榄的一个有利的气候因子
［9］。但是，在冬春

降水稀少的季节要及时对油橄榄进行灌溉，以弥补

秋季采果后树体水分的亏损以及春季土壤水分亏

缺，这对恢复树势、促进来年春梢抽发、开花坐果有

较好的作用; 另外，由于油橄榄有不耐渍的特点，对

土壤积水很敏感，因此，油橄榄应选择缓坡种植，在

雨季排涝排水，保持林地土壤适度的含水量是十分

必要的。
影响油橄榄生长的因素是复杂的，包括地形、土

壤、气象要素等多种因素，并且单从气象要素的角度

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肖天贵等利用线性

倾向估计和多元非线性回归的理论，分析了巴中地

区近 40 年的雨量、温度、日照的变化特征，认为巴中

地区的气象条件对油橄榄生长是有利的，且在短时

间内不会有较大的改变
［10］。

2． 2 生理特性研究

40 多年的引种实践表明，各种相关气候要素联

合作用在植物物候生长上的表现结果，一些品种在

适宜环境条件下能够完成生物学特性所固有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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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过程，一些品种正常开花结实，形成稳定的经济

产量。但在长期的推广繁殖过程中致使品种混杂良

莠不齐，其生物学外在表现也存在差异。依据各品

种的表型性状特征，可将不同品种区划为不同的类

型，建立油橄榄表型鉴别体系，能够直接为油橄榄品

种的早期形态鉴别提供参考
［14，15］。同时，还可以运

用分子生物学技术进行品种鉴别，如邱源等运用

RAPD 标记技术对开江县油橄榄品种园的 23 个引

种品种进行分类和鉴定研究
［16］。

油橄榄产量与品质是光、温、水综合影响的结

果。充足的光照可以增强树体的生理活动功能，改

善有机营养，促进枝叶健壮生长、花芽分化良好，提

高果实的产量和含油量，延长树体的生存和经济寿

命。光照不足，致使油橄榄同化过程缓慢，代谢过程

减弱，不利于果实发育及油脂转化，且易感染病害，

导致产量降低。由于品种特性及各区域气候条件差

异，卡林、佛奥、贝拉 3 个油橄榄品种在四川 7 个主

要栽培区的产量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各品种产量的

气候影响因子也不完全相同。而 4 月 ～ 10 月日照

时数是至关重要的，直接影响油脂的形成过程
［17］。

油橄榄的单果重量、果实含油率、成熟度及肉核

比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果实的品质
［18］。有

研究 表 明，对 于 果 用 油 橄 榄，灌 溉 量 为 100% ～
140%蒸腾蒸发量( ETo) 时单果较大、果肉率较高、
产量较高，能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对于油用油橄

榄，灌溉量为 60% ～100%ETo 左右时，产油量较高，

能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灌溉量过大反而不利于油

脂积累
［19］。

2． 3 良种选育研究

我国油橄榄良种选育的研究是在引进品种基础

上开展的比较选择。四川和中国林科院的科技人员

经过 40 年的引种、育种和种植实践，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选育了一批生态适应性较强、产果量和含油量

较高，表现较好的品种，主要有卡林( Kalinjoti) 、佛奥

( Frantoio) 、莱星( Leccino) 、皮削利( Picholine) 、皮瓜

尔( Picuai) 、贝拉( Berat) 、小苹果( Manznilla) 、科拉

蒂那( Cortina) 、配多灵( Pendolino) 、爱桑( Elbason) 、
鄂植 8 号、城固 31 号等。近几年来，凉山州大力开

展国内外品种引进和新品种选育工作。目前，已成

功选育出了西油 1 号、中泽 2 号等 7 个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适合凉山地区大面积推广的油橄榄新品

种
［40］。

优良单株选择是针对目标性状进行的，油橄榄

产量低、含油量低、油质差、效益低是制约我国油橄

榄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利用秦巴山区油橄榄资

源，以优良油用资源为选择目标，以油质、丰产性、抗
性等综合指标为选择标准，选择出丰产、含油率高、
油质好的优良油用油橄榄种质 4 份，优树平均干果

含油率 42. 24%，不饱和脂肪酸相对含量 88. 02%，

油酸相对含量 69. 44%。这 4 份优良种质资源性状

表现稳定，在进一步区域试验和相关丰产栽培技术

的基础上，有望成为该区域油橄榄产业发展中新优

良品种和育种材料
［20］。金银春等通过对油橄榄叶

片长、宽、叶形指数、变异系数多重比较分析后，得出

叶形指数受环境因子影响较小，可作为鉴定品种或

者优树的一个可靠指标
［21］。

朱万泽等分析开江县、广元市利州区和青川县

以及西昌市共 70 个油橄榄品种的果实含油率及其

脂肪酸组成，以油橄榄品种果实含油率、脂肪酸组分

含量等指标，评价各种植区油橄榄品种品质，筛选出

开江县红花山川东北油橄榄品种园优质品种 23 个，

广元市油橄榄优质品种 10 个，西昌市油橄榄优质品

种 5 个。认为使用油橄榄果实含油率及其脂肪酸组

成等指标评价油橄榄品种品质是可行的，在今后的

油橄榄品种选育中，应考虑果实含油率及其脂肪酸

组成，以及果实产量等指标
［22］。

2． 4 繁育技术研究

油橄榄的繁殖方法有嫁接、扦插、压条和播种

等。播种繁殖由于种子的休眠时间长和种壳厚而坚

硬等原因，致使发芽率低、出苗不整齐，而且油橄榄

是异花授粉，种子繁殖的后代分化严重，故一般只在

杂交育种和繁殖砧木时利用种子繁殖。而扦插方法

既能稳定地保持母本的优良遗传特性，又能快速大

量繁殖苗木，因此扦插繁殖是目前油橄榄栽培生产

中的重要途径
［1］。

由于油橄榄插穗的生根类型属于愈伤组织生根

型且生根过程长达 3 个月到 4 个月，因而油橄榄扦

插生根也较为困难。油橄榄扦插是一个系统工程，

受到扦插的时间、方法、插穗、插壤及扦插后管理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每个环节都会直接影响到扦插的

效果
［23，24］。王必海等通过开展对插穗和插壤的试

验研究认为，对于新引进的品种或难于扦插的品种，

可以考虑将油橄榄种苗栽植于保护地( 温室或塑料

大棚) 中培养，一般情况下在保护地中更能为油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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榄生长提供更好、更适宜的条件，因而枝条的质量更

好、更多，通过此种途径，可以提高油橄榄枝条的生

根能力，加快种苗的繁殖速度
［25］。

朱益川等在开江县开展油橄榄扦插繁殖试验，

对影响扦插成效的品种、药剂、浓度三因素进行分析

和探讨，研究认为，在扦插育苗中，各因素影响的次

序为药剂 ＞ 品种 ＞ 浓度。植物生长调节剂是影响油

橄榄扦插成效的关键因素，选用吲哚丁酸( IBA) 效

果最好。本试验中佛奥、莱星、79-40、79-1 等品种平

均萌根能力较好，而皮削林、皮瓜尔、79-2 等品种较

差。选用的插穗处理浓度以 500 mg·L －1
效果最

好。通过各因素的交互作用，选出 4 个最优水平组

合，其 平 均 生 根 率 在 50% 以 上，可 在 生 产 中 推

广
［26］。

2． 5 栽培技术研究

油橄榄丰产稳产栽培技术研究是在我国油橄榄

适生区进行的。邓明全通过对湖北省郧县、四川省

西昌、甘肃省武都县油橄榄试验园的丰产稳产栽培

技术研究，提出了油橄榄丰产稳产的土壤理化指标

和相适应的水、肥及整形修剪的综合管理技术
［13］。

韩华柏等在调查、总结四川省油橄榄栽培历史、种植

技术及其试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地介绍了四

川省发展油橄榄的早实丰产栽培技术。在栽培品种

的选择上，四川油橄榄生产宜选择佛奥、卡林、爱桑、
贝拉、米扎、玉蝉 44 号等品种。油橄榄多数品种是

自花不孕或部分自花不孕，生产中必须注意授粉品

种的配置。配多灵品种可作为佛奥的授粉树，而米

扎、卡林、贝拉可作为爱桑的授粉树
［27］。用不同品

种材料授粉，因花粉亲和力不一致，坐果率有较大差

异
［28］。

一般来说，土壤疏松、呈微碱性、地下水位低或

排水良好、地形开阔、背风向阳的低山缓坡及斜坡地

种植油橄榄效果最好。从栽培的角度考虑，土壤的

物理性质甚至比土壤肥力更为重要，在粘重而肥力

较高的土壤上种植油橄榄，还不如在疏松有石砾而

肥力稍低的山坡上生长好。因此在粘重土壤上种植

油橄榄要特别注意深翻改土、大穴整地和布设排水

沟，以逐步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
［29］。平地或缓坡地

可采用带状整地或全面深翻 20 cm ～ 30 cm 的全面

整地，坡度较大则采用鱼鳞坑整地或筑成梯田。栽

植密度根据种植区的立地条件 ( 土壤、地形、气候

等) ，不同品种在盛果期的树冠大小，以及栽培经营

的目的、水平等确定。
整形修剪是主要的栽培措施和提高产量的方法

之一。四川大多数油橄榄种植地区日照偏少，生长

季节多阴雨，空气湿度较大，因此整形修剪一定要注

意树体、树形的控制，提高通风透光性，改善树冠内

部生态条件。生产中适合采用空心圆头形、三主枝

开心形等树形
［30］。

油橄榄的开花结实和土壤的水肥状况关系密

切，一般以有机肥为主，施足基肥，并适时适量追肥

是提高产量的关键。种植地每年施肥 2 次( 一次冬

季基肥，一次春季追肥) 或 3 次( 一次冬季基肥，春、
初夏季各追肥一次) ，冬季可结合种植地改土、深翻

而施基肥。叶面施肥作为施肥的一种补充方式，其

效果快，吸收好
［31］。在花期，叶面追肥可以补充开

花的营养消耗，还可以促进花粉萌发、授粉
［32］。通

过单 因 子 施 肥，对 花 期 后 的 坐 果 率 有 所 提 高，而

0. 2% ～0. 3%是叶面施肥较合适的浓度范围
［33］。

2． 6 综合利用研究

油橄榄是一种重要的木本油料植物，果实含油

率高达 30%，栽培油橄榄主要是利用果实中的油脂

加工橄榄油。油橄榄叶中橄榄苦甙、黄酮等多酚类

化合物成分复杂，国内外学者对油橄榄的化学成分

做了 深 入 的 研 究，已 经 分 离 得 到 100 多 个 化 合

物
［34］。

油橄榄果虽可加工成素有“植物油皇后”之称

的橄榄油，但是我国的橄榄油的产量并不大，目前主

要依靠进口，其果渣、废水和橄榄叶的相关报道较

少。因此橄榄综合开发深度不够，其综合效益不很

明显。针对我国目前油橄榄的发展现状，利用油橄

榄的叶片加工生物活性物质，尤其是利用修剪废弃

的橄榄叶得到叶片提取物，将会大大地提高油橄榄

的经济价值，为人类健康做出贡献。
油橄榄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各种内部生理因素是

影响其叶片中多酚含量变化的重要因素，比如开花、
结果、抽枝、冬眠等生理作用对其植株各部位叶片多

酚含量影响极为显著。油橄榄种植中的各种外部因

素也影响着油橄榄叶片中多酚含量的变化，其中人

为管理养护是影响油橄榄叶片中多酚含量的重要因

素，如修剪、嫁接、施肥、浇灌等。其次为自然灾害，

如植物病虫害也影响油橄榄叶片中多酚含量的变

化。比较佛奥、配多灵、尼肖特油橄榄品种叶片中不

同季节的多酚含量得出，尼肖特品种叶片中多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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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全年最高，其 3 月 ～ 6 月份多酚含量非常丰富，

大大超过佛奥、配多灵的多酚含量，是西昌片区油橄

榄叶片加工利用的优良品种
［35］，对黄酮类物质的相

关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果
［36］。

油橄榄叶中的多种酚类、酯类等物质，既具有营

养作用，也有抗氧化性和增强机体免疫等作用
［37］。

唐中海等研究日粮中添加不同水平的油橄榄叶对断

奶獭兔仔兔生长性能及血液指标的影响，得出油橄

榄叶的添加不会影响机体健康状况和造血功能，但

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数有明显减少的趋势，说明添

加油橄榄叶能提高仔兔免疫力和成活率
［38］。

2． 7 产业化发展

中国虽然引种油橄榄的时间已经有 40 多年，但

生产规模并不大。由于历史的原因，油橄榄产业起

起落落，几经波折。直到本世纪初，随着油橄榄消费

需求的急剧增长，市场价格的大幅度攀升，油橄榄产

业才真正进入了新的发展期。
结合退耕还林、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在

“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开发油橄榄已被列入四川

省支柱产业发展计划。徐作英等在 2003 ～ 2004 年

对四川白龙江低山河谷区、金沙江流域、盆地东北部

等大部分地区油橄榄的开发现状进行了全面的调

研，认为油橄榄在四川的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广

元、三台、开江等地，这些地方的油橄榄产业化发展

迅速; 而在攀枝花、自贡、眉山等地，油橄榄几乎没有

成片林区存在
［39，41，42］。然而，这个研究结果却忽略

了凉山是国内最早规模化发展油橄榄产业的地区之

一，安宁河流域是我国油橄榄最适宜发展的地区。
凉山州境内目前已有凉山中泽公司、凉山熙可携农、
凉山丰 达 等 几 家 专 业 从 事 油 橄 榄 产 业 发 展 的 公

司
［40］。根据 2007 年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四

川省油橄榄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到“十二五”期末，

全省共规划发展油橄榄 5. 3 万 hm2，其中在凉山州

要新增油橄榄种植面积 2. 6 万 hm2。2010 年四川省

林业厅已选定凉山州作为四川省油橄榄良种苗木基

地。

3 研究展望

回顾 40 年的历程，四川省在油橄榄的引种、区
域性栽培、良种选育、产业化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大量

的多学科、多层次的研究工作。通过对油橄榄栽培

区的气候、土壤等生态因子及生长指标与地中海油

橄榄种植区的比较分析，大体找出了四川的油橄榄

栽培适生区。通过研究，筛选出适应性强的油橄榄

丰产品种，形成了综合配套的栽培技术体系。这不

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油橄榄的发展具有理

论与实际的指导意义。但要实现油橄榄产业化的发

展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例如: 引种

种源基础狭窄，缺乏含油率高油质好的品种和优质

果用品种; 苗木的繁殖技术及设备十分落后，目前仍

用土温床扦插繁殖油橄榄苗木，使一些生根困难的

优良品种难以生根; 对油橄榄的栽培技术、管理技术

的研究仍需深入; 榨油技术设备不配套，生产能力

低，出油率不高，浪费大; 油橄榄果用市场好，效益

高，但缺乏先进的生产加工技术和设备等。只有强

化科学技术研究的功能，加大科技支撑的力度，才能

真正促成油橄榄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今后十年是我国油橄榄产业的快速发展期。据

不完全统计，四川省规划从 2005 年至 2010 年每年

以6 700 hm2
的速度发展油橄榄产业，2015 年前总

规模将达到53 600 hm2
左右。油橄榄产业的发展应

从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 1 ) 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支

持力度，( 2) 加大选育优良品种力度，( 3) 加大科技

支撑力度，( 4) 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 5) 加强对优

质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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