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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茶园套种珍贵用材树种是西双版纳州的一个创新生态茶园种植模式，其目的是通过套种珍贵用材树种，增

加茶园生物多样性，为茶树生长创造适宜的生态环境，使茶树生长与茶园生态系统和谐统一，不仅可提升茶叶品质

和产量，防治病虫害的作用，而且套种的珍贵用材树种经多年经营，也会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从而大大提高茶园

的综合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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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imary Exploration of Innovation Cropping Patterns of 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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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cropping valuable timber tree species in the tea garden was the innovation cropping pattern
of the ecological tea garden in Xishuangbanna prefecture． The biodiversity of tea garden was going to be
improved by intercropping valuable timber tree species，which created a suitab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or the growth of tea，and made a harmony and unity situation to the tea growth and the tea garden sys-
tem． It could not only promote the quality and yield of tea and the pest control and disease prevention of
tea，but also obtain better economic benefits after years of operation in the intercropping valuable timber
tree species． Consequently，this cropping pattern would greatly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ben-
efit of the tea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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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是国际茶界公认的世界茶树原产地的

中心地带、驰名中外的普洱茶的发祥地和茶马古道

源头。种茶收入在州域经济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数百年来，一直沿袭着单作茶园的经营模式，产

生了水土流失、病虫害多、产量降低、质量下降等问

题，极大影响了茶园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导致了一些

生态问题。为提高林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值，将

森林资源培育与茶产业有机结合起来，在茶园中套

种珍贵用材树种，探索出林—茶—绿肥立体复合栽

培模式。西双版纳有大面积的单作茶园，这些茶园

也是珍贵用材树种的适生区，在这些茶园中适当套

种珍贵用材树种，一方面可增加生物多样性并达到

生物防治病虫害的作用，另一方面在提高经济作物

产量和品质的同时还可收获珍贵用材，这样可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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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效益，达到建立高效生态茶园

的目的。
本试验的生态茶园建设设在西双版纳洲勐海县

勐满镇中关村，16. 67 hm2 茶园套种珍贵用材树种，

珍贵用材树种主要有印度紫檀( Pterocarpus indicu) 、
海南黄花梨( Paramichelia baillonii) 和大果紫檀( Alt-
ingia excela) 。种植密度为 8 m × 8 m，套种模式为:

茶园套种印度紫檀、茶园套种大果紫檀、茶园套种海

南黄花梨和茶园套种印度紫檀、大果紫檀和海南黄

花梨。现已挖好塘，定植苗木苗高均在 30 cm 以上，

地径均在 0. 1 cm 以上，准备雨水下透后 ( 6 月底 7
月初) 定植。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西双版纳洲勐海县勐满镇中关村，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处东经 101°12'至 101°27'、北
纬 21° 10' 至 22° 22' 之 间。海 拔 高 度 为 800 m ～
830 m。年均降雨量在1 600 mm 至1 900 mm 之间，

年均气温 21. 3℃ ; 气候湿热、长夏无冬; 土地肥沃。
森林覆盖率达 62%。该村目前正在发展生态茶叶

特色产业，计划大力发展该产业。

2 高效生态茶园建设的模式

遵循生态农业的要求，通过实施林—茶—绿肥

立体复合栽培、种植或保护梯作物，上层为珍贵用材

乔木树种，中层为茶叶，下层为绿肥的垂直式多物种

多层次组合的生态位，形成人工复合生态种植模式，

人为地创造多物种并存的的良好生态环境，使茶树

生长与茶园生态系统和谐统一。并加强科学管理，

形成水土保持良好、茶树生长健壮，茶叶优质、高产、
高效的茶园模式［1］。

3 高效生态茶园建设的主要技术措施

针对西双版纳茶园科技发展状况和得天独厚的

气候条件，集成该州迫切需要的农、林业关键技术，

以技术为依托，企业为主体，科技为手段，创新思路，

选择茶地适合的珍贵用材树种，积极开展试验、示

范，以提高茶叶品质。
3． 1 茶园选择和珍贵用材树种的选择及造林

本试验选择在坡度小于 30 度的坡地上，梯田式

结构，按山地高标准茶园建设选择适合的珍贵用材

树种如: 降香黄檀、印度紫檀和大果紫檀等。按茶园

套种珍贵用材树种的最适密度 8 m ×8 m 种植。
3． 2 合理选择混交树种和种植模式

实践表明［2，3］，生态茶园对物种的选择，尤其是

乔木层树种选择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无公害茶

园建设的成败，本试验选择的树种是海南黄花梨、大
果紫檀和印度紫檀，均有驱虫的作用。为此，混交树

种必须选择与茶树共生互惠、主干分枝部位较高，病

虫害少，与茶树无相同的病虫害，适宜当地种植并有

一定经济效益的优良树种。根据珍贵用材树种的生

物学特性和茶园生物种群的生物学特性，两者之间

的互利共生关系而合理建设的茶园—林( 珍贵用材

树种) ———绿肥生态复合模式茶园，使处于不同生

态位的生物种群在系统中各得其所，相得益彰; 实施

无公害栽培技术措施，实现茶叶优质、高产、高效益、
持续发展，达到生态和经济两个系统的良性循环和

“3 个效益”的统一。
由于珍贵用材树种轮伐期较长，所以这些年来

热区种植面积增加的速度不快。西双版纳州现有大

面积的茶园，在这些地块上套种珍贵用材树种，着力

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以短养长，以长促短，通过茶

园套种，人工提升茶园生态系统功能，促使林中有

茶、茶中有林、林茂茶香，增强林业的可持续发展能

力。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提供科学依据。

4 采用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

4． 1 树体与水肥土的管理

茶树是高效生态茶园的主体，主要是搞好树体

管理和水肥土管理。茶园水肥土管理包括优化施

肥、改良土壤性质、增加有机质含量等。茶园施肥以

有机肥为主，还可以施用具有生物活性的各类菌肥。
在增加土壤营养的同时，丰富土壤微生物，增强土壤

生物多样性。
4． 2 高效生态茶园珍贵用材树种的管理

珍贵用材树种是生态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

要发挥乔木树种的遮蔽作用，还要满足茶树的生物

学特性要求，在茶园中套种珍贵用材树种要采用适

宜的密度 8 m × 8 m，避免过密影响茶树生长的同

时，还要科学水肥管理，通过科学整形修枝，促进茶

园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有利于调节并改善茶园夏

秋季光照、温度、水湿条件，两者能充分利用光热、养
分与水分。套种茶园由于上层树木的调节作用，更

符合茶树生长发育对光强的要求。
珍贵用材树种其本身病虫害极少，部分还能散

发出辛辣香味，具有灭菌、驱避害虫作用，可有效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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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套种茶园茶小绿叶蝉的茶丽纹象甲等主要病虫害

的发生与危害，促进茶叶生长，提高茶叶产量和品

质。

5 效益分析

5． 1 茶园套种珍贵用材树种的经济效益

生态茶园生产的茶叶产品品质优良，营养安全，

据测算，如果按现在当地市民说的鲜叶 2 元·kg －1，

套种珍贵用材树种增加生物多样性提升茶叶品质，

以鲜叶 10 元·kg －1 ～ 18 元·kg －1 算，每 666. 7 m2

可创效益增收 0. 4 万元·a －1 ～ 0. 6 万元·a －1。珍

贵用材树种均是目前市场上急需，经济价值较高的

树种，以海南黄花梨为例，现原木市场价格达到 600
万元· m －3以上，且供不应求，用海南黄花梨木材制

作而成的一套家具的价格达 200 万元以上。种植
40 a 的海南黄花梨单株价格高达 40 万元 ～ 50 万

元，且珍贵用材树种中有些树种还是名贵的中药材。
因此，建设高效生态茶园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5． 2 茶园套种珍贵用材树种的生态效益

茶树是耐阴树种，最适宜的光照强度为 1. 7 J·
cm －2·min －1 ～ 2. 1 J·cm －2·min －1，光补偿点为

0. 13 J［4］。光照过强可引起茶树代谢机能减缓，降

低光合效率，出现光休眠，影响茶叶品质。温度还影

响茶叶新梢的生长，20℃ ～ 30℃是茶树生长的适宜

范围［5］，单一种植茶树的物种结构一是破坏了茶园

中天敌昆虫的栖身和繁衍，使生物链由复杂变为简

单，减弱了“以虫治虫”的生防效果; 二是使茶树长

期无树木遮荫和保护，夏天受烈日暴晒，冬天遭寒风

侵袭，降低茶树的的抗逆性，影响茶树的正常生长。
茶园还可通过珍贵用材树种高杆乔木的遮蔽作用，

对耐阴作物的茶树有防高温、干旱，防强日照作用，

而且还有很强的吸尘功能。实践证明［6］，在阔叶乔

木遮蔽作用下生长的茶树郁郁葱葱，叶片幼嫩、肥

厚、青绿、节间短，是加工优质茶的上等原料。因此

在茶园内套种一定数量喜光作物的乔木树种如珍贵

用材树种以调节光照强度。茶树耐阴与珍贵用材树

种喜光互补性强，两者能充分利用光热、养分与水

分，有利于创造适宜茶树生长的茶园小气候环境。
经观测，早、晚时段( 8: 00 前，16: 00 后) 套种茶园比

单作茶园气温高，而相对湿度低，而在太阳光直射和

地面散射 10: 00 ～ 16: 00 时段，因珍贵用材树种树冠

遮蔽及树体的蒸腾和林内空气湍流活动的影响，平

均气温和相对湿度分别比单作茶园降低 1℃ ～ 3℃
和提高 1% ～5%，茶园温湿度这种变化趋势与套种

密度大小成正相关，相对套种密度大，遮荫面积大，

调节效应明显。套种密度过小，虽不会引起剧烈竟

争，但无法较好改善茶园生态环境，总体效益上不

去，要选择适宜的套种密度。采取套种可使幼龄茶

树避免夏季高温的伤害，同时减缓茶园地温剧烈变

化，这种调节作用对茶树生长有利，有利于创造适宜

茶树生长的茶园小气候环境［7］据有关研究［8］表明，

套种茶园的生态环境条件有利于茶树氨基酸和咖啡

碱的合成与积累，叶片的叶绿素含量显著提高，而茶

多酚含量有所降低，使酚氨比下降，从而改善茶叶的

品质。珍贵用材树种其本身病虫害极少，且一些还

能散发出辛辣香味，具有灭菌、驱避害虫作用，有效

减轻套种茶园茶小绿叶蝉的茶丽纹象甲等主要病虫

害的发生与危害，促进茶叶生长，提高茶叶产量和品

质。茶园套种珍贵用材树种增加茶园行间绿色覆盖

率，减少土壤受雨水冲刷，增加土壤有机质，培肥土

壤地力，增强茶园的水土保持作用。
5． 3 社会效益

生态茶园建设一是现代农业的一项具体内容;

二是加强珍贵用材树种的保护，加强珍贵用材树种

的栽培技术研究，促进推广造林。三是通过基地化

种植，可大面积发展珍贵用材树种的原料生产基地，

为加速调整林业产业结构发挥重要作用。可有效地

提高广大珍贵用材林农的栽培、经营茶园套种珍贵

用材树种的技术及管理水平。同时，茶园套种珍贵

用材树种，可提高产量和质量，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

势，能有力地促进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促进劳动力

就业，增加农民和地方财政收入，对社会安定与建设

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效益明显。
综上所述，茶园套种珍贵用材树种具有显著的

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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