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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山县土、石山地区油茶生产现状调查报告
黄泰谋 高级工程师

为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我县油茶资源，打造地方名优品牌，经县

政协原主席覃树康等老领导的提议，由县老科协组织对凤山油茶生产

现状及品种资源进行专题调查研究，指出存在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

建议，通过科技创新，促进凤山油茶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一、凤山县油茶资源简介

凤山县土地总面积 260 万亩，其中土山占 54.3%，石山占 44.7%，

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阳光充足，土壤肥沃，终年适宣植物的生长发

育。凤山栽培油茶历史悠久，早在 400 年前就有记载，全县现有油茶

面积 35万亩，主要分布在 11个乡镇的土山地区。石山地区也有块状

片状的分布。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调查了解凤山县土、石山区油茶品种配置，生长发育情况。先查

询摸底，然后在全县范围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油茶林地，确定标准样

地进行实地调查。

土山地区于 2017 年 11 月 2日～11 月 8 日，抽查 6个乡镇村，9

个标准地，其中：本地凤山中果油茶 5个，岑溪软枝油茶 3 个，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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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1 个(岑软+本地)。石山地区于 2021 年 5月 21 日～5 月 25 日，

抽查 5 个乡镇村，8个标准地，其中：本地凤山中果油茶 2 个，岑软

+本地中果油茶 6 个，(具体数据详见调查表)。

两次实地调查一共抽查 17 个点，其中：100 年以上的油茶老龄

林 2个，幼、中龄林(4-20 年生)12 个，新造林(1-3 年生)3 个。调查

范围广，设样点数多，代表性强，充分体现出凤山油茶种植生态环境

的特点。

植物对环境条件的需求，是该植物的生态学决定的。油茶喜温暖

湿润的气候，要求年平均温度 14-21℃，相对湿度在 74-85%，年平均

降雨量在 1000 毫米以上，日照 1300～2200 小时，对土壤要求不很严，

适应性强，能耐较瘠薄的土壤，一般以 PH值 5.0～6.0 的酸性黄壤或

红壤为最适宜。在疏松、深厚、肥沃的土壤生长发育更好。油茶易遭

霜冻危害，但它是深根性树种，萌蘖力强。

凤山县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全境属山地地貌，年平均气温

19.2℃，年平均降雨量 1545.9 毫来，年平均蒸发量 1346.3 毫米，相

对湿度 79%，年日照时数 1441 小时，土壤多为砂页岩山地红壤和黄

红壤，土体厚度 100 厘米以上，表士层厚度 20厘米以上，质地疏松，

有机质含量丰富，土壤反应呈中性至酸性 PH5.0—6.8。主要植被多

为蒙自恺木+大叶栎一盐肤木+杨梅+五节芒+东方鸟毛蕨+黄茅草群落。

常见植物有壳斗科、樟科、豆科，松科及禾本科等。(以上多为原始

资料)。

由此可见凤山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阳光充足，雨量

充沛；土壤深厚，疏松、肥沃，是培育油茶的最适宜环境。

过去人们都认为石山地区不能种油茶，此次调查大石山区金牙乡

的陇打平屯先后种植有油茶林 200 多亩；乔音乡林峒村高弯屯也种植

有油茶林 100 多亩，而且 100 年以上的油茶老林也不少。经调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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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山区凡生长有樟科、豆科、杉科、盐肤木+五节芒+蕨类+黄茅草+

鱼腥草等植物群落，土壤为碳母质发育黄壤，棕色石灰土、砾石赤壤

土，PH5.0-6.5 之间的地方都适宜种植油茶，而且生长发育正常，也

就是说凤山的自然环境条件(含土、石山区)完全满足油茶生物学特性、

生态学特性的需求。

三、存在问题

1、油茶种植密度过大表现为高、多、密的特点：树太高、枝条

太多、株行距太密，普遍每亩 300～400 株。密度大出现 3 种情况，

一是幼树初果期约 4～10 年内，这时树体矮小，通风透光，还有较大

的有效光合面积，营养供应充足，结果部位多，产量较高：二是进入

盛产期初期约 11～20 年，林木生长迅速，营养供应不足，任其自然

生长，枝条紊乱，树冠郁闭，沉枝密叶，树冠内通风透光不良，结果

都位外移，产量减低，品质下降：三是盛产期中后期 21 年后，由于

树间拥挤，枝条过多，树冠上部枝叶过密，下部枝条则光照不足枯死

(通常叫做自然整枝)，出现秃裸现象，如 2017 年 11 月 8日我们在久

文村板麻屯，调查一片 1971 年种植的本地中果油茶林，造林密度 271

株/亩，平均树高 6.5 米，5米以下光杆一条，5米以上才有枝条分布，

而且与邻株的枝条互接交叉，光照不足，有效结果枝条少，单位面积

产量低，平均亩产生球果 108.5 斤，按出籽率 40％计算折合 43.4 斤

生茶子，折合干茶子 30.38 斤(按 70％计)。同时，调查还发现有的

油茶林地，每年捡茶子不干净，剩余的种子萌芽，没有及时移除，油

茶林下生长密密麻麻，高矮不如的油茶小树，又不结果，如我们在金

牙乡陇打坪屯发现一块油茶林象上所述的一样，每亩株数 618 株，林

下阴沉，林上油茶营养供应不足，产量极低。

2、油茶长期以来经营管理粗放，多呈野生状态，产量低质差。

(1)原始的生产方式，刀耕火种根深蒂固，70年代以前油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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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以一锄法种子直播造林为主，一摆三垄，一垄三粒的种植方法，当

时养殖牛、马犁田耙地，每个自然村屯都养有 40～50 头(匹)耕牛马，

甚至更多，油茶点播放野牛马踩踏严重，多年补种苗木生长三差不齐，

就是管护较好的油茶林地又不舍得间苗，一垄生长 2-3 株，林木拥挤，

光照不好，同时直播造林没有施基肥，营养供应不足生长缓慢，长势

衰弱，延迟结果，8-10 年才开始开花挂果，15～20 年才进入盛产期，

林木营养供应不足，衰老快，盛产期短，周期产量低，保存率也低，

林中空地多。这种传统的种植方法，在一些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还延

续至今。

(2)受传统观念的束缚，科技意识淡薄，油茶生产没有施肥和整

形修剪的习惯和技术，护理油茶林的目的，只是为了方便捡茶子而已，

因此，每年习惯在收稻谷后对油茶林进砍（铲）草一次，其他一概不

理，野树杂木高出油茶林，寄生枝挂满枝头，林分荫蔽，通风透光不

好，不能开花结实。

3、主管部门对国家给油茶生产的各项优惠政策执行不严，理解

不够，认识不足，技术跟踪不到位，造林密度偏大，每亩种植 300 株

以上，尤其是幼林和新造林地比较普遍存在，因为苗木是白送不要钱，

虚报冒领，一坑种植两株累见不鲜。

4、油茶品种混杂，林木老化。据有关资料报导，凤山中果油茶

有 5～6个品种之多，其中只有 1～2个品种比较优良，优良品种的特

征为：树势中庸，枝叶茂盛，枝条分布合理，树冠开张，年年结果，

果大皮薄，子粒饱满，球果内籽粒 1～2 粒或 2～4 粒为良种。但这些

好的品种在油茶林内并不多见，只有零星分布。那些结果少，产量低

的品种反而占大多数。因此，选种造林时，首先要进行株选。据群众

反映岑溪软枝油茶良种，引进凤山种植 20多年了，表现不太好，我

们在 2017 年调查采访时进行对比，确实有些方面与凤山本地中果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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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有一定的差距。我认为我们在引种过程中，没有按照良种培育的科

学技术要求去集约化经营管理，造成的。至于出子率、出油率比凤山

中果油茶低，其香味不如本地油茶等，待以后继续观察核实。

5、油茶低改效果不明显。70年代以来上级部门曾多次下达任务

进行油茶低产改造，但收效甚微，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实施时间短，

油茶生长季节长，寿命长，实施低改一年半载是看不出效果的，至少

实施五年以上才初见成效。二是实施低改对象年龄老化（60-70 年以

上），此期的林木已经基本上丧失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制造和再分配

的能力，采用萌藥更新改造，也是在衰老油茶母体的基础上生长发育

的，已无法恢复原树冠生长和结果水平，林木寿命短，产量低，因此，

多年多次的油茶低改效果不甚理想。

四、意见与建议

凤山县现有油茶面积 35万亩，从两次土石山地区油茶生产现状

调和凤山县 2020 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来看，全县现有油茶面积 35万

亩真实可靠，不含水分，我们认为考虑到凤山的县情（林种树种结构

调整比例）和油茶生产发展现状，暂缓做大，着重点应该转移到做强

做优上来。因为全县现有油茶面积35万亩，年产茶子1200万斤～1500

万斤，就算现在达到 2000 万斤，也是亩产 34、42、57 斤，3 个相加

平均为 44斤，后面两个数相加也不过是 49.5 斤，怎么算数亩产都很

低，而且大小年明显，比如说 2016 年几乎失收，重造轻管，广种溥

收已经成为常态，因此，进行油茶品种改良和低产改造，实施油茶矮

密早丰栽培，加强对油茶生产的资金、人力物力和技术等的投入，提

高油茶在单位面积上实现优质高产，最大限度地获得最好的社会、经

济和生态效益都至关重要。目标：通过对油茶各林龄期的品改和低改，

实施 3—5 年亩增产茶子 100-300 斤。

如何做强做优凤山油茶产业提一下建议(给油茶生产发展方向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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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红线)。

1、新造林地(1-3 年)：林地选择，细致整地，良种壮苗，合理

密植，施足基肥，科学种植，适宜追肥，及时管护，整形修剪，防虫

治病。据有关资料报导：凡是单位面积产量较高的油茶林，每亩密度

均在 70～80 株之间（原文），即株行距 3.0×3.0 米～2.8×3.0 米。

[祥见油茶种植适用新技术摘要（矮化早丰栽培）]

2、幼林龄（4-10 年）：配方施肥，除草松土，借鉴北方苹果、

南方芒果高大乔木果树，矮密早丰获得的成功经验和我县“乔砧八角

人工致矮技术”的成果，控制树高，减少枝量，进行整形修剪，树高

控制在 2—2.5 米，有效结果枝组，保留 15—20 个，树形：多主枝自

然开心形。[祥见油茶种植实用新技术摘要（矮化早丰栽培）]

3、中老龄林(11-59 年)低产改造：配方施肥，剷草砍杂，砍寄

生枝，挖山垦复，修枝整形，密林疏伐，八角套种油茶林每亩保留八

角树 10-15 株，不影响油茶的正常生长。接近衰老林分，产量低，但

尚有较强再生能力的树势，适当进行萌蘖更新改造。(详见油茶低产

改造摘要)。

4、衰老龄林(60 年以上)：更新改造，种植良种壮苗。[ 详见油

茶种植实用新技术摘要(矮化早丰栽培) ]。

5、提倡推广本地凤山中果油茶良种育苗造林。实践证明，凤山

中果油茶已有 400 年以上的种植历史(土石山区都有栽培)之所以经

久不衰，他具有适应性强，遗传性状稳定的特点，所以稍微粗放管理

也还有一定的产量，其他品种就不成。但首先要培育良种壮苗，按油

茶良种的标准进行株选、初选、筛选、复选，选出最优品种的种子育

苗或者母树枝条嫁接育苗，培育两年后上山种植。

6、为解决石山地区群众油茶自给，适宜种油茶的地方，要有计

划按比例的扩大种植面积，同时核桃林地土壤适宜种油茶的，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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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套种油茶，因为核桃林地稀植，核桃乔木树体高大，落叶树种，

油茶權木至小乔木常绿树种，两者层次分明，对生长发育相互影响不

大，但不搞一刀切，以后哪个树种经济效益好的就留，两种都有效益

就留混生。

做强做优油茶产业，其实就是油茶高产高效栽培新技术和油茶低

产林改造，这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直接关连到千家

万户，关系到管理和技术等方面的问题，各级党政部门要高度重视，

加强领导，制定政策措施，设立机构，配备专职管理人员，统筹安排，

向社会广泛宣传，筹集资金，如招商引资、争取上级部门项目资金扶

持，国家、地方、集体、个人共同投入，对一些重点油茶产区，农民

投工投劳，国家给予肥料、适当资金补助或贴息贷款等形式优惠。林

业科研部门积极配合，办好培训技术骨干，做好技术指导和技术跟踪

到位，建立样板试验示范林。

两次实地调查，由于仪器设备缺乏，测量工具简陋，调查结果只

能引用一些原史资料配合实地调查进行分析研究。由于团队水平有限，

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垦请领导专家批评指正。

参加调研人员：苏学进 韦克东 黄泰谋 华盛国 黎正英 陈凤兰

黄秋艳 黄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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