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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兴红花油茶主产区的气候特征及
红花油茶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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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红花油茶是重要的种质植物资源，

同时也是重要的油料植物，研究红花油

茶主产区的气候特征及红花油茶栽培技

术，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资源植物开

发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基
于江西德兴５０年的气象条件，结合红花
油茶的生物学特点，系统监测红花油茶

栽培过程的一系列技术及其效应，分析

适宜区域气候特点与环境条件的栽培技

术，并提出保障红花油茶的栽培与管理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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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特定自然环境条件下，孕育了特定的生物多样性，形成了与环境
条件相适应的特殊物种．红花油茶是生长在高山丛林附近山区的食
用油料植物，它是我国特有的、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物种，集

食用油料及园林观赏价值于一身［１］．此外，红花油茶是一种常绿的灌
木长寿树种，其收获期长达几十年，具有美化环境、保持水土、涵养水

源、调节气候等生态效益．从长远角度来看，种植红花油茶不但可以
增加农民收入，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促进林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能

够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２］．
气候条件与植物生长密切相关．根据野生红花油茶生长习性和

气候条件，它生长在高山丛林附近的山区，生长生育周期长，从开花

到果实成熟需一年的时间，适宜在年平均温度１２～１６℃，降水量≥
１０００ｍｍ，相对湿度７０％～８０％，日照时间长的气候环境下生长，具
有抗旱、耐寒、耐贫瘠特点，其缺点是果实和嫩叶极易日灼伤害，怕渍

涝，大雪、冻雨和花期阴雨天气等气象灾害对它的生长有不利

影响［３］．
红花油茶是重要的优良油茶种群，它作为适应高山生长的木本

油料植物，野生特征明显．对红花油茶茶油中脂肪酸性状的组成变化
研究表明，各产地油茶茶油中脂肪酸组成的单株间变异具有一定特

点，硬脂酸、亚油酸、亚麻酸、花生酸变异系数较大，其次为棕榈酸，油

酸的变异系数最小［４］．
随着野生生物资源综合利用的不断发展，江西省德兴市大力保

护和发展红花油茶支柱产业，努力建设全国重要的红花油茶产业基

地．为此，进一步研究红花油茶主产区的气候特征，探索红花油茶的
栽培技术，对于维护红花油茶多样性，保障红花油茶种质资源的生存

环境，提升红花油茶相关产品的质量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重要的

现实意义．同时，对于国家食用油安全战略实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以及种群的来源研究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５］．

１　红花油茶的生物学特征

红花油茶为南亚热带树种，自然分布于我国华南地区，广西东南



　　　　部有野生资源，近年已逐步扩大人工栽培面积．德兴
市红花油茶核心区品种生长在海拔６００～１０００ｍ，
且植被较好的高山林地附近．它是一种经长期自然
变异而成的野生油茶种群，即红花油茶种群，它适宜

生长年平均温度 １２～１８℃，能抗 ４０℃的高温及
－１０℃以下的低温，各生长生育期对温度的敏感性
不明显．红花油茶成年树高３～６ｍ，四季常绿．１１月
至次年４月开花，盛花在中期，花期１４０ｄ左右，有粉
红、大红和紫红３种，德兴红花油茶以大红色品种为
主，花色艳丽，花芯黄色，花多为单瓣，花径 ６～
１０ｃｍ，从花期到果实成熟，需１年之久．

一般而言，红花油茶性喜温暖多湿，不耐寒冷，

广西北部虽能安全越冬，但热量已不能满足植株发

育的需要．随着自然地理要素的变化，气候要素亦具
有相应的变化，研究与监测表明，中亚热带地区一般

只宜引种试种，肥力中等的酸性土壤亦可生长良好，

较能耐旱，可在荒山种植，属喜弱光树种，幼时耐荫

庇，大树需充足阳光，才能正常开花结果．盛果期可
维持５０年以上，人工栽培的历史较短．红花油茶果
实与白色油茶果实成熟期基本相同，在霜降前后，大

部单果重为５０ｇ以上，其内有茶籽５～１０粒，每颗籽
粒５～１５ｇ，出油率高，每１００ｋｇ干茶籽仁出油５２～
６４ｋｇ．文献［６］对红花油茶开花性状的变异规律进
行了研究，认为红花油茶花及花蕾的性状在单株内

和产地内单株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异，单株内花

的性状变异系数均值最大的是花冠冠幅，最小的是

柱头的裂数．

２　红花油茶生长适宜气候条件

德兴市红花油茶生长区位于新岗山镇十八亩段

山区和大茅山风景名胜核心区内的梧风洞附近，海

拔均在５００ｍ以上．德兴市５０年（１９６１—２０１０年）
来的气候资料如表 １所示．从表 １可知，该区域光
照、水分、热量等气候资源能够满足红花油茶生长生

育期的生理需要．与此同时，红花油茶属喜弱光树
种，现有的红花油茶生长区处在高海拔、覆盖率较好

的林地附近．低海拔光照强，由于其野性的生理基因
存在，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栽培与种

植．低海拔地区温度高、强光照是阻碍红花油茶发展
的客观因素，因此，低海拔地区种植红花油茶对其生

长具有一定负效应．气象灾害中的大雪和冻雨，以及
花期阴雨天气均对红花油茶的生长繁育具有一定的

负面效应．通过５０年来的气候资料统计分析得知，

除地理因素外，德兴气候资源完全能够满足红花油

茶种植的要求［７］．

表１　红花油茶生物学气候条件与德兴气候条件
Ｔａｂｌｅ１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ｏｌｅｏｓａ

Ｈｕａｎｄ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ｉｎｇ

红花油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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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气温／
℃

平均降水

量／ｍｍ
极端最高

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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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
平均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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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气

候条件
１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 光照

时间长

德兴市气

候因子
１７５ １９８０ ４０７ －１０６ １７００

３　红花油茶种植技术与管理方法

３１　红花油茶苗木的培育途径
根据红花油茶生长特性，苗床地应选择在土壤

肥沃、光照充足、排水性好、ｐＨ值５～６５的土壤上
育苗，碱性土壤和地下水位高的地方不宜选择．整地
方法是将要进行育苗的地块施足基肥，灌好底墒后，

筑成１２ｍ宽的畦地（便于操作），长度自然，畦两侧
沟深２０～３０ｃｍ，沟底宽３０～４０ｃｍ，以沟中不积水，
排水顺畅为宜．

种苗的好坏，直接影响红花油茶的长势和产量．
种苗培育方法有：１）种子优选法：经过对红花油茶生
长期观察，优选树形好、颗粒大、无病虫害、产量高，

且１０年生以上的成熟果实，直接播种育苗；２）扦插
育苗法：根据前述苗床地选择要求，将１０年生以上
无病虫害、生长健壮、结果多的优良单株春梢进行扦

插作为种苗；３）嫁接育苗法：根据油茶生长生育期适
应性条件，种苗应选择树形好、生长健壮、无病虫害、

果实大、产量高，丰产１０年生以上的油茶树枝条做
接穗，砧木可采用白花油茶或红花油茶实生苗或桔

壳，枝接或芽接均可，嫁接苗发嫩芽后，应有防遮阳

和防涝措施［８９］．

３２　红花油茶的种植技术
特定气候条件下红花油茶的种植技术包括种植

地选择、树苗的移栽、种植密度控制以及苗期综合管

理等诸多方面．
根据红花油茶生长生物学特征和红花油茶自然

生长核心区的适宜气候现状，海拔在６００～１０００ｍ
疏松肥沃的土壤，ｐＨ值５～６５的微酸性土壤（一般
生长有杉木、茶树、松树、映山红、铁芒萁等植物的山

地都可选为红花油茶种植地），植被较好，光照时间

长的阳面山地最适宜红花油茶种植．

７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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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油茶树苗应选择树形好、生长健壮、无病虫

害的苗木，树苗的质量直接影响成活率．树苗移栽时
间最好选择在春季的阴或雨天，随起即栽，移栽时将

整理的地块挖好洞穴，把根系完整、无病虫害２年生
长的树苗浆根后再移栽．定植时将移栽苗摆正放入
穴内，回土、轻提、压实，浇上定根水，嫁接苗的砧木

处与地面高度平齐，有条件的地方可用生根粉浆根

或用营养袋二次育苗移栽，此方法可以提高成活率．
根据红花油茶种植在高山地的特点，其种植密

度应根据山地的实际情况而定，平缓的适当稀些，徒

陡的可密些，纵横株间可采用“品”字形错位排列进

行移栽，原则上每公顷栽 ９００～１２００株，株行距
３０ｍ×３５ｍ．另外，林间可适度套种果树等经济作
物，增加林中遮蔽度，以最大程度减少强阳光给苗期

嫩叶和果实的灼伤［１０１１］．
幼苗移栽后应每年除草或抚育２次以上，第１

次在５月前后，第２次在８—９月，冬前施越冬肥，加
快树冠成形培育，修剪成形，幼龄树开花应摘除．

３３　红花油茶成年树的综合管理
红花油茶幼树成活后，应保持土壤表层湿润而

不积水．５月中下旬后，气温逐渐升高，嫁接苗将会
长出大量新根，小芽萌发，此时需要大量的养份供

给．幼树以施氮肥为主，坚持薄施粪水或尿素，配合
磷钾肥；成年树春季以氮肥为主，夏秋以磷钾肥为

主，冬季施用磷钾肥．施肥量应根据红花油茶的树龄
或需保果肥而定．红花油茶结果有大小年之分，大年
以磷钾肥为主，小年增施氮肥或复合肥，秋冬以有机

肥为主，春夏可施速效肥．
红花油茶成年树在生长过程中的病虫害主要有

炭疽病、软腐病、烟煤病、茶毒蛾、油茶毛虫、油茶尺

蠖等，宜采用生物防治、药物防治和林业技术防治等

方法防治．生物防治和药物防治可根据不同的病虫
害情况，对症下药，效果显著，而林业技术防治法就

是清洁林内环境，保持林内透光通风透气，减低林内

湿度，成本低且简单易用．茶树发病期间不宜施氮
肥，应增施磷肥、钾肥，提高植株抗病性．油茶相对病
虫害较少，根据病虫害发生情况，按森林植保要求，

针对性用药剂防治．也可采用夏铲冬垦灭蛹、灭幼
虫，人工捕捉和灯光诱蛾，招引益鸟捕食害虫，施用

白僵菌、苏云金杆菌，让害虫感病死亡等生物防治，

它是将来红花油茶类病虫害防治的方向［１２］．
红花油茶为常绿阔叶树种，幼树主根长而侧根

少，幼树阶段主要是以耕代抚管理，解决幼树与杂草

争光、水、肥问题；成年树是从初果到大量结果的时

期，要中耕抚育，每年至少铲山除草１次，每隔３年，
冬季要修剪和清理林地，深挖垦复，及时清除林地杂

灌（草）木和病老残枝．
优化树形是提高红花油茶产量和品质的重要环

节，修剪强度可分修剪和重剪，幼树期不用修剪，长

至１５ｍ时剪顶即可，成年树去弱留强，剪密留疏，
剪弱和病枯枝乱枝，使树体枝条均匀分布，结构紧

凑，多留营养枝，促发新枝，为来年丰产奠定

基础［１３］．

４　结语与讨论

气候状况与红花油茶的栽培密切相关，红花油

茶栽培地的选择、种苗培育、栽植方法、水肥耦合关

系、环境负效应的控制等均与气候要素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
按照温度的干绝热在对流层的变化规律，海拔

每升高１００ｍ，气温平均降低０６℃．就野生红花油
茶自然生长高度的小气候区特点而言，可在不同高

度上进行种苗的培植试验，将优选的种子，枝条或嫩

芽，在每升高１００ｍ处，分层次进行人工直播、扦插
或嫁接育种试验，直到其生长、开花、果实成熟．通过
一定时间的物候观测，再采集各高度的花色、果实、

食用油样品，对其内各种元素含量进行科学分析与

研究，如各梯度所提供的样品经检验，其野性和各元

素的变化是稳定的，说明其野性基因没有发生质的

变化，人工能培植出与野生一样的优质的红花油茶

品种，否则，应在其野性上做文章，种植和发展红花

油茶产业．到目前为止，人们对红花油茶的生长全过
程的认识还具有诸多局限性，也没有系统开展不同

梯度的物候观测与研究，以此辨别是野生种还是人

工栽培种仍需要长期的研究与观测．事实上，红花油
茶的变异过程和它的来历仍然是一个复杂问题．红
花油茶的气候适应性及其效应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与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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