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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油茶林的规划布局和日常管理中，采取合理修剪、病虫枝

修剪、冬园清理、杂草清除和病虫害人工清除等措施，有效减少

病虫源。这些措施不会导致由农药控制引起的 3R（残留、抗性、

再度猖獗）问题，且能够促进生物多样性和保护天敌。

1 油茶常见病虫害及其防治方法

危害山茶树的害虫种类很多，目前已发现 300 多种。如黑翅

白蚁经常在土壤中筑巢，以山茶树的根、茎和树干为食。黑翅白

蚁在山茶树上建立泥盖，然后在山茶树木的皮层和木质部中进

食，导致山茶树穿孔，严重伤害树体，阻碍养分和水的循环，最终

导致树木虚弱和幼树直接死亡。现有油茶优良品种具有抗病虫

害的特点，可有效降低油茶病虫害的危害，为生产无公害有机食

用油茶油提供基础保障。控制方法如下：

1.1 化学控制

化学农药防治油茶病虫害应注意几个时间点：首先，在培育

油茶幼苗之前，用高锰酸钾溶液对种子进行消毒；第二，可以在

移植前 3 天用 0.2%多菌灵或 0.2%硫酸亚铁溶液对土壤进行消

毒。建议在黑翅白蚁活动频繁的季节（4～10 月）施用 1000～

1500 倍的桂光蝶溶液来控制黑翅白蚁，并重点喷洒黑翅白蚁建

造的泥盖。

1.2 整地与修剪

整地是油茶造林的基础，最好在 9～10 月份整地。目前，新

的山茶树林一般采用挖掘机整地，应沿山体拉水土保持带整地，

宽度约 1.5m，一是防止水土流失，避免大雨冲走肥料；二是提高

油茶造林成活率。

油茶林郁闭后，密度调整为 75～85 株 /667m2，油茶品系配

置不低于 4 株。在森林中稀疏的地方和空隙中，选择适合当地环

境条件的最佳菌株配置和重新种植。通过密度调整，优化林分结

构，合理布局菌种，增强林木强度，可有效防治煤炭污染、软腐

病、炭疽病等。油茶林的整地也可以有效地消灭越冬幼虫、成虫

和蛹（控制尺蠖、甲虫）。及时修剪，剪掉下垂的枝条、萌芽的枝条

和 30cm 以下的足枝；结果由 1～2 年生枝条顶端控制。通过修剪

可以提高树势、通风和光照，控制煤炭污染、软腐病、炭疽病等，

同时切断油茶蛾、天牛等虫害。[1]

1.3 技术调控

山茶病虫害不仅影响山茶油的产量，也影响山茶的品质。为

了控制生产中的病虫害，需要大量的农药，这不仅降低了山茶果

实的质量，也使得山茶果树和果实中含有农药残留。这需要通过

技术调控来解决。一是生态调控技术，使用生态控制技术，人工

增强山茶林的自然灾害控制能力和植物抗病能力，可以减少煤

炭污染、炭疽病、软腐病、叶饼病，以及影响山茶叶食用的干腐病

和水果害虫。二是理化诱导与控制技术。一种是黄色和蓝色板捕

获技术，从 4 月初到 11 月底，在山茶林中每 10～13m2 悬挂一块

色板，特别是黄色和蓝色色板，以诱导杀死茶角胸叶甲和小绿叶

蝉。另一种是引诱剂控制技术，从 4 月初开始，在山茶林中每

40～50m2 悬挂一个含有引诱剂的陷阱，直到 9 月初。

1.4 生物防治

在主要害虫发生的早期，应采用低容量喷雾或粉末喷雾的

方式，对受影响的山茶及其周围区域喷洒生物制剂（包括白僵

菌、金龟子等），并控制主要害虫的幼虫或成虫；在害虫发生高峰

期，使用 1 亿～3 亿孢子 /mL 的白僵菌，以低体积喷雾控制害虫。

利用 1 亿孢子 /mL 的金龟子，采用低体积喷雾法对油茶害虫进

行防治。主要害虫的卵、幼虫和成虫的生物控制是通过在害虫频

繁发生的地区释放油茶害虫的天敌（如赤眼蜂、寄生蜂、管状厚

皮虫等）来进行的。根据山茶林的破坏程度，释放标准为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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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对 /hm2（每对一雌一雄）。释放时，将含有山茶花成虫的试管

（每个成虫 1.5～2cm）放在山茶花的地根上。赤眼蜂用于防治尺

蠖、山茶叶蜂、山茶叶蛾等害虫，根据受损程度，以 45 万～75 万

头 /hm2 的速度释放。

1.5 科学用药

根据监测结果，当发生中、重度害虫时，采用无污染制剂、低

容量喷雾或粉末法进行化学防治。双歧杆菌素（2%）、氯氰菊酯

（8%）、噻虫脒微囊可作为无污染制剂。双歧杆菌素（2%）可用于

控制大多数害虫。根据害虫的年龄和状态，联苯菊酯的稀释率为

1000～3000 倍。8%氯氰菊酯是一种触感微胶囊水剂，可用于山

茶象和山茶天牛的防治。根据山茶的危害程度，稀释倍数为

150～400 倍。噻虫脒微囊的叶面喷施剂量为 48～180g 活性成分

/hm2。[2]

2 油茶春季管理技术

入春后，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也进入了山茶树管护的最有

利时期。春季雨水较多，也是种植山茶树的最佳时期，这一时期

种植的山茶树成活率比较高。山茶树是一种温暖湿润的植物，对

土壤的要求不是很高。但春季的必要管理对植物的生长仍然非

常重要。春季种植油茶，要从田间管理入手，合理施肥，改良土

壤，按时浇水，修剪管理。只有通过精细的田间管理，才能确保山

茶种植的效益得到充分发挥。在种植油茶时，为了取得良好的经

济效益，我们需要精心管理，摒弃旧的粗放式管理，对于第一次

接触油茶种植的农户，不要轻易扩大种植规模，一般将面积控制

在 6.67hm2 以内。如果盲目地大规模种植，无论从管理方面，还是

从成本方面，都有不小的困难。春季管理的技术主要有：

一是合理施肥。为了在种植山茶的过程中实现高产稳产，需

要为山茶提供充足的养分，因此合理施肥是春季种植时首要考

虑的问题。为了达到最佳的施肥效果，需要在施肥前检查山茶土

壤的营养状况和山茶油的生长状态，并根据山茶油不同的生长

阶段决定合适的肥料类型，以避免肥料的营养流失。春季追肥一

般采用速效肥。由于油茶生长周期相对较长，为了避免土壤压

实，防止土壤养分流失，施肥时应注意使用有机肥和无机肥。

二是现场管理。山茶幼苗种植后，为了保证幼苗能够有充足

的光照，需要及时清除幼苗周围的杂草，以确保幼苗的养分不被

杂草占据。在种植坑附近除草时，注意不要挖得太深，以免损坏

根部，只需把土壤表面弄碎。为了改善土壤环境和结构，在种植

油茶时，还可以与其他作物套种，这样可以有效地改善土壤结构

和环境，并可以提供幼苗的抗病能力。矮秆作物，如豆类，是粮食

作物的好选择。由于山茶树的枝条较多，幼芽更容易受到冻害，

因此有必要避免在低洼地区种植山茶。在低温地区种植时，还需

要加强防风林带外围建设。为了给田地添加养分，移除杂草并将

其直接留在地面，在那里它们会自然腐烂，从而为土壤添加养

分。

三是森林管理。山茶花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成熟，通常在种

植 8 年后才能收获饱满的果实。当油茶进入完全结果期时，它将

结出大量果实。此时所需的营养物质较多，因此必须加强这一时

期的管理工作。第一是土壤管理，为了改善土壤，增加土壤中的

养分，需要深挖土壤并使用一些肥料。这可以增加土壤中的养

分，改善土壤结构，可以使山茶油的根系分布更广，吸收能力更

强。改良土壤可以有效提高油茶的产量，但在翻土过程中应注意

避免损伤根系。第二是追肥管理，这对提高肥效非常有利，但也

可根据山茶树的具体情况，适量施加叶面肥，可以促进树的成熟

和抗逆能力。一般施肥时间在早晚，如果下雨，雨后施一次，保证

肥效。第三是水管理，正常情况下，夏季和秋季的油茶果实季节，

都会出现缺水现象，需要在这段时间增加供水，以确保数量。第

四是修剪管理，春季是油茶修剪的重要时期，因此要尽可能多地

保持它。春天应该及时修剪一些老的和弱的枝条，以避免病虫害

的发生。同时，在修剪时，注意保留强壮的生长枝条，并注意保持

树体的整体平衡，使枝条之间有足够的光照，通风良好。[3]

3 贵州省的油茶产业发展

3.1 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作为贵州省十二大特色产业之一，油茶获得了快速

发展。在品种选择方面，对于贵州省以外的华硕、华鑫和华金油

茶品种，只有少量种植在碧江、玉屏、天柱、黎平等地。同时，贵州

省积极开展地方山茶品种选育工作，先后选育鉴定了黔榆、黔

北、黎平、黔油、旺油、闽榆等 11 个山茶品种，贵州西南部威宁短

柱山茶也在稳步发展。在今后的山茶产业发展中，贵州省将继续

严格引进省外山茶品种管理，加快培育和试验本地优良山茶品

种，为贵州省山茶产业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为确保油茶产业发展成果，贵州省在支持油茶研究平台建

设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贵州省将继续加大育种研究投入，在科

研项目和资金安排方面，继续支持望谟红球、小果山茶、普通山

茶、威宁短柱山茶等地方山茶品种的选育和试验，培育和推广高

产、优质、高抗的优质油茶新品种，实现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3.2 影响当地油茶种植的问题

某村位于贵州省后岭山区腹地，湖南省和贵州省在此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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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村位于武陵山区腹地，属于清水河流域。全村土地总面积

8.24km2，其中田地 59.47hm2，土壤 17.53hm2，森林覆盖率约为

70%。当地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杉木和竹子的销售。由于经济收入

低，许多年轻人外出工作。山茶树生产的山茶油可以为村民带来

经济收入，但由于山茶油产量下降，他们只能满足自给自足。该

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山茶树，面积约 200hm2。由于年轻人外出

打工，村里 30%～40%的山茶林现在被遗弃。近年来，山茶树老

化，病虫害增加，山茶挂果率下降，山茶油产量下降。这反映出目

前贵州省油茶种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山茶树种植密度过高。科学种植的生长密度应保持在

一定规格，即株间距控制在 3m 左右，每 667m2 可种植 75 株左

右，有利于每株山茶树获得充足的阳光，提高茶籽产量。山茶树

的间距会直接影响山茶种子的生长，在间距较大的山茶林中，结

果率更高。目前，大多数山茶树的密度都不到 3m，村民通常没有

时间上山管理茶树，让它们自然生长。结果，山茶树长得更长，更

密，这影响了山茶树的果实产量。

第二，村民种植山茶树的积极性不高。一方面，山茶树从幼

苗到果实至少需要五六年的时间，而且利润周期长且无担保，这

使得村民不愿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些村民将山茶树全部

砍伐，并种植经济效益更好的杉木。另一方面，山茶林过去种植

在谷物林之间，在山茶树结果实之前种植小米和萝卜蔬菜。小米

在 3 月和 4 月种植，7 月收获，接着是萝卜种植，小米在次年 3 月

和 4 月成熟时种植。在这个循环中，村民不仅可以解决基本的温

饱问题，还可以促进山茶树的生长，并通过高效利用土地实现利

益最大化。现在，由于杂交水稻的推广，村民们的食物很丰富，山

茶种植数量急剧减少。

第三，劳动力短缺。贵州山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大部分年

轻劳动力外出打工。且贵州地区地理环境多丘陵，多山坡，少平

原，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家中的妇女、老人和儿童

很难考虑到远离家乡、道路崎岖的油茶林。在 7 月和 8 月期间，

山茶树需要修剪，但其中许多被遗弃，因为村民没有足够的精力

上山锄草。在采摘山茶籽时，由于劳动力短缺，老人们会选择在

山茶籽成熟落地之前采摘，并将采摘的山茶籽放在家中晾晒。然

后山茶籽会自然分裂，山茶籽就会脱落，这样获得的山茶籽的出

油量并不比在地上采摘的山茶种子高。根据榨油师傅的分析，采

摘的山茶籽含油量比掉在地上的山茶种子少 0.1 两，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山茶油的产量。

3.3 改进措施

第一，关于政策执行。对于政府政策与农村衔接不到位的问

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各地县政府应

定期派人到村里了解当地情况以及种植过程中的问题和需求；

另一方面，村委会应主动加强与外地的密切联系，及时向政府报

告村民对种植的困惑和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便政府根据

当地具体情况提出有效的建议和方案。

其次，关于种植技术。针对油茶种植密度过高的问题。笔者

认为，政府应该派一些技术人员到农村进行指导，不仅要按照科

学的种植密度合理砍伐现有的山茶树，还要充分利用村里废弃

的山茶树木进行补种。山茶花具有强大的再生能力，可以通过老

林和残林恢复。技术人员可以建立杂交山茶林试验基地，结合当

地知识和科学技术进行合理种植，使其适应当地环境。让村民学

习如何培育杂交山茶树和当地山茶树，提高山茶树管理和运营

方面的专业知识。通过推广一些优秀的种植和栽培技术，吸引年

轻人回村创业，发展生态种植，激活农村劳动力。

第三，关于引导农民种植的问题。为了提高村民种植山茶树

的积极性，可以建立山茶树农村合作社，经营范围包括山茶油的

有机种植、生态林下和特色农业的综合开发和销售、稻鱼（鸭）的

生态种植。建立农业综合发展合作社，可以保证产品的销售，极

大地增强村民的信心，提高他们种植和培育山茶树的积极性，为

未来山茶树的大规模生产奠定坚实基础。政府和村民还应加强

宣传力度和广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当地茶油的食用价值。例如，

长期食用可以清洁眼睛和肺部，帮助消化，改善食欲和控制肥

胖，从而扩大销售范围。由于山茶干可以用作洗发水、蜡烛和肥

皂，村里还可以组织购买山茶干并卖给制造商，以充分利用山茶

树的价值，扩大出口渠道，促进村民收入。

近年来，国家更加重视山茶树种植。贵州省各地政府在村里

种植了杂交山茶苗，但由于村民对杂交山茶树了解甚少，所以村

里种植杂交山茶的人并不多，因此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这

也是未来相关部门努力的方向，将油茶栽培技术升级、病虫害防

治与产业化发展政策落实深度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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