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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油茶种植区域多集中于长江以南， 种植历史较为悠

久，属于南方特有的一类油料植物，在当下的种植面积高达 400

万公顷，年产量超过了 80 万吨。 油茶林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

其所起到的生态环境保护作用同样不可小觑。 例如，空气悬浮物

能够被油茶林所吸收，起到了杀菌消毒的作用，并可吸收大量二

氧化碳，同步释放较多氧气，进而对局部小气候予以改善。 此外，

基于油茶果实所生产出的茶油具有美容保健作用， 在市场中颇

受欢迎。 为此，基于对油茶种植现状的分析，明确油茶高产栽培

技术应用要点，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广西油茶种植优势与现状分析

1.1 优势

油茶属于常绿小乔木，也被称之为白花茶，花期为 11 月至

次年 1 月，结果期一般在 9 至 10 月之间。 油茶树具有喜温喜湿

的特点，且较为畏惧寒冷，为此应在其花期确保将环境温度控制

在 12 至 14 摄氏度范围内，全生长周期的温度应控制在 16 至 19

摄氏度范围内，进而避免出现低温落花落果等不良现象，其也是

保证油茶树维持正常生长状态与保证其果实含油率的关键因素

[1]
。

而广西由于地处热带季风气候区域，平均气温在 16.8 至 23.1 摄

氏度范围内，且降雨较为充沛，气候以温暖潮湿为主，进而保证

了油茶种植可获得相对较为良好的气候条件， 是维持油茶高产

稳产状态的优势生长区域。

1.2 现状

自广西地区于 2018 年启动油茶“双千计划”以来，经由 4 年

发展， 计划已经基本落实完毕， 在实现千亩油茶种植面积的同

时，达到了千亿元以上的产值。 时至今日，广西的整体油茶种植

面积已经达到了 54.9 万公顷，每年产量在 30 万吨以上，产值在

317 亿元左右[2]
。 同时，与油茶相关的产业链条逐步完善，获得了

一系列的突破成果，呈现出了产量逐年上升的状态， 促使油茶产

业的发展规模始终在不断扩大。

2 油茶高产栽培技术

2.1 苗木培育

实生育苗与无性育苗是油茶苗木培育的两种常见方法。 冬

季与春季皆可播种实生育苗， 一般在春季的播种时间为 2 至 3

月，而秋季播种的时间一般在 11 月中旬。 正式播种前，需预先基

于容器育苗法展开对种子的催芽处理工作， 待到油茶露芽超过

80%，即可将其转移至营养杯，促使油茶苗木加速其生长发育，可

起到提高苗木成活率的作用， 避免受周边环境气候的不良影响[3]
。

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实生育苗法的特殊性，利用此种方法所培

育出的苗木可能会有油茶林不整齐的情况产生， 且在后续造林

期间极有可能导致后代分化较大与果实成熟期无法保持一致的

现象，并会对品种造成不良影响，例如退化较为严重、盛果期将

随着种植时间的延长而推迟。

而无性育苗则主要包括了嫁接与扦插两种方式。 首先是扦

插育苗，选择用于扦插育苗的母枝应具有叶芽健全、叶片完整的

特点，且自身品种同样应保证其优良无性系[4]
。 在母枝上取下的

枝条应将其放置于阴凉通风处， 同时再对其进行短穗修剪处理

后进行喷水保湿，应确保每个穗子均应长有 1 至 2 片叶子，其长

度应控制在 3.5 至 5.5 厘米左右，随后即可将枝条接口放置于萘

乙酸溶液中进行浸泡，浸泡的时间一般为 18 小时。 用于扦插育

苗的土壤质地一般为黄心土， 与表土之间的混合比例应控制为

2∶1，整体土壤厚度需维持在 6 至 10 厘米范围内，且 pH 值需控

制在 6 以下。 基于扦插育苗法能够将油茶幼苗成活率进一步提

升，通常为 85%以上[5];其次是嫁接育苗。 正式嫁接前的 35 至 40

天即可开始准备相关工作，例如需预先取出裸根苗，将芽苗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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劈开形成 T 字形状，套砧完成后即可展开接穗处理工作。 该过程

中需对齐一侧叶柄，并在裁剪期间进行压紧处理，配合使用塑料

膜进行密封处理， 要求这一期间的温度应控制在 25 至 28 摄氏

度，湿度方面则应确保密封罩内的湿度需大于 80%

[6]。 若采取嫁

接育苗法，可将造林质量进一步提升，为苗木根系的发育提供助

力，并可起到将幼苗抗旱抗病能力进一步提升的作用，为实现油

茶高产种植目标奠定基础。

2.2选地整地

实际上油茶种植对于种植区域的要求并不高，丘陵、平原均

可作为油茶造林区域。 而为保证油茶的高产性，选择的土壤应具

备透气性与排水性良好，且有机质较为丰富特点的微酸性土壤，

应避免种植于石灰岩山地。 在正式种植油茶前需做好整地工作，

一般在秋冬季开始，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块状、带状以及全垦的

整地方法。 整体呈现“品”字形是块状整地的主要特征，设置的长

宽高均为 50 厘米[7];基于设定行距进行水平带开设是带状整地

的要点，采取定点挖穴手段，不同大小的挖穴对应不同宽窄的种

植带;在采取全垦整方法的过程中，需将整地坡度控制在 15°左

右，并应对地表石块予以清除，且应将种植穴的长宽高设置为 60

厘米，并应做好预先的土壤熟化处理，一般采取暴晒手段达到熟

化目的。

2.3播种

初期的油茶造林，其播种密度的设置应联合其地形条件、种

植品种、 经营目的等因素予以确定。 例如若种植区域为平原地

区， 具有土壤有机质较为丰富的特点， 应按照每公顷种植 1125

至 1350 株的比例播种，设定的株距应为 3*3 米;而若种植区域

具有土壤肥力不均匀且坡度差异相对较大的特点， 则应将播种

密度予以降低，依照每公顷播种 1125 至 1335 株的比例播种，株

距设定为 2.5*3米[8]。种植时需基于合理密植方法，预先播撒适量

基肥，并对表土做破碎处理，确保油茶苗呈现出苗干端正与根土

紧密的特点， 其处于盛果期的覆盖密度， 则应控制在 0.6 至 0.8

范围内。 油茶苗木的根茎应低于地面 2.5 厘米，并应对其根部做

预先均匀蘸浆处理，在播种完毕后应覆盖约 5厘米左右的表土。

2.4除草

由于油茶的幼株具有根系较浅与固土能力不强的特点，若

种植区域周边杂草较多， 将会将土壤内的有机质与养分大量抢

夺，争水争肥的态势下，对油茶维持健康生长状态极为不利。 为

此，对于油茶种植者来说，需每年进行松土除草与抚育，以 3 次

为最佳，进而将林地内的所有杂草与灌木全部清除[9]。 种植户需

基于林地的实际杂草生长情况设定除草间隔， 一般在两个月以

上，避免杂草争抢营养影响到油茶生长状态。

2.5灌溉

在油茶定植完成后应确保灌溉的及时性， 选择的灌溉时间

一般在温度相对较高的中午与下午， 时间点在 10 点前与下午 4

点后，以免导致水分蒸发过快影响油茶的水分吸收效果。 油茶周

边需尽量覆盖青草，范围为半径 40 厘米，需确保将水一次性浇

透，每株的浇水量应控制在 1.5 千至 2 千克左右。 由于广西主要

分为干湿两季， 因此若夏季高温少雨则将无法满足油茶对于水

分的实际需求， 为此建议采取机械化灌溉方法以确保土壤水分

补充的及时性[10]。 例如中成林，需充分考虑到日光过强带来的水

分快速蒸发情况， 配套采取相应措施以将造林成活率与植株抗

旱能力进一步提升。 山脚与平原地区则一般选择采取漫灌的方

法，山地与丘陵地区则应采取滴灌与喷灌两种方法，进而为油茶

的生长提供相应支持。 以下以常见的义禄和义丹两种油茶品种

为例，所采取的措施如下：

首先是义禄。 若种植在平原与山脚位置，可采取大水漫灌的

方法。 若在雨天后的 3至 5天仍未降雨，则建议采取人工与机械

配合灌溉的方法，灌溉的间隔一般设定为 3 天左右;

其次是义丹。 对于油茶种植户来说，在其山地与丘陵区域一

般选择采取滴灌与喷灌两种方法。 与漫灌的灌溉原则相同，喷灌

在雨天无需采用，雨天结束后的 1 至 2 天若仍未降雨，则应保持

每天喷灌两次的方法，时间应控制在 1 小时左右，应尽量将中午

的高温时段予以避免。 若采取滴灌方式，则应遵循在当地未能持

续降水三天的情况下使用滴灌方法， 需维持全天候不间断的供

水状态。 同时，应基于油茶植株对于水分的实际需求制定滴灌方

案，从而确保油茶苗木可获取到成林的基本条件。 从实际的油茶

生长情况来看，选择何种灌溉方式并不重要，只需要基于当地的

气候环境合理选择灌溉方式， 其油茶果实的产量均能够达到每

公顷 7500 千克左右，成果率在 90%以上，为油茶维持稳定生长

与高效生产状态奠定了基础。

2.6施肥

施肥方面， 对于油茶来说应将已经腐熟处理完毕后有机肥

作为主要肥料，定植的当年的 3 月份，就可依照每株 25 至 50 克

的比例播撒有机肥料， 配合播撒每株 0.2 千至 0.5 千克的氮肥。

伴随油茶树高度的增加，需将施肥量适当提升，也可基于油茶的

枝梢实际生长情况，施加 0.2%浓度的磷酸二氢钾溶液，进而为油

茶叶面补充需求养分，确保油茶可顺利度过冬季。 由于油茶的生

长特性，使得其对于环境温度的影响较为敏感，因此一旦进入到

冬季则应为油茶树提供相应的保暖措施，预先播撒越冬肥料。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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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需基于对油茶长势的分析展开追肥，应以生长调节为主，同

时严格遵循根系的生长规律，进而将施肥准确性进一步提升，用

以将土壤结构予以改良。 同时，应定期播撒肥料，以免油茶出现

枝叶枯萎等现象，其也是确保油茶产量与品质的关键措施。

2.7修枝

初期种植的油茶苗木会在生长至 80 厘米时有断顶表现，应

选择主枝上的 2 至 3 个较为强壮的分枝， 设定间距应控制在 5

厘米以内。 此外，应将弱枝条与病枝及时剪除，早春时节展开适

当修剪工作，时间段一般为 12 月至次年 2 月。 修剪的形状以圆

头形或开心形为主，应保证树冠维持其均衡发展状态，为油茶树

的健康生长提供需求条件。 对于油茶幼树来说，其在生长的前四

年应对其叶芽与花芽及时抹除， 第五年即可开始进行树形的整

体修剪，时间段一般为 11 月的下旬至次年的 2 月，要求需保证

枝条分布的均匀性，树冠层面则应保证其通风透光效果。

2.8病虫害防治

2.8.1软腐病

软腐病是油茶种植期间最为常见的病害类型， 原因多为感

染了黑黏座孢霉。 在油茶苗木的发病初期，在油茶的叶片与叶尖

部分会有水渍状斑点产生，且叶肉也将会逐渐开始腐烂，一般会

在 3 天左右完全脱落。 而在盛果期感染，则果实将会在表面有水

滴状斑点产生，随后伴随时间的推移而导致其病情愈发严重。 油

茶果实的表面将会有黑褐色或褐色圆斑产生， 进而增大果实软

腐落果的风险。 每年的 5月至 9月是软腐病的爆发时间段，想要

起到软腐病防治作用，关键在于制定相应防治方案，用以强化抚

育工作。

作为油茶种植人员，需在进行油茶枝叶修剪期间，对植株的

发病规律予以探索，确保将病株砍除的及时性，并应做好残枝的

集中焚烧工作，从而确保对病原控制的有效性，以免产生病菌大

量扩散的现象。 针对已经产生软腐病的早期情况， 一般应使用

500 倍液用甲基托布津结合 50％浓度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300 倍

液的防治方法，喷施的时间间隔设定为 3 天，主要部位为油茶树

的树干与树冠， 通常在连续喷施三次后即可将软腐病的病原进

行有效控制。

2.8.2茶梢蛾

茶梢蛾同样是油茶种植与生长期间经常出现的还种类型，

通常情况若油茶林在海拔 800 米以下进行种植， 则此类害虫的

发生风险较高，将会对油茶的新梢部位进行持续蛀食，长此以往

将会使得新梢迅速枯死。 以广西为例，茶梢蛾每年的发生代数在

1 至 3 代左右，5 至 6 月是茶梢蛾的化蛹季节， 并会在成虫羽化

完成后迅速产卵。 待到幼虫完全孵化后， 即会逐渐爬至叶梢位

置，对其背部的叶肉进行啃食，促使在植株顶部的端芽有迅速枯

死的表现。

针对茶梢蛾这一害虫， 作为种植户需选择使用 80%浓度的

敌敌畏乳油， 按照 100 倍液结合 50%浓度的巴丹粉剂 800 倍液

的比例进行综合防治。 也可使用 40%浓度的乐果乳油 300倍液，

结合 2.5%浓度的 2500倍液天王星乳油展开综合性防治工作。在

防治期间需将药液喷洒于叶片的主要虫斑位置。 不仅可采取化

学防治方法，生物防治方法同样对于灭杀茶梢蛾较为有效，例如

释放蜘蛛、蜻蜓、寄生蜂等，可起到对茶梢蛾有效抑制的作用，从

而尽量减少农药的使用量。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广西本身具有油茶种植的天然优势。 为此，作为

油茶种植人员，需根据实际情况与油茶林建设需求，选择使用嫁

接与扦插育苗方法，配合科学选地整地、有效施肥等措施，确保

油茶在生长过程中可获取到足够的水肥， 保证油茶可顺利度过

冬季。 配合多种病虫害防治方案，将为油茶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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