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树多样性的形成、丧失与保护
Reserch on the Formati° n,

Conservation of Tea Tree’ s

张顺高
Zhang shungaO

Los1ng and

Eλ versity

(中 国科 学 院 西双版 纳 热 带植 物 园 ,勐 仑 6663o3)
(Xishuangbanna TrOpical BOtanic Garde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λ压englun6663o3)

摘 要 :起源于云南三江地带的茶树 ,在澜沧江流域一连 串的盆地被古滇人栽培驯
化 ,是 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云南茶树多样性是人类优秀文化发展和健康长寿取
之不尽的资源宝藏 ,它对茶树资源学、茶树育种、茶叶生产和茶文化的发展和潜在的医
药保健食品化工等事业的发展 ,都具有深远意义。

作者以地史研究成果、古生态环境的演变为线索,叙述 了茶树的起源和多样性形成
过程 ,认 为多样性的动因和基本原理是地壳演变引起的环境变化 ,和茶树 自扬传播、人
为迂移使之走向不同的环境以及人工制造的多样栽培环境。茶树 自然传播和喜马拉雅山
廾高产生 了茶树的基础多样性。第四纪冰川造成 了茶树多样性的飞跃。人类活动,开创
了茶树多样性无止境的变化 ,特别是种内

彳
样性 ,预计正在兴起的遗传工程将从遗传水

平上深刻影响的茶树多样性的发展。
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森林植被在地壳表面呈块状破坏 ,大 规模的短期商业行为,土

著居民的传统知识被废弃 ,生 态教育空缺以及育种工作把大量的多样性作为秕糠丢弃 ,使
蕴藏茶树 自然多样性的区域、流域、山糸等生态糸统遭到巨大破坏 ,茶树的种类、种群
减少,遗传信息猛烈下降 ,珍 稀的种类、珍稀个体 日渐消失 ,茶树多样性 日渐加逑丧失 ,

使人们极为焦虑和不安。

茶树多样性与其他的植物一样 ,在今后人类优秀文化发展中,在保健事业上 ,具有
无法取代的价值◇由于其丧失过程是不可逆的,故保护茶树多样性是当今人类面临的刻
不容缓的历史任务。

文章提 出了茶树多样性保护的 目标、方针、基本方法 ,并 对保护行动提 出了具体建
议。建立多层次 目标各别的保护区 (中 心 )、 加强保护教育和实行法制保护 ,是三项极其
紧迫的工作。

1 云南茶树多样性的地位

中国是世界茶叶祖国。作者以古地理古气候的科学成果为依据 ,分析研究了茶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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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必要基础条件,对茶树起源于中国西南作如下补充,茶树原始起源中心在云南的古

三江峡谷以南的古滇西盆地北段 ,即在石鼓——大理——永平
工带9第四纪冰川迫使茶

树分布南移和从山体上下滑,植根于澜沧江流域一连串的盆地边缘。这一带是中国古人

类活动中心之一,在神农时代被古滇人采集、迁移、驯化、饮用,传向中国东南和全世

界,这一系列过程形成了复盖全球的优秀人类文化一茶文化,根据人类对山茶植物的现

有认识 ,衾球山茶植物有 i5属 380种 ,山 茶属分 5个亚属 223种 ,其中 90%的 产在我国

西南 ,属于茶亚属茶组的植物有 37种 ,三个变种共 40种 ,其中我国有 39种 ,只有毛肋

茶分布在中越边界的越南一侧 ,39种茶树植物 ,云南占 33种 ,占 世界茶组植物的 82,5%,

其中独有种有 25种 。云南茶区地跨 22°N— 27°N,海拔由 2600-560m,崇 山峻岭 ,丘陵

平坝 ,高原低盆,生境多样,长期的突变、变异积累,自 然杂交 ,自 然选择 ,每一个种

都有千万种差异,再加人工杂交培育新的种类 ,所以,云南茶树多样性 ,无 比丰富。从

外部形态看 ,有树高不到 1m的 灌木 ,也有 30米高的乔木 ,有的干径不到 15厘米 ,有的

则粗一米以上,有的叶长只 22毫米,有的则长达 30厘米,叶脉对数少到 6对 ,有的多

达 ⒛ 对 ,花瓣数有的不到 5瓣 ,有的多过 15瓣 ,花柱有的只 2毫米,有的则高达 2,2

厘米 ,柱有微裂至 6-7裂 ,子房有的多毛 ,有的无毛,果径有的只几毫米 ,有的大到 4

厘米,其 内质有的清香甘醇,有的苦似黄连 ,化学成份变异更是层出不穷,可以说是千

姿百态,各大茶类各种名茶的原料在云南应有尽有。云南茶科所现保存近千份材料 ,如

此丰富的多样性茶树 ,在五干年的文明发展中,利用的种数不到一半 ,利用的目标只两

类即饮用及一般药用。还停留在表面上 ,由 于人类食文化和医药的发展、借助生物化学

和医学药学开拓手段 ,茶树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将无限延伸,一些种类将被用于多样化目

标的杂交育种,不断培育出高抗高产优质的、功能特异用途各殊的优良新品种,有的将

被用于化工食品、如抗氧化剂的加工,有些将被用于医药,可能有助于征服威胁人类重

大疾病 ,如癌症、高血压、心血管疾患。云南拥有地球上绝无仅有的丰富的茶树多样性 ,

是云南也是全人类的巨大而珍贵的财富,它的无限价值和地位应引起云南政治家、科学

家的高度重视。

2 古生态环境与茶树起源、种类多样化过程

2.1 茶树起源和原始起源中心

被子植物酝酿于侏罗纪、早白垩纪 ,起源于晚白垩纪和早第三纪 ,茶 日是在木兰目、

五桠果目分化产生的基础上进一步分化形成的,茶树起源是在大量被子植物形成的中早

期 ,即在第三纪。它的起源是在具备三个必要的条件的地方和时机才能发生的,这就是 :

(1)稳 定的陆地 ;(2)有繁荣的裸子植物为基础 ;(3)在热湿气候区和热湿与干早气候

区界面上。根据古生态科学成果得知,在晚侏罗纪裸子植物繁荣被子植物酝酿分化的初

期 ,中 国的西南 ,从班公湖起 ,沿古昆仑山、古巴颜克拉高地、沿怒江南折到腾冲一线 ,

以南以西为大海,北部是高地 ,东部是山地,三江峡谷南北为两个狭长的盆地 ,面对大

海的山地盆地交界处,应是裸子植物繁荣稳定的陆地。晚白垩纪,三江峡谷由于燕山运

动而上升,以南的盆地不断长大,从石鼓延伸到勐腊,盆地东沿金沙江—红河生出古横

断山脉,盆地与山地交界处还是稳定的陆地 ,在距今 6-7千万年前被子植物诞生时,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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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提斯海封闭于察隅以西 ,滇西盆地北段距大海最近 ,靠山面海 ,又是热湿与干旱气候

交界面,应是山茶植物分化的稳定陆地。早第三纪 ,距今 4600-7000万 年前 ,喜 山运动

初期,滇西盆地受地壳抬升而破碎,太提斯海已退至拉萨以南,墨脱以西 ,金沙江一红

河断裂、印度河一雅鲁藏布江断裂形成,石鼓一大理地段升高,生 态环境趋向多样化,但

仍处于两种气候延续的界面上,给茶树提供了地理、气候条件 ,现代茶树严格的嗜酸性 ,

喜温喜湿性 ,严格的南亚热带的生态要求,正是它的起源地提供的系统发育条件造成的。

故此 ,作者大胆猜测,茶树的原始起源是在古滇西盆地北段的大理—— 石鼓——永平一

带的盆地与山地的交界面上。那时三江尚未完全形成,昔非今比,原是靠山面海、一马

平川的高等被子植物的大温床。那时的赤道 ,可能在拉萨,故刚起源的茶树,是一个纯

粹的南亚热带物种,它的原种是大叶茶,是普洱茶种,它的生态幅比较狭窄。

2.2 茶树多样性形成的基本原理和动因

近代生物科学肯定,生物的多样性主要来源于基因突变。在基因复制时,有规律的

发生或突然错误。突变有点突变、移码突变和基因组织方式改变。突变是环境引起的,如

电离辐射、紫外辐射、化学诱变 ,它们使基因在复制时发生缺失、位移、重复、倒位、添

加等,也有自然发生的移码、短缺失等。环境的变化源于地史发展、地壳运动、海陆分

布演变、太阳黑子活动,辐射变化等 ,从而造成环境大变化;其次是茶树自身运动,传

播、从一种环境走进另一种环境 ;第三是人类经济活动,把茶树从一种环境迁移到另一

种环境和人工制造新的环境。所有环境变化都会使茶树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异,某些一连

串的变异被片断后 ,就成为不同等级的种类和类型。这些种类、类群一经形成,立即受

到资源选择 ,现在看到的茶树 ,都是在资源选择中具有一定适合度被保留下来的选择物

种。

2.3 茶树多样性形成的过程

2.3.1 早第三纪茶树自然传播与喜山升高产生了茶树的基础多样性

茶树的变异来源于环境的变化和多样化。在早第三纪 ,原始的山茶植物 (目 一级)随着

燕山末期 ,喜 山早期运动海拔逐渐升高 ,生态环境渐趋多样 ,一面进行自然传播 ,一面进行

分化 ,在热湿区边缘和热带的山上 ,经科、属、亚属演变 ,形成了原始茶种普洱茶 ,估计这发

生在距今 4000万年前。原始茶种降世之后 ,即 开始向四方、首先向南扩散 ,到 达临沧、思

茅、版纳一带 ,这些地方由于赤道不断南移 ,具有保存原始茶种的生态环境。下面详细地叙

述这个过程。

自然传播可分为自扬传播 ,外力传播和自扬外力结合、叠加传播三种方式。

依靠茶树自身生长发育的行为逐渐扩大分布范围的方式称之为自扬传播 ,在 自然生

长情况下 ,茶树由种子发育到结出新的种子,约需十年。十年之内,在密林之中,树高可达

4-5米 ,树幅宽 2-3米 。种子成熟后 ,自 由落体 ,在平地上 ,一代可向四周扩展 ⒈—2米 ,

一万年可传开 10— ⒛ 公里 ,一个地质年代可传开 1-2干 公里。上坡登山,根据模拟试验 ,

在 30度的坡地上 ,一代可上爬 0.5米左右 ,一个地质年体可登 500公里的高山,如果没有

生态障碍 ,一个喜山 ,两万年就可上顶。自扬传播只能传向与起点相同相似的地方 ,而且不

能逾越自然地理障碍。依靠外力如飓风 ,海啸气象 ,龙卷风 ,河水奔流及动物携带把茶树任
一个繁殖部份 ,在 自然选择允许下把茶树迁移出原始点的传播方式称为外力传播 ,这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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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以越过地理障碍 ,如天堑、大片石山、海峡等 ,其特点是速度很快 ,但机会不多。顺江而

下 ,乃是普遍存在的外力传播方式。干种子逐浪飘浮 ,在 3-7天内登陆成功 ,∷代可沿江

河传播数公里、数十公里或更远 ,速度之快是自扬传播无法比拟的。第三种传播就是自扬

与外力结合、叠加、接力 ,使茶树传播的速度和范围 ,大大扩大了。在茶树自然传播过程中 ,

由于环境的改变而产生了种类多样化过程。燕山末期喜山早期西南大地抬升所产生的环

境多样化 ,茶 树自身又走向多样化的环境 ,经过漫长的突变、变异的积累,基因片断化过

程 ,资源选择就建立了科属种基础 ,形成了茶树的基础多样性。

到第四纪更新世的 300万 年前 ,喜 山全面长成有如今模样 ,由 喜海到喜山,升 高了万

余米 ,费 了五六千万年的时间 ,其实每年只长 0,1-0.2毫 米 ,是人和生物都不能感到的渐

进过程。茶树植物在这期间繁殖至少 500万代 ,可 以很从容地完成由目到种的高级分级系

统的建立。当喜山长到 3000米 高时 ,三江河流雏形造就 ,晚第三纪 ,三江基本形成 ,第四纪

更新世。三江最后形成。高山深谷 ,江流湍激 ,地形气候 ,分割隔离 ,给茶树自然传播与种

类多样化 ,提供了丰富的时空机遇和资源条件。

茶树基础多样性 ,可分为三个层次。自扬顺进传播与喜山升高产生了第一层多样性 ,

外力传播、自扬与外力结合产生了第二层多样性 ,自 然传播随时伴随着一个逆行过程 ,茶

树由原点传出去 ,又 从各点传回原点 ,反反复复 ,如 同人们走江湖一样 ,提高了适应环境的

能力 ,为形成差异更大的种类打下了应变基础 ,从而产生了第三层多样性 ,有 了上述三层

多样性 ,就 为茶树扩大分布范围 ,产生更丰富的类群奠定了基础。

2,3.2 第四纪冰川与茶树多样性飞跃

第四纪更新世 ,随喜山升高 ,冰 川形成 ,寒 冷的冰期 ,使茶树遭到劫难 ,茶 树分布被迫

南移和向山下收缩 ,龟缩到各水系的低热河谷和边缘热带的山区,大 量的多样性被消灭 ,

只残留着多样性不太强的大叶茶。冰川一方面是消灭多样性的杀手 ,另 一方面又是更显著

多样性的制造者。天寒地冻造就更大的变异 ,为 产生更丰富的种类类群提供了前提。在临

近冰川边缘的茶种 ,在寒冷气候的诱变及选择下 ,积 累了不同程度的耐寒性和伴生的耐旱

性 ,进而演化成了生态差距更大和许多新的生态位 ,使 原始茶产生了许多新的抗寒抗旱种

类 ,这些种类比原始茶具有更宽的生态幅 ,茶树从而具有了向中亚热带进军、拓开分布领

地的本领。经过冰川劫难之后 ,这些耐寒种类开始登上高山或走向更冷更干的远方。滇西

的保山腾冲一带 ,四 川盆地边缘 ,巴 山峡川 ,湘西、贵州等地的原生茶树可能就是冰川锤炼

出来的远行者 ,高 山大理茶可能就是冰川劫难后的登山胜利者。冰川给茶树演变的影响 ,

是茶树植物系统发展的一次飞跃 ,这是第四层多样性。

2.3.3 茶树驯化与第五层茶树多样性

据考古发掘得知 ,开远在一千万年前出现了古猿 ,在 三江附近的元谋 ,170万年前出

现了猿人。从古生态环境讲 ,三江一带及其附近 ,恰是中华人类早期活动中心 ,这一带是中

国古人新人的文化圈。1-3万年前 ,进入新石器神农时代。神农时代是一个由采集、茹草

发展到耕作栽培植物的时期 ,具有中华人类早期文化圈澜沧江沿岸盆地边的神农们 ,在茹

草采集中与茶树相遇相识 ,从而被利用 ,进而随人群流动而迁移 ,逐渐被栽培驯化。采集就

是选择的开始 ,迁移就是人为传播和驯化的萌芽。于是茶树由单一的自然传播变为自然与

人为双重传播r由 于人为传播一般不受自然地理障碍的限制 ,茶树开始了更大距离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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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这就是那些并不具备自然传播的条件而有原生茶存在的原因。远地迁移的茶树被人们

栽种在居住地周围 ,或拴养牲畜或近水附近的地方 ,这些不起眼的自发行为,有 利于茶树

生长 ,久而久之 ,性状发生改变 ,就逐步家养化了。有时 ,迁移后的环境 ,不宜茶树生长 ,上

述那些无意识的行为,可能会帮助茶树绕过生态限制因子而成活下来 ,逐 步与环境相随

和 ,这个随和过程中 ,茶树内部和外观均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当人类文化到了神农末期 ,黄

帝初期 ,农业正式产生 ,那些无意识的低级作法变成了自觉的高级的农艺措施 ,进而制造

人工环境 ,以 娇养锻炼两类方式 ,诱导茶树发生新的变异 ,经过人工选择 ,茶树就完全家化

和被风土驯化了。澜沧县上允盆地边上的帮崴古茶树恰是一株处于栽培与野生之间的中

间型茶树代表 ,它证明了茶树是被古滇人栽培驯化的 ,也证明了茶树起源与栽培驯化的地

理同源和时间上的连续关系。家养与风土驯化同时发生 ,并可顺序互换 ,造成了茶树第五

层多样性。

2,3,4 茶树杂交育种与选育产生了组合多样性

当茶叶进入产品交换之后 ,人 们在长期的观察和生产活动中发现 ,某些个体和种群的

性状对人的利用(狭义)价值更大 ,或两个种类优缺点可以互补的时候 ,就采取人工杂交方

法 ,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杂交后代 ,有些具有特殊性状的个体经过选择培育 ,使优良性状显

著化 ,这也算是一种多样性。一般来说 ,选择会丧失多样性 ,尤其是大规模的商业性良种推

广 ,会丢弃大量多样性。人工杂交和选择培育所产生的组合多样化,为茶树第六层多样性。

2.3.5 遗传工程与茶树多样性

由于生物学的长足进步 ,人 们应用遣传工程技术对基因进行重组、移植 ,通过遗传密

码指令的调控 ,将产生千变万化的多样性。不过 ,这一天的来到尚需要一个过程 ,它必须以

现有的多样性为原件 ,这是未来的第七层茶树多样性 ,它将按人的需要来设计制造。

3 茶树多样性的丧失

目前 ,世界上有 ⒛0万 —1000万 个物种 ,热带森林系统中占 50%,它 们是过去几十亿

个物种的幸存者。以前的生物多样性丧失主要是自然灭绝 ,而今天丧失的主要路径是人类

的影响。现在每年被砍伐的森林为 1700万 公顷。科学家们估计 ,在今后 30年内,大约有

5— 10%的 森林物种被灭绝。24万种植物中将有 6万种在 30年 内被我们亲眼见到消失。

这个形势对人类是十分严峻的。茶树多样性恰恰正是处在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南亚热带

森林中 ,正是人们目前主要蚕食进军的目标 ,茶树多样性的丧失应引起人们警觉。它的主

要丧失途径为 :

人口大幅度增长 ,毁林开荒 ,使 茶树栖息地 ,茶树的生境、生态系统 ,连 同茶树和其他

动植物一扫而光 ,这种事例有干千万万。

商业 :决策者严重无知 ,短视的商业开发造成规模性的毁灭。如勐海在 90-91年 间 ,

数万亩坝缘丘陵森林植被在付之一炬后 ,变成甘蔗 ,然后又将甘蔗火化。其中存在的大量

山茶植物 ,栽培种 ,野生种 ,近缘植物、生境、生态系统 ,全部毁灭。

传统知识被贬 :土 著居民原有的传统知识被贬 ,如村寨的防护林、水源林、采集经济

林、龙山神树等 ,过去这些林子与神和命运相连 ,不 得任意进入和砍伐 ,现 在大都被革了

命 ,赶走了神 ,消灭了树木。愚昧、眼前的个人和团体的利益加剧了森林的消失 ,许多珍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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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个体、大片茶园被砍伐毁灭 ,如勐海班章 50年代叶长 30厘米的大叶茶现在没有了 ,

伊邦新发寨的茶王树被砍伐了,南糯山栽培茶王的生态环境在一边抢救时一边被继续破

坏了,维 系南糯名茶山的数万亩森林全部被消灭了。

掠夺经营 :掠夺经营使蕴藏大量的多样性的古茶园濒临消亡。南糯山一万六千亩的森

林古茶园系统 ,在 30年掠夺经营下 ,茶树大量死亡 ,400亩元江糯茶现存仅 50亩 ,存在的

也是衰老不堪 ,保 山地区有把大片大理茶砍倒种地和砍倒采茶的情况。

紫茎泽兰侵入 :云 南南亚热带茶区和森林迹地普遍侵入 了先锋植物紫茎洋兰 ,它 的适

合度超过任何物种 ,由 于森林破坏后 ,它严重威胁荼树的多样性。

单纯的商业育种和无性系推广 ,将把大量的茶树多样性当成秕糠丢弃 ,今后将可能导

致毁灭性的病虫害 ,引 起茶树多样性大规模的丧失。日本似乎已经产生了这个问题。这对

人类未来的利益是极为不利的。

四川、广西、福建等省区的茶树多样性同样也有这些问题。

如不从现在起大声疾呼 ,拯救茶树的多样性 ,在 30年 40年后 ,云南植物王国茶树多

样性丧失的比率绝不会低于世界科学家的估计。

4 茶树多样性的价值和保护

4,1 茶树多样性的价值与丧失的特点

世界上 ,迄今为止 ,还没有一种植物对人类的健康文化超过茶叶的益处 ,在 饮料消费

人口中没有哪一种饮料与茶叶可争高低 ,茶 叶伴随人类文化的始终。除了饮用之外 ,还可

开发大量保健食品 ,医药 ,且可用于化工 ,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 ,潜力巨大 ,前景广阔。茶叶

是我们全人类宝贵的自然遗产和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 ,对 人类来说 ,它 的无限价值 ,具有

无可代替性 ,即 使形式上可以代替 ,而于人类健康良友的功能 ,它的文化艺术、道德美学系

统等广泛内涵是绝不可代替的。茶树多样性减少的过程是不可逆的 ,一旦丧失 ,不复再生。

因此 ,保护茶树多样性 ,是全人类对茶叶祖国提出的要求 ,也是云南茶树王国对自己民族

和人类应有的承诺。

4,2 茶树多样性保护的目标

总目标就是尽可能多地保存茶树天然种类包括近缘植物种质 ,保护茶树生存的基地

——多种生境 ,保护茶树生态系统兔遭破坏 ,为 人类的农业发展、遗传开发、文化发展、科

学研究提供丰产的基因元件、材料和基地。

4,3 保护方针

国家对农作物品种资源有
“
广泛征集、妥善保存、深入研究、积极创新 ,充分利用。

”二

十字方针 ,基本适用于茶树保护。茶树多样性不单是种质资源 ,基 因、种群只占多样性的一

半 ,还有茔境、生态系统。而生境、生态系统乃是多样性保护的根本 ,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故茶树多样性保护的方针尚需茶界与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一个全面正确的方针。

4,4 保护的基本方法

第一 ,迁地保护 ,适用于分散分布、保护力量难于达到的地方的种群和个体 ,如 农家品

种 ,地方群体 ,珍稀个体等种质资源的保存。

第二 ,就地保护 :适 用于生态系统一级的众多种类种群居群和生境的保护保存 ,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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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保存一种至多种生境、生态系统和大量的种质、多样的生态位 ,并 任其延续自然演变
过程。

4,5 保护现状

国际上的
“
全球生物多样性策略

”
,就是一个国际行动纲领。今天提出生物多样保护 ,

绝不是一个时尚的口号 ,而是要立即行动起来。鉴于目前多样性丧失的严重现实 ,国 内茶
叶界对此已开展了相当有益的工作。

云南茶种所与中国茶科所合作 ,从 80开 始,进行了五年云南茶树资源考察 ,征 集了
410份茶树资源材料 ,发现了 26个地方良种群体 ,研究了 100份 。筛选了 16份优良材料 ,

用于生产。在省科委高向前大力支持下 ,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茶树资源圃。现已晋升为国家
圃。

西双版纳州在老州长召成信省茶学会理事长魏谋城亲自主持下 ,对 南糯栽培型茶树
王巴达野生茶王的抢救保护进行了专家沦证 ,划 定了保护圈 ,政府成立了保护委员会 ,顺

利完成了第一期保护工程。

思茅地区在地区茶学会名誉理事长李思成领导下 ,对邦崴过渡型茶树王树碑围栏 ,列

为地区级文物保护 ,成立了保护基金会。

中华茶人联谊会 ,中 国茶叶学会在思茅举行了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国际学习研讨会 ,

会议向仝国和海内外发出了保护古茶树倡议书 ,呼 吁个人、社团、政府予以重视。
4.6 茶树多样性保护行为

第一 ,建立多层次、目标各别的保存中心和保护区(保护圈、保护点 )。

(1)补充、充实国家种质圃。日前勐海国家种质圃保存的种质仅是一小部份。因为考
察组去到的地方只是茶树分布区的一小部份 ,而 征集的材料它只是这一小部份的少数代
表,而且主要是人类已经利用的或较为熟习的那一部份的代表 ,有些茶树种类、个体、还躲
在深山人未认识。因此 ,还要不断考察征集 ,把所有能找到的代表们请进国家圃,以 免丧
失。包括进一步收集邻近地区如广西、贵州、雅鲁藏布江下游、萨尔温江湄公河上游山地的
茶树资源。以充实国家圃。

(2)建立云南第二省圃 ,云南一方面继续充实勐海圃 ,同 时建立第二即中亚热带省圃 ,

把 25°N以 北的茶树分散资源实行迁地保护 ,在收集这些资源多样性时 ,应改变原有的眼

前的农作物观点和取良弃莠的方法 ,让 多样性的种质平等的进入保存中心。说不定今天的
无用就是明天的大用 ,今 天的莠也许是未来的大宝。

(3)各地县(市 )应建立相应的规模不等的、目标不一的种质圃 ,保存当地的茶树种质。

征集的代表可以更广泛一些 ,地县圃可以突破省圃的生态阈值 ,使不同环境的茶树都能保
存下来。地县圃可以根据本地资源特点、生产需要 ,建立一些良种、各种、特有种的保存圃 ,

如峨毛茶、十里香荼、糯茶、大白茶、玛玉茶等 ,可进国家圃 ,更主要是进地县圃。
(4)建立国家级、省、地县级茶树保护区。有些山系、水系、区域 ,茶树资源成规模的存

在,有 些虽无规模 ,但稀有珍贵而个体古老巨大 ,这些地方经济活动干扰强烈 ,甚至是下一

步的主要的被进攻目标 ,对这些资源必须建立保护区就地保护。就地保护也可与迁地保存

相结合,在有专人管理的保护区内,除保护原有的茶树外 ,还 可把其他生态相近的茶树种
质迁入 ,在保护区保护。作者根据我国茶树资源专家虞富莲的意见,建议设立以下茶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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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

古六大茶山保护区 ,划 归勐仑自然保护区管辖 ;

南糯山古茶园保护区 ,划 归曼稿自然保护区管理 ;

澜沧野生茶保护区 ;

哀牢山野生茶保护区(南华、楚雄、双柏、新平、元江行政县 );

高黎贡山野生茶保护区(腾冲、梁河、龙陵行政县 );

苦茶保护区(金平县);      `
黄泥河野生茶保护区(师 宗、富源县 );

古茶树 (巴达、南糯、邦崴等)保护圈。(办理正式手续 );

名茶各种保护点(秧塔大白茶、十里香茶等 )。

第二 ,加速开发利用 ,在利用中求保护。开发利用的方向有 :

直接开发利用 :对名种、良种、珍稀优良单株进行繁殖 ,开 发名茶。如糯茶、秧塔大白

茶、峨毛茶、十里香茶、玛玉茶、马墩茶、易武无垢茶、邦崴过渡型。大理保山和高山大叶茶

在保护后可以直接向中亚热带输出种子。

开发研究 :

利用苦茶可能开发出药物 ;

大理茶与栽培种杂交 ,开发高抗品种 ;

十里香茶与普洱茶种等杂交 ,开发高香大叶茶 ;

利用多酚含量高的普洱茶种生产抗氧化剂 ,拓展茶叶在食品化工上的用途。

4,7 保护教育是当前第一要紧的行动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思想意识和系统理论与其他社会思想理论一样 ,不能自发产生,必  |

须通过贯输和教育。当前 ,一切以今天的经济效益为中心象气体一样充满到社会的任何空 :

间 ,自 然伦理、社会伦理观、道德标准都全部被取代极端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膨胀 ,在 一

片开发进军声中 ,除 了指向国家指向他人之外 ,很大的力量集中指向我们的子孙赖于生存

的资源 ,要给子孙留下一个贫之的世界。当务之急是向全体居民尤其是各级官员、决策者 ,

进行生态教育 ,向 一切人们贯输保护知识 ,增强和提高其保护意识 ,使他们懂得在留给我

们民族的后代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丰饶的世界还是一个贫乏的空地作出正确决策 ,约束自

己的行为。应该把保护生态 ,保护生物多样性列为正规教育的课程。要利用各种新闻传播

手段 ,开辟专栏、节目向居民进行全面系统教育 ,加强保护的学术技术交流 ,举办各种训练

班 ,普及保护知识。

4.8 法制保护

我国已制定颁布了环境保护法 ,森林法、自然保护条例等。现在并非无法可依 ,而更多

的是有法不依 ,特别是政府行为 ,官大即法。书记县长决策 ,指挥数万亩级的规模扫荡 ,法

律的严肃性完全没有 ,如何法制生物多样性保护 ,还有待于我国成为一个法制国家 ,这是

今日中国的大题目。而法制保护则是拯救自然遗产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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