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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我国立体茶园的建设有较快的发

展
,

热带及南亚热带的
“

橡胶一茶叶
”

或
“

防护

林一橡胶一茶叶
’

生 产模式 已初具规模
,

仅海

南岛 面积就达 14 0 0 公顷
,

并将继 续发展 扩

大
.

在华南
、

华东
、 、

云南 与陕西等地见有
“

固

氮树一茶 叶
’ 、 “

薪材 林一茶叶
’ 、 “

茶 叶一绿

肥
” 、 “

经济果木林一茶叶
”

及
“

禾本作物一茶叶
”

等群落结构
,

但均处于零星分散阶段
,

面积不

大
。

本文对其中几种典型的立体茶园模式的生

产力
、

稳定性
、

结构与功能
、

经济效益等分析

如下
。

一
、

立体茶园模式及其生态经济效益

l
、

防护林一橡胶一茶叶

该模式 主要集中于海南 岛的南 海
、

东兴
、

东太等几个农场
.

海南岛春风较大
,

平均变化

于 2. 0一4. 0 M / s ,

且春季雨水少蒸发大
,

春

早是茶叶生产的主要障碍之一 并且时有台风

的袭击
,

制约着橡胶事业的发展
。

因此
,

根据

当地 的生态环境 特点
,

生产 上 采取 以 1
.

3一

2
.

Oha 面积为一处理单元
,

四 周 营造防护林

带
.

中 间 栽 种 巴 西 橡 胶 树 ( H ev ea

br as iL ie ns is, 在 双行密植 的两行橡胶林带 间

植进云南大叶茶树 (C a m e L L认 sin e n sis )
,

形

成
“

防护林一橡胶一茶叶
”

群落结构
。

经过多年

实践表明 :
本模式具有降低风速

、

减少蒸发
、

提高湿度及防烈 日高温对茶树危害等功能 ; 凋

落 物 归 还 量 ( 5 79 0 k g / ha) 较 纯 茶 园

(5 4 7 5 k g / h a ) 和纯胶林 (3 3 3 0 kg / h a ) 分别

高 3 15 k g / h a 和 2 46 0 k g / ha ,

利 于培 肥 土

壤
。

同时因橡胶树的荫蔽作用与小气候生态环

境的改善
,

使茶株红锈藻病发病指数及发病率

较纯茶园分别低 20
.

8 与 11 % (荫蔽度为 30 %

时 )
,

最终能提 高茶叶产量
、

质量 与促进橡胶

树生 长
。

在 上 层 橡胶 树 的荫 蔽度 为 30 %一

一 3 0 一

40 % 情况下
,

本结 构中的茶叶产量较纯茶园

年均增产 15 0 k g / h a (南海农场
,

19 7 9一 19 84

年平均值 )
,

仅 茶叶增 收 15 0 0 元 / h a 。

在海

南岛
、

这种群落中的橡胶树一般 可提前 1一2

年割胶
。

本生产模式一般三年后就可投产
,

缩

短了投资回收期
,

经济效益甚为明显
。

如南海

农场某队
,

19 7 5 年秋季定植茶园 I6
.

7h a
,

次

年在茶园中植 进橡 胶树
,

19 7 8 年茶树开始收

获
,

到 19 8 3 年止
,

该队扣除橡胶 树 (8 年 )

和茶树全部投资及生产成本
,

尚有纯利润 5. 4

万元
,

而同期的纯橡胶园只有投入而无产出
。

防护林一一橡胶—
茶叶生态系统对 自然灾害

还具有一定缓 冲作用
,

并有相对的稳定性
。

如

19 8 3 年
,

南海农场连续干旱 4 0 余天
,

纯茶园

减产 6 0 %
,

而群落 中的茶叶仅减产 14 %
。

有

时橡胶树遭受风害或寒害时
,

群落中的茶叶因

上层荫蔽度减小反而有较高产量
。

2
、

橡胶

—
茶叶

橡胶

—
茶叶群落结构首创于中国科学院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

之后在滇南
、

滇西
、

广

东与广西等地先后推广
.

其栽培形式为
,

在两

个双行密植的橡胶树带之间植入茶树 (亦采用

双行密植 )
,

形成两层两种植物群落结构
。

这

种结构同防护林一橡胶一茶叶一样
,

仅适用于

热带
、

南亚热带季风气候的低海拔区域
,

据研

究
,

橡胶 茶叶群落对小气候有明显的调控作

用 : (l) 群落表现出冬暖夏凉趋势
,

冬季较纯

胶林增温 0
.

4℃ 左右
,

夜 间可使橡胶树干温度

提高 0
.

3℃ 一-
0

.

5℃ ; (2) 降低风速
,

年均减小

54 % ; 门 ) 降低 反射率
,

提 高光能 利用率 ;

(4) 减少 蒸发
,

较纯茶园低 38 % ; (5) 在早

春干旱季节 比纯茶园多贮水 16 8t / h a 。

从土

壤养 分来 看
,

这 种结构的 年凋落物 归还 量

( 12
.

lt / ha ) 较纯胶林 ( 10
.

lt / ha ) 与纯茶 园



(6
.

8t / ha) 分别高 2
.

0t / ha 与 5
.

3t / h a ,

表 壤有机质含量很高
,

4一 5 年后茶园进人盛产

层土 壤有 机 质含量 比前 两者 分别 高 0
.

1% 和 期
,

土壤有机质含量迅速下降
。

为 了维持土壤

0
.

2 %
。

同时 由于群落 双层阻 截效应 及地被覆 肥力及营养元素的平衡
,

需施大量有机肥 与化

盖度较大之故
,

地表径流量及土壤冲刷量分别 肥
。

不但影响土壤物理性质及制约茶叶品质
.

比纯胶林减 少 5
.

s m m 与 18 0
.

75 kg / h a 。

这种 而且需要大量的资金
。

如果对茶园引入固氮树

模式对春茶增产较明显
,

一般地较纯茶园提高 种或绿肥等豆科植物
,

进行低投入生物技术改
一 30 % 一40 % (西双版纳 )

,

茶叶的质量亦有所 造
。

在 茶 园 中 间
、

混 种 恺 木 ( Al mi s

提高
。

由于橡胶树的荫蔽作用及有益天敌一蜘 ne Pa len “

is)
、

台湾相思 (A ca ci “ co n fu s“) 及红

蛛种群的增加
,

还制约 了茶园主要害虫小绿叶 木 (Bi x a or el la n a) 等上层荫蔽树种 ; 在茶园

蝉 ( E m p o a sc a fl a v esc e n s F a b ric iu s) 的 危 下层 种植 绿 肥
,

如长 警猪屎 豆 (C r o ta la r 谊

害
。

如在西双版纳动仑地区
,

近 30 年来橡胶 ca lyc ia)
、

日本青
、

巴西首蓓和四梭豆等
。

既

林下茶叶小绿叶蝉虫害从 未达到经 济防治指 改善了土壤腐殖质状态
,

有利提高肥力 (云南

标
,

因此这 个地 区的茶叶没有农药污染
,

还降 茶科所 资料表 明
: 在 20c m 土层内

,

提高把力

低了茶叶生产成本
。

同时
,

橡胶树生长也得到 30 % )
。

加快
,

如云南
、

广东
、

广西
,

橡胶 茶叶群落 5
、

果树一茶叶

中胶 树 茎 围 年均 增加 量较 纯 胶 林 分别 约 大 在西双版纳地 区
,

人们有意识地在茶园里

0. 8
、

0. 8 与 0
.

7c m
。

而且有利于胶树皮结构的 栽种一些果树
,

形成果树 茶叶群落结构
。

如

生长发育
,

为产胶打下良好的基础
。

干胶产量 在 大 渡 岗 茶 园 中 用 余 甘 子 ( Phylla nt hus

( 勤 仑
,

6 年 平 均 ) 较 纯 胶 林 提 高 e m bl ica ) ; 在动海用芒果
、

抽子
、

李子等
.

在

13 0 k g / ha
,

仅 此 一 项 年 净 增 值 约 1000 元 其他省区
,

还有栽植葡萄的
。

在茶园中栽植果

/ h a
。

广西橡胶研究所测算
,

这种结构每 年 树
,

增加了群落的层次及覆盖度
,

从而多层次

可增 收 27 0 0

—
54 0 0 元 / h a

。

在 云南
、

广 地阻碍降水直达地面量及冲刷力
,

利于减少地

东
、

广西与海南岛等地
,

橡胶一茶 叶群落结构 表径流
,

使得较多水分贮存土层中
,

供植物吸

可提 高土地利用率 30 % 一6 0 %
。

收利用
。

同时具有障风
、

掩阳
、

减少蒸发
、

防

3
、

泡桐一茶叶 止 烈 日高温对茶树危害及提高光合作用功能等

在云南西 双版纳
、

湖北红安 县
、

陕西秦 作用
,

改善了植物小气候生态环境及土壤生态

岭
、

巴 山及华 东等 地
,

在 茶 园 中混 种泡 桐 环境
,

体现出上层果树与茶树共生互利协调的

〔Pa ul o w ni a fo rt un
e劝

,

作为茶树 的上层荫蔽 生态关系
,

对茶树的生长发育十分有利
,

资料

树种
,

与纯茶园对 比
,

这 种群落能降低风速 表明 : 由于葡萄树与茶树的互惠作用
,

夏茶产

30 % 一 4 0 %
,

减少蒸 发量 25 %
,

相对湿度提 量较 纯 茶园提 高 60 %
,

并改 善了茶叶 的品

高 10 % 以 上
。

夏 季 气温 较 纯 茶 园低 4℃一 质
。

同时提高葡萄产品
,

经济收人可观
。

5℃
,

冬天提高 1℃一2℃
,

表现出冬暖夏凉 良 除上述几种立体茶园模式外
,

还有樟树一

性生态功能
。

6 年内每公顷比纯茶园多产干茶 { 茶叶
、

槟榔一茶叶
、

板栗 茶叶
、

油桐一茶叶

25
.

Ikg
、

比纯泡桐园多收 14
.

7 m
,

木 材
,

年均 等栽培结构 : 它们不但使茶叶高产
一

优质
,

而且

产 值 ( 4 6 4 7 元 / h a ) 较 纯 泡 桐 园 ( 9 7 2 元 生产出如樟脑
、

油桐籽
、

板栗等林产品
,

充分
/ ha )与纯 茶 园 ( 2 1 2 8

.

5 元 / h a 少 分别净增 体现了较好的生态经济效益
。

3 6 7 5 元 / ha 与 2 5 18 5 元 / h a
,

经济 效益显
t

二
、

存在的主要问题

著
。

尽管立体茶园在许多方面优越于单一栽培

4
、

固氮树一茶叶或茶叶一绿肥植物 形式
,

但是仍有一些缺点并存
、

尚待解决
。

在我国广大茶区
,

大面积茶园定植前
,

土 1
、

虽然茶树较为耐荫
,

但是当上层树的

一 3 1一



遮荫过大时
.

会约束茶叶生 产
。

目前茶园的荫

蔽度以 3 0 % 一40 % 为佳
,

小于 30 0/9 效果 不理

想
,

大于 4 0 % 将影响茶叶产量 质量和改变茶

树生 态特 征
。

据 试验
,

在荫 蔽 度 为 60
.

5%

时
,

橡 胶 一 茶 叶 群 落 的 茶 叶 产 量

( 10 8 8
.

6 k g / ha ,

4 年 平 均 ) 较 纯 茶 园

〔17 9 7
‘

g k g / ha ) 减产 7 0 9
.

3 k g / h a 。

因此 在

布置 立体茶 园时要 对
_

h 层树的 荫蔽度有所预

测
,

必要时加入人 为干扰因 子
、

控制荫蔽度
,

使种间关 系协凋 发展
。

2
、

果树从开花到果实成熟
,

需水肥量较

大
,

果树与茶树容易产生互争水肥的矛盾
,

如

不及时补给
,

土壤肥力下降还更易遭受旱害威

胁
.

因此
,

对于这种群落结构的茶园
,

应加强

管理
,

及时培肥与适时灌溉
。

3
、

因某些上层树种栽进茶园
.

改变了生

态小环境
,

抑制了一些害虫的发生
,

但也为一

些害虫提供 了较好的生存条件
。

在广东省徐闻

县红 星农场
,

过去曾有一面积为 7
.

sha 茶园
,

因四周栽种了台湾相思树
,

使茶园中的茶尺镬

( E e tro Pis o b lig u a ) 和 茶 毒 蛾 ( E u Pr o e tis

p se u d o c o n s p e rsa ) 等增 多
,

影 响了茶叶 产
、

质量
。

近年来
,

茶锤 角盲蜻 (H el o pe ltis sP
.

)

在海南岛的防护林一橡胶一茶叶群落 中发生
,

危害茶叶
。

这种害虫的发生 与危害程度与荫蔽

度有关
,

般讲
,

上层树的荫蔽度愈大
,

害虫

数愈多
,

危害愈重
。

因此
,

在 选择上层 树种

时
,

应该特别注重树种与病虫
、

病虫 与环境的

生态关系及可能带来的影响
。

4
、

在用化学农药防治茶树或上 层树病虫

时
,

叮能 杀死 天敌并污染茶叶
,

影响茶叶品

质
。

因此喷洒农药要非常慎重
,

同时亦提 高了

生产成本
。

5
、

我国的立体 茶园除胶茶或林胶茶群落

外
,

多数处于 自发星散初级阶段
,

尚未较系统

的研究
。

三
、

结束语

我国茶区 主要受东南或西南季风环流的控

制
,

表现出干
、

湿季气候类型
,

季降水量分配

很不均衡
,

春旱或伏旱或秋旱等是茶叶生产的

主要障碍之一二 同时由于大多数茶园主要分布

于热带与亚热带丘陵或山地地带
,

纯茶园因不

能有效地扼制水土流失
,

使茶园土壤生态环境

恶化
。

鉴于我国茶区气候生态与地貌生态的特

点
,

在茶园中配置具有经济价值的
、

生物学特

性相适 的上层荫蔽树或具有固氮能力的
、

保土

保墒增肥的绿肥植物颇为必要
。

在选择所配置

植物时
,

首先考虑各种植物本身的个体生态以

及 生物 物 种 之间 的 关系
,

特 别是 异 株克 生

(A ll el o
Pa th 》 现 象屯 其次应 考虑到植物 放射

的异味对茶叶品质的影响
、

生境 对病虫的影响

等
.

以防带 来不利的结果
.

在此基础上
,

模拟

自然热带森林多层多神生态系统
,

根据群落生

态学原理
,

进行生态设计
、

实验
、

研究
,

组建

行之有效的
、

适合不同生态环境的各种 立体茶

园
。

据我们的调研结果及我国茶区环境生态特

点表明
, “

防护林带一经济乔木一茶树一绿肥植

物
”

的群落结 构是我国茶园建设的较佳发展方

向
,

它不但综合利用了光热 水土气等环境生态

资源
,

而且还具有较高的生物学第一性生 产力

与经济产量
。

(上接 10 页 )可 以就近充分利用农家 丰富的 可

利用的有机废弃物资源
。

如淘米水
、

洗碗水
、

瓜皮果壳
.

菜根残叶等都就近加以利用
。

很多地力
一

的农民正因为利用了庭院边缘效

应优势
,

集约经营了庭院农业而使他们走 上了

富
.

裕的道路
。

湖北 省枝江县百里州区指南村
,

共有 5 0 4 户农家
、

就有 4 80 户经背了庭 院生

产
。

19 8 6 年全村庭院农业收 入达 6 6
.

6 万 元
,

一 3 2 一

占全村经济总 收入的 38
.

5%
。

全村庭 院收人

超万元的就有 11 户
,

超 5. 0 0 0 元的有 58 户
。

又如浙江省安吉县山河乡马吉村徐学洪利用门

前 30 平方米的庭院土 地
.

养殖蛆叫
、

黄鳝
,

种植药用丝瓜
。

用蛆叫作黄鳝的饲料
.

闯粪作

丝瓜的肥料
,

形成种养结合的 良性循环
,

年收

入达 3力31 元
,

平均每平 方米收入 95 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