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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态学原理
,

按植物的生态特性
,

在

橡胶 (H
e ; e a br a s il‘e n s is )林下配植云南大叶

茶 (C a o e ll‘a s fn e o s is )
,

组成胶 茶 人工 群

落
。

现根据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定

位试验点 (西双版纳动仑)胶茶间作群落的测定

资料
,

分析其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

研究结果

表明
,

这种人工组合的间作结构
,

其生态效应

和经济效益都优于单一种植方式
。

一
、

胶茶人工群落的生态效应

(一) 提高土壤肥力

天然植物群落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土壤肥

力
,

主要是靠植物残落物在土壤中 进 行 快 速

的循环 (即植物残落物的分 解
一

吸 收
一

补 充 过

程 )
。

根据测定
,

热带森林每年归还 土 壤的植

物残落物干物质重为 1 2
.

8 3t
·

h a 一 ’ ,

胶茶林每

年归还土壤的残落物 为 1 2
.

lt
·

h a 一 ‘,

两 者 相

差不大
,

但单胶林仅 为 7
.

8封 .h a 一 ‘,

纯 茶 林

为6
.

83 t
·

h a 一 ‘。

因此
,

胶茶林下土壤有机质较

多
,

有利于微生物的繁殖和活动
,

地表C O Z
释

放量高
。

从 。一 5 cl n 土层看
,

胶茶林微生物

总数 3 6 3
.

33 万个
·

(1g 干
_

曰
一 ‘ ,

单胶林为 1 64
.

84

万个
,

胶茶林为单胶林的 2
.

2倍
。

胶茶林o一60

c m 土层内有机质和氮素营养均比单胶林或 纯

茶林高
,

胶茶林有机质含量为 1
.

84 %
,

全 氮

0
.

0 9 3 %
,

分别比单胶林提高 18
.

9 5 % 和 4
.

4 9 %
,

比纯茶林提高 2 6
.

3 9 %和1 6
.

2 5 %
。

而全磷和全

钙则比单胶林和纯茶略低
,

由此可见
,

以 土壤

总肥力指标的土壤有机质和全氮的含量来 说
,

胶茶林有良好的提高土壤肥力的作用
。

(二) 有利水土保持

云南热带地区不仅雨量多
,

强度大
,

而且

集中
,

多数年份75 %以上的降雨量集中在 7 一

9 月
,

有时一天内可降数百毫米暴雨
,

往往造

成严重的土壤侵蚀
。

胶茶人工群落组合栽培
,

层次增加
,

水土流失明显减少 (表 1 )
。

(三) 增强群落抗逆性

云南热带地 区与典型热带相比
,

不仅纬度

偏北
,

而且海拔偏高
,

对植胶来说
,

气候的突

出特点是热量不足和月平均气温变异大
。

女l:何

采取措施减少风
、

寒对橡胶的危害
,

是十分重

. 本研究项 目在冯耀宗教授指导下进行
,

本文得到 许 再

富教授审定
。

中国 农科院杭州茶科所
、

动海茶科所协 助 茶叶

品质分析
,

谨 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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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群落对水土流失的艇晌( : 9 6 5一 : 。6 6 年平均)

In flu e n ee o f eo m m u n it了 s tr u e tu r e o n 5 0 11 a n d w a te r r u o o ff

州习热带雨林 径流 量

(m m )

冲刷 量

(k g
·

ha-
i )

13 0 8 C
。

1 6 9 8 0
。

0 7

1 8
。

0 1 2 。 7 5 1 5 0
.

4 5

000 。 2 666

⋯⋯
222 。 444

⋯⋯
��
l

胶茶林 径流量

( m m )

冲刷量

( k g
·

五a-
1 )

径流量

( m m )

冲刷量

(k g
一

h a一 i )

0
.

0 8 8
。

0 5 2
。

1 5 2 4 0
.

4 8 3 4 O
。

10 0
。

1 2 0
。

1 9 1 3
。

7 5

2
。

4 1 6 1 5
。

4 2 0 2
-

2 1 4
一

4 17
。

3 3
。

1 1 2 0 9 1
。

3

巨从!一
l

日|1sa!

单胶林 0
。

1 2 10 。 0 8 1 3
。

2 0 2 。 0 4 0 。 8 4 2
.

2 7 0
。

2 6 0
。

5 6 0
一

1 7 1 9
。

5 6

1 1
。

2 5 2 15 8
。

2 }3 3 2
。

7 9
。

8 1 0 5
。

2 6 1
。

9 5 5
。

2 5 9
一

3 0 5 2 6 9 0
。

要的问题
。

实验表明
,

将传统的方块式和街道式的单

胶结构
,

改为群落组合栽培
,

即橡胶采用16 一

1 8 X 3一2
.

5( m ) 宽
、

窄行密株篱笆式结构
,

在

宽行中种植一层茶树
、

咖啡或萝芙木等耐荫经

济作物
,

具有良好的蓄热抗风作用
。

据测定
,

在低温期植胶带离地面 50 c m 处的气温比单胶

林提高 0
.

5 ℃ 左右
。

加之橡胶采用宽行结构
,

利用直射光的增温效果 (边行效应 )
,

使胶 树树

体提高温度 2 ℃
。

从而明显地降低橡胶树的寒

害 (图 l )
。

据胶茶群落和单胶园风速 观 测 结 果 (表

2 ) ,

胶茶群落明显减小风速
,

从而为橡胶 创

造了良好的生长条件
。

在海南西达农场遭热带

风暴后调查
,

胶茶群落的橡胶树风倒率为2
.

6%
,

而单胶林的风倒率达5
。

4 %
。

据分析
,

除 与风

速减少有关外
,

与群落下层植物根系盘结加固

裹 2 不同结构林内1
. 5m 高处风速侧

cm .

秒以 )

T 公b
.

2 W i n d s p e ed
a t 1

.

5m 五e i g ht in d i ffer e n t

s tr u e t“ r a l fo r韶 ts

时
⋯
胶茶植胶带 A

⋯
单胶林植胶带”

4

8

1 2

1 6

2 0

2 4

平均

人/ B( % )

1 2 。 0

1 2
.

5

叫们.

, 地点
:
云 南西双版 纳动 仑

,

时 间 : 10 8 5年 3 月 6 天的

平 均值
。

表 3 不 同群落结构的株胶树生长t 比较
D石 T T a b

.

3 C o 口p a r iso
” o f r u bbe r tr e e g ro w t五 fo r

d i ffe r e o t e o m m u n i ty s tr u e lu r e s

结构 1 品系 年份 {霭黯恕 I韶
照 侧定面积

( ha )

D

!
2。

3 X 10 口

纯胶林

3 X 1 0m
胶 茶

3 X 16 义

4 m 胶茶

4 X 16 X

2 。s m
纯 胶林

4 火 16 X

2
.

s m
茶胶林

PB 8 6 19 6 3一 4 0
。

7 10 0 O
。

4 5

1 9 6 7

PB 8 6 19 6 3一 4 4
。

8 4 1 1 0
-

⋯一⋯
13

PB 8 6

卜一一
一

一
, ’

砰痴而二一一哀

2 7 7 一 5

1 9 6 7

1 9 6 3一
19 6 7

19 7 8一
1 9 8 3

4 4 。 9 8 1 1 0
。

5 2 0 一 6 0

亡JJ叱勺�内乙Ion”n曰门目�U

�尸�l侧�棚叫丫当赐

4 5
。

1 0 10 0 0
。

3 3

0
.

0 润

鑫爆姗讲佘落D15旧50

之肚

/
\、一单

_

图

F 19
.

不 同结构林地温差及橡胶寒害 比较 (劲 仑)

Co m p a r is o n o f 劝11 t e m p e r a t u r e d iffe r e r e e

。n d co ld
一
i n j

u r y to r u bbo r t r e e s u n d e r d i f
-

fe r e n t s t r u e t u r‘ 1 fo r e s t s

2 7 7 一 5 1 9 了8一
1 0 8 3

4 9
。

2 0 10 0 0
。

6 0

. . . 目. . . . . . . . . . . . 一. . . . . . 曰闷口. 曰卜叼卜 . 曰‘ . . . . . . . . . . 曰 . . .

注
:

处理小区与对照种植时间
、

材料 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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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群落结构的茶树生长l 比较

T ‘b
. 弓 C o m Pa r iso n o f tea tr e e g r o w th fo r

d iffe r e公t c o m m u n ity s tr u e t u r e s

表 5 不同群落结构幽胶产, 比较 (k g’h扩 i)
T 眨b

.

5 C o m p a r iso n o f r u bb e r p ro d u e t io n fo r

d iffer 即 t eo m m u n it了 s tr u e tu r e s

项 目
纯茶 (对照 )

{
, 胶林下!

为对照 (% )

割 年
街道式结
构 纯胶林

街道式结
构胶茶林

篱笆式宽行
密株胶茶林

r
株高(c m )

茎粗(c m )

叶片数(片 )

叶面积c m 2. 株 一工

4 9

0 。 8 6

3 5 5

1 4 4 4 3

6 0 。 4

1
。

0 2

2 4 5 。 O

1 7 8 4 7
.

0

1

12 3
。

0

1 1 8 。 6

7 1 。 5

12 5
。

6

一 产量

9 4 3
。

5

8 2 6
。

5

8 5 5
。

0

72 9
。

0

1 16 5
。

5

产 量 为对照 (% )J 产量 为对照 (% )

注 : 茶叶均为定植后 3 年测定值
。

土壤
,

起着保土护根作用也有密切关系
。

1 6 0 9
.

5

8 3 5
。

5

9 5 1 。 0

9 9 3
。

0

1 0 9 3
。

5

15 7 3 。 5

18 5 1
.

0

8 8 。 6

1 1 5 。 l

1 1 6
一

1

13 0
。

0

1 3 5
。

0

1 2 0
。

6

9 0
。

8

1 0 1
。

6

1 0 0
。

2

1 3 4
。

2

1 2 4
。

1

9 2
。

3

.

!
.

!
!l!
eses

⋯
J比卜eses卜If

.

!!!
三les!

l
.Ies日尸eses卜卜fL

二
、

胶茶人工群落的经济效益评价

(一) 促进生长
,

减少投资

2

3

4

5

6

合计

平均 :;;{ :::; 12 0
。

9

8 5 6
。

5

8 4 0
一

0

8 56
。

5

9 7 8
。

0

14 4 6
。

0

1 4 1 6
。

0

6 2 9 3
。

O

10 6 5
。

5 1 0 7
,

2

‘目 ~

种植业的投资数量
,

往往与作物生长速度

有关
。

生长快
,

投产早
,

投资就小
。

胶茶人工

群落结构
,

在管理橡胶或茶树时
,

两种作物均

能受益
,

相应的经营集约度提高
,

其生长速度

比单胶林和纯茶园都快 (表 3
、

表 4 )
。

由于胶茶林橡胶树生长快
,

普遍可提前 1一

1
.

5年开割
,

管理费用支出可节省 20 % 左右
。

同时
,

上层橡胶也为下层茶树创造了荫蔽

的生态环境
,

促进茶树生长
,

为茶叶提早投产

提高茶叶的产量和质量打下了良好基础
。

(二 ) 橡胶产量有不同程度提高

裹 6

70 年代以来
,

我 国广东
、

海南
、

广西和云

南等省区
,

发展了胶茶人工群落林 1
.

33 X 10
摇

h a 多
,

无论从定位研究资料
,

还是大面积生

产调查资料
,

都证明了这种群落组合 对村胶产

量有不同程度提高 (表 5 )
,

其增产幅度
,

高的

可达 30 %以上
,

平均增产率为 7
.

2一20
.

9 %
。

(三) 茶叶中主要生化成分含量较高

茶叶的内含物
—

氨基酸
、

咖啡碱
、

儿茶

素
、

多酚类及水浸出物等生化成分的高低是衡

量茶叶品质的物质基础
,

根据云南定位试验点

和海南大面积生产基地所采制的样品分析结果

(表 6 )
,

橡胶林下的茶叶比纯茶园 (对照 )的茶

不同群落结构茶叶生化成分比较

T a b
.

6 C o m p a r is o n o f b io eh e m iea l eo m p o n e n ts o f tea fo r d iffo r e n t eo xn m u n ity s rr u e tu r e s

r‘ .

结 构 季 节
氨基酸
(% )

JL茶素总量
(m g

·

g 一 1 )

咖啡碱
(% )

茶多酚
(% )

水浸 出物
(% )

粗 纤维
(% )

春夏秋纯茶园

(对照 )

平 均

2
。

3 3

2 。 0 1

1 。 6 2

1
。

9 9

1 2 3 。 3 7

1 4 3 。 6 5

1 58 。 94

1 4 1
。

9 9

4 2
。

15

4 8
。

5 0

4 7
。

2 3

4 5
。

9 6

8
。

38

1 !
。

9 7

13
。

5 5

1 1 。 2 9

胶茶林

2
。

7 2

2
。

0 4

2 。 82

10 8 。 36

1 6 0 。 1 0

1 6 5
。

9 9

1 4 4
.

8 2

+ 2 。 8 3

444
。

555

444
。

7 666

333 。 9 777

444
。

4 111

333 0 。 7 555

333 3
。

9 666

333 4
一

0 333

333 2
。

9 111

+++ 1
。

3 333

4 1
。

8 3

4 7
。

3 1

4 7
。

7 8

4 5
。

6 4

一 0
。

3 2

春夏秋

平 均

差 值

2
。

5 2

+ 0
。

5 2

叶茶多酚高1
.

33 %
,

儿茶素高 2
.

84 %
,

氨基酸

高0
.

54 %
,

而粗纤维则低0
.

03 %
。

茶多酚中的儿茶素 (一般占茶多酚总量
.

的

5 0一70 % ) 是红茶制造过程中构成 红艳明亮的

色泽和浓
、

强滋味的重要成分
,

茶多酚和儿茶

素含量提高正符合对鲜叶原料高品质的要求
。

(四) 经济效益高
,

收益稳定

种植业的经济效益
,

一方面表现在单位面

积的产值高低
,

另一方面表现在产 值 的稳 定

性
。

胶茶人工群落组合栽培正表现这两方面的

优势
。

根据云南励仑 20 年的定点试验资料 (图

2 )
,

胶茶群落单位面积产 {r毛分 别比单胶林和纯

3 9



.’

⋯
海南岛19 70一1 9 8 0年10 年期间先后出现强台风

32 次
,

其中》 12 级造成较大损失的有16 次
,

橡

胶受害 1 4 1 1万株
,

平均每年受害1 28 万株 , 云

南垦区仅在 1 9 7 3八9 7 4和1 9 7 5八9 7 6 年两次寒

害
,

就使全省橡胶损失72
.

5 %
,

开割橡胶树损 ,

失 3 6
.

4 % 以上 (云南农垦
,

19 7 6“
。

广西龙州某

场
, 1 9 7 3年干胶总产量健ot多

,

由于1 9 7 5 / 1 9 7 6

年一次低温危害
,

产量降至 10 t 以下
,

使企业 经

济受到严重影响
。

而胶茶群落即使橡胶受到风

寒灾害或橡胶更新期
,

下层茶叶仍 有 4 5 00 一

6 0 0 。元
·

h a 一 ‘

的经济收益
,

这种经济收益的稳

定性具有很重要的社会效益
。

卫
·

旧�侧洲公烤

图 2 不 同群落结构经济效益 稳定性比较

( 云南动仑
. 1 9 6 5一 10 5 4 )

A
.

胶茶群落 B
.

纯茶 C
.

单胶林

F 19
.

2 C o m p a r iso
n o f eco

n o m ie be n e fi t s t a b ili t了

fo r d i ffer e n t e o m m u n i t了 s七r u e tu r e s

今 考 文 献

茶 园提 高7 2
.

2 %和 1 7 5
.

3 %
,

效益十分明显
。

由图 2 同时可见
,

由于我国植胶区环境和

气侯特殊
,

自然灾 害频繁
,

在单一种植橡胶情

况下
,

往往受风
、

寒灾害
,

严重影响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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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以林为主的间作系统的经济效益高于

以农为主的间作系统
。

其中尤以泡桐
一

芍 药
、

饱桐
一

苔干
一

小麦和抱桐
一

大蒜 的 经 济 效 益 最

高
。

但 限于市场销售情况和保证粮食的生产
,

这些类型只能有节制地发展
。

4
.

泡桐不同栽植密度
、

不同树行间距对

间作物产量的影响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5
.

白芍
、

苔干和大蒜等市场情况变动较

大
,

当地政府应及时预测市场需要
,

加强信息

反馈
,

避免盲目发展
,

损害农民利益
。

并适当

发 展这些产品的加工业
,

使农民的产品能销售

出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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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今天
, “

林
一

衣
”

复合经营在实践 中表 现出了

强大的生命力
。

可以预料
, “

林
一

农
”

复合经营

将成为林农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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