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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系
“

思 茅山区经济与生态综合开发研究课题
”
的部分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

,

探

讨了以无性系茶树良种为基础建立的生态经济茶园
,

开发 良种生态名优茶
,

实现优质高产高效益

发展茶叶生产的途径
。

关键词 生态经济茶园 无性系良种 良种生态名优茶

云南是茶树的原产地
,

茶树栽培 历史悠久
,

至今 排列
,

于 19 9 1 年 7 月采用单行单株方式定植茶苗
,

遗存下来很多古老的大茶树和具有原始生态农业特 到 19 93 年对各品种三 足年树龄期的茶树成活和成

点的茶园
。

这种茶园虽然茶树稀少
,

单产低
,

但农民 长情况作了调查比较
,

结果列如表 1。

在茶园里间种农作物
,

获 得单位土地面 积内多种作 通过引种试验进行观察和收集有关的育种研究

物的综合收益
。

有些茶园茶树林木相互共存
,

农民对 资料加 以综合分析
,

我们认为云抗 10 号
、

长叶白毫
、

茶树从不 施用化肥农药和耕作
,

靠茶树与林木之间 矮丰
、

云瑰
、

云 梅
、

云 桃
、

雪芽 10 。号
、

短节白毫等 8

的生态互利关系
,

维持茶树生长
,

取得无农药污染的 个品种可优先选作建立 生态经济茶园的栽培品种
。

茶叶
。

而 现在新发 展的集约栽培茶园
,

茶树实行密 其余的品种可作为一种资源贮备
。

植
,

茶园集中连片
,

提高了单产和产值
,

但施 用化肥 根据引种比较试验提供的资料
,

思茅市茶叶科

农药较多
,

劳力消耗大
,

所产 茶叶的成本高
,

茶叶的 技发展公司在扩建新茶园时
,

注重多品种引种
,

增加

天然品质有所下降
,

或不 同程度地遭受农药污染
。

生 上述 8 个良种的种植面积
,

改变过去单一种植云抗

态经济茶园建设研究
,

则要 以云南古老茶园为原型 10 号的格局
,

调整 和优化了品种结构
,

为开 发多品

启发
,

发掘和整理其具有生 态合理性的茶树栽培传 种名优茶创造了条件
。

统经验
,

用于现在的生态经济茶园建设
,

又要吸收现 生态经济茶园建园的模式

代新茶园集约化栽培技术
,

在综合两者优点的基础 建立生态经济茶园
,

实施以茶为主
,

有主有从地

上
,

创新发 展
,

探索出适合山区特点的发展茶叶生产 在茶园里配植其它 作物
,

构成多种作物立体组合栽

的可行的新途径
,

达到 优质高产高效益和生态与经 培
、

综合利用
、

生态和经济协调发 展的生态经济系

济协调发展的 目的
,

为山区农民致富创出新路
。

统
。

因此
,

选择什么树种与茶配植是首要问题
。

我们

以无性系茶树良种为基础 在思茅科技发展 公司的 良种茶园基础上
,

选择能与

生态经济茶园建设
,

选择在思茅市茶叶科技发 茶树共生互利的树种
,

建立了茶
-

一 林
、

茶
-

一 果
、

展公司的良种茶园为实施场地
。

该公司
,

现有无性系 茶
—

绿肥三种结构的生态经济茶园
。

良种茶园 200 0 亩
.

其中投产 600 亩
,

是 目前云南省 一
、

茶一一林 结构
:

分两 种方式在茶园里间种林

面积最大的茶树良种基地
。

但是
,

我省现有的无性系 木
。

第一种方式是
,

每隔 5~ 7 行茶树间种一行林木
。

茶树品种数
一

卜个
,

选用哪些品 种来建立生态经济茶 第二种方式是
,

沿茶园道路种植林木
。

各种林木于

园才能获得更好的效果
,

为解决这个问题
,

我们开展 19 91 年雨季定植
,

到 19 9 4 年 4 月对四年生树龄期

了多品刊
,

引种比较试验
。

该试验园建在海拔 1300 米 的树种调查成活成长情况
,

结果列如表 2
。

的缓坡上
,

参试品种 17 个
,

各品种按两次重复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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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引种试脸 中各 品种生长情况

品品种名称称 株形类别别 发芽迟早早 成活率率 三足年树龄期茶树生长状况况 芽叶平均重量量

(((((((((写 )))))))))))))))))))))))))))))))))))))))))))))))))))))))))
主主主主主主干直径径 树高高 树幅幅 叶片数数 一芽一叶叶 一芽二 叶叶

(((((((((((e n i ))) (e m ))) (e m ))) (片 / 株))) (克 / 个 ))) (克 / 个)))

云云抗 10 号号 半开张张 中偏早早 9 4
.

888 2
.

888 6 555 9 666 3 9 999 0 2 222 0
.

4444

矮矮丰丰 开张张 中生生 9 8
.

222 2
.

666 5 555 9 888 4 2 333 0
.

5 555 0
.

9999

云云瑰瑰 开张张 中生生 8 9
.

555 2
.

444 6 333 1 1 000 3 2 000 0
.

5 444 1
.

1222

云云梅梅 开张张 早生生 9 7
.

333 2 222 5 777 7 777 1 6 000 0
.

4 444 0
.

8 000

云云桃桃 半开张张 中生生 9 9
.

444 3
.

222 6 999 9 555 4 0 999 0
.

3 777 0 7999

雪雪 芽 10 0 号号 直立立 早生生 9 3
.

777 2 666 7 555 7 555 3 4 000 0
.

4 666 0
.

9555

短短节白毫毫 半开 张张 中偏迟迟 9 8
.

444 2
.

222 7 000 6 7
.

555 4 4 000 0
.

3 444 0
.

8 000

长长 叶白毫毫 半开张张 早生生 8 5
.

000 1
.

999 8 555 9000 4 9 666 0
.

3 444 0
。

7 666

景景 谷大 白茶茶 半开张张 中偏迟迟 9 9
.

222 2
。

222 5 555 5 777 3 0 111 0
.

4 111 0
.

9 222

波波 上金苔苔 开张张 中生生 8 8
.

888 2
.

555 6000 9000 4 0555 0
.

4 222 0
.

9 000

大大叶格格 开张张 早生生 5 7
。

000 2
.

222 6555 7 555 6 1555 0
.

4444 0
.

9 222

大大叶绿绿 直立立 中生生 9 7
。

888 2
。

444 7555 6 222 34 444 0
.

5 777 1
.

1444

直直叶绿绿 披张张 迟生生 9 4
。

333 3
。

000 7000 8 222 6 1333 0
.

5 777 1
.

0 000

早早园叶叶 半开张张 早生生 9 8 555 2
.

111 6555 7 555 4 5 000 0
。

3 000 0
。

6000

高高脚黄芽芽 直立立 早生生 9 6
。

888 2
。

333 7 777 7 555 6 1 222 0
.

3 333 0
.

7555

红红腋银枪枪 半开张张 中生生 9 8
.

333 2
.

111 5 555 5 555 2 2 666 0
.

5 444 l
。

1444

999 9 号号 开张张 中生生 9 8
.

777 2
.

666 6 000 8 777 4 2 000 0
。

3 666 0
.

7 444

有有性群体体 混杂型型 不一致致 1 0 000 2
.

000 6 000 6 222 2 3 666 0
。

3 222 0
.

5 777

(((对照 ))))))))))))))))))) ///

表 2 茶园间种不 同树种生长情况

种种植植 树种名称称 成活率率 四年生树龄期期 年平均增长量量

方方式式式 (% ))))))))))))))))))))))))))))))))))))))))))))))))))))))))))))))) 主主主主主
二

卜直径径
思汽汽 尹鳗鳗 主干直径径 竺竟竟 黔黔(((((((((

e n l ))))) 、C 11 1尹尹 (e n l )))
、C lll lllll

茶茶茶 云南樟樟 9 6 222 12
.

999 18 5
.

777 1 18
.

999 3
.

222 4 6
.

444 2 9
.

777

园园园 恺 木木 6 1
.

111 17
.

888 2 7 5
.

555 17 0
.

111 4
.

555 6 8
.

999 4 2
.

555

lll司司 光皮树树 9 0
.

555 6
.

444 2 5 0
.

000 12 2
.

555 1
.

666 6 2
.

555 2 0
.

666

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种

茶茶茶 杉 树树 9 000 5
.

333 2 3 6
.

666 15 0
.

000 1
.

333 5 9
.

222 3 7
.

555

园园园 波萝蜜蜜 7 ]
.

999 16
.

111 1 7 2
.

777 10 0
。

OOO 4
.

000 4 3
.

222 2 5
.

000

行行行 佳 花花 8 9
.

333 6
.

777 12 7
.

777 4 4
.

000 1
.

777 3 1
.

888 1 1
.

000

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道
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

云南樟 (C in n a m o m u m g la n d u life r u m )
,

樟科植

物
,

常绿乔木
,

生态要求与茶树基本一致
.

实践表明
,

茶园间种的四年生樟树
,

生长快
,

植株个体间的长势

一致
,

无互斥现象
,

是组建茶一林结构生态经济茶园

的优良树种
。

恺 木(A
.

e r e m a s t o g y n e )
,

又称水冬瓜 树
,

是生

长在高山混交林中的优势树种之一
。

大乔木
,

树冠松

散
,

能为茶树造成荫蔽度适宜的环境
,

其落叶可增加



1 0 茶 叶茶 叶 22 卷

土壤有机质
,

根部有根瘤菌
,

有些茶区的茶农喜欢保

留或栽培枪木作茶树的遮荫树
。

经四年栽培实践
,

恺

木与茶间种无互斥作用
,

幼树生长快
,

是建立茶一林

结构生态茶园较好的乡土树种
。

光皮树
,

是新发掘的高产 木本油料树种
。

属山茱

英科落叶乔木
。

作为茶园行道树种植的三种树种中
,

从生长情

况看
,

以杉树和波萝蜜生长快
,

桂花树生长慢
。

二
、

茶一果结构
:

配植有茶一李
、

茶一琳猴桃
、

茶
一荔枝

、

条一抽子共四种组合的生态经济茶园试验

区
。

各种果树的生长情况列如表 3
:

表 3 茶园间种果树的生长情况

果果树名称称 五年生树龄期期 开 花 结 果 情 况况

成成成活率率 主干直径径
黑黑

树冠幅幅幅
(((((% ))) (e n 】))))) (em )))))

称称猴桃桃 8 9
。

444 7
.

222 2 0 000 3 5 000 定植后第三年开花
,

第四年结果果

荔荔 枝枝 8 2
.

111 4
。

000 12 000 1 2 000 定植后第四年 10 %的植株开花花

抽抽 子子 9 3
.

999 2
.

666 1 5 000 6 000 走植第四年
,

未开花花

三三华李李 8 5
.

777 7 555 2 5 000 3 0 000 定植后第三年开花零星结 果
,

第四年普迫花正常结果果

称猴桃(A e t in idia 。h in e n sis Pla n e h )
,
1 9 9 1 年从

湖南引种湘园 81 一 2 品系
,

按 8 棵雌株配 1 裸雄株
、

每隔两行茶树定植 一行称猴桃
,

定植后第三年开花
,

第四年结果
,

果实平均重量 50 克 /个
,

称猴桃作为茶

园IhJ 种果树
,

还存在搭造棚架的投入高
,

植株根颈部

易病害而死亡等问题
,

尚须继续研究解决方可推广
。

荔枝 (lite h i c h in e n s is )
,

属无患子科植物
,

为常

绿亚热带珍贵果树
。

从 总体生长情况来看
,

荔枝生长

较慢
,

对光热 条件要求较高
,

要 在海拔 】3 00 米以下

的亚热带阳坡茶园与茶树分台间种
,

加以精细管理
,

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

荔枝是建立高经济效益生态

经济茶园的优良树种
。

抽子 (e it r u s g r a n d is )
,

为芸香科柑橘属中的一

个种
。

能 否作为茶园间种树种
,

须视其结果后果实的

品质风味是否发生退化而定
。

李 (P r u n u s s a lie in a lin dl)
,

为蔷薇科李属植物
,

是我国广泛栽培具有悠久历 史的落叶早熟果树
。

我

们引科
,

的李树是原产我国著名车乡
-

一 广东省翁源

县三华 乡的三华李 (大密李品系 )
。

199 1 ~ 1 9 9 2 年定

植在茶园的三华李扦插苗
,

表现出幼树生长快
,

开花

结果早
。

定植后第四年调查
,

丰产植株平均每株结果

1 3 7 个
.

中产株 7 7 个
,

低产株 46 个
,

公斤果数 5 。个
,

按低产树和丰产树单株生产 率折算
,

初产期亩产可

达 1 2 ~ 3 6 公斤
。

关于 茶
、

李配植方式
,

我们采取
: “

茶李同行
”
和

“

茶李分行
”
两种方式

,

并设有单一种植李树的
“

纯李

园
”
为对照

。

1
.

茶李同行配植方式
:

在先定植好茶树的茶园

中
,

每隔 5 行茶树加植 l 行李树
,

李树行距 13 米
,

亩

植 10 株
。

由于茶李种在同一梯级平台上
,

提高了土

地利用率
,

但不利于对李树加强管理和采摘茶叶
。

2
.

茶李分行配植方式
:

在植茶时每隔 6 行茶树

留出一梯级平台专植李树
,

李树行距 12 米
,

株距 3

米
,

亩植 18 株
。

这种配植方式能适应李树的小乔木

自然株形的生长特点
,

又不 影响茶园耕作和采摘
,

还

可缩小李树的株距适当密植
,

是建立茶李生态经济

茶园比较合理的配植 方式
。

3
.

纯李园 (对照区 )
:

按株行距 3
.

3 米 又 3
.

8 米

定植李树
,

亩植 53 株
,

虽 然增加 了种植株数
,

n毛幼龄

李园土壤裸露面大
,

造成杂草丛生和水土流失
,

李树

的生长反而不及茶园中间种的李树为好
。

上述 四种茶园间种果树中
,

以三华李结果早
.

收

益快
.

且三华李还具有产量高而 稳定 (一般株产果

3。~ 1 0 0 公斤 )
,

结果大小年不明显
,

经济年限 可长

达 5 0 年以上
,

对不同土壤和气候的适应性强
,

对农

艺技术要求不高
,

易于栽培
,

是建立生态经济茶园最

受农家欢迎的树种
。

三
、

茶一绿肥 结构
:

茶树定植后 1一 3 年的新垦

茶园
,

行间空地大
,

易生杂草
,

耕作后土壤裸露
,

易引

起水土流失
。

绊牛豆 (又称饭豆 )
,

能耐阴
,

粗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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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收获
,

种子可食用
,

茎蔓可作肥料
.

1 9 9 1 年
,

我

们在四年生幼林茶园试种绊牛豆 1 13 亩
,

经三个月

生长期
,

亩产鲜茎蔓 1 0 0 0 公斤
。

根据绊牛豆所含肥

分数量计算
,

亩产 1。。。公斤鲜茎蔓绿肥约相当尿素

1 0 公斤
、

普钙 8 公斤
、

硫酸钾 14 公斤
.

实践证明
,

茶

园间种绊牛豆是一项成本低
、

效益好的技术措施
。

优化生态经济茶园栽培管理技术

生态经济茶园的栽培管理有其独特的要求
,

栽

培无性系良种要良种良法配套
,

按良种的生物学特

性制定栽培管理措施
,

其他措施都要体现生态效果
;

生态茶园中间种的各种树种
,

要因树制宜地采取不

同的措施进行栽培管理
。

生 态经济茶园较之单一种

植茶树的茶园的栽培管理更复杂
,

要求更高
。

施用有

机肥是建立 生态茶园的重要措施
,

对茶园 土壤改良

和促进茶树生长的效果
:

在茶树种植沟的中下层深

施有机肥
,

对底层土壤改良效果显著
。

而在茶苗定植

后结合追施化肥进行埋压绿肥
,

对表层上壤改良效

果显著
。

由于有机肥使土壤肥力状况改善
,

促使茶树

生长加快
,

能使新茶园提前成园投产
,

并为今后茶叶

优质高产打好基础
。

针对云南旱季雨季分明的气候特点
,

无性系良

种茶苗的早季大量死亡的情况
,

在 旱季铺草
、

铺地

膜
、

插遮荫枝
,

对 定植当年的扦插苗有防旱效果
。

三种防旱措施中
,

以梯台面全面铺草的保水效

果最好
,

。~ 10 厘米表 层土和 30 ~ 40 厘米根 系分布

层土中
一

平均含水量
,

分别高于不采取防 旱措施的对

照 5 %
、

3
.

4 环
。

其次为覆盖地膜
,

表层和根层土壤平

均含水量
,

分别高 于对照 4
.

2 %
、

0
.

6 %
。

再次为插遮

荫枝防护
,

表层 和根 层上壤 含水最
,

分别高 于对 照

2
.

5 %
、

2
.

6肠
。

三种防旱措施对定植后的扦插苗旱季成活和生

长的影响
,

均表现出较好的效果
。

其中插遮荫枝效果

最好
,

成活率较对照提高 30
.

1 %
。

四
、

生态经济茶园与小绿叶禅 防治
:

假眼小绿叶

蝉是影响茶叶产量和品质的主要害虫
,

通常以化防

为主进行防治
,

生态经济茶园要生产出少化学农药

污染或无农药污染的绿色产品
,

必须寻求一 种新的

防治方法
,

为此我们开展了
“

以中草药治蝉
” 、 “
以 菌

治蝉
”
和

“
以蜘蛛治蝉

”
的试验研究 (这方面的进展情

况和成果另有总结报告)
。

对面上的生产茶园的小绿

叶蝉
,

我们采取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法进行防治
,

具体做法是
:

1
.

开展预测预报
。

设专人定期定点调查
。

2
.

在非生产期施用农药
。

每年春茶结束到夏茶

开采
,

小绿叶蝉的发生高峰期抓施药 1 ~ 2 次
,

另一

次在茶树冬季休止期进行
。

在茶树修剪后喷一次混

合药剂
,

3
.

注重农业防治
。

增强茶树对病虫害的抵抗能

力
,

这对减少病虫发生
,

起着重要作用
。

开发良种生态名优茶

为使无性系茶树良种和生态经济茶园建设的研

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
1 9 9 2 年共研制成功 7

个 良种生态名优茶
,

并投入批量生产
。

1
.

革茗
:

为毛峰类高档烘青绿茶
,

具有色绿汤绿

叶底绿
、

外形细秀精美
、

白毫显露
、

香高味醇的品质

特点
。

1 9 9 3 年获全国
“

机优杯
”

机制名优茶三等奖
;

19 9 4 年获云南省名优茶称号
。

2
.

玉螺
:

为卷曲形名茶
,

形似我国历史名茶碧螺

春
,

内质具有香气高爽
、

滋味鲜醇的特点
。

3
.

玉 芽
:

为兰花形绿茶
,

具有花香
、

汤清和 味鲜

浓的品质特点
,

外形似兰花
,

有审美观赏价值
。

4
.

银枪
:

精采芽头 加工而成
,

芽形肥硕稍扁
,

香

鲜爽
、

味醇和
,

冲泡在杯中芽可直立
,

具有审美情趣
.

5
.

银 针
:

一芽一叶 加工成的针形茶
,

条形圆直
,

满披银毛
,

香高味醇耐泡
。

1 9 9 4 年评为省级名茶
。

6
.

万寿菊
:

为特种工艺茶
,

具有普洱茶的香气和

韵味
,

形似菊花
,

曾评为地区级名茶
。

7
.

淇红金毫
:

为特级工夫红茶
,

金毫显露
,

汤色

红艳
,

带蜜糖香
,

味浓耐泡
。

龙泉系列 良种生态名优茶
,

体现了无性系茶树

良种的优势
,

也体现了生态经济茶园的生态环境优

势
,

是少农药污染的绿色饮料
。

为使这一科技含量较

高的茶叶新秀转化为生产力
,

思茅市茶叶科技发展

公司建盖了茶厂
,

装配了以机械加工 为主
,

手工造形

为辅的名优茶生产线
,

从 1 9 9 3 ~ 1” 5 年 6 月
,

仅翠

茗茶一项就生产了 4 9
.

8 6 5 吨
,

总产值 202 万元
,

平

均每公斤 4 0 元
,

经济收益较一般云南大宗商品绿茶

高出 3 倍
,

在思茅市乃至全省同行业中名列前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