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 期

油茶 （Camellia oleifera） 又名茶子树、油茶

树，系山茶科（Theaceae）山茶属植物，是我国南

方重要的木本油料树种，也是我国基本的木本食

用 油 料 树 种 （Editoral Board of China Herbal，
1999）［1］，遍布我国 16 个省区及越南等国. 在我

国，油茶已有 2 300 多年［2］的栽培历史，它分布

区域广，自然分布是北纬 18° 21′~34°34′，东经

98°40′~121°40′ ［3］. 据雷进声（2005）［4］报道：我

国目前的油茶总面积达 4.0×106 hm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出于自身保健与身体

健康的角度，人们对绿色食品的认识逐渐提高，

也越来越关注油茶. 同时学术界也较以前更多地

关注油茶，关于油茶的研究论文也有逐年增多的

趋势. 这种发展趋势符合我国人民乃至全人类对

绿色食品的认识和研究需求.
随着油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量油茶人工

林的出现，广大种植户迫切需求油茶新品系的培

育与推广、油茶林区的管理方法、周边环境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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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维持的技术. 大量人工林的出现势必造成单一

物种的种植和环境的破碎化，这样可能会导致油

茶病虫害的加剧和传粉的局限性等问题日益突出.
近年来有关油茶的良种选育、栽培、病虫害防治

等方面的研究文献逐渐增多［5］. 相比较而言，关

于油茶传粉生物学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滞后.
本文主要从油茶的一般生物学特性、良种繁

育、种植、低产林改造、病虫害防治、传粉等方

面来概述当前的研究进展，提出在油茶产业发展

过程中传粉生物学研究的必要性，并结合国内外

其它作物传粉研究的进展提出通过传粉来提高

油茶效益的可行性. 另外，作者也希望从传粉生

物学的角度来考虑油茶林区内的人类活动.

1 一般生物学特性

油茶为常绿小乔木，树高一般 2~4 m，基径

20~80 cm，树龄可以达到 100~200 年. 叶为椭圆

形，单生，互生，革质；花顶生或腋生，花无柄，

两性花，白色（也有少数为红花），径 3~5 cm，花

瓣 5~7 枚，倒卵形；雄蕊多数，排成 2 轮，花丝

基部成束；子房上位，3~5 室；花柱分离，柱头

3~5 裂［6］. 油茶一般被认为是一种自花不育的树

种［6］，花粉粒大，重而黏，必须有昆虫传粉才能

结实. 当然，目前也发现有个别品系的油茶植

株，具有极强的自花授粉可孕性［7］. 它是防火林

带的常用树种，另还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
调节气候等生态功能 ［8］. 油茶喜温暖，怕严寒，

要求年平均气温 16~18 ℃，花期平均气温为 12~
13 ℃. 花期如遇低温和霜冻，会落花、减产. 立

春气温回升后若突然降温，幼果易受冻害，造成

早期落果. 种植要求有较充足的阳光，宜选择阳

坡种植，否则只长枝叶，结果少，含油率低 ［9］.
水分要求大，年降雨量一般在 1 000 mm 以上［10］.
花期连续降雨或低温，也会影响授粉［11］. 生长土

地要求坡度平缓，侵蚀作用弱，对土壤条件要求

不太严格，一般适宜土层深厚的酸性土壤，而不

适于石块多和土质坚硬的地方［12］.

2 油茶与茶油

油茶的主要产品是茶油，因其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达 90% 以上，以油酸和亚油酸为主，还含

有少量的亚麻酸等高价不饱和脂肪酸，且不含对

人体有害的芥酸，而深受群众喜爱［13］. 同时，茶

油因具有清热化湿，杀虫解毒之功能，可用于治

疗痧气腹痛、急性蛔虫阻塞肠梗阻、疥癣、烫火

伤等，故茶油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所收载.
由此可见，茶油集食用和医疗保健于一身，所以

长期以来一直被誉为“东方橄榄油”［13］. 而茶枯饼

经深加工可生产洗发液［14］、饲料［15］、生物农药［16］

等，由此可见其副产品加工的附加值也非常高.
所以，在有些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油茶被

誉称为“命根树”［17］.

3 油茶良种繁育

产量是衡量一切栽培作物经济效益的重要

标志之一，是在特定的栽培条件下各因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 油茶产量主要有群体产量和个体产量

两项指标，群体产量是由相当数量的个体产量所

组成的，个体产量是群体产量的基础. 因此，要

提高油茶群体的产量，就必须有高产的个体作为

基础. 目前发展油茶生产的根本制约因素正是低

产、低值，油茶按产出效益与茶叶、柑桔、脐橙

等经济特产林相比较，差距悬殊. 其中造成油茶

低产的主要原因是：油茶种植的品种不够优良且

林区内品种混杂、树龄不一、劣质株多. 所以，

长期以来就如何选育出高产、稳产、优质、高效

的新品种是油茶育种的主攻目标之一［18］.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全国各地就已开始了油茶良种

的选育工作［19，20］，并先后选择、培育出一些优良的

单株、无性系和家系等，如：韩宁林（2000 年）［21］、
庄瑞林等（1992 年）［22］、周盛等（2001 年）［23］、陈

永忠和王湘南［13］都先后开展过这方面的研究. 这

些研究的开展和良种的选育推广为我国油茶的

高产、丰产打下坚实的基础.
目前，油茶新品系的选育指标主要侧重在以下

方面：花期的提前或花期具有较强的抗逆性［21，24］、
异花之间或异种品系之间具有较高的可配性［22］、
高抗病虫害性、较高的自然座果率［18］等，但是很

少从传粉生物学的角度来具体分析油茶的花期、
花的颜色及花部结构 （主要如花的柱头长度、雄

蕊的形状、花粉的活性、花粉粒的大小等） 与座

果率及果实品质之间的关系.

4 油茶低产林的改造

油茶的种植在我国南部各省非常普遍，但是

油茶林区的劣质株多、生态环境差、林相结构

差、管理水平低、病虫害严重等因素使得我国目

前的大部分油茶林处于荒芜状态，产量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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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制约我国油茶事业的进一步发展［25］. 低产林

一般分成 3 类：成林低产类型、老林低产类型、
残败林低产类型［26］. 有关低产林改造的研究比较

多［17，27］. 主要从垦复抚育，间作和施肥等几个方

面来进行具体改造.
4.1 垦复抚育

油茶吸收养分的根系一般离地表 20 cm 左右，

因此荒芜油茶林一经垦复，产量会显著提高［28，29］.
垦复的优点主要如下：1）垦复可以改善林地生态环

境，除去杂树杂灌，给油茶增加了光照和养分［29］；

2）通过垦复可以形成坑洼． 截留雨水、养分，造

成大量的微型“水库”、“肥库”，改变了红壤丘陵

缺水、肥和土壤板结等不利因素［28］；3）垦复的同

时可以将地表的枯枝、叶和杂草等深埋并经过微

生物腐蚀分解，最终转化为土壤内有效的营养物

质［29］；4）垦复还可以破坏土栖害虫生活小环境，

恶化其生存条件，对油茶尺蠖、茶毒蛾、油茶叶

蜂、金龟子及大部分刺蛾，均可收到良好的防治

效果［28］. 因此，民间流传“7 月锄金，8 月锄银，

冬春深挖赛金银”［29］的说法.
油茶花期在秋末冬初，花期到访传粉昆虫的

种类和数量相对较少. 目前的研究发现，油茶地

蜂等独栖昆虫是油茶的主要传粉者［30］. 从传粉生

物学的角度，我们应该处理好油茶林区及林边地

区的人类活动与林区传粉昆虫栖息地和蜜源（花

粉源） 植物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油茶

林区要注意保护油茶地蜂（Andrena camellia Wu）
等独栖野生传粉昆虫的栖息地环境.
4.2 间作

鉴于目前油茶的低产和收益较慢等缘故，所

以有很多专家学者致力于油茶林区间作的研究［31］.
林区间作，以耕种代替油茶林的经常性抚育管理，

是达到一地多用、熟化土壤、促进油茶林生长发育

的好办法. 常见油茶林区的间作物种有：生姜

（Zingiber officinale Roscoe）、红菇 （Russula lepida
Fr.）、花生 （Arachis hypogaca L.）、黄豆（Giycine
max （L）Merrill）、芝麻 （Sesamum indicum）、黄连

（Coptis chinensis Franch.）、黄 花 菜（Hemerocallis
citrina Baroni）、草珊瑚（Sarcandra glabra（Thunb.）
Nakai）、紫 珠 （Callicarpa dichotoma）、狗 牙 根

（Cynodon dactylon（Linn.）Pers.）等. 目前普遍认

为油茶林区间作主要有以下好处：1）可以实现

一地多用，多次增值，促进农林业的发展；2）可

以改良土壤促进油茶增产，显著促进油茶花芽的

分化、开花结果和新梢生长等；3）可以保持林

区水土，增强生态效益.
从传粉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油茶林区间作也

有一定的负面效应. 油茶林区的物种单一 （尤其

是在人工高产油茶林区），林下的少量杂草是维

持林区生态平衡的重要成分之一，但因间作而带

来的林区过多的人类活动势必会破坏林区生物

的多样性，从而严重破坏林区的原有植被，而适

应原植被环境的昆虫 （尤其是野生传粉昆虫）将

会随着林区的严重人为化而失去栖息地，同时原

有的巢区也被毁坏，且具有一定社会性的独栖昆

虫往往选择在自己羽化巢穴的附近筑巢 ［32］等因

素可能会降低林区内下一年传粉昆虫种群数量.
4.3 平衡施肥

油茶对土壤要求不高，适应性强，能耐较瘠

薄的土壤. 正因为如此，人们对油茶的施肥认识

不高，这可能是造成油茶大面积低产的原因之

一. 现有关于油茶施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33~35］：1）根据不同的林区选择不同肥料配

方（主要涉及 N、P、K、B、Zn 等）；2）根据不同

肥料的不同性质选择不同的施肥方法（环状沟施

法、穴施、撒施、叶面喷施等） 和不同的施肥时

间 （一般选择在每年的 3 月份和 9 月份）；3）根

据油茶的不同生长时期（花期、果期）选择不同的

肥料；4）不同肥料对油茶不同时期、不同结构

的作用研究，如磷能促进油茶花芽分化，提早开

花结果，加速果实成熟. 随着人们对油茶施肥研

究的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施肥是促使林木生

长、提高产量和质量的重要措施之一.
4.4 油茶病虫害的防治

油茶落花落果率高达 70％ ~ 80％，其中病虫

害引起的约占 1 / 3［36］. 油茶常见病虫害主要有：

油 茶 炭 疽 病 （Gloeosporium theae sinensis
Miyake）、煤 污 病 （Capnodium sp.）、赤 叶 斑 病

（Phyllosticta theicola Petch.）、茶苞病、白绢病，

油茶毒蛾 （Euproctis pseudoconspersa Strand）、茶

色金龟子（Adoretus tenuimaculatus Waterhouse.）、
铜绿金龟子 （Anomala corpulenta Motsch.）、铜绿

象 甲 （Hypomeces squamosas Fabr.）、油 茶 尺 蠖

（Biston marginata Shiraki.）、 茶 蚕 （Andraca
bipunctata Walker）、后黄卷蛾、茶枯蛾（Lebeda
nobilis Walker）、茶 梢 蛾 （Parametriotes theae
Kuzhetzov.），油茶枯叶蛾（Lebeda nobiliswalker）、
茶树茶枝镰蛾（Casmarapatrona Meyrick）、茶奕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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蛾 （Phossa fasciata）、扁刺蛾 （Thosea sinensis）、
日本卷毛蚧（Metaceronema japonica）、油茶刺绵

蚧 （Metaceronema Japonica Mask.）、黑 刺 粉 虱

（Aleurocanthus spinienus Quant.）、油茶蓝翅天牛

（Cnreonoma atritarsis Pic.）、茶 天 牛（Aeolesthes
indnta Newman）、茶 籽 象 甲 （Curculio chineseis
Chevrolat）、油 茶 八 点 蜡 蝉 （Ricania speculum
Walker）、油 茶 叶 蜂 （Caliroa camellia Zhang et
Huang）等［36］. 迄今为止，国内关于油茶虫害的研

究 主 要 集 中 在 茶 梢 蛾 （Parametriotes theae
Kuzhetzov.）［37］、茶奕刺蛾（Phossa fasciata）［38］、扁

刺蛾 （Thosea sinensis）［39］、日本卷毛蚧（Metace-
ronema japonica）［40］、油茶八点广翅蜡蝉（Ricania
speculum Walker） ［ 41］、 油 茶 枯 叶 蛾（Lebeda
nobiliswalker）［42］等少数几种虫害上，对其它病虫

害的关注程度亟待提高.
目前油茶病虫害的防治方法主要有以下几

种：1）通过加强林区管理，改善油茶林区小环

境的方法来防治相关病虫害（例如，适度整枝剪

除，保证林地通风透光；垦复杀死越冬蛹）［39］；

2）通过保护天敌，采取生物防治的生态方法（例

如，利用寄生蜂、寄蝇、菌类来防治尺蠖、茶梢

蛾等虫害）［43］；3）通过喷施病毒制剂、虫生真菌

制剂或化学杀虫剂的方法（例如，喷洒 2.5％的溴

氰菊酯 2 000 倍液，或 50％甲胺磷 800 倍液喷雾

来防治茶奕刺蛾）［38］；4）其它可以利用的方法.
如在油茶林区放养鸡可以对象甲类害虫有一定

的防治作用［44］，或利用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扁刺蛾

的成虫［39］，或利用有些蛾类（如油茶尺蠖）入土化

蛹的特点在虫口大的林区采取人工挖蛹的方法，

或利用蛾类成虫飞翔力弱，白天伏在树上，易于

捕捉，卵块大而且较集中地附在树枝下方的特点

可以采取捕蛾刮卵的方法［36］.
喷施病毒制剂、虫生真菌制剂或化学农药对

病虫害防治的同时往往也对林区内的传粉昆虫和

天敌昆虫有着致命的毒害，生物防治的生态方法

和其他可以利用的对油茶林区无毒害污染的物理

方法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 即便是到了病虫害非

常严重，必须要使用病毒制剂、虫生真菌制剂或化

学农药的时候，也要选择合适的试剂、合适的浓

度、合适的时间来使用，将其副作用降到最低.

5 油茶传粉生物学

山茶科山茶属植物多为顶生或腋生花、两性

花，雄蕊多数，离生，稀合生成花丝管，基部蜜

腺比较发达，多为异花授粉［6］. 本属植物均依靠

昆虫传粉. 油茶花期处在秋末冬初，温度较低，

传粉昆虫相对较少. 因此，无论从研究还是从经

济角度来说，研究油茶的传粉生物学都具有较大

意义. 但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系统研究油

茶传粉的论文还没有，只是在相关报道中出现一

些零碎的说明［2，24，45~47］.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1）油茶是典型

的虫媒花和异花授粉植物，秋末或冬季开花，所

以气象因子（尤其是花期的气象因子）是影响油

茶产量年变幅的主要因素之一［48］；2）油茶花期

授粉昆虫有蜂、蚁、虻、蛾、蝶等 40 余种，其中

授粉效果最好的是当地野生蜜蜂，如油茶地蜂

（Andrena camellia Wu）、纹地蜂 （Andrena striata
Wu）、大分舌蜂 （Colletes gigas Cockerell）、湖南

地蜂（Andrena hunanensis）等［46］，林内养蜂可以提

高油茶的座果率；3）或认为油茶花蜜有毒［49］或

认为油茶花期蜂巢温度低都会引起蜜蜂烂子现

象，所以家养的西方蜜蜂（Apis mellifera）和东方

蜜蜂中华亚种（Apis cerana cerana）无法采食油茶

的花蜜；4）饲喂“蜂乐”解毒灵或给蜂群喂水及

盐类来保证幼虫的正常发育所需要的水份等方

法，可以避免蜜蜂采食油茶花蜜而出现的烂子现

象［50］，但是从目前的实践来看效果不是很好［45］.

6 总结与展望

油茶的生物学方面已取得一定的进展，但仍

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尤其在传粉生物学方

面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在有性生殖研究

过程中，油茶精卵结合的动态研究还需进一步研

究；在影响油茶座果率低方面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到底是花粉限制还是本身的资源性限制.
目前，油茶培育方向主要集中在：较高的可

配性［22］、高抗病虫害性、较高的自然座果率［18］等

优良品系的筛选，建议在油茶的遗传改良中，将

现代生物技术与各种传统育种方法有机结合起

来，通过优树选择、天然杂种选择、不同优良无

性系杂交、倍性育种、生物技术育种等多层次育

种手段的科学搭配，取长补短，以加快油茶遗传

改良步伐，培育出更多优良油茶新品种，不断满

足我国油茶产业发展的需求.
施肥是促进植物生长的重要措施之一. 目

前，油茶施肥以 N、P、K 3 种不同配比的复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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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以农家肥为辅. 通过实验表明：不同配方

的复合肥对油茶的地径、树高、冠幅和新梢的发

育有不同的影响［51］. 建议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

适当地结合油茶花的结构、颜色、气味、花粉的

活性、花粉粒的大小、蜜腺的分泌、柱头的可授

性等生物学特性来研究具体的施肥方案. 毕竟，

花的颜色、形状、气味等花部特征均可能是植物

引诱昆虫传粉的因素［52］.
油茶在生长过程中会受到一些病虫害的危

害，一方面的原因是果园管理水平的滞后加重了

病虫害的发生；另一方面，在病虫害的防治中，

仍以化学农药防治为主. 建立一套科学、合理、
实用、有效的病虫害预测预报系统，加强生产技

术管理，尽量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病虫害大爆

发，同时利用生物农药代替化学农药、人为改变

果园生境因子、利用信息素和天敌防控害虫，是

生产优质无公害油茶的主要途径.
尽管现在关于油茶传粉研究的工作不多［46~48］，

但是如果我们能借鉴其它经济作物传粉的成熟

经验和方法，加大油茶林区野生蜜蜂资源的野

外调查，准确利用包括传统形态分类和 DNA 分

类 ［53］或 DNA 条形码［54］等方法来进行物种鉴定，

参照并完善丁亮等 ［30］研究油茶地蜂营巢生物学

的方法，对不同区域油茶林区的野生传粉昆虫的

营巢生物学做进一步的研究，则不仅保护了油茶

林区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对提高油茶的座果率及

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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