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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油茶是我国特有的木本食用油料树种，也是我国林业建设的优势资源之一，在

我国南方丘陵山地有悠久的栽培历史和良好的生产基础，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林

业生态建设以及食用植物油产量平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茶油色清味香，营养丰富，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是理想的食用油。油茶及其副产品在工业、农业、医药等方

面具有多种用途。加快油茶产业发展，对保障我国食用油安全、解决耕地资源刚性

短缺、促进农民增收、优化食用油消费结构、提高国民膳食健康水平、加快国土绿

化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十二五”规划指出：将广西确定为油茶产业发展规划建设布局核心发展区。目

前广西油茶种植面积640万亩 *。广西地处亚热带，跨越北热带、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

水热条件优越，油茶种质资源丰富，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

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油茶丰产栽培技术、茶籽综合利用、茶油质量等方面都

提出了新的要求，施肥是提高油茶产量和品质必不可少的重要营林措施之一，为此，

我们将近年来广西油茶营养和施肥技术相关的科研成果进行了全面总结，编写《广

西油茶营养与施肥技术》一书，为提高油茶生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建设和振

兴广西山区经济发挥积极的作用。

本书是总结近十年来广西油茶营养与施肥科研成果的结晶，从实际出发，针对

油茶产量低、品质差的现状，科学地评价了广西油茶林地土壤肥力状况，并探讨了

油茶不同生育阶段各器官养分分布、吸收规律和营养诊断方法，提出了合理的油茶

配方施肥技术，以供科研、教学及生产单位和有关人员参考。

本书在编写、出版过程中，承蒙广西林业“十二五”重大科技项目、广西林业

科学研究院油茶研究所和广西力源宝科技有限公司给予大力支持和资助，在此表示

衷心的感谢！并期待本书的出版发行，能为该项目的成果推广应用和提高油茶种植

的经济效益提供必要的帮助。

由于水平有限，时间仓促，本书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 亩为非法定单位，但为尊重本书中的统计数据和实验数据，本书仍部分使用亩为计量单位。
1亩≈ 667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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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广西油茶发展状况

第一节　油茶栽培历史

油茶原产于我国，栽培历史悠久，而我国取油茶果榨油以供食用已有 2 300 多

年的历史。早在南宋时期就有油茶种植的记载，油茶大量栽培，到了明末，油茶的

选种、种子储藏、育苗、整地、修枝和造林等都有了一定的成就和发展。但新中国

成立前，油茶生产没有得到重视，大面积油茶林遭到破坏。新中国成立后，油茶生

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油茶产量不断增长，到 1952 年，油茶产量为 0.5 亿千克。

油茶生产发展大体上经过了 4个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为恢复阶段，在政务院《关

于发动农民增加油料作物生产》的指示下，各省林业部门组织山区群众发展油茶、

油桐等，并制定了各项政策。因此，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很高，对大面积荒废的

油茶林进行了垦复，产量逐渐上升，到 1956 年油茶产量达 0.8 亿千克，比新中国成

立前的产量增加了 1倍。60 年代为发展阶段，在全国掀起了大面积营造油茶林基地

的群众运动，使昔日的荒山披上了绿色的新装。70 年代后期，油茶林垦复面积不断

扩大，产量逐步上升。进入 80 年代以后，政策落实，科技成果得到推广，油茶生

产向提高单产和综合经济效益方向发展。近几年茶油的常年产量达 1.3 亿千克以上，

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目前，全国油茶林面积比新中国成立时扩大了 50％，产量增

加了 3倍。

但是目前我国人民平均每年食油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差距仍较大。随着国

民经济的发展，对油料需求量将会有很大的增长。因此，今后食用油料生产应该在抓

草本油料的同时大力发展木本油料。如果我国油茶等主要木本油料发展到 1亿亩，每

亩产油 25～ 30 kg，总产量可达 25亿千克，就可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食油水平，改

变目前的油料生产结构。当前，提高油茶总产量的基本措施，一是靠提高单位面积的

产油量，二是靠采用新品种造林适当扩大栽培面积。因此，要对油茶实行分类经营，

使粗放经营管理转向集约经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改进榨油技术，由土榨转向机

榨、浸提，提高出油率；研发精品茶油和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由单一食用

转向综合利用，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经济效益，实现油茶生产基地化、良种化、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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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

第二节　广西油茶种植现状

一、广西油茶种植范围

广西现有的油茶林主要分布在 11 个市 75 个县，其中种植面积大于 10 万亩的县

（市、区）有 20 个，种植面积在 5万～ 10 万亩的县（市、区）有 12 个，种植面积

在 1万～ 5 万亩的县（市、区）有 13 个，种植面积小于 1万亩的县（市、区）有

30 个（详见表 1）。

表 1　广西油茶分布范围表

序号
市级

行政区
合计

主要分布县级行政区

小于 1万亩 1万～ 5 万亩 5万～ 10 万亩 大于 10 万亩

1 桂林市 12
兴安、灵川、

临桂

全州、灌阳、

资源

荔浦、永福、

恭城、阳朔
平乐、龙胜

2 柳州市 7 柳城、城中 柳江
三江、融水、

融安、鹿寨

3 百色市 12 平果
靖西、乐业、

德保
田东

右江、凌云、田

林、隆林、西林、

那坡、田阳

4 河池市 11
宜州、金城江、

都安、大化

天峨、环江、

罗城
南丹

巴马、凤山、

东兰

5 贺州市 5 钟山
昭平、八步、富

川、平桂

6 梧州市 7
万秀、蝶山、

长洲
岑溪

蒙山、藤县、

苍梧

7 来宾市 6
兴宾、忻城、

合山
象州、武宣 金秀

8 崇左市 5
大新、龙州、宁

明、凭祥、扶绥

9 钦州市 4
钦南、钦北、

灵山、浦北

10 南宁市 3
上林、横县、

宾阳

11 防城港市 3 防城、东兴 上思

合　计 75 30 13 1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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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西油茶种苗培育

1. 品种资源及良种选育

广西地处亚热带，水热条件优越，油茶种质资源丰富，自然分布种类有普通油

茶、小果油茶、广宁红花油茶、白花南山茶、西南红山茶、凹脉金花茶、薄叶金花茶、

东兴金花茶、显脉金花茶、陆川大果油茶、博白大果油茶、宛田红花油茶、南荣油

茶等。香花油茶是广西林业科学研究院于 2012 年发现的一个新品种。

广西油茶良种选育始于 1958 年，先后评选出岑溪软枝油茶等 8个优良地方、农

家品种和岑软 2号等一批高产无性系。

目前已通过国家或广西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审（认）定的油茶良种有 25 个。

2. 良种基地建设及种苗供应

“十一五”以来，广西加大了油茶良种基地建设力度，建成广西林业科学研究

院、广西林木种苗示范基地、三门江林场、桂林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等 23 个定点良

种采穗圃共 3 000 多亩，每年可提供良种无性系穗条 15 万千克共 9 000 万个优质穗

芽；建成广西林业科学研究院、广西林木种苗示范基地、三门江林场等 43 个定点油

茶繁殖圃约 4 200 亩，每年培育良种油茶无性系苗木 7 000 多万株，可满足新造 60

万亩高产油茶林的需要。

3. 种质资源收集保存

广西共建设油茶种质资源库 5处，分别在广西林业科学研究院、岑溪市软枝油

茶种子园、桂林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柳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和钦州市林业科学研究

所，面积共 406 亩，收集保存有普通油茶、香花油茶、广宁红花油茶、陆川大果油茶、

宛田红花油茶、博白大果油茶等物种、家系、无性系、优良单株共 536 份。

三、广西油茶种植基地

1. 种植基地面积

据 2009 年二类调查统计，广西油茶林面积约为 550 万亩，占全国油茶总面积的

12％，其中产前期面积 18.9 万亩，初产期面积 35.9 万亩，盛产期面积 304.4 万亩，

衰产期面积 190.8 万亩，分别占总面积的 3.4％、6.5％、55.3％、34.7％（图 1）。

2010～ 2013 年，依托中央、自治区油茶产业发展专项、农业综合开发、林业

科技推广、造林补贴等项目，广西建设高产油茶新造林基地 70.6 万亩，其中中央预

算内投资、自治区油茶产业发展专项新造林 64.4 万亩，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新造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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