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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春华秋实．适逢万物皆收的金秋时节，我们捧上一束小

果L一《永嘉名特优新稀产品简志》，愿与读者共品赏。

我县地处浙南山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

在这山明水秀的楠溪江两岸·有着丰饶的名特优产品．“乌

牛早茶"，为我国茶类中少见的早熟品种，岛四奶头山羊”，

是国内山羊中珍稀的特有品种，永嘉田鱼，历史悠久，素有

“田鱼故乡”之称I永嘉乌桕，种植面广，向有“浙南桕

库"之誉，永嘉老酒汗，东皋无核柿，上吴枇杷，荆州板

栗，楠溪杨梅，沙岗粉千⋯⋯，品质之优，久负盛名。畅销

国内外市场的竹丝盆景，黄杨木雕，武术器械⋯⋯，更是驰

誉中外，深受外商好评。

为了进一步开发我县名特优新稀产品资源，使之能跻身

子国内外市场，在省市农业区划办公室的部署下，我县农

业区划办公室于去年6月份开始，组织力量，在全县范围内

首先开展资源普查，然后撰写专题调查报告，进而整理编辑

成书。全书荟萃了我县名特优新稀产品29种，对它们的分布区

域、生态特征、品质特色、加工利用、经济效益和今后开发

前景等诸方面一一加以描述和介绍，力求将科学性和知识性

揉和在一起，以供各级领导和各有关部门参考。同时，也编

入我县一些颇有名气的工业类名优新产品，旨在提高知铝



度，以扩大对我县工业产品的影响。

我县广播站记者李盛仙同志，他多年来深入全县各地特

产区采写T13篇与本书有关的名特优产品的专访、通讯，汇

编为“特产区见闻”，与《简志》互为补充和印证，现在，

也一起奉献给读者。在编写本书过程中，得到有关单位的

多方支持，在此表示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错误之处

在所难免，谨请读者．行家批评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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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一九八七年秋



扬州慢

为《永嘉名特优新稀产品简志》题

重访楠溪，逐波流筏，好山好水魂销．过鹃

花十里，遇蝶舞香飘。天独厚，瑶台露湿，润滋

花瓣，如染鲛绡．怕行舟匆过，重来难得芳

韶．

友朋屡告，倘寻幽，莫畏山迢。看十S-峰

间，陶公洞境，终日霞缭。两岸有情杨柳，舒

长袖，轻拂清涛。慎悠悠徐步，峰回绿暗平

桥!

浙江省文联副主席

温州市文联主席
吴 军

一九八七年六／月／U7’u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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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牛早茶

乌牛早茶，是永嘉县茶树早芽良种。该品种最大的特点

是发芽早，在同等的栽培条件下，要比一般品种提前20-一30

天左右就可采摘上市。因原产地在永嘉县乌牛乡岭下村，故

称“乌牛早"o同时，又是我国茶类中少有的早熟品种。据

浙江农业大学编写的《茶树育种学》一书中载。“乌牛早原

产永嘉乌牛岭下，主要分布在该县罗溪、仁溪、乌牛、黄田等

一带山区，杭州、余杭有少量引种。’’浙江省农业厅推荐作

为省内大力推广良种之一。

目前，全县乌牛早茶种植面积为1120亩，年产茶叶(千)近

4万公斤，亩产高达100公斤。永嘉县鸟牛早栽培历史悠久，

相传大约在200多年前，罗溪乡龙头村有一村民，路经乌牛

乡岭下村时，偶见山坡上有一丛茶树生长茂盛，发芽抽梢特

别早，于是这位农民当即将此丛茶树带土回村栽植。后经多

年培育发展。现已在罗溪、仁溪乡一带普遍种植，特别是在

罗溪乡龙头、龙川、木桥、行禅和坦头等村发展很快。罗溪

乡为主要产区。

乌牛早茶，3月上旬发芽，下旬采摘，4月上旬就可以

上市，比杭州西湖龙井提早一个月上市。因而，以早抢新，

独占眷茶上市鳌头。1987年3月4日乌牛早就开始采摘I头

批新茶于3月18日抵运上海，比往年提早了22天，3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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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3月23日和3月24日，《新民晚报》、《文汇报’》先后

都作了报道，对乌牛早茶评价很高。据3月24日‘新民晚

报》题为仃乌牛早龙井争誊杯壹"报道中说： “鸟牛早茶，

是我国少见的早熟品种，其外形偏扁，色、泽嫩绿，相似龙

井，故称乌牛旱龙井<暂各>。此茶冲泡后，清香四溢i o

芽一叶犹如朵朵兰花飞舞干杯中。饮时昧醇丽甘。报道还

说，乌牛早龙井茶，每50克售价为7．3元。由此可见上海市

民对乌牛早茶的喜爱。

乌牛早除早发早采外，还具有发芽整齐，轮次鲜明，老

嫩均匀，持嫩性强，抗旱防病强等特点。早在解放前夕，罗

溪等地茶农就开始岂产“旗枪”、弋珍眉矽等乌牛早茶，以

早抢新，曾行销上海、苏州等城市。、

为了提高市场竞争能力，1985年春开始，县农业特产部

门重视了对乌串早茶的优势发挥和利用。利用它的早发早采

的特点，不仅可提早投放市场抢新，提高经济效益，而且可

用于早、中、晚熟品种的搭配，对于缓和采、制劳力和机具
也有明显作用。同时，乌牛早蒹，品种好，适应性卢，在海

拔600米以下的山地、丘陵均可栽培。该品种不仅适宜制作

驰名中外的乌牛早龙井工夫茶，而且用它制出炒宵绿茶，条

索紧细，色泽翠绿、香气醇厚，用它制出的。鸟牛早龙井”铝

茶，其特点外形色翠嫩绿，香气清亢，滋味浓醇鲜爽，汤色

清澈明亮，叶底芽头肥壮嫩绿，堪称浙南名茶之～。1987年

5月，在全省首届斗茶会上，被评为优秀名茶。近两年来，

中央、省、市、县先后拨出专款挟持发展乌牛早茶，建立名

茶基地。1986年，乌牛早巳列入中央农牧渔业部开发名茶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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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为了迅速推广这一良种，．县农业区划办于1987年开始，

组织有关单位科技人员，在罗溪进行了对该茶树的专题试验
研究。县府还在罗溪建立了县名茶开发公司。该公司致力予

推出乌牛早龙井茶，打入国外市场。该乡计划到1991年建设

速生密植乌牛早茶园2800亩，年产鸟牛早龙井茶5000担。同

时，建立茶树良种繁育站、、母穗园、：示范园和繁育苗圃，推

广短穗扦插，在．全县范围．内引种。

，4·

O李盛仙廖武)



永．嘉田鱼

永嘉县稻田养鱼有着悠久的历史。据楠溪民间的传说t

三国孙权坐天下时，先辈早就利用稻田养鱼了，这说明臣霸

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了。，据有关资料记载，永嘉县也是我周

稻田养鱼的发源地之一。
田鱼是鲤鱼的一个地方性养殖品种，田鱼习慑予稻闰中

生活，故俗称“团鱼"。团鱼经过长期在稻田中养殪F’笈之

普通鲤鱼性果驯，不爱跳跃，不易逃逸，是适合稻田养藏的

优良品种。 。，

田鱼从体色上可分巍红团鱼、乌盈鱼、自田鱼和花母鱼

(又称火柴头)等，从鳞片上可分为大鳞田鱼和细鳞毋鱼两

种。永嘉田鱼具有食性杂，适应性广，繁殖力强r成话率

高，生长迅速，肉质鲜嫩细美和营养丰富等优点。团鱼还是

药用鱼类之一，它的肉有利尿、消肿等药效。

田鱼是属杂食性、广食性鱼类，踺饲料适应范嚼r和瓣
其他生活条件要求也不严格，即使水浅，露出半个簧膂在水

痂上，它也能以腹贴泥，用两个胸鳍在田面‘‘爬行弦自如。
El鱼生长快，当年鱼苗最大个体可达l市斤。田氟熊森睫鲜
美，且大鱼小鱼其肉昧均好，I～2两的鱼就可达食舞l规

格，所以很符合在稻田里养殖短周期的小规格食用照穆要

求。田鱼龙以熏制成鱼千为佳，其色、香、瞒得雄，霸为待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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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之佳肴。

永嘉田鱼又因其体色五彩多姿，又是一种理想的观赏鱼
类，所以，入们称之为“体象鲤鱼。昧赛鲫鱼。鳞似鲥鱼，色

如金鱼”。永嘉田鱼近凡年l来滦受我省昝地欢迎，同时为外省

所引种养殖，据198§年统计，为省内外提供商品鱼苗达八千
'

多万尾_ ；。

稻田养鱼是永嘉县山区的一种传统养殖方式。稻田养鱼

好处颇多，因为稻鱼共生，鱼稻互利，群众常说{嘣稻田养

鱼鱼荞稻，稻谷增产鱼丰收。”田里的鱼又能蛤掉害虫和杂
草，松土增氧，保肥增肥，改善了水稻生长发育，促进了水

稻的有效分蘖。一般说，养鱼的比不养鱼的稻田可以增收稻

谷。成左右or稻田养鱼是集约经营，开拓立体农业的一种
好形式。稻田养鱼，、大有作为，“又是我国提倡和推广的养殖
业。稻田养鱼既是种植业，又是养殖业，种稻养鱼，．一田两

鞠。，本小莉失·是农民所乐意接受的。如果实境亩产搿千斤
稻首斤鲎打‘，～亩可以顶两笛。‘即使亩产20---,'30斤鱼，其价
值也很可观。‘

。。

。

一‘甓的兰耷全会以后，永嘉县稻田养鱼有了较大的发展，

70年代，全县田鱼年产量仅只有500担，’到1984年全县养鱼
稻田达66700亩，养鱼农户达64000多户，年产田鱼6800担，

同时出现了亩产田鱼136斤，百亩连片平均产40．95斤的高产

典型。1986年，实现年产田鱼二万担，1987年全县稻田养鱼

计划落实8,5万亩，名列全省之首，并承担省稻田养鱼推广

课题任务，为发展稻田养鱼作出新贡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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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溪江香鱼

楠溪江盛产香鱼，闻名已久。早在明朝万历箨间，．楠溪

江就开始产香鱼，据万历《温州府志》记裁，香鱼“长三四
寸；味佳而无腥，生清流，惟十月时有，与乐产少异。"
《雁山志》又载j “凡荡水所入处皆有之，荡水西流永嘉楠

溪，则自枫林、挡溪、下潭、石庙潭诸处亦有之。牡据近年
来县水产部门资源调查，大小楠溪江均有分布，尤以岩坦溪

出产的香鱼最佳。

香鱼在分类学上隶属于鲑形目胡爪鱼亚目，香鱼科。因

其脊背上有一条满是香脂的腔道，能散发出香味而得名。香

鱼体长而侧扁，头小吻尖，体被细鳞，背部灰黑，腹部银白

色，鱼肉细嫩多脂，味鲜且有香味，为上等食用鱼，是名贵

的经济鱼类，在国际市场上，享有“淡水鱼之王”的美誉。

香鱼的经济价值较高。相传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吃了

香鱼后，便将它列入进贡之佳品。香鱼“香而无腥，青色以

火焙之如黄金，可携千里。"香鱼的一生可分为海水里生和

淡水里长两个_阶段。香鱼舔食岩石上附生的藻类，可利用其

他鱼类所不能利用的饵料。香鱼庄长迅速，有“月长一寸，

秋后盈尺"之说，生殖周期短，一年性成熟，成鱼体重6～7

两，每年秋分后便聚集到咸淡水交汇处产卵繁殖，成鱼产卵

后便即死亡，仔鱼则随水流入大海。每年眷后，随着水温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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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辛是离海溯江而上，寻找溪流浅水质瘦、温度低的山间

小溪作短期定居生活。楠溪江里的香鱼，清明左右将游至鲤

溪、碧莲一带，小满时到达黄南、四JII，古历八月以后，西

风来天气转凉，香鱼又开始回流，沿江而下，九至十月为香

鱼产卵繁殖季节，二-般在石柱至沙头一带溪流之畔。所以，

捕捞香鱼多集中在沙头岭下梧田滩一带。

永嘉楠溪江也是省出产香鱼的重点之一。但由于人为的

乱捕，特别是炸药毒捕香鱼，导致香鱼资源下降。1958年溪口

乡大船头曾出现一炮炸鱼达350公斤，幼鱼损失严重。永嘉

楠溪江香鱼年产最高曾达§嘁。香鱼是名贵的经济鱼类，为
加强保护楠溪江香鱼资源，建议今后，一要加强渔政管理，

及时制止违法捕鱼，二要建立香鱼苗种繁殖场，生产苗种I

兰要开展香鱼养殖技术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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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溪江大鼋

在风景秀丽的楠溪江里，生长着一种稀有珍贵的爬行动

物一一大鼋。

鼋，读作元，是一种古老的昶行动物，亦称“绿团鱼黟。

东汉许慎在《说文》中曾说，“甲虫惟鼋最大，故宁从元，

元者大也。"鼋，因它头顶光滑，又名癞头鼋。鼋属于爬行

纲，龟鳖目，鳖群。它的体形大，一般背盘长度为40--'80厘

米，体重为15～35公斤；最大的个体似一小园桌面，体重达

100多公斤。

鼋和鳖外形相似，生活习惯也相仿，因此人们见到幼小

的鼋，往往误认为是鳖。其实鼋与鳖虽然是同科，但非同属

同种，鳖的吻突长而尖，而鼋没有吻突，头呈圆形并有疣状

突起(这是癞头鼋名称来历)，体形大。

我国对鼋的认识和研究历史已久，早在二千年前的辞书

《尔雅》中，就有对鼋的形态方面的描述。鼋分布于我国云

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缅甸、非律宾一带亦

有。然而，在今天鼋已成为罕见动物，唯有瓯江、楠溪江一

枝独秀，常见鼋踪i这是一件很荣幸的事，同时也给我们提

出了保护这一稀珍动物的任务。据资料记载，目前瓯江水系

大鼋的数量尚只有200只左右，本来瓯江有大鼋之乡的著称，

但由于人为地乱捕滥杀，导致大鼋资源的减少。1983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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