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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豫南大别山区栽培茶树历史悠久
,

茶农在茶园管理和茶叶生产上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栽

培技术
。

但是
,

随着茶园面积不断扩大
,

加之管理粗放和掠夺式经营
,

致使一些茶园形成
“

未

老先衰
” ,

经济效益下降
。

针对上述 问题
,

笔者 自1987 年开展了坡地茶园蓄水保土增产技术

与效益试验研究
。

该项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
: 1

.

间作绿肥生物护坎保土 技术 , 2
.

多条密

植更新改造技术
。

试验结果表明
:

在坡地茶园采取多条密植更新改造技术和间作绿肥护坎保

土技术措施
,

均取得了显著的水土保持效益
、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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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南大别山区栽培茶树历史悠久
,
早在 1 2 0 0年前群众 已有生产茶叶的传统

,

并创造了一 系列

茶叶加工工艺
。

建国以来
,
茶叶生产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高度重视

,
茶园面积不断扩大

,

茶

叶产量也在逐年提高
。

如商城县
,
全县 21 个乡 (镇 ) 已有 16 个乡 (镇 ) 52 个村

,
发 展 了 茶 叶生

产
,
茶园面积由解放初期的 600 亩

,

发展到现在的 6万亩
,
采摘面积由300 亩扩大到 15 000 亩

,
茶

叶产量由5 o 00 k g 上升到 20 万 k g
,

特别是
“ 七五

”
期间

, 县委
、

县政府对茶叶生产进 行 了一系

列的改革
,
对茶叶生产经营实行国家

、

集体
、

个人一齐上的管理办法
。

成立了专门机构
,
负责资

源开发
,
收集技术信息

,
新产品研制等一整套服务体系

,
实行生产

、

收购
、

加工
、

储运
、

销售系

列化经营
。

为开发利用大别山区优势资源
,
发展山区农村经济

,
建立一乡一业

,
一村一 品的支柱

产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商城县茶园大部分是 70 年代人工建园
,
在建园过程中

,
由于投有严格的按照科学规律办事

,

不顾及当地的地质
、

土壤
、

地形等 自然条件
,
片面的强调梯连梯

,
片连片

,
路连路

,
把 250 以上

.

的陡坡
,
缺少表土 的劣质地垦筑梯地或抽槽建园 ; 茶园缺少排灌系统工程

,
雨季水土流失

,
梯地

崩塌
,
早季无水源灌溉

。

而且
, 随着茶园生产

,
除草

、

垦复
,
土坎梯地茶树大部分 已 位 移 到地

边
,
根部裸露

,
茶树干枯

,
茶叶减产

。

加之管理粗放和掠夺性经营
,
茶园形成 未老先衰

,
经济效

益逐年下降
,
曾一度出现毁茶改粮现象

。

针对茶园经营生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我们从 1 9 8 7年开始立题论证

, 经批准开展了 《坡地茶

园蓄水保土增产技术与效益试验研究》
。

一
、

试验区概况

试验点位于河南省商城县南部汪岗乡蔡湾茶场
。

土壤为花岗片麻岩风化层
,
土质为砂壤土

。

土壤厚度 2 0~ 68 e m 之间
, P H值在 5

.

0~ 5
.

5之间
,
海拔高度为 1 2 5~ 1 4 4

.

5 m之间
,
为 浅 山 丘陵

区
。

地理位置东经 1 15
”

20
尹 ,
北纬 31

0

4 2, ,
据有关资料表明

:

试验区多年平均降雨量 1 2 2 5
.

4 m功 ,

多年平均气温 15
.

5 ℃,
平均无霜期 2 23 天

,
试验区茶园为人工培植梯地茶园

,
茶龄为 15 年生

,
根

系因茶农套种作物耕作
,
大部分位移到地埂边缘

,
有 10 % ~ 30 %根系不 同程度裸露

。

年茶叶平均

亩产量只有 14
.

5 k g
。

为了探讨坡地茶园防治水土流失的技术措施和更新改造低产茶园 的 技 术措
·

施和方法
,
自1 9 8 7年以来我们确定了试验区进行试验研究

。

试验研究内容主要有
: l

。

多条密植
更新改造试验研究 ; 2

.

间作绿肥护坎保土试验研究
。

共设 3 个试验区 (包括对照区 )
。

在试验
-

区内修建径流场
,
安装雨量筒

。

观测每次降雨冲刷的水土流失量
,

以及不同改造技术的蓄水
、

保

土
、

增产效益
。

各试验区基本情况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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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茶 园试验小区基本情况统计

面 积 试验密度}土层厚度
试验项 目 间种作物 管理情况

旧值 P

(年 ) (亩 ) (丛 / 亩 ) ( e m )

树 冠

( C m )

分枝密度

( m
Z )

多条密植 5110 0 x 80

间作绿
肥护坎

1 5

15

35 ~ 60

5 3~ 60

2 0 tw 6 8

oee s
。

oea s
。

0 ~ 5
。

5 {10 0 x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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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试验内容及方法

(一 ) 间作绿肥生物护坎试验 主要试验研究茶树根系位移到埂外边的治理措施
夕
在试验布

设中
,

从两个方面加强茶园的保护利用
。

一方面保护地坎土壤不再向下流失
,

在坎上种植速生牧草
,

如首稽
、

沙打旺
、

三叶草等
, 利用牧草固持表土 ; 另一方面

,
在梯地内分季节种植产量高

、

肥效
`

明显 的豆科类作物
,
增加土壤肥力

,
提高茶园单位面积产量

。

即夏季种植绿豆
,

秋季种植紫云英或

豌豆等
。

因茶园一年要进行 3 次施肥
,
第 l 次 2 ~ 3 月施尿素作催芽肥

;
第 2 次在 5 ~ 6 月施夏

肥
,
结合种植绿肥植物

,
绿豆开花时压青

,

同时播种紫云英
,
紫云英早播

,
在入冻前授盖茶林地

面
;
第 3 次施基肥

,

结合春季压青
,

能够较快的提高茶园土壤肥力
,
促进茶树生长

,
并在梯地 内

挖 0
.

3 m 的排水沟
,
排泄水平梯地及梯坎以内控制面积的径流量

,

保护下面梯地不受冲刷
。

(二 ) 多条密植更新改造试验 主要研究茶树位移到埂外边的改造措施
,
除对现有的茶树保

护 以外 (固坎
,
排水方法和护坎试验区相同 )

,
在梯地内重新栽植茶树

, 现有茶园 梯 地 宽 度在

1
.

5一 2
.

2 m左右
, 可因地制宜地栽植 1 ~ 2 行新茶树

,

进行密植培育
, 3年后新栽植 的茶树开始

采茶
,

单位面积产最逐年上升
。

在播栽新茶时
,

进行抽槽整地规格 0
.

6m X O
.

4 m
,

长 度 因 地而

定
。

重新栽植茶苗株行 距为 3 3 e m x 2 6 e m
,

每亩 3 3 3 3丛
,

侮亩成苗 6 0 0 0~ 9 0 0 0株
。

按新 播 栽的

茶园设计要求
,
同时播种绿肥及牧草

夕
结合施肥压青

,

直到茶树合理密植为止
。

对比试验区主要是观测茶园的水土流失量及生物产量
,

作为分析效益的对比 资料
。

三
、

试验结果分析

(一 ) 水土保持效益 在坡地茶园上采取多条密植更新 改造技术和间作绿肥护坎保土技术措

施
, 经过 1 9 8 8一 1 9 9 0年连续 3 年的实测资料表明

:

多条密植更新改造试验区 ( l 号区 ) 与对照区

( 3 号区 )相比削减径流量为 3 1
.

3 %~ 84
.

8 %
,

减少土壤侵蚀量 2 5
.

6 % ~ 88
.

9 % ;
间作绿肥护坎保

:

生试验区 ( 2 号区 ) 与对照区相比
,
削减径流量为 30

.

1%一 82
.

2%
,

减少土壤侵蚀量为 30
.

0% ~

7 3
.

4%
。

由此说明
,

两种措施与对照区相比
,

在 同一降雨量
夕 月

.

降雨强度相 同条件下
,
都具有明

显的蓄水保土效益
。

如
: 一9 8 9年 6 月 2 6日降雨量 5 2

.

5 m m , 平均降雨强 度 i o
.

g m m / h
,

多条密

植更新改造区与对照区相 比
,
削减径流量 5 5

.

7 % ,
减少土壤侵蚀量 25

.

6% ,

伺 作绿肥护坎保土区

与对 照区相比
,
削减径流量 68

.

0%
,
减少土壤侵蚀量 50

.

1%
。

逐次测验结果详见表 2
,

表 3
。

由表 3 测验结果表明
:

多条密植更新改造试验区与对照区相比
,
年削减 径 流 量 为 60

.

1%一

, 5
.

5% ,
减少土壤侵蚀量 24

.

3% 一 50
.

3%
。

间作绿肥护坎保土试验区与对照 区相比
, 年削减径流

贫 6 6
.

6% ~ 7 8
.

4% ,
减少土壤侵蚀量为 28

.

9 %一 69
.

6 %
。

由此可以看出
,

在实施坡地茶园技术改



第5 期 李日生等
:

坡地茶园蓄水保土增产技术试验研究 4 1

表 2 坡地茶园试验区径 流泥沙测定

时

(年
、

间

}
降雨 ”

月
、

日 ) )( m m)

径流量 ( m
“
/ km

Z)

l号区 2 号 区 3 号 区

1削减径 流量

一华拜
: 赞

} 1 量比 !2 誉比

}3 号 }3 号

土壤侵蚀址 ( t / km
“ )

} l号 区

2 号 ,、

1
3号 .:

}削减
二匕坡 倪蚀

}址华井洲
{ 1号

.

比 12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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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号 区为多条密植更新改造 区 ; 2 号区为间作绿肥护坎区 ; 3 号 区为对 J阳亥

表 3 茶园试验区年水保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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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
丫区植被孤盖率

:

工菩区为85 %
,

2 号 区为 75 %
,

3 号 区为 60 %

造两项措施中
,

其蓄水保土效益十分明显
。

(二 ) 生态效益 1
.

改善土壤条件
,
提高土壤肥力

。

茶树在生长过程 中
,
受立地条件的彤

响和采摘茶 l}卜的影 响
,

致使茶园林地土壤痔薄
夕

肥力低
,

一直是影 响茶 11
一

卜产址 的决定因素
。

除正

常的茶园施肥外
,
在茶园内种植优质牧草和绿肥作物

夕

通过深翻压青后
,
改善了土壤结构

,
提高

了土擎肥力
。

测验结果见表 4
。

由表 4 表明
:

1 9 8 8年至 1 9 8 9年为试验措施布设阶段
,

肥力效果试

验区与对照区相比
,

肥力效果不很明显
。

经过 2 年的种植绿 )!巴作物压青改 良土壤
,

多条密植试验

区和间作绿肥护坎保土试验区
, 无论是在土壤有机质

、

土壤全氮含量等方面均有明显增加
。

2
.

笋
;

加茶树种植密度
,
提高茶园单位面积产量

。

更新改造老茶园采用多条密植种植新茶是达到稳产

高产的途径之一
。

从 目前老茶园的经营情 况来看
,

在茶园梯地上多数是一条带绕山转 的 栽 培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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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坡地茶园试验区土壤肥力分析表

有 机 质 (g/ kg ) 氮 (g/ kg )

年份 (年)

1 号区 2粤区 3号 区1 号区 2号 区 3号 区

1 98 8

1 98 9

2
。

34

3
。

6 9

4
。

05 4
。

6 0

4
。

8 7 5
。

48

0
。

6 3 9

0
。

4 2 0

0
。

1 32

0
。

3 00

1 9 9 09
。

8 9 9
.

6 2 5
。

97 0
。

8 2 5 0
。

7 6 9

0
。

481

0
。

25 0

0
。

58 4

法
,
同时也是导致茶园单位面积产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

在老茶园采用多条密植种植新茶
,
培育

新的密植高产茶园
,
更新老茶园

,
既不减少单位面积产量

, 又能逐步用新茶园取代老茶园
。

新茶

园丰产后
,
老茶园既保持土壤

, 又能增加部分经济收入
. ,

方法是在茶园的水平梯地内
,
每一块梯

,

地密植 1 ~ 3 行新茶
,
株行 3 c5 m 冽 oc m ,

每穴播茶籽 10 ~ 20 粒
。

进行壮苗培育
,
种籽播种后出

苗率 90 % 以上
,
当年成活率达 85 % ,

且 长势良好
。

多条密植更新老茶园能够提高茶园茶树菠盖度
.

3 0% 以上
,
增加单位面积茶叶产量 50 %

,
由于茶树是密植栽培

,
根

、

茎
、

叶生长旺盛
,
对增加茶

·

叶单位面积产量有着一定的作用
。

3
.

茶园间作绿肥生物护坎作用明显
。

土坎梯地茶园由于梯坎

表面土受风
、

雨
、

冻融交替的侵蚀作用
,
梯坎倒塌土壤流失十分严重

,
从而加剧了茶园的土壤侵

蚀量
。

加之每年梯坎清除杂草刮去表土致使茶树根系裸露
,
影响茶树的生长和产量

。

采用生物防

治技术
,
在梯坎上因地制宜种植红三叶

、

白三叶等优质牧草绿肥护坎
,
增加梯坎植被夜盖度

,

通

过植物的根
、

茎
、

叶的防治作用
,
使茶园行间和梯坎上形成了厚厚的覆盖层

,
大大减缓了表土流

失
,
有效地控制了茶园梯坎的土壤流失量

, 以及梯坎崩塌现象
,
提高茶园植被率 20 % 以上

。

(三 ) 经济
、

社会效益 参照 《水利经济计算规范》 对坡地茶园进行技术改造后经济效益费

用 比
、

净效益
、

经济内部回收率
、

投资回收年限等技术指标
,
进行分析计算

,
结果见表 5

。

表 5 茶园试验区经济效益分析

年份 ! 多条密植试验区 }间作绿肥护坎试验区 } 对照区
多条密植区与
对照区相 比

间作绿肥护坎
区与对照区相
比

多 条衍植区
与间作绿肥
护坎区相比

(年 )
( k g ) ( k g )

亩净
效益
(元 ) ( k g ) ( k g )

亩净
效益
(元 )

总
产

( k g )

亩
产

( k g )

亩净
效益
(元 )
裹魏东

净

雏
增

( % ) ( % ) }( % )

亩产净
效益增
加 (% )

I亩增

I产
}(% )

亩产净
效益增
加 (% )

ǔ田产总产亩产总产

198 8 1 6 3
.

5 52
.

7 4 2 5

a s
.

6 1 15
.

。
1
4 5

.

6 4

5 3
.

2 {26
。

0 8 40
.

9

198 9 2 2 7
。

8 73
。

5 7 28
。

2

2 44
.

5 7 8
.

9 8 2 3
。

4

7 3
.

3 28
。

7 19 6
.

8

8 7
。

0 34
。

5 28 6
.

9 1 13
.

0 15 3
.

8
,

6 5
。

5 74 1
.

1 }28
.

72 4 5
。

8
,

1 9 9 0

17 8
.

0 4 1
.

8 3 0 1
.

6

24 3
。

5 5 7
.

1 4 9 9
.

6

28 9
.

2 6 7
。

9 6 4 2
.

6 9 0
。

5 3 5
。

9 3 19
。

1 ` , g
·

” ` 58
·

` {8。
·

“
0`

·

4 16
.

20 2 8
.

1

1
.

多条密植试验区与对照 区相比
, 1 988年增产 83

.

6% ,
净效益增加 115

.

9% ; 1 9 89年 增 产

11 3 % ,
亩产净效益增加 153

.

8%
, 1 9 9 0年增产 1 19

.

8%
,
亩产净效益增加 158

.

08 % ,
益 本 比 :

静

态 1 : 1
。

2 6,
动态 1 : 1

.

2 6
。

2
.

间作绿肥护坎试验区与对照区相比
, 1 98 8年增产45

.

64 % ,
亩产

.

净 效 益 增 加 53
.

2%
,

1 9 8 9年增产 6 5
.

5% ,
亩产效益增加74

.

1% , 1 9 9 0年增产 89
.

1%
,
亩产净效益增 加 1 0 1

.

4%
。

益 本

比:
静态 i : i ,

动态 1 : 0
.

9 7
。

1 988年以来
,
我们在开展试验研究的同时

,
加强了技术推广工作

。

对商城县已开 采 的 3
.

8万

亩低产坡地茶园分期进行了技术改造
,
在技术推广过程中

,
我们结合小流域综合治理

,
在官贩汽

(下转 第4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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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河县发展石坎桑生悉经济效益显著

校对养蚕大户进行重点培训
,
对蚕农进行实用技术培训

。

林特局抽调全部林业技术人 员 深入 基
层

,
开展技术服务

。

对参加技术指导 的业务干部
,
实行按小班包乡

、

包村的办法
,
林特局与其签

订技术承包责任书
,
将完成任务情况作为本人考核业务技能和职称评定晋升的依据

。

(四 ) 制定和完善政策 主要是保护和发展桑树资源 的政策 ; 资金
、

物资扶持政策 , 严格执
行国家茧价政策

,
并实行保护价收购

,
利润返还 , 鼓励科技人员进行技术承包的政策

。

哪炸 、 , ` 熟哪炸、哪卿 、州炸
、
哪尽、

神
, 炸、 , ` 卜对 , 嘴挤

、

, 妇 、甲炸
、
, ` 卜喇 , 喇卿

`
昭尽

、
叼必卜甲炸

、

尹
甲尽

、

沪
嘟尽

、
, 娜、 洲 , 喇户哪炸

、

矽 , 喇 , 心炸 、吧炸
、
哪炸

.

甲 , , , 喇 , 哪炸、 , 乒
、

喇 , . , 咐 , 创阶创 ,

(上接第11 页 )

盖沙黄土赤状丘陵亚区措施配置
:
农 田布局按照川

、

台
、

沟
、

滩顺序
,
封沟打 坝

,
引 洪漫

地
,
淤滩造田

,
提高农田防洪标准

。

利用荒坡
、

荒滩
、

沟岔
、

沟滩
、

营造放牧林
、

薪炭林
、

经济
林 , 沟缘

、

沟头
、

沟坡
、

田边
、

路旁
、

营造防护林
。

片沙黄土梁状丘陵亚区措施配置
:
该区地势缓平

, 以梁为主
,
梁坡地面积大

,
局部 授 盖

·

片

沙
,
人工植被较好

。

沟炯塌地片沙区
,
采取人工造林或飞播种草固沙

,
大梁塌地修建人造小平原 , 引水上山

,

发
展小片水地

,
人工种草更新荒地

,
支毛沟兴修淤地坝

, 主沟道布设骨千拦泥坝
,
前期蓄水

,
发展

:

沟台水浇地
。

梁赤黄土丘陵亚区措施配置
:
在沟头

、

沟坡
、

沟底布设三道防线区 , ( l ) 沟头设置生物圃

埂防护带 , ( 2 ) 沟坡种植牧草
,
防止冲刷 , ( 3 ) 沟底修造谷坊

、

坝捻
,
巩固侵蚀基点

,
防治

沟蚀
,
有条件的地方建造小水库

,
解决人畜饮水

,
发展小型水利

。

黄河沿岸区
,
发展红枣经济林及护岸

、

防冲林
。

峪炸、 哈炸 甲尽、 甲 , 甲 , 澎炸、 沼尽 嗯 ` 叭吧娜 , 咐 , 吧尽 、侧 , 哪炸
、 尺术。 艰民咪 , 阅乏, 、 心尽 , 乒

、
峪灼、哪挤

、
昭弥、 矽 , , 咬卜尽 , 哪弥、 甲 , , 炸

、
昭炸

、
褚妇

、

, 灼
、
甲尽

、

喇 , 州 , 喇 , , 尽
、

明灼喇 , 艰 , 喇 , 咐 ,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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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铺等 5 条小流域逐步推行
。

改低产茶园为多条密植丰产茶园 2 00 0亩
,
改间作绿肥护坎保 土老

茶园复壮面积 6 0 00 亩
,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经过 3 年的改造

,
每年取得直 接 经

济效益 2 40 万元
,
初步控制茶园水土流失面积 6

.

34 k m “ ,
每年 减 少 茶 园 泥 沙 流 失 量 24 808 ~

30 8 9 6 t
,
减少氮肥流失 1 200 k g ,

减少清淤投劳 10 0 00 个工 日 ,
每年可节约资金 3 万 元

。

加之

减少沙压农 田粮食增产
,
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加显著

。

四
、

结 语

通过对坡地茶园实施多条密植更新改造和间作绿肥护坎保土措施
,
取得 了显著的生态效益

、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这一试验研究成果的推广及应用
,
对改善豫南山区乃至大别山区的茶园经

营管理和加速茶叶生产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 同时也提高了茶叶生产技术

,
增长 了知识

, 调动了

科学种茶
、

管茶
、

采茶的积极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