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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腾冲红花油茶栽培与籽油制取技术》全面介绍了腾冲红花油茶科研与生产的最新成果及其相关
实用技术，是腾冲红花油茶油用栽培利用方面的第一本专业著作。
其内容包括腾冲红花油茶资源分布、经济价值、栽培利用历史与产业现状、生物学特性、育种技术、
丰产栽培技术、低效林改造技术、有害生物及其防治技术、采收及商品化处理技术等。
本书可供从事油茶科研、教学、生产、经营和管理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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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佳聪，男，1966年10月生，云南腾冲县人，高级工程师，云南省第11批创新人才培养对象，享受云
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989年毕业于西南林业大学经济林专业，同年进入保山市林业技术推广总站工作，在林业生产一线从
事经济林栽培技术研究与推广20余年。
主持实施国家级跨区域重点林业技术推广项目1项、省级林业技术推广项目5项，参与实施“十一五”
国家科技支撑课题1项、推广项目1项、云南省重点新产品开发计划项目1项。
作为项目主要完成人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保山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保山市技术发明一等
奖1项，获国家发明专利3项。
在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9篇，主编出版技术专著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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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观赏价值 腾冲红花油茶在自然界中长期异花授粉杂交，其植株形态、染色体
倍性、花、果、叶具有多样性特征。
其中，以花的变异最为丰富明显、利用价值较高和利用历史最为悠久。
以观赏为目的进行栽培时，腾冲红花油茶称为云南山茶花。
云南山茶花已有1300余年的栽培历史，自隋、唐开始，宋、元、明以后逐渐兴盛，至20世纪中后期成
为昆明市市花及世界名花。
其因花朵硕大、花色艳丽、花型优美、花期持久、枝繁叶茂、四季常绿及品种丰富，深受人们喜爱，
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腾冲红花油茶的观赏利用价值，是一本厚重的书卷。
在翻阅和欣赏以单株或小面积庭院栽培重瓣、半重瓣观赏型的篇章后，即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结合油用栽培产业发展，选育栽培1～3个花大、花色艳丽的油用及观赏兼用良种，科学规划在交通、
地形条件、土壤条件较好的适宜区域连片种植，是快速提升产业价值，打造重量级旅游景区，为当代
及子孙造福的、好的产业发展途径之一。
 三、蜜源利用价值 腾冲红花油茶是难得的、很好的蜜源植物，其花开放时会分泌一种蜜蜂等昆虫十
分喜爱的蜜露，是蜜蜂采食的理想蜜源。
据原腾冲县腾冲红花油茶研究所测定，腾冲红花油茶单花可分泌此种蜜露0.15～0.30 mL。
腾冲红花油茶实生林分的花期长达180～220天，其中1～2月为腾冲红花油茶集中开放期，此时其他蜜
源植物花类开放较少，是蜜蜂养殖业难得的树种。
其花含花白苷、花色苷，有凉血止血作用，可治便秘、肠胃出血、子宫出血及烧伤、烫伤等。
 四、生态价值 腾冲红花油茶为深根性常绿乔木树种，是耐瘠薄、油质优异的木本油料植物，在其适
生区生态经济林建设中有重要地位，具有良好的防风固沙效果和较强的吸附硫化气体能力，是生态效
益极好的树种。
腾冲红花油茶种植后，受益期长达百年，甚至几百年，树龄超过百年的腾冲红花油茶植株广布其产区
。
腾冲红花油茶萌发再生能力极强，具有较强的耐荫蔽生长能力。
调查发现，即使经过多次砍伐或大砍大烧，腾冲红花油茶仍然能从基部重新萌发并能迅速生长形成新
的植株，并可以作为下层木长期生长繁衍。
事实上，大部分的腾冲红花油茶天然林就是与其他高大乔木为伍并作为下层木长期生衍繁殖的；大量
保存完整的原始天然林及自然更新的次生腾冲红花油茶林分说明其天然更新能力极强，生态防护功能
极佳。
 一、腾冲红花油茶产业现状与存在问题 1.种植规模小。
经营水平低。
效益差 腾冲红花油茶具有超过700年的油用栽培利用历史。
其在20世纪60～70年代曾有大规模种植，面积一度超过2.7万hm。
。
由于当时采用直播造林，而且采种母树未经过人工选优，加上抚育管理粗放等原因，导致品种良莠不
齐、产量低、见效慢，其盛果期平均每公顷干籽产量仅108kg（折合粗油27kg），群众经营积极性大受
挫折，大量林分处于放任失管状态，面积逐渐减少，到2006年年底保存面积仅0.2万hm2。
 2008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都十分重视油茶产业的发展，再次掀起了腾冲红花油茶的造林高潮。
到2010年年底人工林面积已迅速恢复至约4万hm2。
但由于群众科技增收的意识差、能力弱，集约化栽培水平仍然较低。
其一，多采用当年生实生苗造林，苗木规格小、质量差，良种化率极低；其二，整地改土及种植措施
不规范，多小规格穴状整地、极少施农家肥改土，多雨季种植、种植环节技术有待提高；其三，经营
管理意识差、水平低，轻管或失管现象十分突出。
导致造林成活率、保存率较低，产业基地建设成效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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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加工技术落后，产业链短，综合利用研发不足 当前腾冲红花油茶产业链的发展主要集中在种植环节
，产业链短，产业化经营水平低。
群众对腾冲红花油茶的认识多停留在粗油产品及庭院观赏花卉阶段。
群众仍沿用几百年前的土法加工设备及技术榨取茶油，加工技术落后，加工效率极低；加工环节没有
规模化、规范化的加工企业参与，更没有形成知名品牌及龙头企业；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市场
销售空间较窄，产业效益没有充分体现。
虽然经过长期的食用实践证明腾冲红花油茶籽油品质优良，有辅助治疗肠胃病、冻疮、美容等奇效，
但由于科技支撑不到位，没有科学数据基础，无法开展相关产品的广告宣传，从而限制了产业效益的
发挥和产业规模的扩大。
科技研发滞后，导致综合利用处于空白，至今尚未开展与根、茎、花、果壳、籽枯等相关的系列产品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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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腾冲红花油茶栽培与籽油制取技术》是作者在总结利用上述研究成果，广泛调查腾冲红花油茶原生
林分布区、走访腾冲红花油茶传统栽培区，吸取生产实践经验及总结传统栽培技术的基础上编著而成
，可供从事油茶科研、教学、生产、经营和管理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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