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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山区地处中亚热带北缘
,

气候温和
,

雨量充

沛
,

空气湿 润
,

光照适度
,

土城多为红黄壤呈酸性反应
,

自然肥力较高
。

本区开发利用时间较早
,

种茶历史悠

久
,

是我国茶叶主要生产基地 之一
,

亦是我国重要名茶

魂
祁红

” “

屯绿
”

产 区
。

但是
,

目前山区茶园一般单产很

低
,

亩产仅有 50 一 60 斤
,

而且这些低产茶园所占面积

很大
,

达茶园总面积 70 %左右
。

茶园低产原因是多方面

的
,

但是主要有两个因素
:

一是土坡素质太差
,

这是由

于人们在利用坡地时
,

忽视了山林区农业 生产的
“

宜

粮则粮
,

宜林则林
、

宜茶则茶
”

的基本原则
,

任意毁林

开荒
,

陡坡开垦
,

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

年复一年
,

土层

变府薄
,

肥力减退
,

破坏了土坡结构
。

二是茶园缺乏

合理的群体结构
,

茶裸稀疏
,

茶树衰老而大小不一
,

长

势差
。

既不能充分用地和充分利用光能
,

也不能发挥

土城现有的增产潜力
。

在调查总结群众生产经验基础上
,

我们在皖南欺

县斑田公社级蛤岭大队研究基点
,

进行了低产茶园改

造的试验示范
。

通过实践
,

我们认为山地茶园低产变

高产必须以水土保持为前提
,

以改土培肥为中心
.

采取

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办法
,

进行茶园更新或

补裸改园
,

修剪改树
,

改革栽培管理和采摘技术
,

才能

收到良好效果
。

蚁蛤岭大队现有茶园 1 280 亩
,

其中低产茶 园 占

7 0 %左右
。

这些低产茶园的特点是
:
顺坡耕作

,

水土流

失严重
。

据实地调查粗略估算
,

每亩坡地茶园每年水

土流失 t 至少在 10 一巧吨以上
。

因此
,

土层浅薄
,

砾石

含量达 30 一 50 %左右
.

土澳板结
,

透水性差
,

存不住水
,

保不住肥
,

以致造成土坡养分贫乏
。

在这样的条件下
,

茶园开垦种植 4一5年后
,

即出现茶根裸露现象一遇不

良气候
,

茶树极易受早
、

冻灾害
,

使茶树提前衰老
,

因

此
,

从上壤角度看
,

低产茶园改造的着眼点应放在上
、

肥
、

水三方面
,

也就是首先要为 茶树生长创造 良好的

生长条件
。

一
、

坡改梯控制水土流失

老式茶园茶棵稀疏
,

茶树大小不 一
,

茶树衰老严重

的 山坡地
,

可结合茶园更新
,

改坡地为梯 田
。

结合坡度

大小
,

因地制宜地改建为土坊或石坊梯 田
。

一般坡度

在 2 0
。

以上的坡地
,

有条件的应 尽量修石垮梯 田
,

这种

梯田的特点
,

梯垮坚固耐久
,

梯面较宽
,

土层较厚
。

控制

水土流失效果好
,

不易塌榜
。

缺点是耗工量大
、

成本

高
。

据 1 9 7 5年螟蛤岭大队石垮茶园调查
,

在一次暴雨过

程中
,

梯式石坊茶园地表径流泥沙含 量比坡地茶园少

1 0倍
,

而坡地茶园地表径流泥沙量与附近 山溪集水 「J

水样的泥沙量十分相似 (表 1 )
。

说明修建梯式茶园对

控制山坡地水土流失的重大作用
。

二
、

种植绿肥
,

复益地面
,

保土增肥

低产茶园改造采取茶园更新或者重修剪结合茶园

补缺 (棵 )等措施
,

在茶冠复盖地面 以前
,

由于茶行间隙

大
,

十分有利于间种绿肥作物
。

间种绿肥的好处是
:

绿肥复盖地面
,

保护地面
,

减缓雨水对土城的冲刷
,

减

少地表径流
,

起保持水土作用 , 绿肥复盖地面后
,

还有

调温遮荫作用
,

改善茶园小气候
,

有利茶树生
一

长 , 绿肥

掩青后
,

能适当地增加土城有机质和养分含量
,

改善
_

t

壤理化性状
,

起改土培肥作用
。

表 1 石垮梯地和坡地茶园一次攀雨后泥砂流失 t 比较
*

取 祥 地 点 石 坊 梯 地 茶 园

地表径流泥砂 含 t (克 /立 升 ) 0
。

6

坡 地 举

6
。

5

·

…
…

* 洲定 日期为 1 9 7 5年 8 月 1 9日
,

坡度为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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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幼龄茶园夏绿肥与土壤温度日变化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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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邺都.312一.281哪.290
.舀二dl勺n.n.ùó

,..

…
,曰nJ,JS内QJ臼

一333232

l·

!|一

* 观测 日期 7 月 2 8 口
。

表 3 幼龄茶园冬绿肥与土壤温度日变化的关系
*

测 沮 地 层 } 处 9 时 1 3时 1 5时 ] 8时 日 温 垫

地 表 温 度
(

。

C )

套 种若子

纯 茶 园

套种若子

纯 茶 园

1 0
。

5

1 1
。

5

1 2 。 2

14
。

0

] 1 。
0

10
。
7

12
。

1

10
。

2

6
。

2

8
。

5

1 0厘 米温度
(

。

C )

1 1
。

3 1 2
。

0 1 2
。

0 1 2
。

0

1 0
。

7 1 3
。

5 1 2
。

8 1 2
。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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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绿 肥 对 20 厘 米 土 层 理 化 性 状 影 响
*

自然含水量 PH 值 全 礴 容 t l 孔 晾 度
处 理

( % ) ( N l义C I 浸提 )

有 机 质

( % ) ( % ) ( % ) ( 克/ 厘米 s) ( % )

间种 田 普

不 种绿肥

2 3
。

l

2 1
。

0

4
。

3

4
。

4

0
。

07

0
。

0 5

0
。

04 5

0
。
04 3

1
。
1 5

1
。
2 1

5 7
。

7

5 7
。
1

全

ùn甘J任ù匀任̀

:
* 系 田 普掩青后三 个月取样测定 结果

。

从表2
、
3可以看出

,

茶园间种绿肥对遮荫调温的效

果与茶园复草相似
,

纯茶园日温差变化大
,

间种绿肥

后 日温差变化小
,

使茶园变得冬暖夏凉
,

提高茶树抗早

防冻能力
。

如夏季绿肥 田著对更新后的幼龄茶园起到

遮荫屏的作用
,

中午1 1时
,

地表温度比纯茶园低 7
.

7℃
,

比复草也低 0
.

9℃ , 10 厘米土层温度则比 纯 茶 园 低
2

.

8℃
,

比复草低 1
.

0℃
。

冬季绿肥曹子早晨 6 时地表

温度比纯茶园高 0
.

5℃
,

10 厘米土层温度则高 2 ℃
。

从表 4 看出
:

由于绿肥复盖地面的调 温 调 湿 作

用
,

减少了地面水分蒸发
,

因此
,

土壤水分含量也相

应提高2
.

1%
,

绿肥掩青后
,

土壤容重降低
,

孔隙度增

大
,

有机质含最增加
,

养分含量也相应提高
。

三
、

深挖深施盆施农家肥
,

活化土层

茶树是多年生深根采叶作物
,

要求深厚疏松的土

层
,

有机质含量较高
,

养分丰富的土壤环境
。

但是
,

目

前皖南山区不少山地茶园土壤都不具备这 些 基 本 条

件
。

必须采取深挖结合重施有机肥料
,

加速有机质快

速积累
,

活化土层
,

才能使这些低产衰老茶 园 复 壮 树

势
,

争取持续高产稳产
。

如果对低产衰老茶园更新
,

则可在种植前在种植

行开沟吊槽
,

要求沟宽 2
.

5 尺
、

沟深 1~ 1
.

5 尺
。

种植

前未进行深挖的应在定植后 1~ 2年补挖
。

进行重修剪

的衰老茶园
,

可在剪后于当年十至十一月安排深挖
,

深挖位置应离开茶树主根七寸 以外进行
。

深挖必须结

合深施重施有机肥料
,

才能达到深挖改土目的
。

从表

5 可 以看出深挖结合深施重施玉米杆青草垫圈肥 的
,

茶树生长迅速
,

长势良好
,

株高达 37 厘米
,

年长 新 梢

16 厘米
,

根深达36 厘米
。

侧根多而重
,

茶幅大 , 而对照

区则植株矮小
,

茶幅只有 30 厘米
,

年长新梢仅 12 厘米
,

根系入土浅
,

根系显著减少
。

深挖疏松了土层
,

改变了

土壤剖面的构造
。

深挖结合重施有机肥
,

巩固了深挖

的效果
,

改善土壤通气透水性 , 改善了土坡水分和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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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深挖重施有机肥对幼龄茶树生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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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深施有机肥为玉 米青草垫圈肥 1 0 0担 /亩
。

表 6

下…
土 层 深 度

(厘米 )

深挖重施有机肥与土壤理化性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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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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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 2 .

6

1 : 2 1

l : 2 5

1 : 2 3

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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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6 看出
,

深挖种植的土坡容重降低
,

孔隙

度增大
。

特别是大孔隙增加较多
,

从而改变了大小孔

隙比例
,

这有利于渗水
、

蓄水
、

透气
,

有利于养分保蓄和

供应
,

为茶树生长创造了良好的土壤环境
,

使土壤水
、

肥
、

气
、

热比较协调
。

四
、

补裸改目
、

修剪改树和合理施肥

茶树是多年生采叶作物
,

有顶端生长优势的特点
,

有枝条发育的老幼变化
。

茶树衰老首先从树冠面开始
·

然后向下发展
,

越近顶端
,

发育阶段越老
,

分生组织

衰老越重
。

在气候条件突然变坏
,

土壤环境条件变劣

时
,

茶树衰老加剧
,

甚至引起茶棵死亡
,

造成缺棵
,

产量

下降
。

因此
,

低产衰老茶园的改造
,

必须把改土和改树

紧密结合
,

才能达到改园的目的
。

近几年来
,

我省在改造衰老茶园方面
,

取得了一定

进展
。

但是
,

目前在推广重修剪为中心的技术措施中
,

也出现了一些间题
。

有些社队由于没有正确理解和掌

握这一技术
,

只抓修剪
,

不注意改土培肥和合理施肥
,

甚至茶园化肥转移 , 有的仍沿用
“

一把将
”

和
“

留顶养

膝
,

的采茶方法 , 有的在改造后的茶园继续进 行 双重

和多重套种粮食作物
,

造成茶粮争地
、

争肥
、

争水
、

争光

的矛盾
,

致使衰老茶园改造达不到预期效果
,

甚至很

多社队造成减产
。

补棵是为了合理密植
,

充分利用光能与土地的增

产潜力
。

修剪改树是利用茶树的再生能力
,

复壮树势
,

扩大采摘面
,

提高茶园复盖度
。

重修剪后的茶树
,

萌

发出很多新枝
,

对肥水要求更高
,

必须十分注意追施速

效性氮磷化肥
,

以适应新枝条茁壮生长的需要
。

一般

坡地茶园在重修剪后
,

在茶树上方开沟条施氮素化肥

40 ~ 60 斤 /亩
,

过磷酸钙40 斤
。

如改用农家肥
,

则以腐

熟后的饼肥或粪水为宜
。

为了保证茶园达到增产目的
,

还必须傲好茶园管

理和采摘技术
。

茶园重修剪前后
,

正值高温多雨杂草

丛生季节
,

应及时清除杂草
,

特别应注意茶叶蝉为害

茶树新梢
。

改树后 1一 2年
,

要注意培养树势
,

进行春

除杂草
,

夏锄保水
、

秋挖改土
、

冬培护根
,

做到采养结

合
。

在新的高产稳产树冠尚未形成以前
,

头年应 以养

为主
,

进行轻采摘顶
,

摘高留低
,

抑强扶弱
,

促进分枝
,

扩大树冠
。

第二年春茶留二叶
,

夏茶留一叶
。

第三年

可按一般采茶法采摘
。

据娱蛤岭大队新建生产队 1 9 7 5年春茶后进行重修

剪的低产茶园改造观察
,

面积二亩
,

剪后每亩迫施尿素

40 斤 /亩
,

冬季深挖结合沟施玉米桔垫 圈肥 5 0。。斤 /亩
,

第二年冬套种若子时结合施用磷肥 50 斤 /亩
,

以后每年

按春茶70 %
,

夏茶30 % 比例迫施氮 素 化 肥 60 斤 /亩
。

1 9 7 7年亩产干茶161 斤
,

其中春茶亩产 105 斤
,

夏茶亩

产 5 6斤 , 1 0 7 5年亩产干茶 1 7 5斤 /亩
,

其中春茶 1 3 0斤
,

夏茶由于严重千早
,

亩产仅45 斤
。

这片茶园未改前亩产

仅 5。一 60 斤左右
。

据1 97了年春茶采摘前测定
,

.

改造后的

茶园复盖度达 85 一 90 %
,

新梢长度平均为 8
.

9 厘米
,

百

芽重达61 克
,

而尚未改造的茶园 (指同片邻近茶园 ) 复

1 74



盖度只有切一5 % 0
,

新梢长仅 3
.

8厘米
,

百芽重仅31
.

9

克
。

而且改造后的茶园茶树抗寒能力增强
,

据 1 9了6和

1 97 7两年调查
,

凡改造后的茶园均未受冻害
,

而一般坡

地茶园在 1 9 7 6年受冻面积达 15 %
,

1 9 7 7年达 40 %
,

使

茶叶产量受到严重影响
。

四年的体会是
:
山地坡地低产茶园改造必须把改

土培肥和改树改园紧密结合
,

而改土
、

培肥是改造低产

衰老茶园的重要措施
。

坡地改梯 田要解决水上保持问

题
,

这是史新衰老茶园建设新茶园的丛础
。

深挖增肥
。

解决土壤培肥问题
,

种植绿肥解决有机肥料来源
,

还

兼有保持水土
、

改善茶园小气候的作用
,

三者互相联

系
,

互相促进
,

加速茶园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性状的改

善
,

提高土壤肥力
,

为茶树生长发育创造物质基础
。

但

是
,

这些措施必须和补棵改园
、

修剪改树相配合
,

使茶

园形成合理的群体结构
,

才能提高光能利用率和充分

发挥土壤的增产潜力
,

达到高产稳产 目的
。

太湖地区水稻土的质地及其调节
,

邓 时 琴 徐 梦 熊

(中闪 科学院南京土 吸研究所 )

土壤颖粒是组成上壤的重要物质基础
。

它们的组

合比例即土壤质地
,

可影响土壤的物理
、

化学
、

生物化

学及物理化学等性质
。

因此
,

土壤质地是土壤的重要

农业性状之一
。

水稻的根系有 80 % 以上都是集中在距地 表 20 厘

米以内的土层中
,

无疑
,

耕层的质地是否良好极为重

要〔幻
。

但是
,

适宜种植水稻的土壤
,

不仅要有一定的

保水保肥能力
,

还要有适当的渗漏性
。

因此
,

不仅要有

良好的耕层质地
,

也要求有 良好的质地剖面
。

土壤质地的特点
,

主要决定于成土母质类型及其

特点
,

但也受人类耕作
、

施肥等措施的彤响
。

一
、

耕层的报粒组成及质地

太湖地 区主要类型水稻土的颗粒组成
,

由于多发

育湖积物
,

所以
,

它们的质地是
“
大同小异

”
(表 1 )

。

所谓
“

大同
” ,

即按我国暂拟土壤质地分类
,

耕层质地

多属粉土
,

个别为粘壤土 (按苏联卡钦斯荃分类属重

壤土或轻粘土
,

个别为中壤土 ) , 所谓
“

小异
” ,

即由

于 土攘成土过程及耕作
、

施肥等措施的不问
,

各粒级

的分配有所差异
。

分布在高平田地区的白土
,

粗粉粒

(0
.

05 一。
.

01 毫米 ) 含量略高
,

一般为朽一 50 %
,

而枯

图 t ` 1上位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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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主要类型水稻土剖面的颗粒组成

* 本 文承姚资 良
、

程云 生 同志提 出宝贵意见 ; 文 内部分资料承姚贤 良
、

于 德芬
、

赵沉生
、

程云生
、

林长英
、

周正 度
、

赵诚斋
、

陈家坊
、

丁昌次等同志提供
。
在此一并致 谢

。

17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