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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油茶采穗圃营建技术

LY／T 1936—2011

本标准规定了油茶采穗圃营建的基本要求、建设设计、新造林采穗圃营建、大树换冠采穗硒营建、档

案建立等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油茶采穗圃建设。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13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5776造林技术规程

GB／T 16620林木育种及种子管理术语

LY／T 1328 油茶栽培技术规程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油茶oil-tea camellia

山茶属植物中种子含油率较高的、具有经济栽培价值的油用物种的总称。以普通油茶(Camellia

ole咖l-a)为主，还包括小果油茶(c．meiocarpa)、浙江红花油茶(C．如幽缸ngoz∞5d)、越南油茶(C．viet—

namensis)、腾冲红花油茶(c．reticulata)、攸县油茶(C．yuhsienensis)、广宁红花油茶(c．

semiserrata)等。

3．2

有效芽effective buds

穗条上饱满突出，萌发力强的芽体。

4采穗圃基本要求

油茶采穗圃执行GB／T 16620标准。

4．1选址要求

(1)交通方便，土壤、排灌条件好。

(2)坡面整齐、开阔，集中连片。

(3)坡度在25。以下。

4．2土壤条件

(1)pH值4．O～6．6。

(2)通气、排水、保水性能良好，石砾含量不超过20％，土层厚度80 c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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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建圃规模

每个采穗圃面积在33 350 m2(50亩)以上。

4．4建圃良种及良种配比

符合生产发展区域特点，通过国家或省级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且花期相遇、成熟期一致的良

种。每个采穗圃品种数量5个以上。

5采穗圃设计

5．1种植规划

分品种行状栽植。水平带整地要沿水平带方向排列，水平带连接完整。每2行～3行换一个品

种。绘制定制图，设立永久标识，注明良种名称或编号。

5．2辅助设施

合理科学安排排灌、道路、管理房、工具房等辅助设施。

6新造林采穗圃的营建

6．1整地

6．1．1整地时间

建圃前3个月～4个月。

6．1．2整地方式

因地制宜采取全垦整地或带垦整地方式。

(I)全垦整地

坡度小于15。的缓坡地，宜采用机械全垦整地，挖垦的深度一般30 cm以上。

(2)带垦整地

适于坡度在16。～25。的坡地。由上而下挖筑水平阶梯，阶梯坡面反坡3。～5。。阶梯内侧挖深宽各

20 cm左右的竹节沟。
～

6．1．3挖穴

采用拉线，上下左右对齐或沿水平带对齐的方式定点开穴，穴的规格为60 cm×60 cmX 50 cm。

6．1．4施基肥

结合整地每667 m2(1亩)深施复合肥75 kg或土杂肥2 000 kg，肥料在穴底与表土充分拌匀。然后

上覆土壤，形成高出地面10 cm～20 cm的小土堆。

6．2定植技术

6．2．1密度

密植建圃，一般以2mXl．5m、2mX 3m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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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苗木选择

执行LY／T 1328中嫁接苗标准，苗高30 cm以上，根系发达，无病虫害。

6．2．3定植

LY／T 1936—2011

执行LY／T 1328标准。

6．3抚育管理

6．3．1松土除草

每年两次，分别在8月前和9月～12月。栽植当年7月～9月忌植株周边松土除草。

6．3．2扶苗培蔸

结合松土除草工作，扶正倾斜倒伏的植株，在根基培土固定。

6．3．3保湿抗旱

在栽植当年的5月～9月，对植株覆草，覆草后上盖一层薄土。

6．3．4幼树定形

定植当年定杆，高度为40 cm～50 Cm，生长季对萌芽枝摘心，秋季摘除花芽。

6．3．5垦复

冬季进行，深度为15 cm～25 cm，可与施肥相结合。

6．3．6施肥

栽植后当年不施肥。次年开始结合抚育施肥。秋冬季以有机肥为主，春季以化学肥料为主，各种肥

料配合施用。采穗后追施一道采后肥，以氮肥为主。

6．3．7防治病虫害

以营林措施为主，营林措施和化学防治措施相结合，综合防治。重点防控兰翅天牛、油茶炭疽病等。

油茶采穗圃主要病虫害及防控措施参见附录A。

7大树换冠采穗圃营建

7．1 砧木林分选择与培育

选择交通方便、林相整齐、树势旺盛的林分，在前一年进行除草、施肥、松土、疏剪等抚育管理措施，

沟施复合肥1 kg／株。

7．2嫁接方法

采用切接、插皮接、撕皮嵌接等方法。同一良种成行嫁接并作标记，绘制良种分布图。

7．3接后管理

及时抹芽，注意保湿遮阴。待接芽长出并将碰到保湿袋时去袋，继续保留遮阴物，对过密枝进行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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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疏剪。9月后除去所有遮阴材料。

8档案建立

建立健全采穗圃技术档案，内容包括采穗圃面积、地形图、品系数量、品种排列定植图、营建过程等

的营建档案，种植、营林措施等管理措施档案，以及包括生产、经营许可证号、采穗时间、采穗量、调运去

向等内容的穗条生产档案。执行GB／T 15776标准。



附录A

(资料性附录)

油茶采穗圃主要病虫害及防控措施

表A．1 油茶采穗圃主要病虫害及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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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部位或
病虫害 防治方法

危害阶段

(1)加强林地管理，培土萸蛹：在蛹期，利用培土壅根，培土7 crJ2～

10 Cm，打实，使土中蛹不能羽化，或烧毁地面枯枝落叶层中的蛹，可以减

少虫口，降低危害。

(2)人工除卵和捕杀幼虫：越冬卵期结合茶籽采收，人工摘除卵块，集

茶黄毒蛾
中烧毁。利用低龄幼虫群集性强，被害状明显等特征，摘除有虫叶片，杀

Euproctis pseudoconspersa 叶部
灭幼虫。在捕杀时，注意踌护，以免毒毛刺皮肤。

(3)诱杀成虫：成虫发生期，尤其是羽化盛期，于晚19：oo～23：Oc时在
Strand

林问设置黑光灯诱杀成虫。

(4)生物防治：4月中下旬，在湿润天气应用白僵苗孢子喷雾或苏云金

杆菌粉剂防治幼虫。

(5)化学防治：3龄前可用0．2％阿维菌素2 500倍～3 OCC倍菠进行

防治，

(1)加强林地管理，杀灭幼虫：7月～9月剪除虫害枝，集中烧毁。及时

疏伐与修剪过密油茶林，保证林内通风透光。

油茶织蛾
枝

(2)诱杀成虫：成虫发生期，尤其是羽化盛期。在林问设置黑光灯诱杀

Casmara patrona Meyrick 成虫。

(3)化学防治：于初孵幼虫期和幼虫潜居卷叶危害期，用20蹦氰戊菊酯

乳油，兑水稀释进行超低容量喷雾。

(1)加强抚育管理，剪枝杀灭幼虫：抚育油茶林同时，将被害枝条齐环

痕处剪去置于笼中，待天敌飞出后烧毁。

(2)人工捕捉成虫：4月～5月成虫活动盛发期，在早晨进行人工捕杀。
黑跗眼天牛

枝干 (3)生物防治：保护和利用黄翅黑兜姬蜂Dolichomitus mclanomcrus
Chrenoma atritarsis(Pie．) ‘

tinctipcnnis等幼虫期的天敌进行生物防治。

(4)化学防治：用1％甲氨基阿维菌素乳油原液浸涂产卵痕和早期为

害槽．或在虫枝节结下部涂刷一圈，杀灭幼虫。

(1)加强林地管理，望复培土灭蛹：在秋、冬季结合复垦挖蛹，把翻出土

面的蛹直接杀死；利用培土壅根，可盖土16．5 crta～24 cm，打实，使土中

蛹不能羽化。

油茶尺蠖
(2)人工除卵和捕杀幼虫：用小刀刮除产在树枝的干阴凹面的卵，集中

Biston marginata 卧
杀灭。人工捕捉高龄幼虫。

(3)生物防治：用苏云金杆菌含孢子数o．5Xlos个／Ⅱ1L～1．0x108个／n,L
Matsumura

的菌液防治3龄～4龄幼虫；用松毛虫杆菌含孢子数0．5 X 108个／rIlL～

0．7X108个／mE的菌液防治4龄幼虫。

(4)化学防治：低龄幼虫期喷施0．2％阿维菌素、20“氰戊菊酯乳油

2 000倍～3 000倍液或鱼藤精300倍～400倍液进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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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续)

危害部位或
病虫害 防治方法

危害阶段

(1)选用抗病品种：新造林应选用抗炭疽病的高产油茶品种。

(2)加强油茶林抚育管理：结合油茶林管理，冬季清除油茶林中严重感

病的植株、集中烧毁；冬季修枝时，剪除病枝与带有病蕾、病幼果的小枝

油茶炭疽病 至病部以下5 cm处，摘除病叶、病果。刮治大枝和干部病斑，直到木质部

Calletotrichum 无变色处。刮口和刀具经o．1“升汞水或75％酒精消毒，并在伤口涂以
果实，枝，叶

gloeosporides 波尔多液保护。夏季修枝时，抹除枝干上不定芽，剪除不定芽萌条。同

Peaz 时，注意剪掉发病的新梢，摘除早期的病果和病叶。冬夏季剪除的发病

部位要带至林外深埋或烧毁；合理密度，保证林闯通风透光。

(3)化学防治：可选用1％渡尔多液加2％茶枯水等无公害杀菌剂低浓

度喷雾进行防治。

_；由茶软腐病
(1)加强油茶林抚育管理：对于密度过大的油茶林，及时整枝修剪或疏

Agaricodochium camelliae 果实，枝，叶
伐，保持林内通风透光良好；冬季清除病叶、病果，消灭越冬病原。

(2)化学防治：发病严重时，选用喷施1％波尔多液等无公害杀菌剂低
Liu，Wei et Fan

浓度喷雾进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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