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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高级工程师参加部分调查工作,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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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吉白茶( Camel lia sinensis ( L inn. ) cv. anj ibaicha)是我国目前发现的珍稀茶种之一, 茶

叶中氨基酸含量高达 6. 29%, 几乎是普通绿茶的 2～3倍
[ 1]
,并具有特殊浓郁的香味,因此具

有极高的开发利用价值。它原产于浙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海拔 800 m 左右的湿润山区,仅保

存有一株母树, 经本所与浙江省安吉县林科所等单位合作, 通过全光照嫩枝扦插和组织培养,

解决了造林材料问题, 又在浙西北低山平地试种获得了成功, 开始有规模地扩大种植。在安吉

白茶种植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早春易受冻害,春末夏初的白叶期易受日灼伤害,这与安吉白

茶引种地和原产地的生境存在较大差异有关。本试验的目的是试图通过人工营林措施有目的

地创造适合安吉白茶正常生长发育的生境,使之保持优良品质和丰产稳产。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概况

浙江省安吉县林科所地处天目山北麓的浙西北低山丘陵区与浙北平原的过渡区, 30°30′

N, 119°57 E, 海拔 38 m ,年均温 15. 5℃,年降水量 1 350 mm ,土壤为黄红壤, pH 值为 5. 5, 肥

力中等。安吉县历年和 1997年的气温状况见表 1。

表 1　安吉县历年和 1997 年的气温状况 ℃

项　目 历年
1 9 9 7年

1月 2月 3月 5月 6月 7月 8月

平均气温 15. 5 3. 2 5. 8 11. 6 22. 4 24. 9 27. 0 27. 2

最高气温 40. 8 18. 7 20. 2 26. 3 35. 9 38. 3 38. 3 35. 3

最低气温 - 17. 4 - 7. 9 - 5. 1 1. 3 7. 7 13. 6 20. 9 21. 2

1. 2　试验材料

选择 1993年春新营建和改建的经营管理状况良好、立地条件一致、坡度平缓的 4种林-茶

模式林,即山玉兰(Magnol ia delav ay i Franch. ) + 安吉白茶、银杏( G inkgo biloba L. ) + 安吉白

茶、桂花( Osmanthus f ragrans Lour. ) + 安吉白茶、湿地松( Pinus ell iott ii Engelm. ) + 安吉白



茶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前 3种模式是新营建的,间种树木的苗龄均为 3年生, 间种密度均为3. 6

m×5 m ;第 4种模式是由 15年生的湿地松成林改造而来,间种密度为 5. 0 m×6. 0 m。上述 4

种林分种植时安吉白茶苗龄均为 2年生,种植密度为 0. 3 m×1. 2 m。调查时安吉白茶丛平均

高 45 cm ,平均冠幅 30 cm ;桂花、山玉兰、银杏和湿地松的平均树高分别为 2. 7、2. 2、2. 0、15. 0

m, 平均冠幅分别为 2. 5 、1. 4、1. 0、2. 2 m。

1. 3　调查方法

于 1997年 2月 27日(早春)和 5月 26日(初夏)分别对 4种林-茶模式林中的安吉白茶嫩

芽的冻伤和灼伤程度进行抽样调查, 并根据每株安吉白茶嫩芽的受害状况进行分级记录。在选

择的白茶林中,采用机械抽样法设置调查小区, 每种模式林各选择 4个(灼伤调查为 3个)调查

小区。每小区面积为0. 5 m×1. 0 m,每小区包含 3丛安吉白茶植株,由 4名调查人员同时开展

调查。安吉白茶嫩芽受危害程度划分标准如下:

0级( P 1) :嫩芽或新叶的芽头、叶缘、叶尖和叶面上无任何枯黄症状;

1级( P 2) :嫩芽或新叶的芽头、或叶缘、或叶尖呈线状枯黄;

2级( P 3) :嫩芽或新叶 1/ 4～1/ 5枯黄, 叶缘或叶尖有轻度卷曲;

3级( P 4) :嫩芽或新叶 1/ 3以上枯黄,叶缘或叶尖严重卷曲。

1. 4　数据整理

根据安吉白茶嫩芽受伤害程度的分级调查资料, 按下式进行单株冻伤指数 I f 和灼伤指数

I b的计算:

I f= nip i/ ni

I b= mip i / m i

式中: I f——单株安吉白茶的冻伤指数; ni——单株安吉白茶嫩芽各级冻伤的个数; p i——各级

的代表值; mi——单株安吉白茶嫩芽各级灼伤的个数; I b——单株安吉白茶的灼伤指数; i分别

为 1、2、3和 4。然后计算各小区的平均冻伤指数和灼伤指数, 并用双因素方差分析法
[ 2]
对 4种

林-茶模式的防护效果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林-茶间种模式对安吉白茶嫩芽萌发的影响

不同类型树种组成的上层林冠在不同的生长季节对安吉白茶萌发嫩芽数的影响是不同的

(见表 2)。在早春, 以桂花林内安吉白茶萌发嫩芽数最多, 山玉兰林内次之,银杏林内再次之,

以湿地松林内最少;前 3种模式林对安吉白茶新芽萌发的影响在统计学上无明显的差异,但湿

地松林与桂花林却有明显的差异。在初夏,以银杏林内安吉白茶萌发嫩芽数最多,山玉兰林内

次之,桂花林内再次之, 以湿地松林内最少, 其中前 2种模式林与后 2种模式林对安吉白茶新

芽萌发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不管是春季还是夏季,湿地松都对安吉白茶

的新芽和嫩枝生长起抑制作用, 并且影响很明显,这与湿地松+ 安吉白茶模式林是从湿地松成

林改造而来,上层林木已处于郁闭阶段(透光率仅 70% )有密切关系。因为湿地松林郁闭后,使

林内直射光照减少,影响了早春和初夏林内温度的提高, 抑制了新芽的萌发和嫩枝的生长。而

桂花、山玉兰和银杏 3种树种因其树龄小,树冠不大,故在早春对安吉白茶新芽的萌发影响不

大;但在初夏,桂花因其树冠枝叶茂密,对其周围的安吉白茶萌芽有明显的影响,而山玉兰和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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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虽然已长出新叶,但枝叶比较稀疏,且叶子较小,故对其周围的安吉白茶萌芽无明显的影响。

表 2　不同间种模式在不同季节对安吉白茶新芽萌发的影响

季　　节 模 式类 型
　　　　　　　新芽萌发数/ (个·株- 1)　　　　　　 　　显著水平　　

区组Ⅰ 区组Ⅱ 区组Ⅲ 区组Ⅳ 平均 0. 05 0. 01

早　春

初　夏

桂　花+ 安吉白茶 42. 7 59. 7 65. 3 69. 0 59. 2 a A

山玉兰+ 安吉白茶 49. 7 74. 7 49. 7 33. 3 51. 9 a AB

银　杏+ 安吉白茶 38. 7 47. 7 45. 7 38. 7 42. 7 ab AB

湿地松+ 安吉白茶 18. 3 25. 0 30. 0 39. 0 28. 1 b B

银　杏+ 安吉白茶 1 225. 0 1 112. 0 1 169. 0 - 1 168. 7 a A

山玉兰+ 安吉白茶 1 173. 0 920. 0 1 010. 0 - 1 034. 3 ab AB

桂　花+ 安吉白茶 871. 0 940. 0 906. 0 - 905. 7 b AB

湿地松+ 安吉白茶 899. 0 812. 0 837. 0 - 849. 3 b B

　

2. 2　不同林-茶间种模式对安吉白茶嫩芽的防冻害效果

林冠层对林下植被有防护作用。在冬季,上层林冠的生长状况对提高林内最低温度有明显

的影响。从试验的 4种林-茶间种模式林对安吉白茶嫩芽的防冻害效果看(见表 3) , 安吉白茶

林间种一定密度的桂花树可以明显提高安吉白茶林分抗冻害的能力,其冻伤指数最低,仅为

0. 38;而安吉白茶林间种山玉兰、湿地松和银杏 3种树种的林分其抗冻害的效果不明显,其中

以银杏+ 安吉白茶林的抗冻害效果最差,其冻伤指数高达 0. 71。上述结果与早春时节各种林

冠的生长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此时桂花树冠枝叶茂密,且林冠不高, 能充分发挥防护效益;

湿地松林虽然也具有枝叶茂密的林冠, 但因其太高反而降低了对林下矮小的安吉白茶丛的防

护功能;而山玉兰和银杏因是落叶树种, 此时新叶还未萌发,故对林下安吉白茶无明显的防冻

效果。

表 3　早春不同间种模式安吉白茶林嫩芽受冻害调查

模式 类型
冻　伤　指　数

区组Ⅰ 区组Ⅱ 区组Ⅲ 区组Ⅳ 平均

未冻伤

比例/ %

显著 水 平

0. 05 0. 01

银　杏+ 安吉白茶 0. 89 0. 75 0. 66 0. 55 0. 71 48. 9 a A

湿地松+ 安吉白茶 0. 78 0. 66 0. 52 0. 40 0. 59 60. 9 a AB

山玉兰+ 安吉白茶 0. 52 0. 44 0. 51 0. 69 0. 54 56. 4 ab AB

桂　花+ 安吉白茶 0. 30 0. 46 0. 45 0. 30 0. 38 73. 1 b B

2. 3　不同林-茶间种模式对安吉白茶嫩芽的防日灼效果

林冠层的生长情况不仅影响林内的最低温度,而且还影响林下植被对直射光照的吸收。一

般安吉白茶林间种树木后, 林内光照强度可减低 20%～30% [ 3] , 并且根据乔木类型的差异, 散

射辐射构成了总辐射量的 45%～90%
[ 4, 5]
。安吉白茶是从海拔 800 m 的山上逐步驯化引种到

丘陵坡地的, 它需要较高的湿度和较少的直射光照。在初夏时节安吉白茶嫩芽刚刚展叶,此时

很容易受到强烈的直射光照的灼伤。从试验的4种林-茶间种模式林对初夏安吉白茶嫩芽的防

日灼效果看(见表 4) ,以湿地松+ 安吉白茶林的防日灼效果最佳,其灼伤指数仅为 0. 045;桂花

-安吉白茶林次之; 山玉兰+ 安吉白茶林再次之; 银杏+ 安吉白茶林的防灼伤效果最差, 其灼伤

指数为 0. 316。上述 4种模式林对安吉白茶的防日灼效果在统计意义上有明显的差异,也符合

安吉白茶自身的生长特性, 因为 19年生湿地松林林冠基本郁闭,林下安吉白茶吸收的光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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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射光为主, 故安吉白茶嫩芽在初夏时受到直射光灼伤很轻; 桂花+ 安吉白茶和山玉兰+ 安吉

白茶这 2种模式林,虽然此时林分还没有郁闭, 但其枝叶生长茂密,冠幅较大,故对林下的安吉

白茶有一定的防灼伤能力; 而银杏+ 安吉白茶林不仅林分没有郁闭, 而且银杏自身的冠幅较

小,故对其周围和林下的安吉白茶无明显的防灼伤能力。

表 4　初夏不同间种模式安吉白茶林嫩芽和新叶受日灼危害调查

模式 类型　　
灼　伤　指　数

区组Ⅰ 区组Ⅱ 区组Ⅲ 平均

未灼伤

比例/ %

显著水平

0. 05 0. 01

银　杏+ 安吉白茶 0. 313 0. 336 0. 299 0. 316 55. 3 a A

山玉兰+ 安吉白茶 0. 253 0. 216 0. 198 0. 222 66. 7 b AB

桂　花+ 安吉白茶 0. 223 0. 146 0. 198 0. 189 79. 8 b B

湿地松+ 安吉白茶 0. 058 0. 038 0. 039 0. 045 91. 0 　c C

3　小　结

　　( 1)安吉白茶林中不论间种何种树木, 不论其树冠生长状况如何, 都对安吉白茶新芽的萌

发和嫩枝的生长起抑制作用,其中以枝叶茂密的常绿树种起的抑制作用最大。

( 2)安吉白茶林中间种树冠较低的枝叶茂密的常绿树种, 不仅可以明显提高林内的最低温

度,有利于安吉白茶新芽逾越早春的寒害,而且还可以减少林内的直射光照, 有利于减少初夏

日灼对安吉白茶的危害。试验结果表明,选用桂花作为安吉白茶林的间种树种是合适的,因为

尽管其抑制安吉白茶新芽萌发和嫩枝生长的作用很明显,但能大幅度提高安吉白茶新芽不受

春寒和日灼伤害的比例,有利于提高安吉白茶林的茶叶质量和产量。

( 3)安吉白茶是一个温度敏感突变体,在每年春夏之交, 日平均气温超过 17～19 ℃,安吉

白茶叶子因叶绿素含量增加较快而使白叶开始复绿,日平均气温达到 23 ℃时, 叶子完全复

绿
[ 6]
。在安吉白茶丛周围间种一定密度的常绿树种, 可延迟初夏安吉白茶叶子复绿的温度阀值

的到来,延长早春至初夏安吉白茶叶色返白阶段的时间, 有利于提高安吉白茶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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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Gr ow th of Anjibaicha ( Camel lia sinensis cv. anj ibaicha) plantat ion in the four

kinds o f ag roforest ry models o f Anjibaicha intercropping w ith t rees has been invest igated r e-

spect iv ely in February and M ay of 1997 in the For est Research Inst itute of Anji County , Zhe-

jiang Province. The resul t indicates that although it has restrained to spr out the amount o f

buds of Anjibaicha t ree, the agr ofo rest ry models o f A njibaicha intercropping w ith sw eet-

scented o smanthus ( Osmanthus f ragrans) , an everg reen tree species w ith thick branches and

leaves and low and small crow n, can not only great ly r educe the damage propo rt ion of tender

sprouts and new leaves suffered f rom early spring chill and sunlight burn in early summer

during the w hite leaf stage of Anjibacha, but also prov ide with favourable condit ions for pro-

longing the time of it s albescent stag e in spring. T hus, it becomes possible to obtain higher

and stabler y ields of Anjibaicha plantat ion.

　　Key words　tea plant intercr opping w ith t rees; A njibaicha; shelter func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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