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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浙江红山茶大树裸根移栽方法初探


张苏州　　蒋　明
（深圳市中国科学院仙湖植物园，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０４）

摘要　由于生境破坏、用于薪材而遭受砍伐以及因园林用途而被盗挖或断枝采果等因素，浙江红山茶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ｏｌｅｏｓａ）野生资源正迅速减少，已接近濒危，因而对其进行抢救性挖掘以及迁地保护显得尤
为重要。该项目对野生浙江红山茶大树成功进行裸根移栽，为今后浙江红山茶大树裸根移栽及园林应用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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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红山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ｃｈｅｋｉａｎｇｏｌｅｏｓａ）又名浙江红花油茶，在我国已有广泛的栽培，是重要的食用油料树
种之一。该树种花大、色彩浓，并且植株之间花色浓度变异很大，色素最深的植株其红色非常鲜艳。日本早

期进行的浙江红山茶与山茶（Ｃ．ｊａｐｏｎｉｃａ）的杂交育种获得了花色非常红艳的杂交种单株。同时，该树种具
有较强的抗寒性和适应性，能够长成树姿漂亮的小乔木。因此，浙江红山茶在园林绿化的应用上有广阔的前

景，是一个值得推广种植的树种［１］。

通过对浙江红山茶野生种质资源的调查发现，该种主要集中分布在武夷山系和怀玉山系，分布范围与

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资源普查资料中记载的面积相比有所缩小，数量也在减少，野生种群密度不高，个体种
群较小，呈零星分布，多为３～５株生长在一起，大片分布极为少见。其主要威胁因素为山体开发利用和用于
薪材而被砍伐，部分资源因园林用途而被整株挖掘或者断枝采果等［２］。目前，浙江红山茶野生资源正在迅

速减少，接近濒危［３］，１９９４年被列为浙江省珍稀濒危植物［４］，１９９６年被列为福建省级重点保护植物［５］。因

此，对该物种进行抢救性挖掘以及迁地保护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然而，关于浙江红山茶的大树移栽方法鲜

见报道，一般多为油茶大桩移栽后嫁接。本研究从２０１２年开始通过对３０～５０ａ生野生浙江红山茶大树进
行裸根移栽，以探讨其成功移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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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移栽地点及树种来源

移栽地点在广东省深圳市仙湖植物园管理处苗圃基地。深圳位于东经１１３°４６′～１１４°３７′，北纬２２°２７′～
２２°５２′，平均海拔７０～１２０ｍ，年平均气温２２．４℃，最高气温３６．６℃，最低气温１．４℃；年平均降雨量为
１９４８．６ｍｍ，土壤为微酸性赤红壤。移栽的野生浙江红山茶大树来自浙江省丽水市野外。

２　移栽时间的选择

选取恰当的移栽时间是提高大树移栽成活率的关键。浙江红山茶是常绿小乔木，在技术措施保证的情

况下，一年四季均可移栽，但以每年秋冬季（植株休眠期）至翌年春季花谢萌芽前为最适宜的时期，因为此时

气温较低，植株处于半休眠状态，根系、枝叶的生理活动较弱，树液流动缓慢，树体水分蒸发也较少。同时，树

干的韧皮部积累了大量营养，能满足移栽时受损伤根系和枝叶的恢复［６］。

由于本次引种的野生浙江红山茶原产地丽水的物候期［７］与深圳相比，有将近１个月的差距，所以，本研
究将移栽的时间提前到了每年的１１—１２月，充分利用本地每年１１月至次年２月气温低于地温的短暂的一
个季度，为移栽的大树根部伤口愈合创造有利时机。

３　移栽植株在原生地的处理

３．１　移栽植株的选择
选取地径１５～２０ｃｍ的３０～５０ａ生健康状况良好的野生浙江红山茶，并要求树形外观饱满、圆整，花果

量适中，主干明显而通直，分枝均匀合理。

３．２　起树的方法
３．２．１　截冠　由于植株衳根移栽会折断大部分根系，为保持树体生命活动的平衡，提高成活率，必须对植株
进行截冠。截冠时仅保留植株基本的主干，分枝留高２．２～２．５ｍ，中下部小分枝叶片尽量保留，以维系基本
的光合和蒸腾能力。

３．２．２　断根　根据植株的立地条件，对主根和侧根一次性截断，留根长度为地径的５～６倍，也可稍留余量
以备下山后的处理，幼小细根和须根则尽量保留。对于立地条件较好、土壤深厚的植株，可保留少量护心土。

断根时应使用锋利工具截断树根，避免使用锄、铲直接斩断，以获得平整光滑的截口，减少对植株根系的损

伤。

３．３　包装下山
下山前，用藓苔对植株根部进行保湿，并用棉布包裹缠绕树干，尽可能避免摔碰，保护好树皮。

４　移栽植物的定植

４．１　定植前处理
４．１．１　枝干、根部的截口与伤口处理　当植株运抵栽培场所后，需对树体的所有伤口进行二次处理。根部
和枝干部位大的截口须重新裁截。一个锋利光滑的伤口，更有利于新根的萌发和枝干的愈合，因而在裁截时

应尽可能使伤口光滑平整。为了确保操作的方便可靠，对大的伤口，可使用电动工具（磨机和链锯）进行裁

截，减少破皮和撕裂等因素对伤口愈合的影响。新截后的枝干伤口，应用伤口消毒愈合剂进行封口处理，以

减少枝干伤口的蒸腾量，有利于伤口的愈合。

４．１．２　树体消毒除害　为减少病虫害对移栽成活率的影响，需对树体进行全面检查，检查对象重点为蛀干
害虫、蚁穴、蚧壳虫类和真菌。若发现蛀干害虫，必须使用利器钩杀或使用内吸式农药堵塞虫孔薰杀；若树体

发现蚧壳虫类或真菌菌斑，则需对树体进行清刷后使用广谱杀菌剂喷撒全树消毒（如多菌灵或 ０．６７～
１．００ｇ／Ｌ的甲基托布津液）。
４．１．３　根部蘸浆保护　树根部进行蘸浆处理，是提高衳根移栽成活率的一项重要措施。经过蘸浆保护后的
植株树根与栽培基质之间形成了一层有效的保护膜，避免植株在栽培过程中因浇水不均匀、基质填充不充

分、树体轻微摇晃等因素产生“脱壳”的现象（树体与基质间产生间隙）。本研究采用的蘸浆配方为：ｐＨ值为
５．５～６．０的洁净深层红粘土与１ｇ／ＬＡＢＴ生根粉液混合为含水量９０％的稀薄泥浆；均匀刷涂植株根系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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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部位，切口部位必须刷涂严密，保留２～３ｃｍ厚度，晾干３０ｍｉｎ后备植。
４．１．４　树体包膜　保持移栽植株树干的湿润，是保证移栽植株成活至关重要的因素。树体包膜是保证树干
表皮湿度和温度维持良好状态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本研究选用宽度为２０ｃｍ、厚度为０．０２ｍｍ的透明
聚乙烯保鲜膜，对树干进行充分缠绕，仅保留细枝和叶片不包膜。

４．２　定植
４．２．１　定植环境的选择　定植环境宜选择东南向光线充足、无高大遮蔽物的平整场地，土壤深厚肥沃，无多
年生杂草和地下害虫，交通便利，水源通畅。场地选择好后，需设立棚架并铺设遮荫网，遮荫度为４０％ ～
７０％，具体可根据季节需要而变换。
４．２．２　栽培基质的选择　浙江红山茶分布地的基岩多为花岗岩，部分为砾岩和石灰砂岩，微酸性黄壤和红
壤分布居多［２］。本研究选用了６０％的深层红壤土、３０％优质泥炭土和１０％的洁净粗河砂，均匀搅拌并稍加
晾晒，含水量控制在４０％～５０％。
４．２．３　定植方法与注意事项　浙江红山茶大树的新生幼根不耐水湿，对基质的通透性要求较高，为避免在
发根初期因栽培基质含水量长时间过高导致烂根，本研究采用了控根育苗器高围土栽培的方式种植。控根

育苗器的直径控制在保留根盘直径的１．５～１．８倍即可，深度宜控制在控根育苗器直径的５０％左右。保持
栽培基质适度的容量，就能较好地解决定植初期含水量与通透性之间的矛盾。定植过程中必须保证栽培基

质与根系之间紧密结合，保留２～３ｃｍ水口后浇足定根水，并对树体加以支撑固定，确保树体牢固不摇晃。

５　定植后的养护管理

５．１　光照与湿度的管理
由于定植初期尚处在深圳市的初冬季节，光照强度与时间均处于全年最弱的水平，可选用遮光度为

４０％的遮荫网稍加遮蔽。移栽植株的主干及大枝经过包膜后，树体的湿度得以保障，暴露在外的细小枝叶，
则需保持每天至少５次的喷雾保湿，以维持叶片的活力，保证基本的光合作用。进入５月份后，深圳气温可
升至３０℃以上，日照强烈，此时需将遮荫网更换为遮光度７０％。对于新抽生的枝条、幼叶和拆膜后的树干，
需在晴天时保持每天至少３次以上的喷雾保湿，直至立秋后新枝新叶发育充分后，减少为晴天每天２次的喷
雾保湿。

５．２　土壤与水肥的管理
定植初期的树体还处在休眠期，树液流动缓慢，截冠、截根后的蒸腾作用与吸收能力均大幅下降，此时仅

需将基质的含水量控制并维持在７０％～７５％，每隔７～１０ｄ充分浇水１次即可。雨季来临后，杂草生长迅
猛，可选择晴天进行除草，并对表层土壤进行松土透水，操作时不可震动树体。待新枝抽出１５～２０ｃｍ长、每
枝上平均长出２～３枚完整叶片后，可结合日常的喷雾保湿工作，进行根外追肥，选用０．５０ｇ／Ｌ尿素、０．６７
ｇ／Ｌ磷酸二氢钾液，每隔３ｄ交替喷施１次，直至１１月下旬进入休眠期为止。下山第一年，移栽大树的新生
根系还十分幼嫩，大部份还处于肉质根系的状态，并且山茶根系对肥料的反应比较敏感，所以第一年不作根

部施肥。

５．３　病虫害的防治
在植株出芽后，应密切关注以防止病虫害发生。根据文献报道，病害以山茶炭疽病（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ｔｒｉｃｈｕｍ

ｇｌｏｅｏｓｐｅｒｉｏｉｄｅｓ）、软腐病（Ａｇａｒｉｃｏｄｏｃｈｉｕｍｃａｍｅｌｌｉａ）为普遍发生优势病害，以茶苞病（Ｅｘｏｂａｓｉｄｉｕｍｇｒａｃｉｌｅ）和栗
寄生（Ｋｏｒｔｈａｌｓｅｌｌ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为局部发生优势病害；枝干害虫以茶枝镰蛾（Ｃａｓｍａｒａｐａｔｒｏｎａ）和茶细蛾（Ｃａｌｏｐｔｉｌ
ｉａｔｈｅｉｖｏｒａ）为主要虫害，果实害虫以油茶象甲（Ｃｕｒｃｕｌｉｏ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为优势虫害，叶部害虫以叶甲类（Ｃｈｒｙｓｏｍｅｌ
ｉｄａｅ）、鳞翅目卷叶蛾类（Ｔｏｒｔｒｉｃｉｄａｅ）和假眼小绿叶蝉（Ｅｍｐｏａｓｃａｖｉｔｉｓ）为优势虫害［８］。病虫害的防治，需以预

防为主，勤检查，早发现，及时采取措施，保护好新叶和嫩枝。

６　结论

浙江红山茶大树冠幅较大、树体重，移栽难度较大，对移栽技术有较高的要求，为确保大树移栽的成活率

和成活后的生长势，应设法采取各项有效措施，确保移栽过程中每一道技术环节都能认真做好。本研究移栽

的十几株野生浙江红山茶大树已在引种地深圳顺利生长２个生长周期，并且部分植株也于２０１４年１月少量
开花，可以初步确定为成活。本研究采用的野生浙江红山茶移栽方法可在华南地区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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