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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gh-vielding plantation for Oil-tung

1 总则

11 本标准适用于国营、集体及个人接受国家计划营造的油桐丰产林。

1.2 油桐在植物分类学上属大戟科(Euphorbiaceae)，油桐属(V ernicia )。在这一属中我国作为工业油

料树种栽培的有油桐(V. fordii Hemsl)和千年桐〔V. montana(Lour)Wils),

2 丰产林指标

21 本指标适用于全国各油桐产区。

2.2 产量指标(纯林)

2.2.1 幼林丰产指标

    幼林标准:油桐是1̂-4年生，千年桐是1-5年生。

    油桐和千年桐幼林面积10亩以上。油桐3年生普遍结果，亩产桐油2̂ 3 kg,4年生亩产桐油7 kg

以上。千年桐3年亩产桐油3-4 kg,4年生亩产桐油7 kg以上。

2.2.2 成林丰产指标

成林丰产亩产桐油指标如表1所示。

                            表 1 成林丰产亩产桐油指标

面积，亩 油桐,kg/亩 千年桐，kg/亩

10- 30 30̂ 23 33̂ -27

30- 60 26-20 30̂ 24

> 60 22- 15 25̂ -20

    注:大小年产量变化的幅度 40%-45%,

2.3 产量计算方法

    丰产林测产的计产面积可按总面积的20%分层随机抽样，推算总产量。

    每loo kg鲜果出油:丛生果类按5. 5 kg换算;单生果类按6. 0 kg换算。

2.4 质量指标

2.4.1 果实

    采收的果实要求充分成熟，气干果出籽率50%以上(千年桐45%)，全干桐仁含油率60%以上(干

年桐5500)0
2.4.2 桐油

    桐油质量分级标准见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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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桐油质量分级标准表

二 级

色 泽 浅黄色透明，无异味 黄色，微浊，无异味

折光指数

  (25C)
1. 516 8-1.520 0 1. 516 8-1. 520 0

酸 价 <2 <6

碘 价 163̂ -173 163̂ 173

皂化价 190- 195 190̂ -195

杂 质 夏0.1% <0.2%

注 ①二级为中级标准。

    ② 一级及二级均不含A型痴油

3 油桐栽培区划

3.1 油桐分布范围
    油桐分布范围是指能完成其生命周期的适生区。我国油桐分布界线是:北纬22015'-34040'，东经

99040'~  121030'。包括川、黔、湘、鄂、桂、陕、滇、豫、浙、赣、闽、皖、粤、苏、甘等15个省区。

    在油桐栽培分布区的范围内，包括亚热带的北、中、南三个气候带。油桐栽培可划分为中心栽培区、

主要栽培区和边缘栽培区。

3.2 中心栽培区
    油桐中心栽培区处于中亚热带的中段，自然条件优越，它的大体界线是:北纬26045'-31035';东经

107010'-111030'。包括川东南，鄂西南，湘西北和黔西北四省交界毗邻的地方。

3.3 主要栽培区
    油桐主要栽培区在中亚热带，它的大体界限是:北纬23045' -33010';东经101050'-119058'。包括贵

州、湖南、湖北、江西的全部;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的南部;广东、广西、福建的北部;浙江的西部;四川东

部和云南的东北部。

    国家发展油桐丰产林应安排在中心栽培区和主要栽培区。

3.4 边缘栽培区
    油桐边缘栽培区主要是在北缘，包括甘、皖、苏的南部。边缘栽培区不宜大面积的发展油桐丰产林，

只能在某一些局部的适宜区栽培。

3.5 千年桐分布及栽培区域
    千年桐分布较南，形成有一定数量商品生产的则局限于北纬28。以南，年平均气温在16℃以上，极

端最低气温不低于一6C。
    地理位置上是浙南、赣南、闽西和闽南、桂南和桂北的南部、粤西和粤中、海南岛的琼中，台湾省也有

栽培。

      千年桐适宜于海拔500 m以F的丘陵、平地，不宜在山地栽培。

4.、

良种选择

  油桐优良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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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选用本地优良品种(农家品种、类型)为主。各省(区)品种见附录Bo

4.2 油桐(干年桐)优树标准

    结果多、产量稳定。按树冠乘积，每平方米树冠两年平均产鲜果1. 25 kg以上(千年桐不少于40个
果/m' )，小米桐小年产量不低于大年产量的40%-45%，大米桐类不低于70 ，千年桐不低于60%;

    气干果出籽率55%以上(千年桐45%以上)，全于桐仁含油率60%以上(千年桐55%以上);

    树形端正，生长发育正常。雌雄花比例1:15以下(千年桐为纯雌株)。

    树龄 6̂ 10年生壮龄树(对年桐3-4年，千年桐 8̂-15年);

    丛生果实的丛生果序占50%以上(千年桐 70%以上)，结果枝占枝条数的 70%以上(单生类型占

80%以卜)。

4. 3 良种繁育技术

4.3.1 油桐种子园

    选择已鉴定的优良家系或无性系分别建立实生或无性系种子园。每一个种子园应保持10个以上家

系或无性系。

    杂交种子园为双系。

    种子园应具有对外界花粉的隔离条件，每亩种子园要求每年生产优质种子90̂-120 kg,
4. 3.2 油桐(千年桐)采穗圃

    采穗圃应分建原种圃和生产圃两级。原种圃的任务是保护原种不使混杂、退化变劣。生产圃的任务

是向生产单位提供优良接穗。采用1年生优树嫁接苗造林。栽植密度，油桐2.0mX2.5m，千年桐
2.5mX2.5m或3.0mX3.0ma

    采穗树的树体管理。采穗树的培育目的为多发枝(芽)，树体整成鹿角桩式，主干高50̂-70 cm，一级

侧枝4-6条，长度40̂-50 cm;二级侧枝在每条一级侧枝上保留5-6条，长度15̂-20 cm。三级以上侧

枝为采穗枝，所留的数量根据经营的水肥条件而定。

    采穗后至萌动前，应对母树进行修剪，二级枝留茬长不应超过20 cm，三级枝留茬不超过10 cm。枯

枝、纤细枝均应剪去。

    春季嫁接所采的穗条是去年生枝。为保持穗条养分，接穗可在萌动前采集用湿沙贮藏，供4-5月嫁

接用。

    秋季嫁接则采当年生枝条。采穗强度不能超过穗条总数的70%.

    采集接穗要求随采随接。

    外运采穗要水培1-2小时，使穗条组织充水，然后进行降温保湿包装寄运。从采穗包装、寄运到目

的地进行嫁接，这一过程春天必须10-15天，秋天7天以内完成，否则影响成活。

    优良穗芽标准:

    a. 年龄在一年生以内，已充分木质化;

    b. 径粗1. 5-2. 0 cm(千年桐2 cm左右)，不大于3. 5 cm;

          芽眼茁壮。

5 丰产林培育技术

5.1 林地选择

    根据当地自然条件特点，分别按表3要求选择最适宜培育油桐丰产林的宜林地。

    在自然界，立地因子是交叉出现的，但要注意掌握海拔高、坡位、土层厚度3个主导立地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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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油桐(千年桐)立地因子等级划分表

立地因子
立地因子等级

1 2 3 4

海拔高.m 300̂ 400 400 600 600̂ -700 >700

坡位 坡底 下部 中部 上部

坡向 阳坡 半阳坡 阳坡一半阳坡 阳坡~半阴坡

坡度 < 15 15- 20 20̂ 25 > 25

土层厚度,cm
> 90

(厚) 70̂-90(̀.) 60-70A) 40̂60(RX)

黑土层厚度,cm
>25

(厚) 20̂-25(1p) 10-20Ow )
  < 10

(极薄)

土壤湿度 湿 润 潮 干

土壤质地 砂坡土 轻壤土一中城土 重城土(粘城土》 砂沙土一粘土

土壤结持力 疏松 疏松 稍紧密~较紧密 紧密

原来林地类型 早地、荒芜经济林地 用材林迹地、荒芜经济林地 荒山 荒山

宜桐等级 优 良 中 劣

    注:油桐栽培适宜的海拔高度，在我国西部可以更高，如贵州可在500 800 m,

5.2 种子和苗木

5.2.1 种子

    造林或育苗的种子必须采自种子园或优树，严禁使用混杂种子。

    油桐种子气干重200-220粒/kg，千年桐种子气干重300-320粒/kg。种子须经过检验，不带病

菌，净度在95%以上。

5.2.2 苗木

    1年生油桐苗高0. 8-1. 0 m，地径1. 2 cm以上。千年桐苗高1.。一1. 3 m，地径1. 5 cm以上。

    嫁接苗一次或二次成活的均可。要求接口愈合良好，因除粟不当而留下的突出物不超过2个。

5.3 林地整理

    林地整理包括林地清理和土壤耕作。

    在山区通常是夏、秋砍，冬烧、冬挖或春挖。冬烧要注意防火。

    要注意林地水土保持。坡度在10。以内.可全面整地。超过100，要梯级整地。10.150,梯面宽3-

6 m; 15。一200，梯面宽1. 5̂ 2.0 m;200̂-250，梯面宽1. 0 m。梯面宽度和梯间距离要根据地形和栽植密

度而定。

    坡度超过25。以上不宜营造油桐丰产林。

5.4 栽植密度

    不同立地等级的油桐和千年桐合理栽植密度见表4、表5。

                          表4 不同立地等级的油桐合理栽植密度 单位:株/亩

立地等级 合理密度 合理密度范围 株 行 距，m 备 注

优 34 33- 37 4X5̂ 4X4.5

良 46 41 47 4X4(3.8X4.2)-3.5X4

中 60 51- 63 3,4X3.8-3X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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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不同立地等级的千年桐合理栽植密度 单位:株/亩

立地等级 合理密度 合理密度范围 株 行 距.m 备 注

优 10 9- 11 8X8

良 12 10- 14 7X 7

中 18 16̂ -20 6义6

5.5 造林方法

5.5门 按株行距定点开穴，表土入穴，穴的大小为80 cmX80 cmX70 cm。定植前20-30天在穴中施

放土杂肥10̂-15 kg,
5.5.2 直播造林每穴播种籽2粒，覆土7̂ 10 cm，再在上面盖草。播种前可用农药拌种以防鼠害。

    植树造林必须做到苗正、根舒、分层填土踩实。根颈要低于地面2-3 cm,

    千年桐采用嫁接苗植树造林，要配植3%的授粉树。

5.5. 3 造林最适时期是2月上旬至下旬，最迟要在3月中旬完成。

5.6 幼林抚育

    幼林抚育期限，油桐4年生前，千年桐5年生前。抚育内容包括中耕除草，扶苗培莞，间苗补植，除虫

灭病，整形修枝和施肥等技术措施。

    松土除草每年二次。第一次4-6月，第二次7̂-9月。松土深度15-20 cm，除净杂草并铺放在幼树

周围。

    幼林期树形的培育要顺乎自然形成，修枝整形的原则是保持中央领导主枝，利用层性，油桐力争保

持3层，千年桐应保持5层，每一层保留4-6条主枝。整枝时间一般可在冬季进行。为防止分枝过高和

徒长。施肥要注意控制用量。但始果以后则可增加用量。

5.了 幼林间作

    在幼林地间种收获期短的农作物、药材、绿肥等，以耕代抚，有利油桐生长并有短期收获，提高经济

效益

5.8 造林验收

    新造幼林在秋季进行验收，要求造林成活率在98%以上，幼树生长正常，直播造林要求苗高。. 6 m,

林地没有杂草丛生。达不到成活标准的要补植，调查面积要达到总面积的25%.

6 成林管理

6.1 土壤耕作

    夏铲:铲除杂草，深度10̂ 15 cm，每年6-8月进行。

    冬挖:深翻土层，深度20̂ 25 cm。在12月至翌年1月进行，每 2̂-3年冬挖一次。

    杂草的灭除也可用化学药剂。

62 施肥

    冬肥在冬或早春施用，以有机肥、菌肥、长效复合肥为主。每株施用土杂肥或厩肥20̂-25 kg或腐熟

饼肥1. 5-2. o kg或长效复合肥o. 5̂-1. o kg,
    追肥分4月中下旬至5月施花肥,7月至8月上旬施果肥。花期迫肥以氮素为主，每株用硫酸按

0.2̂ 0.3 kg，过磷酸钙(腐熟)0. 3̂-0. 4 kg。果期迫肥以磷、钾为主，每株施用过磷酸钙。.3-0.4 kg,氯

化钾0.3 kg,
    基肥和追肥都可采用沿树冠开环沟施放。

6.3 成林间种

    成林以后一般林地遮荫，已不能问种喜光作物，冬季可间种蚕豆、豌豆等豆科作物。要选择耐阴绿肥

长期间种.既能增加有机肥料，又能覆盖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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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边、梯边可种黄花菜、龙须草、茶叶等。

6.4 老林更新

    老林的标志是生长衰退，自然衰老，结果甚微。为提高经济效益要进行老林更新。

    采用截枝更新方法。在冬季将主枝两级以上分枝全部砍除。第二年春原来的休眠芽萌发新枝，只保

留顶部的均匀新枝，其余萌发枝全部砍除。第三年春天开始结果。结果年限大约s-8年。衰老后，必须

重新栽植新林。

了 桐果的采收和处理

7.1 桐果采收

    桐果成熟标志是黄色变为黄红色、红色或红褐色。成熟时间是10月中下旬。

了.2 桐果处理

    桐果采收回来以后，堆放在干燥阴凉的室内或场地，切勿曝晒和放在积水处。堆放10̂-15天，待果

皮变软即可进行机械和人工剥壳。

8 种子贮政

8.1 榨油用的种子

    种子经晒干、风净即可装袋，送人库房;库房要求通风、干燥、防潮、防鼠;种子贮藏时间太长影响油

质，最好能在翌年2̂-3月榨油。

8.2 播种的种子

    种子不能在太阳下曝晒，只能摊开阴干，风净后沙藏。沙藏要注意水分微有湿润即可，防止霉烂劣

变。

9 榨油

    油桐和千年桐种子要分开榨油，严禁将两种种子混在一起榨油。

10 其他

10.1 林地规划设计

    国家营造油桐丰产林没有林地规划设计说明书不准施工。

    集体或个体农户经营，新植桐面积在30亩以上，特别是国家补贴或贷款的，应在当地林业部门的帮

助下，在造林施工之前必须提出林地规划设计说明书。

10.2 病虫害防治

    油桐和千年桐病虫害种类很多，要注意防治。贯彻以防为主，防治结合。

10.3 生产技术档案

    为掌握情况，积累资料，摸索规律，从栽培施工开始就要建立健全技术档案，以后每年的管理、收获

以及桐林生长都要逐年调查记录。

    技术档案有专人负责填写和保管。填写要准确无误，不得弄虚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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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中国油桐栽培区划

    (补充件)

Al 分布范围及其自然特点

    我国油桐分布范围界线是:北纬22'15'-34'30';东经99040'̂  121030'。西至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山系

大雪山以东;东邻华东沿海低山与丘陵的东缘;北接秦岭淮阳中山与低山以南;南至华南沿海丘陵和滇

西南山原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西北地区的甘肃、陕西，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四川，中南地区的河南、

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华东地区的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共15个省(区)，近700个县。但并不是每

个县都有油桐栽培。

    在上述油桐分布范围之内，包括亚热带中的北、中、南三个气候带，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并不是每一

个地区都适宜油桐生长的，愈是边缘地区生境愈是局限。在北亚热带)10℃积温4 250.4 500C至

5 000̂ 5 300 C，天数220̂ 240天。年极端最低气温-20℃一一10'C。-10'C以下油桐已经要遭受冻

害，不能顺利越冬。在南亚热带终年高温，油桐不能完成冬季休眠，有碍结实。因此，根据油桐栽培分布

的数量和集中的程度及其自然条件的差异，可划分为主要栽培区、中心栽培区和边缘栽培区。

    油桐是中亚热带的代表树种，主要栽培区是中亚热带，另外在北亚热带南部一些局部地区也属油桐

主要栽培区。如北亚热带的陕西油桐主要栽培分布秦岭南坡和大巴山北低山丘陵和汉中盆地。如宁强、

城固、石泉、镇安、紫阳、安康、平利、镇坪等地，是陕西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地区，X10℃积温在4 500'C以

上，年降水量超过850 mm。河南油桐主要栽培在豫南桐柏、大别山北麓低山丘陵地区和南阳盆地边缘

丘陵地区，如西峡、内乡、浙川、唐河、桐柏、罗山、光山等地。在这里)10℃积温仍在4 600 C以上，年降水

量900 mm以L，是河南温暖湿润地区。安徽油桐主要栽培在皖西大别山低山地区其中如金寨、霍山。皖

南南部和中部低山丘陵如祁门、休宁、黔县、欺县、绩溪、族德、径县、宁国等地。在这里)10℃积温

5 000 C左右，年降水1 400 mm以_L。

    海拔高度影响着气候、土壤和植被。油桐垂直分布的高度因纬度的不同而有差异。

    我国油桐栽培区域主要是在山区，但实际上油桐并不分布在很高的山上。如湖南湘西北iv水、沉水

是油桐主要产区，境内崇山、峡谷、盆地、丘陵相间分布，油桐主要分布在500̂ 700 m以下的低山丘陵

地带，700-900 m的山地则少有分布，1 000 m以上则没有油桐的分布。在贵州由贵阳至罗甸间，油桐分

布最茂密的是海拔400̂-500 m的地方。贵筑县画眉寨海拔1 200米，冬有冰雪油桐不能越冬。在龙里县

返坡海拔1 300米，5年生油桐仅高50 cm。在镇远的沥水两岸，三都的都江西岸海拔较低，油桐生长很

好。四川油桐一般分布在1 000 m以下的低山丘陵地区，以200̂-800 m分布最多。川南可分布到

1 400 m.川北不超过900 m。四川中部合川至三台间油桐主要分布在500 m以下起伏不平的丘陵性低

山地带。川东南黔江油桐主要分布地区是海拔600 m以下的河口场、灌河坝和两河口等处。云南的文山

州油桐分布160̂-2 000 m之间。在昭通地区油桐分布450̂ 1 000 m之间。河南的西峡油桐分布较集中

的是350̂ 500 m的丘陵，在700̂ 800 m的山地很少分布。至伏牛山北坡，油桐主要分布溪流两岸不当

寒风吹袭的台阶地上。如篙县油桐主要分布在汉水水系的白河沿岸低坡处。在陕西长安南五台油桐生

长在650 700 m以下。

    由卜述油桐不同地区分布的不同高度，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a. 低纬度地区比高纬度地区分布高。

          般分布高度300̂-800 m，上限1 000。。
        在北部分布高度300̂-500 m，上限700 me

        在南部分布高度500̂-800 m，上限1 2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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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西部比东部分布高

        西部400̂ 1 300 m，上限1 700 m。在西南地区的滇西南河谷可分布高达2 300 m,

        东部50̂-400 m，上限600 m,

    。. 山山相连，峰峦起伏，丘陵、盆地相间地区比孤山地区分布高.也是油桐生长最适宜的地貌。

    d. 分布高的没有分布适中的产量高、品质好。据湖北林科所的调查，在竹溪新州海拔200 m处

每千克桐籽356粒，至海拔900 m处，每千克桐籽432粒，显然种子变小。

A2 栽培区划分区

    区划分为三级，区— 亚区— 地区。区级的划分是以油桐三个分布区为界线，所以共划分3个区。

亚区级是以区为中心，按其在全国地理位置的不同划分，共划分出15个亚区。地区级的划分，在边缘栽

培区是以其在亚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划分，但以省为单位。在主要栽培区和中心栽培区则以省为单位，按

其在该省所处的地理位置划分，为方便区别在前冠以省名(简称)，后再跟一个山名，共划分出38个地

区。在一个省内不是油桐主要栽培地区，一般没有划人。

    I 油桐边缘栽培区

      Î 北部亚区

          北纬 33010'-V 34030'

          IAI 西段地区

              包括甘肃的文县、武都、康县、陕西省的边缘分布地区。

          IA: 中段地区

              河南省境内的边缘分布地区。

          IM 东段地区

              包括安徽、江苏边缘分布地区。

      Id 南部亚区

          北纬 22015'-23045'

          1u，西段地区

              云南省的边缘分布地区。

          1,， 中段地区

              广西边缘地区。

          1, 东段地区

              广东的边缘分布地区。

      Ic 西部亚区

          东经 99040，一101050'

          Ic:南段地区

              云南境内边缘分布区。

          Ic: 中段地区

              四川省雅安以南地区。

          !c。北段地区

                四川雅安以北地区。

        I。 东部亚区

          东经 119058‘一121030'

      11，，南段地区
            福建境内边缘分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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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u: 中段地区

          浙江境内边缘分布区。

      In， 北段地区

          江苏境内边缘分布区。

1 油桐主要栽培区

  "A 北部中山丘陵亚区

      北纬 31035'-33010'

      11A,陕西秦巴低山丘陵地区。

      IIA,鄂西武当山低山地区。

      11" 鄂东北大别山低山地区。

      IIA,鄂东南幕阜山低山地区。

      IIA,豫南桐柏山低山地区.

      11" 皖东南黄山低山地区。

      IlA，苏南宜傈山地丘陵台地地区。

  II� 东部低山丘陵亚区

      东经 11030，一119,5s'

      11,，浙西南黄茅尖中山低山地区。

      it,:浙中千里岗低山丘陵地区。

      llN3闽西北戴云山中山低山地区。

      II, 赣东北怀玉山低山丘陵地区。

      I[,,,籁中低丘岗地地区。

      t1}。湘南南岭北坡中山低山地区。

      It, 湘东八面山低山丘陵地区。

      llllH湘西南雪峰山中山低山丘陵地区。

  11。南部中山低山丘陵亚区
      北纬 23045'-26045'

      呢、粤东北九连山中山低山地区。

      If, 粤北南岭南坡中山低山地区。

      11,_,桂东北越城岭中山低山地区。

      II,-,桂西北青龙山中山低山地区。

  11。 西部中山低山亚区

      东经 101050'̂-107010'

      it,) 滇东九龙山中山地区。

      11�z滇东北五连峰中Ill地区。

      111)3黔东南老山盖低山丘陵地区。

      TIN 黔南苗岭中山低山地区

      llu,黔西七星关中山低山地区。

      II,。川东华莹山中山低山丘陵地区。

      ti.   )i1̀13峨嵋山低LL1丘陵区。

吸 油桐中心栽培区

  北纬 26045'~  3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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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经 107010'̂-111̀30'

      III、湘西北武陵山中山低山亚区。

      III。湘西南罗子山低山丘陵亚区。

      III,黔东北梵净山中山低tU亚区。

      III�黔北大娄山中山低山亚区。

      III。川东方斗山中山低山丘陵亚区。

      fit。川东南金佛山低山丘陵亚区。

      川，鄂西南巫山中山低山亚区。
    今后我国发展油桐生产，在布局上应在主要栽培区和中心栽培区。油桐生产基地应尽可能建立在中

心栽培区，这里不仅有良好的自然条件，适宜油桐生产，并且当地群众有经营油桐的经验和习惯。

    千年桐原产我国滇南，分布较南，但在油桐的中心栽培区域也有零星栽培。千年桐有大面积栽培形

成有一定数量商品生产的则局限于北纬280以南，中亚热带南部和南亚热带的地区。年平均气温在16'C

以上，极端最低温度不低于一6c.
    现有较大面积集中栽培区域有:浙南的温州地区。赣南的赣州地区和赣东北的乐平(邻近北纬

290)，以及西部宜春。闽西的龙岩地区和闽南的龙溪地区。桂北的南部，桂南的南宁、饮州地区。粤西的

湛江地区，粤中的肇庆地区。在历史上有千年桐栽培的有粤东的惠阳和梅县地区，粤北的韶关地区。在

海南岛的琼中、琼山、陵水等地有零星或小面积栽培。在台湾省也有千年桐的栽培。

    今后发展千年桐生产也应在上述范围内安排。

        附 录 B

各省(区)油桐主要栽培品种

        (参考件)

    四川省:四川小米桐、四川大米桐、四川立枝桐。

    贵州省:贵州对年桐、贵州小米桐、贵州大米桐、贵州窄冠桐、贵州矮桐、贵州垂枝桐。

    湖北省:湖北九子桐、湖北五子桐、湖北五爪龙、湖北大米桐、湖北郧阳桐。

    湖南省:湖南小米桐、湖南大米桐、湖南五爪龙、湖南葡萄桐、湖南柏枝桐、湖南对年桐。

    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龙胜大蟠桐、广西南丹百年桐、广西隆林米桐、广西三江五爪、广西融水百岁

桐、广西都安矮脚桐、广西恭城对年桐、广西千年桐桂皱27号、广西千年桐桂皱1号、2号、6号。

    陕西省:陕西小米桐、陕西大米桐、陕西周岁桐。

    河南省:河南股爪青、河南五爪龙、河南叶里藏、河南大红袍、河南矮脚黄。

    浙江省:浙江座桐、浙江五爪桐、浙江少花单生满天星、浙江少花丛生球桐、浙江多花丛生球桐、浙江

干年桐。
    福建省:福建一盏灯、福建少花丛生球桐、福建对年桐、福建串桐、福建软枝千桐。

    云南省:云南高脚米桐、云南矮脚米桐、云南球桐。
    江西省:江西周岁桐、江西小米桐、江西百岁桐、江西大果千年桐、江西四季千年桐。

    广东省:广东小米桐、广东大米桐、广东对年桐、广东丛生千年桐。

    安徽省:安徽周岁桐、安徽独果桐、安徽大扁球、安徽五大吊、安徽丛果桐。

    江苏省:江苏小米桐、江苏大米桐、江苏珠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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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油桐经营方式

    (参考件)

    油桐纯林便于集约经营，单位面积产量高，商品率高.是油桐的重要经营方式。在我国油桐产区还有

如下几种经营方式:

C， 桐农混种

    桐农混种是指在农耕旱地上稀疏栽植桐树(每亩5"-7株)，农作物与桐树长期共同经营。是我国油

桐主产区川、黔、湘的主要经营形式。

C2 零星种植

    零星种植是指利用“四旁”、“四边”种植单株或数株油桐树，由于水土肥和光照条件好，单株产量高，

今后要大力提倡。

C3 茶桐混交

    在我国油茶产区，采用对年桐混交可以收益5̂-6年，以后油桐枯死，经营油茶纯林。

    采用带状混交。株行距2.3mX2m，每亩栽植油茶72株，油桐72株。或株行距2 mX2二，每亩栽

植油茶83株，油桐83株‘

C4 杉桐混交

    在我国杉木林区，有“点桐种杉”的习惯，选用对年桐，可以收获桐籽4-5年。

    可采用一行油桐二行杉木混交，如用1.66mX1.66m的株行距，每亩栽植杉木16。株，油桐80株。

如用1. 33 m X 1.“m的株行距，每亩栽植杉木200株，油桐10。株。

地 点:

林地概况:

恢地规格:

栽培方法:

经营方式:

幼林管理:

            附 录 0

        生产技术档案用表

            (参考件)

  表D1油桐丰产林栽培技术档案
面积(亩): 栽培时间: _

    季节:

种苗来源:

密度:

品种名称:

幼林生长调查表

  调查

年、月、日

成活率

  %

平均树高

      m

平均冠幅

    m2

分枝株数

总株数

始果

株数

亩产果数

    kg
备考

}
} } 1 } } } l

{ }

一} 一}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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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点:

林地概况:

找培方法:

经营方式:

  表D2 油桐成林管理技术档案

面积(亩): 栽培时间:

种苗来源: 品种名称:
  密度:

成林生长调查表

  调查

年、月、日

平均树高

      m

平均冠幅

    m艺

今年抽生

新技术

  条

今年产量

  kg/.

今年抚管情况记录

果实经济性状 产油量

kg/a
出籽率

  %

出油率

  %

                                表D3经济效益档案
地 点: 面积(亩): _ 栽培时间:

经济效益登记表 单位:元/亩

年

月

栽培

投资

林地管

理用工

  费

管理

  费

肥料

  费

物材

  费

采收

费

贮运

  费

其他

费

合计

费

每亩总

收入

盈亏 备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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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4 林事活动记载档案

年、月 林 事 活 动 记 载 事 项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由中南林学院负责，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浙江林学院、广西、四川、贵州、

福建、湖南、湖北省(区)林科所参加起草。
    木标准丰9祠草人何方、方嘉兴、凌麓山、陈炳章、王承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