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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年平均氣溫19.6℃，1月最冷平均氣溫

10.2℃，7月最高平均氣溫28.7℃。

早自1960年，中國大陸推動油茶研究，

成立中國林科院油茶試驗站，並且制定全國

油茶科研協作計畫，直到60年代末期至70年

代初期，福建林業科學院便著手進行油茶的

試驗研究，依據1974年制訂的“油茶優樹選

擇標準與方法＂，從福建各地重要油茶產區

中，選擇油茶的優良單株，進行家系與優良

無性系的選育。

根據資料與參訪得知，桐口林場大約於

1970年代末期開始進行大果油茶試驗工作，

進行多種試驗工作，包含油茶雜交育種與培

育、水耕培養、蟲害研究與試驗等。其中又

以雜交育種與培育為重要項目，並有文獻指

出該林場培育出大量閩優品系油茶，是福建

省重要的油茶良種培育基地。筆者參訪桐口

國有林場華南工區，該地是由福建農林大

學及福建省林業科學研究院團隊進行試驗研

究，油茶試驗的三大主要項目介紹如下：

福建省桐口國有林場與我國油茶研究 
試驗簡介

茶油，是華人社會與文化中古老的記憶，

其原料主要是由油茶種子壓榨出來製油，全臺

灣油茶栽植的面積大約在1千公頃上下，產量

尚不足以供給臺灣茶油市場的需求量，粗略估

計臺灣茶油種子僅能供應需求量的5%，其餘

皆須仰賴進口茶籽，油茶屬於多年生林作物，

每年可以採收茶籽一次。由於國人日益注重健

康食用油品，茶油是目前許多營養專家或學者

推薦的良好食用油，而好的食用油也必須要有

好的原料，臺灣若要長久發展油茶產業，選育

出適合臺灣環境生長的油茶將是未來發展的

一大關鍵，因此，臺灣許多研究單位也紛紛

設立油茶試驗區，以期待培育出經過科學驗

證，真正適合我國環境氣候下的油茶良種。

本文藉由筆者參訪福建省桐口國有林場油

茶試驗區的經驗，並且介紹其相關的試驗工

作，希望讓讀者也能瞭解油茶籽出口的大本

營—中國大陸，一窺當地油茶試驗的工作，同

時也簡介林業試驗所近年來進行的油茶試驗

與相關工作，而達到他山之石之效。

福建省閩侯桐口國有林場

桐口林場位於福建省福州市西郊北部，

距福州市區約15 km，從福建農林大學開車至

此大約需要30分鐘，離開市郊後，開始進入

山區，沿途多為開發或是正在開採的工區，

屬於產業道路的型態，並未鋪設柏油路面，

基礎設施條件不如臺灣的產業道路。地處東

經119。17 、北緯26。25，為亞熱帶海洋性

季風氣候，氣候溫和，雨量充沛，根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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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口國有林場華南工區，圖為整片的油茶園，中間為工作

的工寮房舍，以及正在曝曬的油茶籽。(陳芬蕙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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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方各省大果油茶種質基因庫建立

主要收集湖南熱林所湘林系列、岑溪軟

枝、江西長林系列等，更也深入收集福建一帶

漳州、龍巖、三明、南平等地的優良油茶家系

苗。目前從中優選40份，進行家系試驗。並且

在1980年代左右種植油茶親本採穗園，共計50

個優良無性系，提供採穗培育之用。

二、油茶水土保持試驗

針對油茶栽種後土壤與降水的逕流調

查、土壤流失量，早期大陸總理周恩來說

過：種植油茶利用山上的荒地，不占耕地，

又綠化，要提倡；毛澤東也說過：油茶，為

木本油料作物，不占耕地，大有可為。可見

大陸對於油茶在山地的重視，尤其是綠化與

水土保持的研究，在該林場也有研究試驗。

三、林下經濟的生態栽培

桐口林場在油茶樹下進行生態栽培工

作，在油茶尚未成林時種植豆科植物，進行不

同情況下的試驗比較，由於豆科植物具有固氮

能力，可有提高氮元素在土壤中的含量與利

用，進而觀察比較是否油茶生長上的差異。

除了試驗研究之外，桐口國有林場還

有一大功能就是創造利潤，桐口林場的油茶

林，每一年都會標租給民間進行油茶籽的採

收，作為國有林場的收入之一。這也符合中

國大陸國有林場改革的方向。但是，據筆者

觀察了解，大陸絕大部分的油茶管理仍然屬

於粗放式管理，真正會使用優良品系種植的

林農仍是少數，除了少部分的大企業財團，

才會有計畫性的選種種植。另一方面，中國

人工工資逐年提升，對於沿海各省城的油茶

籽採收成本造成壓力，油茶籽採收與收購已

經有向西部內陸地區移動的現象。並且在中

國大陸販售通路的茶油多為化學精煉茶油，

只有農家自行壓榨的才是冷壓茶油，本次參

訪的當地陪同人員也多是透過管道食用冷壓

油茶為主，也許是因為當地的食品法規，以

及人口數量龐大，精煉油才會有最大的出油

率，但是營養價值勢必受到影響，但是推測

未來如果有高端的茶油市場，中國大陸的冷

壓茶油，仍有許多發展的空間。

桐口林場油茶試驗地，右邊為地被種植豆科植物，左邊為

對照組。(吳家禎 攝) 
桐口國有林場油茶委外採收以及農民油茶籽曝曬處理與剝

殼工作。(吳家禎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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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油茶試驗地的工作與簡介

臺灣發展油茶產業，歷史十分悠久，可

以說是早期臺灣農家的一種副業，能夠小額

增加農戶收入，然而真正的研究試驗記載最

早從日據時代算起，當時許多日據時代的文

獻也不難看出日本人的重視，像是新高堂書

店於大正10年出版的“臺灣の資源と其經濟

的價值＂中，紀錄著日據時代社會經濟的重

要統計資料，在第四章的農工業中，油類及其

原料僅記載統計如當時的大宗用油(落花生、

大豆等)、工業用油(樟腦油、薄荷油等)10項，

並計算進出口量，而油茶是其中一項，足見

油茶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推測應該是相當

重視的油料。另外，山田秀雄，在大正六年

10月(西元1917年)所著作的「油茶に關する調

查」，也針對油茶栽培與經營試驗進行研究計

載，算是最早的一篇經營試驗報告。

但是，臺灣油茶研究也隨著工商業發

展，農業農村產值下降，油茶也逐漸沒落，研

究試驗工作的數量也趨緩降低，直到民國60

年代後期，林業試驗所率先又重啟油茶研究

的試驗工作。當時油茶的推廣，主要是著重

於木本植物對於水土保持的正面功能，同時

也能成為農家收入的另一個來源。近年來，

油茶又開始成為農家的明星產物，農民的詢

問度提高。同時，林業試驗所也進行了多面向

的油茶田間及實驗室試驗，舉例如下：

1. 產量調查與生長調查

 油茶每年採收一次，為了要篩選出真正合

適臺灣種植的優質油茶品種，需要進行單

株的產量調查試驗，每年採收單株果實的

總重量，並且記錄其採收時的樹高與樹冠

幅，用以計算單株單位產量，並且持續多年

調查記錄研究，另外，採收後的種子會經過

烘乾、並且計算出油率，希望選育到產量、

含油量均高的單株。為了縮短選育時間，策

略上需要將高產量的單株進行無性或是有

性世代(單株選拔)的多地點培育，以觀察該

單株的遺傳效應。另外，研究團隊也進行油

茶地方品系選育工作，透過收集全臺不同

的優良農民單株，透過無性繁殖培育，並且

進行種植試驗，觀察其生長與產量。

油茶單株產量調查，將每株油茶標號，定期追蹤油茶單株

實際採收的產量，圖採收後分裝的狀況。(陳芬蕙 攝)
油茶單株產量調查，將每一株的茶籽分開收集計算，圖為

林地採收時的狀況。(吳家禎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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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花週期與調查

 油茶主要的產物為茶籽，也就表示植株需

要經過開花、授粉、結實成熟。一般臺灣

地區油茶開花的時間約在10月左右，同一

時間，去年度的果實也正在進入成熟期的

採收階段，也就是所謂的「花果同樹」，

而從開花到採收大約要花一年的時間，因

此油茶籽也有「抱子懷胎」的美譽。林試

所研究團隊試驗區中，進行小果油茶單株

花期與自然授粉的觀察發現，從當年7月

開始標記的上千朵花朵中，觀察到農曆小

雪(國曆11月下旬)，有完全自花芽到成功

開花、授粉的比例，單株最高可達60%左

右，最低僅有13%，所以，當油茶園花朵

盛開時，推測適當的摘花可能有助於降低

單株養分的過度損失，另外值得注意的

是，調查當年7月到10月總共有6個颱風，

推測也會受到物理性的影響，導致花器、

結果等的耗損。

3. 休耕地土壤處裡

 油茶是休耕地轉作補助的作物之一。由於

休耕農地土壤在長期耕作後，壓實性的土

壤及土壤排水不良會直接關係到油茶栽種

初期之成敗及生長，因此，林試所研究團

隊也對於休耕地土壤進行改良，透過不同

土壤處裡方式，如作畦及加大加深植穴，

觀察是否可以改善栽植於休耕地地區油茶

的生長。

4. 油品分子檢測

 分子檢測就是透過DNA分子技術，希望

可以從產地到工廠，最後到消費者的餐

桌，建立油茶的核酸指紋圖譜，透過油茶

基因資料庫的定序、分析，進而找出合適

的分子標誌，進行油茶的檢測，針對市售

大小果油茶，進行鑑定，目前可以有效區

分研究團隊收集的油茶大小果種，未來更

可以應用在源頭鑑定，像是茶粕、茶餅

等榨油後的原料，都會有DNA分子的存

在，在冷壓油品的應用上，由於不同的製

程、加工，DNA會有顯著的降解，並且

DNA量不足，但是仍然有DNA小片段存

在，因此，油品分子檢測在冷壓茶油上可

以使用特定DNA片段進行檢測，未來尚

需要更多的投入研究能量與心力。

透過本文，瞭解中國福建省桐口國有林

場的油茶試驗工作，也讓讀者知道臺灣油茶團

隊部分的試驗研究，林業試驗所秉持著從產地

到餐桌的全程性試驗研究，對於油茶產業以及

其物種特性有更全面完善的認識，希望未來也

有助於提升國內糧油自給以及食品安全。

油茶開花結實調查，圖為2013年7月花芽形成時進行標記
與編號的作業，以利於日後追蹤每個花芽的生長情況。

(吳家禎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