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8.12 星期一
主编│罗安明 版式│许丽 检校│李彪 邝才热

封面B03

海
南
大
学
教
授
赖
杭
桂
：

油
茶
科
研
﹃
闯
三
关
﹄

■
海
南
日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黎
鹏

“科技小院使
得研究生能够扎
根油茶生产一线，
发现油茶产业存
在的问题，推动产
业科技创新。”近
日，海南大学“热
带油茶科技创新
与产业化应用”创
新团队和相关单
位、企业合作成立
了我省首个油茶
科技小院，作为团
队负责人的赖杭
桂感到十分兴奋。

“ 研 究 越 深
入，越觉得海南油
茶的独特价值还
有很大的挖掘空
间。”从改良油茶
低产林、寻找优良
种质资源，到研究
高产高效栽培技
术、培育优质种
苗，再到研发油茶
相关产品、讲好油
茶故事，近8年来
赖杭桂带领团队
围绕一棵油茶树，
在海南书写了精
彩的人生故事。

不惧挑战，
8年前换科研“跑道”

1986年，赖杭桂从当时
的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毕业
后留校任教，先后从事
过橡胶和木薯的育种
研究。2016年，在海
南大学原副校长胡
新文的邀请下，他
逐步离开原来的
研究领域，将主
要精力用于研究
海南油茶。

“那一年，
油茶被列为国家
大宗油料作物，
是健康优质食用
植物油的重要来
源，也是国家重要
战略物资。”赖杭桂
说，当时关于海南油

茶的研究基本上是一
片空白，这让他觉得既

是挑战也是机遇。
其实，在得知赖杭桂要

转换研究方向时，周围人十分
诧异和不解。当时赖杭桂已经50

多岁了，在木薯研究方面已取得一
些成就，先后主持两个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2017年，赖杭桂和团队成员成
功申请了省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开
展海南油茶优质高产关键技术及加
工产品研发。团队分别在琼海和澄
迈选了两个代表性油茶种植基地进
行试验。让本地油茶生产突破“低
产”瓶颈，是他们要闯的第一关。

“枝条密密麻麻，树下杂草杂灌
丛生，基本上看不到果实。”谈到第
一次走进琼海上科村油茶园看到的
场景，赖杭桂记忆犹新。

“明明油茶园的树正处于丰产
树龄，为何亩产鲜果100斤不到？
大家很困惑。”赖杭桂说，当时不少
种植户看到油茶树结果少，便放弃
了对油茶园的管理。

虽然现实摆在眼前，但赖杭桂
和团队成员不相信海南油茶“天生
低产”的说法，他们通过科研探寻答
案，并运用技术手段对油茶园进行
改良，以提升产量。

“当时对油茶的研究不深入，没
有经验可借鉴，我们只能在摸索中
前行，自己总结经验。”赖杭桂说，团
队成员把油茶树当成宝贝，日复一
日观测其生长状况，探索修枝整形、
水肥管理、疏花疏果的技术规程，终
于摸索出了一套改良低产油茶园的
方法。

经过一系列操作，2018年上科
村油茶园的产量明显提升，这让赖
杭桂十分高兴。“如今，我们对接的
油茶园平均亩产量已达近2000斤，
按市面价格计算，每亩收入能达到1
万多元。”他说。

选育良种，
找高产树还学会了爬树

成功改良低产油茶园的经历，
让赖杭桂和团队成员对海南本地油
茶的发展充满信心。“一株连续数年
保持高产的油茶树，是选育油茶良
种的好材料，可以取其枝条进行嫁
接或扦插无性繁殖，对后代无性系
展开农艺性状评比，选出适合海南
气候、生态的本土油茶良种。”

选育良种，是推动海南油茶产
业发展的根本之策，也是赖杭桂团
队需要突破的第二关。有了这种认
识，赖杭桂和团队成员开始寻找优
异油茶资源。

2016年，赖杭桂和团队成员踏
上了种质资源调查之路，他们的足
迹遍布海南岛，每到一处，都会找当
地种植户询问哪里有高产油茶树。

“虽然许多种植户管理油茶较为粗
放，但他们对高产树一般都有印
象。”赖杭桂说。

种质资源调查的过程充满艰
辛，特别是在吊罗山、黎母岭、尖峰
岭、霸王岭等偏僻地区，山路不好
走，当汽车无法通行时，他们只能徒
步进去，有时来回一趟要走几十公
里。

除了崎岖的山路，让赖杭桂和
团队成员头疼的，还有令人闻之色
变的山蚂蝗。“有时候不知不觉中，
蚂蝗钻进鞋里在脚上咬了个大包，
我们团队几乎每个人都被咬过。”赖
杭桂说。

一些高产油茶树树龄偏大，“个
头”很高，为了近距离观察果实，赖
杭桂和一些团队成员练就了爬树的
本领。

“测产和采样的一般都是大树，
爬树是为了方便开展工作。”赖杭桂
半开玩笑地说，有人爬树的时候，同
行的人会在树下守着，这样如果摔
下来还能兜一下。

漫长的路途，不能磨灭赖杭桂
和团队成员寻找搜集油茶资源的热
情。他还记得，有一次在五指山一
带寻找野生油茶种群时，大家跟着
向导整整爬了约10个小时的山，早
上8点出发，下午6点下山，回到车
上那一刻，感觉脚都不是自己的了。

找到高产优良母树后，赖杭桂
和团队成员还须对母树的无性后代
进行综合农艺性状测定，考察鲜果
产量、出籽率、抗病性、含油量、油脂
品质等指标，工作量不小。

功夫不负有心人，多年深入一
线调查，海南大学“热带油茶科技创
新与产业化应用”创新团队收获颇
丰，先后发表了《热带地区油茶种质
资源收集及评价》《海南岛十倍体油
茶资源分布及评价》。该团队已积

累超过300份优异油茶种质，并建
立了油茶资源圃。

目前，我省已认定油茶良种23
个，赖杭桂团队选育认定的油茶良
种有8个，其中以第一选育人申报的

“海大油茶2号”“万海3号油茶”是
海南省油茶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主推
品种。

推广技术，
指导种植户防治病虫害

选育油茶良种后，将良种推广
至田间地头，是赖杭桂团队正在闯
的“第三关”。近些年，赖杭桂经常
往乡下跑，向农户推广油茶新品种，
传授栽培管理技术。

“在推广的过程中，发现许多人
有这么一种观念，觉得土生土长的
实生树是最好的，对新选育的品种
持怀疑态度。其实，之前海南油茶
林低产，就与采用实生苗有关。”赖
杭桂说。为了普及“良种良法”，他
和团队成员在琼海、文昌、澄迈等地
乡村开展油茶种植技术培训，面对
面给种植户讲解。

除了集中“上课”，遇到油茶种
植户求助，他们也会赶去现场查看，
给出指导意见。有一次，五指山的
部分农户反映，当地一些潮湿的地
方出现了油茶树落果较多的情况，
赖杭桂听说后，带着团队成员去了

一趟五指山。
“当时我们看到有的树超过一

半的果实掉落了，这些果实接近成
熟，很可惜。”赖杭桂介绍，他们剥开
掉落的果实，发现里面有很多虫子，
在告诉农户罪魁祸首是桃蛀螟虫害
后，向农户科普怎么防治。“我们为
农户提供了包括药物配方、喷药频
率、用药量在内的详细技术资料，指
导他们疏林、通风、透光，帮助他们
实现了保花保果的目标。”

让赖杭桂感到欣慰的是，在海
南省有关部门的推动下，近几年海
南油茶新品种的推广速度加快，无
性系良种覆盖率稳步提升。“目前，
我们团队在海南11个市县近4万亩
土地上，推广了油茶新品种及配套
技术。”

除了在海南推广油茶良种，赖
杭桂还希望海南油茶能凭借优异
的品质“走出去”。如今，他正带领
团队对海南原生油茶的特异性开
展研究。

“内地油茶品种主要为六倍体
和八倍体，而海南原生油茶资源主
要为十倍体，这与海南的热带岛屿
季风性气候有关，也恰恰证明了海
南油茶的独特价值。”赖杭桂说，他
将挖掘更多海南优良树种，并对这
些资源进行长期观察，从中选出更
加优异的油茶品种。

“海大2号”油茶树。

“海大4号”油茶树。

赖杭桂（右二）给农户示范如何
管理油茶树。

海南大学油茶良种苗圃。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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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儋州王五镇等地，分
布着一批树龄达几百年
的油茶古树，其“子孙后
代”遍布全岛。如今，科
研人员基于已有油茶资
源，选育出一批油茶新
品种，为油茶产业发展
插上了科技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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