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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襄阳地区山桐子产业发展前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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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襄阳市国营林场，湖北 襄阳 441021；

2.襄阳市保康县林业技术推广中心，湖北 保康 441600；

3.襄阳市林业科学技术研究所，湖北 襄阳 441021）

【摘 要】：襄阳地处鄂西北，其气候条件十分适宜山桐子的生长。在南津、保康、谷城及襄城区都有山桐子的

天然分布，它是一种集生态环保、园林观赏、木材利用、保健油用于一身的速生树种。襄阳山桐子产业发展潜力很

大，是精准灭荒、鄂北防护林建设、农村脱贫致富的新途径。目前山桐子人工栽培刚刚起步，襄阳有大量野生分布

的山桐子种质资源，有适宜山桐子生长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只要在政策扶持、科研推广、宣传发动上加大力度，建

立“公司+科研院所+合作社+农户”的合作开发模式，解决好种植，生产、加工等环节中的技术难题，襄阳山桐子

产业将会进入规模化、规范化和商品化的良性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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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对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重视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山桐子以其亚油酸含量高达 52.5%～73.2%，有“树上油库”

和“中国橄榄油”之称而逐渐受到人们的青睐，同时也带动了襄阳地区山桐子产业的发展。通过调查发现，山桐子在襄阳的南

漳、保康、谷城及襄城区都有天然分布，它是一种集生态环保、园林观赏、木材利用、保健油用集一身的速生树种。目前山桐

子产业已经受到国家的重视，被国家林业局、发改委、财政部列入全国优势特色经济林发展布局规划中。

1、发展山桐子的优势

1.1适生性较强，栽植容易

山桐子适生性较强、易栽种。耐寒、耐旱、耐瘠薄，对土质要求不高。一次种植，几十年受益，是一种名副其实的“铁杆

庄稼”，投入产出比非常高，有利于农民增收致富。

1.2收益期长，经济效益高

山桐子产业有巨大的发展前景，栽植 1年生山桐子苗，如果管理措施得当，第四年就有部分植株挂果，7年进入丰产期，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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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期长达 50年以上，山桐子盛产期单株鲜果产量可达 30～50kg，产鲜果 1000～2000kg/667m2，可生产 100～200kg食用油。

1.3实用性强，具有多种价值

1.3.1生态环保价值。山桐子生长速度快、抗逆性和适应性较强、易栽种。耐寒、耐旱，对土壤要求不严，主根少，侧根发

达，有利于防止水土流失，是我市荒山荒地、宜林地造林，低产（效）林地改造的首选树种之一。山桐子是落叶乔木，冠幅大，

抗风能力强，也是我市鄂北岗地防护林带和农田林网建设的上佳树种。同时，山桐子还具有吸附尘埃、吸收二氧化碳和降低噪

音之功效，有“低碳树”之称，具有很好的城市环保功能。

1.3.2观赏价值。山桐子树干挺拔，树型优美；5～6月开花，7～12月结果；花朵芳香、果实小而可爱、形似珍珠，结实量

大；在秋冬季节，浆果鲜黄、桔红至朱红，色彩艳丽，串状悬挂树枝，不论单植，还是成排、成片种植，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

1.3.3木材利用价值。山桐子树干通直，木材的心材与边材区分明显，纹理直、切面光滑，可用于建筑、家具制造、造纸等

领域，是人造板芯材和面板的上好材料。

1.3.4保健油用价值。山桐子是优质高产的木本油料树种，被称为“树上的油库”。其果实含油量高，油品质好，其营养价

值高于多种高端木本食用油，有“中国的橄榄油”之称。山桐子的果皮与种子富含亚油酸等油料成分，其油经过精炼后可以食

用，亚油酸含量达 52.5%～73.2%。科学研究表明，亚油酸具有降低血脂及血压、软化血管、促进微循环等作用，素有“血管清

道夫”的美誉。长期食用山桐子油对心血管有明显保健作用，对高血压和冠心病等疗效较好，在医药上用于治疗血脂过局和动

脉硬化等症。

2、山桐子产业发展现状

襄阳地处鄂西北，其海拔和气候条件适宜山桐子的生长，我市南漳、保康、谷城都有山桐子的自然分布。但人工栽培山桐

子在襄阳地区才刚刚起步，通过对人工栽植的山桐子苗木成活率和生长情况观测分析，只要按照技术规程进行栽植和管理，成

活率可达到 90%以上，在襄阳地区发展前景可观。

3、山桐子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3.1科研力量不足，研发团队薄弱

目前襄阳地区在山桐子资源调查收集、优良品种选育，雌雄株差异及合理配置，栽植密度及矮化措施，山桐子油深加工等

方面的科研力量不足，也没有充足的科研经费和团队进行研发。

3.2宣传和政策扶持力度不够

山桐子产业在襄阳地区是一个新型产业，在调査中发现，山桐子产业发展的宣传力度不够，有些人既不知道山桐子是什么，

也不知道山桐子油的作用，如果能够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加大宣传力度，更有利于山桐子产业的发展。

3.3融资和产业合作力量欠缺

山桐子产业正处于产业链打通过程中，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十分适合拥有大量资金的投资方进行融资，利用农户的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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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荒山荒地、低产林地进行合作开发。但目前存在着公司、科研院所和种植户之间信息相对较为闭塞，资源没有得到很好

的利用，没有形成产业发展的合力。

4、山桐子产业发展建议

4.1加大科研团队建设和产业研发力度

山桐子产业是一个新型的产业，没有很成熟的技术和经验，目前在种植过程中有许多新的问题。如选择什么品种，雌雄株

差异及栽培比例，达到早产高产稳产的技术管理措施，等等，这些都需要科研团队进行研发。首先对野生山桐子资源进行调查

和收集，建立山桐子种质资源收集圃，选育优良品种发展。其次要加大山桐子无性系繁殖技术研究，合理配置雌雄株，达到高

产稳产。也只有这样，山桐子产业才会做大做强。

4.2加大宣传和政策扶持力度

通过多层面，尤其是政府层面的宣传力度，积极引导企业和农户从事山桐子的种植和加工；同时将山桐子产业发展与退耕

还林、鄂北防护林、国家储备林建设等林业重点工程项目结合起来，与林业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农村脱贫致富战略结合起来，

与精准灭荒、精准扶贫、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加大政策资金扶持力度，有效地推进山桐子产业发展。

4.3建立合作开发产业链

山桐子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有巨大的发展前景，可以通过“公司+科研院所+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合作方式，共同建立

资源共享平台，实现多方共赢，共同发展的产业链格局。鼓励农民在低效经济林、生态林和荒山荒坡等低产地种植山桐子，提

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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