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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徽省油茶业在政府扶持与农户参与下得到快速发展，但仍存在原料紧张、龙头企业带动效益不
足、产品单一、市场开发及抗风险能力弱、基础研究薄弱等问题。只有积极推动油茶产业整合升级，延长油茶加
工产业链与推动技术进步，才能推动安徽省油茶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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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Camellia oleifera Abe1）属于山茶科山茶

属，起源于我国，具有悠久的种植历史，是世界

四大木本食用油源树种之一［ 1～2］。我国的油茶资源

非常丰富，品种多达几十个，是世界上油茶籽产

量最高、分布最广、品种最多的国家，主要分布

在湖南、江西、广西、浙江、福建、安徽、贵州

等南方省区的丘陵地带。油茶干燥成熟后的种子

是油茶籽，是一种含油率很高的食用油原料，油

茶籽经浸出或压榨可得到茶油。我国是目前世界

上生产油茶籽最多的国家，总共约有 400 万 hm2

的油茶资源，每年全国可以生产出 60余万 t成熟

的油茶籽，常年产茶籽油 15万 t［ 3］。

1 安徽油茶产业基本情况

安徽省是全国油茶生产重要基地，安徽适宜

油茶种植的产区主要有黄山、宣城、安庆、六安、

巢湖与芜湖地区，各地区先后出台了《黄山市油茶

产业发展规划》、《关于加快油茶产业发展的意见》

（宣城）、《六安市油茶产业发展规划》、《六安市油茶

种苗管理和良种繁育推广实施意见》等。同时，安

徽省财政不断加大对油茶产业的资金投入，2013

年油茶专项资金和现代农业发展油茶资金等投入

达到 5 000多万元。根据《安徽省油茶产业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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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到 2020年，安徽全省油茶林总面积达到 20

万 hm2，年产油茶 12万 t，产品精加工率达 80%左

右，油茶产业年产值达到 100亿元以上。

2 安徽油茶加工业发展瓶颈

目前安徽全省油茶加工企业达 97家，年产茶

油 3.52万 t，年产值超过 15亿元，有力促进了生

态改善、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致富，但安徽油茶

加工产业发展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2.1 加工能力强，但原料供给紧张

安徽全省现有油茶规模加工企业为 8家，其

中仅安徽大别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安徽中盛食

用油科技有限公司与安徽省华银茶油有限公司就

分别拥有年生产 3.0万、1.5万与 1.0万 t茶籽油的

产能，3个企业的年加工能力达 5.5万 t以上，而

目前安徽实际年产茶油 3.52万 t。在全部 97家油

茶加工企业中，还不包括油茶加工小作坊。油茶

产自山区，由于山路崎岖造成运输成本上升，不

少种植农户直接将收获的茶籽就近送入油茶加工

小作坊进行加工，造成实际油茶加工企业能获得

油茶籽数量更少。目前安徽省油茶加工企业的技

术与装备已初具规模，本地区的油茶籽产量已不

能满足企业产能的需要。企业获得茶籽油原料的

能力将直接影响乃至决定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因此加快建设发展油茶培育与种植基地，并提供

高产优质栽培技术成为油茶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之一。

2.2 企业多而小，龙头企业带动效益未体现

按照《安徽省油茶产业发展规划》，安徽将建

成 2～3个年加工能力万吨以上的企业，目前安徽

大别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安徽中盛食用油科技

有限公司与安徽省华银茶油有限公司均达到万吨

茶籽油的产能，其余均为众多的中小型加工企业。

但目前油茶加工企业的龙头带动效益不明显，主

要表现在产品差异化、产品销售市场、产品消费

者定位、产品包装宣传等各方面均同质化，龙头

企业的效益只体现在产量上，其市场开拓及技术

带动效益尚待培育形成。而湖南金浩茶油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湖南省油茶乃至全国油茶业的龙头企

业，年产销茶油超过 11亿元，以“合纵连横，打造

茶油湘军”的龙头企业战略发展规划，通过整合油

茶产业上下游资源，带动了湖南全省乃至全国油

茶和食用油脂业的快速发展，值得安徽借鉴。

2.3 产品单一，处于初级加工阶段

目前安徽省油茶籽榨油加工后仅获得茶油与

油茶粕，油茶加工企业产品单一，局限于纯茶油，

没有迎合不同消费群体的茶籽调和油、茶籽营养

油、浓香茶籽油等系列产品。产品单一必将造成

茶油生产企业在狭窄的市场空间相互竞争、厮杀。

而油茶粕含有蛋白质、多糖、多酚、鞣质和茶皂

素等有价值成分［ 4］，因此油茶粕是开发一系列高

附加值产品的优质原料。目前安徽省所产的油茶

粕多直接作为发酵有机肥基料，或者作为进一步

加工的原料资源进行销售，市面上众多高附加值

的源自油茶粕资源的糖萜素、茶皂素、生物杀虫

剂等产品没有一个是安徽省油茶加工企业生产的。

极短的产业链，造成茶油本身的价值和高附加值

得不到彰显，企业的经济效益未得到充分挖掘开

发，产品处于初级加工阶段。

2.4 油茶市场开拓及营销环节薄弱

在当今“渠道为王，终端制胜”的年代，只有

市场支撑才能推出产品。目前安徽省油茶加工企

业市场开拓还局限于“立足本土，逐步开发外省市

场”的本土营销思路，茶油海外出口为空白，形成

多层次密集分销网络还需要时间。在中央电视台、

省属媒体的广告投放额很小，尚没有形成全国性

知名油茶品牌，使得安徽省油茶的市场销售网络

较小，直接影响油茶产品的销量，销售增长率不

高且不稳定。

2.5 抗风险能力弱

油茶加工后的获益产品为茶油和茶油粕，一

般情况下食用油企业利润的 20%来自食用油的销

售，其余 80%来自粕类的销售。只有延长粕类深

加工产业链，把茶油当作初级产品甚至副产品时，

才能使茶油产业健康快速发展。茶油由于其原料

成本较高，产品价格甚至出现倒挂现象，单纯以

茶油加工销售获利已很难，只有油茶企业推动油

茶粕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实现油茶产品多元化，

则在当前食用油价格下跌的“挺粕压油”市场背景

下，较强的抵抗市场风险能力可维持企业生产利

润。

2.6 油茶基础科学研究薄弱

早前研究已揭示，茶油拥有对人体有益的众

多成分，并对油茶的压榨生产工艺及设备进行开

发，推动油茶加工业的发展。随着油茶加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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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介绍传统图案的概念与分类出发，阐述了传统图案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重要性，并论述了传统图
案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与体现，以增强人们对传统图案的认知、重视和理解，从而提高人们对园林景观设计

中优美环境的欣赏力与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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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图案是具有实用性、装饰性和审美性的

纹样。我国传统图案内容丰富、源远流长，是我

国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在长期

的生产劳动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渐抽象出来的一

种既具有装饰作用，又具有丰富意蕴的纹样。

传统图案题材丰富、类型多样，有植物纹样、

动物纹样、风景纹样和人物纹样等。传统图案来

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与生活中的自然美相比，

它更典型、更强烈、更集中、更理想。将传统图

案融于城市园林设计不仅是设计的创新需要，更

是体现民族文化的需要［ 1～3］，传统图案在园林景观

设计中的合理运用不仅可以让园林设计锦上添花，

更能让园林景观设计的生命力历久不衰。

1 园林景观设计的现状与不足

园林景观设计是一种感官审美的实体，是一

种协调人与社会坏境、人与自然之物关系的物化

形态。园林景观设计的个性、奇特、有内涵，不

仅可以满足人对社会环境的审美需求，更能承载

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能起到传播与发扬

的作用。也可以让人们在散步休闲的同时对民族

的发展与市场的不断变化，油茶业需要基础科学

研究为其提供新的支撑，如茶油掺假检测、茶油

中有害物质的去除、医学及其它行业功能茶油的

开发、改性工程茶油开发等方面。目前安徽省尚

无在油脂工程方面具有研究优势的研究所和高校，

在油茶领域更为匮乏，造成基础研究的薄弱，不

能在基础科技研究方面为油茶的品质、安全和新

市场开发提供有力保障。

3 展望

油茶是我国特有的木本植物，符合国家“不与

粮争田”的食用油发展战略，其健康、低碳的品质

也迎合了市场需求，在保障国家食用油安全的战

略下，发展茶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市场意义。

近几年在各级政府的扶持政策和农户的积极参与

下，安徽省油茶种植面积突飞猛进，不断有新的

投资进入油茶种植加工领域，但较短的油茶产业

链和较低的产业化生产经营水平限制了安徽省油

茶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只有积极推动油茶产业

整合升级、延长油茶加工产业链与推动技术进步

才能提升安徽省油茶产业发展动力，将我国特有

木本油料—茶油真正开发成为我国高端食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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