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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野生茶树资源是生物资源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着极高的经济价值，而且还有生态价值。经

实地对丹江口市的骞林茶树种质资源分布情况、保护与开发利用现状进行调查，发现骞林茶种质资源保

护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存在着对野生茶树资源的重要性和价值认知不足、原地保护和驯化难、掠夺式

采伐等问题。基于此，提出加大野生茶树资源保护的宣传力度、推广仿原生态种植模式、建立野生茶树

资源保护区、研制并形成标准体系等发展对策，旨在为骞林茶种质资源原生境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一定

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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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ld tea tree resources are an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component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which not only have extremely high economic value, but also ecological value. Through on-site in-
vestig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Eurya alata germplasm re-
sources in Danjiangkou City, it was found that the protection of Eurya alata germplasm resources 
ha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bu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awareness of the impor-
tance and value of wild tea resources, difficulties in in-situ protection and domestication, and 
predatory logging. Based on this, it is proposed to increase the publicity efforts for the protection 
of wild tea tree resources, promote the imitation of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planting mode, estab-
lish wild tea tree resource protection areas, develop and form a standard system, and other de-
velopment strategies, aiming to provide a certain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
tion of the original habitat of Eurya alata germplasm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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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树的原产地，拥有极为丰富的野生茶树资源[1]。野生茶树资源是自然生态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战略资源[2]。作为种质茶树遗传育种及生物技

术研究的重要物质基础，野生茶树资源不仅有着极高的经济价值，而且还有巨大的生态价值。然而近年

来，部分地区出现了盗采、乱采、滥挖濒危野生茶等严重危害自然生态的行为，给我国野生茶树种质资

源可持续利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3]。为加强野生茶树资源的保护，各地政府及非政府组织采取了

一系列措施[4]，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出台，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了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调查。《中国茶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建议(2021~2025)》指出茶产业是我国特色优势

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承担着支撑茶区经济、满足健康消费、稳定扩大就业、服务乡村振兴的

重要任务[5]。由此可见，当前茶产业是推进乡村振兴及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野生茶树资源的

保护应得到国家和政府的重视[6]。 
武当山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道教圣地、武当武术发源地，享誉全球。武当道茶也称骞林茶，是武

当山“上供仙品”之一，骞林茶与普通茶叶不同属，它来自于山茶科柃木属植物翅柃(Eurya alata)，是野

生生长的岩茶。骞林茶曾为明代道茶贡品，产量珍稀，其入口微苦，咽后回甘，香味醇厚，口感十分独

特。1999 年，武当山特区被国家农业部授予中国道茶文化之乡；2008 年 8 月 20 日，在北京经国家技术

监督总局组织专家评审，一致认为武当道茶文化深厚、博大精深，评定其为地理标志产品；2009 年 12
月，“武当道茶”经专家评审，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2009 年 9 月 3 日，湖

北省武当道茶产业协会成立，十堰市委、市政府领导在会上宣布将“武当道茶”品牌作为十堰市公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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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品牌使用，由市农业局、湖北省武当道茶产业协会负责，全十堰市公用。据实地调查，骞林茶在武当

山主要分布于盐池河镇武当口村、黄草坡村、七星河村等多处高海拔地区，分布零散，数量稀少。因此，

本研究通过对骞林茶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开发现状进行总结分析，以期为该农业种质资源的深入研究

和产业开发利用提供理论基础。 

2. 研究区概况及调研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丹江口市位于湖北省的西北部，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丹江口统计年鉴(2022 年)显
示，当地共有木本种子植物 79 科，206 属，403 种，珍稀树种主要分布在武当山，官山镇，盐池河镇，

石鼓镇，习家店镇等。盐池河镇地处丹江口市西南部，森林覆盖率超过 90%，是野生植物资源(野生茶)
的主要保护示范区，也是骞林茶树品种的适生最佳区域。盐池河镇辖区内的武当口、大岭坡、吴家河、

房草沟、改版河、黄草坡、七星河等村多处发现骞林茶树种群，在湖北省农业土著品种基因资源多样

性保护种占有重要地位。2019 年，湖北省遴选丹江口市盐池河镇的骞林茶(Eurya alata)作为核心保护土

著物种，收集了十堰市有关野生茶基因资源多样性保护及可持续利用的相关文献资料，拟定在吴家河

村、黄草坡村和七星河村开展保护与利用示范建设。经调查，骞林茶大部分生长于背阳 600~1200 米深

山崖壁间，不仅有天然有机茶的独特叶型和持久清香，而且咖啡碱极低，不会对人体神经造成剌激。

骞林茶树大多分布于空气清新的高海拔森林之中，生长在有机质含量高、营养物质丰富的山地，在这

样优越的环境条件下，骞林茶树群落生长优势明显，树高能达到 10~30 米，叶片深绿有光泽，内含物

丰富。 

2.2. 调研方法与内容 

2.2.1. 调研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咨询专家和采访当地茶农的方法来收集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茶树分布等相关数据[7]，

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对骞林茶树和原生境进行记录和拍照，调查茶树的形态特征和对应参数，在原生境

群体中选取 10 株具代表性的骞林茶树，最后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8]。本次调查以骞林茶树和原生境种群

为对象，历时三年(2021~2023 年)。 

2.2.2. 调研内容 
调研内容包括骞林树和原生境种群的生长条件与种植情况，全面地掌握骞林茶资源的现状[9]。依据

《中国古茶树》中的研究方法，实地调查骞林茶种质资源分区位置、地理坐标、海拔高度、植被类型和

土壤类型等相关生态数据；记录编号、名称、种名和生长状况等基本信息。 

2.3. 研究与保护情况 

骞林茶又名太和茶，是道家仙茶，为武当山独有。明人王象晋编著《群芳谱》云，“太和山”出骞

林茶，初泡极苦涩，至三四泡，清香特异，人以为宝茶。1431 年成书的《敕建大岳太和山志》说：“世

传武当山骞林茶，能愈诸疾。自昔以来，人皆敬重。”2017 年，杨立志、李晓梅合著《武当道茶文化》

一书，首次披露武当骞林茶，并寻找到实物。目前武当山发现的骞林茶树有两种，《湖北植物志》、《竹

溪植物志》图谱上的植物学名叫翅柃，系山茶科，柃木属，而另一种植物学名叫尖莲蕊茶，系山茶科，

山茶属(图 1)。至今盐池河镇仍保留大量野生古茶树，为选育优质特色茶树品种，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茶

产品提供了良好条件。全面了解当地骞林茶种质资源情况，对加强其保护、研究、开发、利用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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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Wild tree species Eurya alata 
图 1. 野生树种翅柃 

 
为了切实贯彻落实十九大会议精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巩固脱贫成果有效衔接，根据市委、市

政府“拥江战略”的中长期布局，结合自身资源禀赋，依托“环武当山文旅康养示范带”建设，打造

武当口村茶园综合体 + 旅游康养产业，有效保护骞林古茶树品种。2019 年，湖北省茶叶科学研究所

的科研人员对盐池河镇的骞林茶树品种的分布、面积、形态特征、产量、抗性等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

丹江口农业局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实施方案》，组织开展地方茶树种质

资源普查与征集工作。据初步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在盐池河镇武当口、黄草坡、房草沟、改版河等地

均发现有骞林茶树。当地茶技人员在前期调查研究基础上，采用原生境和苗圃对骞林茶进行有效保护。

将骞林茶的核心产区武当口村划为原生茶保护区，并在保护区范围内为古茶树加围栏，为每株茶树挂

牌子加以保护，并制定村规民约以加强对古茶树的管理与开发利用。此外，自然资源保护区内的茶农

在当地茶技人员或经过相关培训的茶叶专业合作社技术人员的指导下，采用短穗扦插方式就地扩繁。

同时，盐池河镇以保护为主，开发为辅，通过村集体及引导群众，开发茶叶、菌菇、中药材等旅游养

生产品，鼓励发展农家乐、餐饮、民宿等第三产业。最终以古茶保护为依托，形成群众农忙上山护茶、

采茶，农闲在家开店挣钱两不误的产业模式，实现物种资源保护、经济持续发展齐头并进的“两山”

转化实践新格局。 

3. 骞林茶树种质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 

从 2020 年开始，丹江口市盐池河镇武当口村在湖北省 GEF-6 项目组专家指导下，通过野生植物的

苗圃繁育、加工技术的改造升级、文化要素的合理植入构建了文化科技“双催化”骞林茶保护利用模式

(图 2)。该模式以野生土著物种保护为基础，以人工繁育技术突破核心，以绿色有机种植为手段，以加工

技术优化为抓手，以武当道教文化为传承，将野生植物资源转化为村民致富的高品质农业产品，形成了

保护与利用的“双赢”。同时，丹江口市相关部门也通过多次对骞林茶资源开展调查，初步掌握了骞林

茶资源的数量和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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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ulture and technology “double catalysis” Eurya alata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model 
图 2. 文化科技“双催化”骞林茶保护利用模式 

3.1. 保护优先，建设保护小区 

野生茶树是不可再生的植物资源，保护好野生茶树资源是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想的实

现路径之一。骞林茶树属珍稀植物，仅分布武当山周围海拔 800~1200 米的深林沃土之中，喜冷凉湿润。

为保护好这一农业土著物种，丹江口市人民政府在武当口村四组因地制宜改造 10 亩武当道茶育苗场，移

栽野生茶树 120 株，在其核心产区建设了翅柃自然保护小区 1700 亩，划定了保护区域，出台了相关保护

措施，严格保护骞林茶树的种质资源。 

3.2. 科学利用，建设扦插苗圃 

经相关专家的考察论证，在武当口村建立武当道茶(骞林茶)苗圃育苗基地(图 3)，采用扦插技术繁育

骞林茶苗，供给农户种植。依靠科技创新解决土著物种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几百年以来，骞林茶一直是

采摘野外的翅柃幼叶加工。通过 GEF 项目，引进了人工扦插技术，解决了人工栽培的种源问题，将野生

土著资源转化成了可人工栽培农业资源，化解了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 
 

 
Figure 3. Eurya alata seedling base 
图 3. 骞林茶育苗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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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制定标准，规范种植技术 

通过产学研结合，制定了武当道茶种植技术指南，从基地选择、茶园生态建设、茶园规划、茶园开

垦、茶树种植、茶树定剪、茶园除草、茶园管理、茶园改造、茶园施肥、病虫害防治、茶叶的采摘与运

输等 12 个方面提出了技术要求。 

3.4. 文化催化，发掘文化价值 

从《敕建大岳太和山志》《武当福地总真集》和《武当福地总真集》等古迹文献中，寻找骞林茶的

历史渊源，发掘其文化和养生价值。依靠文化提升土著物种的经济价值。通过历史朔源，发现古代武当

道人已经认识到了骞林茶“咖啡碱极低，不会对人体神经造成剌激”的养生价值，由此打造了骞林茶的

品牌特征和文化符号，针对特定消费群体形成了高档旅游产品。 

3.5. 革新模式，推动妇女就业 

武当口村将农户组织起来，成立了武当口狮子峰茶叶专业合作社，集管理、加工、销售一体化，基

本形成了“村集体 + 合作社 + 农户”的产业模式，为本地留守妇女提供收入渠道。通过土著品种保护

留住了农村人口。同时，鼓励当地农户发展农家乐、餐饮、民宿等第三产业，形成群众农忙上山护茶、

采茶，农闲在家开店挣钱两不误的产业模式。自武当口狮子峰茶叶合作社承担骞林茶保护开发以来，带

动脱贫人口 30 多人就近就业务工，有效带动了群众的增收，提升了骞林茶的品牌效应。 

3.6. 农旅融合，打造旅游商品 

利用地处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旅游景区的优势，已经将骞林茶通过“武当道茶”品牌提升为高档旅

游产品。当地农户将尖连蕊茶散种在房前屋后，很多茶树树龄在十年以上，主要为粗放型管理，几乎不

喷农药、不施化肥。因此，以当地古茶树鲜叶为原料加工生产的原生态茶产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现已

具一定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此外，狮子峰茶叶合作社以多种形式举办了茶文化推荐活动，有力展现了

茶艺文化、茶旅文化的发展，利用高山云雾茶园的优势，向游客及研学团队开放茶园采摘活动，现场讲

解采茶的技术标准，现场指导炒茶制茶工艺，向游客讲好中国茶、武当道茶的故事。武当口村狮子峰茶

叶合作社通过各项活动的举办，以茶为媒、以茶为介，年接待游客约 30,000 余人次，茶叶销售在往年的

基础上增加 10%，茶农人均年收入增长 300 元以上。 

4. 骞林茶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4.1. 原地保护驯化难，部门联动不够 

骞林茶树资源是可开发利用并产生经济效益的植物资源，也是丹江口市重要的特色优势资源。大多

骞林茶种质资源分散生长在远离高速公路、国道、村庄的荒山野岭杂木林中，又因常年雨水冲刷等原因，

原生境立地条件退化、肥力降低，加上缺乏科学的管护等，难以对其实施技术性保护。由于骞林茶的原

生境的小气候也比较特殊，增加了人工驯化栽培的难度。此外，对骞林茶树资源的保护开发，政府未形

成保护长效管理机制[10]，例如林业部门侧重对骞林茶的保护，而农业农村部门侧重于对野生茶树资源的

开发和利用。 

4.2. 缺乏技术标准，产品质量不稳定 

骞林茶树资源分为两大种群，每个种群的属性、品种特性不同，人工辅助栽植扩繁需要不同的技术

和资金支持。目前，对于野生茶树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仅有《野生茶树资源保护与开发规范》，尚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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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标准，无法推行标准化生产，产品质量也就难以得到保障。同时，我国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

规定将野生产品、含野生农产品排除在地理标志申请范围外，因此野生茶产品不能申请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保护，无法满足长期且稳定的经费投入。 

4.3. 扩繁技术落后，开发利用程度低 

目前，主要采用建立种质资源圃和扦插繁育圃的方式对野生茶树资源进行保护与开发利用。系统选

育法是野生茶树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方式，其具体做法是先从种质资源圃优选单株，然后在扦插繁育圃

进行扩繁，再种植到观察圃中作进一步观察。骞林茶树资源开发利用率不足 20%，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

于野生茶树资源插繁育成活率较低，使得优良单株无法迅速扩繁种植，且野生茶树的鲜叶产量不高，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茶叶的生产和开发利用。另一方面是采摘难度大，骞林茶树一般生长在森林深处，采

摘开发成本高。 

4.4. 价值认知不足，茶树资源面临消亡 

野生茶树资源是不可多得的稀少种源和活化石，虽然近年来引起大家越来越多地关注，但当地农户

还不了解和认识野生茶树资源的重要价值[11]。近年来，由于未得到科学保护和开发利用，在经济利益的

驱使下，一些骞林茶树资源遭到掠夺式采摘，造成原生境的骞林茶树群和面积缩减。此外，随着人类在

原始山林频繁活动，一些野生茶树的生长环境被破坏，专家学者考察和游客的来访，对骞林茶树的生长

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5. 骞林茶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对策建议 

5.1. 摸清资源本底，推广仿原生态种植模式 

骞林茶是湖北省主要的农业土著品质代表之一，数目较少且原生境种群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首

先，需要不断组织开展骞林茶树资源的调查工作，摸清资源本底[12]。可以依托高校平台，积极组织开展

野生茶树资源普查工作，摸清资源的分布地点、种群、面积、株树、品种、树龄、树高、长势、生长环

境和经济效益等情况，确定野生茶树资源的濒危等级，并建立资源信息库。对骞林茶分布的集中区域划

定保护范围，实行区域保护，设立保护标志。对分散的骞林茶树单株进行挂牌标识保护、县级统一进行

编号，便于进行针对性的管理。其次，当地政府主导并建立骞林茶树生态保护机制，建立起野生茶树、

过渡型茶树、栽培型茶树以及现代茶园的立体生态区域，保护现有的骞林茶树种类。骞林茶树品种必须

在仿原生态环境下种植，以保持其原有品质[13]。最后，可充分利用当地独有的生态环境，根据野生古茶

树的生长特性，采用林下仿野生种植模式，不破坏原有植被，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此外，通过市县联动，

协力推进在骞林茶树集中分布区域设立卡口监控，建立全镇骞林茶树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和动态监测体系，

实施对野生茶树资源的有效保护。 

5.2. 合理开发利用，研制并形成标准体系 

丹江口市野生茶树资源丰富，蕴含着巨大的生态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合理开发利用野生茶树资源

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意义重大。首先，当地政府需要加强和完善骞林茶的保护区建设，根据茶树资源种

类及分布特点，建立多个适合的保护点和保护小区[14]。其次，充分利用骞林茶资源多样性特点，全方位、

深层次的综合利用，确保资源的消耗速度小于其更新恢复速度，做到可持续利用。为科学合理利用好有

限的野生茶树资源，有关单位可结合实际，研制土著物种的产品质量标准，统一工艺流程。同时，研制

适合当地实施的野生古树茶的苗木繁育、栽培管理、鲜叶采摘、加工技术标准，实现标准生产。在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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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需求的同时，树立产品的市场口碑和品牌效应，为打造野生古茶树品牌打下基础[15]。最后，各级

政府应当对野生茶树保护、品牌打造、市场开发、环境保护改善等方面进行综合规划，多方争取各级项

目资金支持。 

5.3. 建立保护机制，加大骞林茶保护的宣传力度 

骞林茶树资源十分稀有，产品十分珍贵，下一步应该加大对野生茶树资源保护的宣传力度。首先通

过电视、广播、横幅、发放宣传资料、会议、科技下乡、专家服务团等多种形式宣传农业生物多样性和

野生茶树资源保护的意义和价值。广泛开展保护实践和宣传教育活动，普及野生茶树保护知识，使当地

的农户不仅能够了解骞林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而且能够充分科学地认识到农业生物多样性的

价值。提高群众保护野生茶树资源的意识，让当地农户能够自觉承担起保护骞林茶树的责任与义务。其

次，在各林区、路口等位置张贴宣传标语或通过宣传标识牌、警示牌等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

保护条例》《湖北省野生植物保护办法》《湖北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建立骞林茶资源的

长效保护机制。最后，加强对当地茶农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知识培训，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

的新型茶农，全面提升野生茶树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能力，形成良好的长效发展机制。 

6. 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 

农业土著品种种质资源具有遗传多样性和不可替代性，同时具有较高的经济、文化和生态价值[16]。
通过初步调研发现，在丹江口市盐池河镇分布着不同数量的骞林茶树资源。目前，当地政府及茶协会均

高度重视骞林茶的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依然

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不够、对骞林茶种质资源保护的力度不够、骞林茶种质资

源开发过度等问题。本研究在分析骞林茶种质资源价值及保护与利用问题的基础上，从农业生物多样性

保护角度提出推广仿原生态种植模式、研制标准体系、建立保护机制等有针对性的策略。 

6.2. 展望 

野生茶树资源保留有原始品种的基因，具有不可再生、不可替代和遗传多样性的重要特性。通过对

骞林茶树种质资源的调查，基本掌握了野生茶树的基本形状和开发利用现状。下一步可对骞林茶鲜叶品

质成分、遗产多样性等进行分析[17]。随着科技进步发展，传统育种方法与现代分子生物育种技术相结合

将是未来茶树育种的主要发展方向[18]，分子标记技术已被贵州[19]、云南[20]、广西[21]等茶区广泛应用

于古茶树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分析。骞林茶种质资源充实了湖北省的农业种质资源，开展对骞林茶树种

质资源的调查和保护研究工作，对推动湖北省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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