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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江西适合油茶生长，但开发利用程度不高，分析评估其生产潜力与资源利用效率，可
为进一步优化油茶种植分区、提高产量、合理利用国土资源等提供依据。 以江西省油茶综合
生产潜力为研究对象，基于潜力衰减法逐级修订得到自然生产潜力，结合社会有效系数得到
综合生产潜力，并进行资源利用效率评估。 结果表明： １）江西省油茶各级生产潜力平均值在
１０２２９～１７７２４ ｋｇ·ｋｍ－２，从赣南向赣西北递减，平均综合生产潜力为 １２５５０ ｋｇ·ｋｍ－２，分级后
具有较高潜力和高潜力类可利用土地面积达 ５１６５６ ｋｍ２，占全省面积的 ３１．１％；市级生产潜力
中，赣州最高。 ２）江西省油茶生产潜力变幅为 ２２２３～３８５７ ｋｇ·ｋｍ－２，各级潜力变化量的区域
差异较小；油茶资源满足率为 ６９．３％～１２２．７％，各级资源满足率区域差异较小；油茶资源组合
利用效率为 ４９．１％～８５％，各级生产潜力利用率的区域差异较大。 ３）综合生产潜力评估结果
与江西油茶实际产量较符合，资源利用效率评估结果与江西自然和社会条件相符，可以作为
相关研究与政策制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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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本油料作物在食品、工业用途中具有重要作

用。 随着人口日益增长、经济快速发展，我国面临的

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而可利用土地资源逐步减少，在
此背景下进行木本油料作物生产潜力与资源利用效

率的研究，对优化种植结构、合理开发利用区域资

源，尤其是低山丘陵地区，具有重要意义。 生产潜力

是在一定条件下某作物的最大生产能力，揭示了作

物产量与环境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１］，资源利

用效率是各类因素作用下作物对资源的开发程度，
体现了区域蕴含资源的优劣程度与作物对资源环境

的需求情况，生产潜力与资源利用效率分析是作物

生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潜力衰减法将生产潜力

划分为光合、光温、气候和自然生产潜力 ４ 个依次衰

减的层次［２－３］，在灌溉和施肥等改良措施下，气候生

产潜力是可实现的目标产能，因此是研究的重

点［４－６］。 农林业对气候变化较为敏感，基于情景数

据分析气候变化对生产潜力的影响，模拟未来生产

潜力的时空特征是该研究的趋势之一［７］。 社会经

济因素是生产活动中的最大变量，在水分、土壤肥力

改善、病虫害防御、机械化劳动效率提高等方面具有

明显作用［８］，土地利用尤其是耕地变化对生产潜力

有明显影响［９］，而政策扶持对农户种植意愿的影

响［１０］、农户经营行为特征［１１］、供给决策导向下的投

入产出与种植潜力分析等对生产力的影响也逐渐受

到重视［１２－１３］。 但不同作物的社会经济因素指标各

异，对社会因子的正负向作用也存在不同观点，部分

学者遵循潜力衰减法，用社会有效系数修订自然生

产潜力［１０］，也有学者将社会要素视为积极因素，在
自然生产潜力基础上增产得到综合生产潜力［１４］，衰
减与增产都有合理性，涉及到人类投入的方向、力度

与具体效果。 在生产潜力研究基础上，资源利用效

率日益受到关注，从产量衰减量、各级生产潜力衰减

率、现实产量的各级资源利用率［１５－１６］ 角度建立评价

指标［１７］，以及从社会因子参与下的投入产出效

率［１８］等方面进行分析，也有从温度、降水限制角度

进行生产潜力衰减分析［１９－２０］，这与区域资源特征和

作物生长需求密切相关。
油茶是我国乃至世界四大木本油料作物之一，

在食用、医药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

利用价值。 油茶喜温暖怕寒冷，适宜生长在年平均

气温 １４～２１ ℃、花期平均气温 １２ ～ １３ ℃、有较充足

的阳光和水分、地形坡度和缓、侵蚀作用弱、深厚酸

性土的地方。 江西省位于亚热带地区，地形以低山

丘陵为主；气候为中亚热带温暖湿润季风气候，雨热

同期，年均温约 １６．３ ～ １９．５ ℃，降水丰富，年降水量

１３４１～１９４３ ｍｍ；土壤以酸性红壤、黄壤为主。 江西

的自然条件较适宜油茶生长，２０１８ 年江西省油茶林

面积 １０１．６７×１０４ ｈｍ２，油茶籽产量 ４５．６×１０４ ｔ，分别

占全国的 ２２．７％和 １７．３％，均居全国第二，但产量比

重明显低于面积比重，而位居第一的湖南省，自然条

件与江西省类似，却以全国 ３１．４％面积的油茶林产

出了 ３８．４％的油茶籽。 因此，评估江西省油茶潜在

生产力，发挥应有的资源优势，提高资源利用率，可
为区域农林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脱贫提供必要的支

撑。 本研究以江西省油茶生产潜力分析为目标，基
于气候、高程、土壤、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数据，通过

潜力衰减法（机制法）逐级订正得到的自然生产潜

力，然后选取指标构建社会有效系数，并视为积极因

素增产得到综合生产潜力，最后从潜力变化量、资源

满足率和资源组合利用率角度进行资源利用效率评

估，以期为划分江西省油茶生产潜力优势区及相关

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数据来源

油茶综合生产潜力和资源利用效率评估所需数

据有：１）行政边界数据、人口分布数据和土地利用

数据（２０１５），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

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提取行政区划数据集

的江西省域面、社会经济数据集的人口空间分布千

米网格数据和 ＬＵＣＣ 数据集的 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数

据（３０ ｍ×３０ ｍ）。 ２）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数据，来
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ｓｃｌｏｕｄ． ｃｎ ／ ）的

ＡＳＴＥＲ ＧＤＥＭＶ２ 产品 ３０ ｍ 分辨率数字高程数据

集，并计算坡度。 ３）气候数据（１９８１—２０１５ 年），来
源于中国气象数据网（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ｃｍａ． ｃｎ ／ ），获取

年均日照时数、年均气温、年均降水量等。 ４）土壤

类型空间分布数据（２００９），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

土壤门户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 ／ ｓｏｉｌｓ⁃ｐｏｒｔａｌ）的世

界土壤数据库（ＨＷＳＤ），中国地区数据源为中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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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提供的 １９９５ 年全国第二次土

地调查获得的 １ ∶ １００ 万土壤数据，提取江西范围内

栅格（８８６ ｍ×８８６ ｍ 重采样为 １ ｋｍ×１ ｋｍ），关联

ＨＷＳＤ＿ＳＭＵ 获得分类属性。 ５）油茶产量数据、油茶

林种植面积数据（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来源于江西省统

计年鉴［２１］。
１ ２　 生产潜力模型

生产潜力是在一定自然和社会条件下的作物生

产能力，自然生产潜力是光、热、水、土等达到最佳状

态时，作物充分利用自然因子在理论上可达到的最高

生产量，可运用潜力衰减法（机制法）逐步修订光合生

产潜力、光温生产潜力、气候生产潜力等得到自然生

产潜力，经社会系数修订得到综合生产潜力［２２］。
１） 光合生产潜力（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ＰＰ）：在理想状态下由光能资源和植物

光合效率所决定的植物最高生产力。 其形成生物量

的基本能量是能够被绿色植物利用进行光合作用的

那部分辐射，即光合有效辐射。 光合生产潜力与太

阳总辐射量的计算公式为：

Ｙ（Ｑ）＝ ＫＦ ＥＱ
Ｚ（１－Ｃ）

（１）

Ｑ＝Ｑ０（ａ＋ｂＳ） （２）
式中：Ｙ（Ｑ）为光合生产潜力（ｋｇ·ｋｍ－２·ａ－１）；Ｋ 为

单位转换系数，Ｋ ＝ １００００００；Ｆ 为经济系数，油料作

物较低，一般为 ０．３～０．４，本研究取 Ｆ＝ ０．３；Ｅ 为作物

的光能利用率，Ｅ ＝ １０％；Ｑ 为太阳总辐射量（ＭＪ·
ｍ－２），利用气候学方法计算；Ｑ０为天文辐射量；ａ、ｂ
为经验系数，取 ａ ＝ １４．３１，ｂ ＝ ０．５８５［２３］；Ｓ 为日照百

分比；Ｚ 为能量转换系数，Ｚ＝ １０．２２４ ｋＪ·ｇ－１；Ｃ 为作

物灰分率，Ｃ＝ ０．３。
２）光温生产潜力（ 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ＬＴＰＰ）：温度条件影响光合生产潜力的

发挥，不同作物对生育期的最适温度要求不同，需通

过温度有效系数来修正。 光温生产潜力和温度有效

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Ｙ（Ｑ，Ｔ）＝ Ｙ（Ｑ）·ｆ（Ｔ） （３）

ｆ（Ｔ）＝
０ （Ｔ≤Ｔｍ）

Ｔ ／ （ＴＭ－Ｔｍ） （Ｔｍ＜Ｔ≤ＴＭ）
１ （Ｔ＞ＴＭ）

ì

î

í

ï
ï

ï
ï

（４）

式中：Ｙ（Ｑ，Ｔ）为光温生产潜力；ｆ（Ｔ）为温度有效系

数订正函数，０＜ｆ（Ｔ） ＜１；ＴＭ为作物生育所需的上极

限温度，ＴＭ ＝ ３１ ℃；Ｔｍ为作物生育所需的下极限温

度，Ｔｍ ＝ １０ ℃ ［２４］；Ｔ 为作物生育期间的平均温度

（℃）。
３）气候生产潜力（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ｌｉｍＰＰ）：气候生产潜力是在光、温条件保持最适宜

状态时，自然降水条件下区域可能达到的最高作物

产量。 通过水分有效系数来修正光温生产潜力得到

气候生产潜力。 气候生产潜力与水分有效系数的计

算公式为：
Ｙ（Ｑ，Ｔ，Ｃ）＝ Ｙ（Ｑ，Ｔ）·ｆ（Ｗ） （５）

ｆ（Ｗ）＝

ｒ
Ｅ０

（ ｒ≤Ｅ０）

１－
ｒ－Ｅ０

３Ｅ０
（Ｅ０＜ｒ≤４Ｅ０）

０ （ ｒ＞４Ｅ０）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

（６）

式中：Ｙ（Ｑ，Ｔ，Ｃ）为气候生产潜力；ｆ（Ｗ）为水分有效

系数订正函数，０＜ｆ（Ｗ） ＜１；ｒ、Ｅ０分别为降水量和潜

在蒸发量（ｍｍ）。
４）自然生产潜力（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ａｔＰＰ）：土地属性及其组成，尤其是土壤，是作物及

其生长必须的矿物营养和水分的载体，在气候生产

潜力条件下，因土地限制所能实现的生产能力就是

自然生产潜力。 研究选取海拔、坡度、土壤质地、土
壤总有机碳含量和土壤阳离子交换能力 ５ 个方面作

为土地系数指标，参考前面有效系数在 ０．７ ～ ０．９，将
５ 个土地指标的有效系数等距划分为 ５ 级，采用专

家打分赋予权重，土壤属性是影响土地系数的重要

因素，故权重较大（表 １），综合 ５ 个指标得到土地系

表 １　 土地有效系数指标分级与权重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ｌ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１（０．７） ２（０．７５） ３（０．８） ４（０．８５） ５（０．９）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海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 ＞１０００ ８０１～１０００ ＜５０，
６０１～８００

５１～２００，
４０１～６００

２０１～４００ ０．１５

坡度 Ｓｌｏｐｅ （°） ＞２５ ≤２ １５～２５ ２～６ ６～１５ ０．１５
质地 Ｓｏｉｌ ｔｅｘｔｕｒｅ 砂质

Ｓａｎｄｙ
砂壤质

Ｓａｎｄｙ ｌｏａｍ
黏质
Ｃｌａｙ

黏壤质
Ｃｌａｙ ｌｏａｍ

壤质
Ｌｏａｍ

０．２４

总有机碳含量 Ｔｏ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ｇ·ｋｇ－１） ０．４１～０．７５ ０．７６～１．０９ １．１～１．４５ １．４６～２．４１ ２．４２～６．７４ ０．２３
阳离子交换量 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ｃｍｏｌ·ｋｇ－１） １～７ ８～１０ １１～１４ １５～２１ ２２～３０ 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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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然后修正气候生产潜力得到自然生产潜力。 自

然生产潜力和土地有效系数计算公式为：
Ｙ（Ｑ，Ｔ，Ｃ，Ｌ）＝ Ｙ（Ｑ，Ｔ，Ｃ）·ｆ（Ｌ） （７）

ｆ（Ｌ） ＝ ∑
ｎ

ｉ ＝ １
ＷｉＡｉ （８）

式中：Ｙ（Ｑ，Ｔ，Ｃ，Ｌ）为自然生产潜力（ｋｇ·ｋｍ－２ ·
ａ－１）；ｆ（Ｌ）为土地有效系数订正函数，０＜ｆ（Ｌ）＜１；Ｗｉ为

第 ｉ 个指标的权重系数；Ａｉ为第 ｉ 个指标的评分值。
　 　 ５）综合生产潜力（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ＰＰ）：生产潜力的社会系数，现有研究多

考虑灌溉、 化肥、 机械化等作为修订系数的指

标［８，２５］，油茶适宜在丘陵地带种植，灌溉要求不高，
机械化条件有限，本研究选择人口密度、种植潜力和

开发潜力作为油茶社会有效系数的指标（表 ２）。 其

中，人口密度用江西省人口空间分布公里网格数据

表示；种植潜力用海拔 ５０～６００ ｍ、坡度 ０° ～２５°范围

内林地比重表示，通过渔网工具计算林地在 １０ ｋｍ×
１０ ｋｍ 网格的比重得到； 开发潜力用海拔 ０ ～
１０００ ｍ、坡度 ０° ～３０°范围内人均土地资源表示，通
过渔网工具计算比重后除以空间化的人口数据得

到。 指标评分与土地系数一致，考虑到社会要素增

产作用在当前技术条件下有限，以 ０．７ ～ ０．９ 之间划

分为 ５ 级后的 ３０％作为社会有效系数评分，采用专

家打分赋予权重，综合 ３ 个指标得到社会系数。 考

虑到油茶生长与生产过程中人类直接和间接活动综

合效果是改善自然条件，因此将社会系数作为积极

因子增产自然生产潜力得到综合生产潜力。 综合生

产潜力和社会有效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Ｙ（Ｑ，Ｔ，Ｃ，Ｌ，Ｓ）＝ Ｙ（Ｑ，Ｔ，Ｃ，Ｌ）·ｆ（Ｓ） （９）

ｆ（Ｓ） ＝ １ ＋ ∑
ｎ

ｉ ＝ １
ＷｉＡｉ （１０）

式中：Ｙ（Ｑ，Ｔ，Ｃ，Ｌ，Ｓ）为综合生产潜力（ｋｇ·ｋｍ－２·
ａ－１）；ｆ（Ｓ）为社会有效系数订正函数，０＜ｆ（Ｓ）＜１；Ｗｉ为

第 ｉ 个指标的权重系数；Ａｉ为第 ｉ 个指标的评分值。
１ ３　 资源利用效率评价

资源利用效率即开发利用资源过程中投入与产

出的关系，效率高则资源浪费少。 目前常用比值分

析法、生产函数法、包络分析法、能量效率评价法、因
子⁃能量评价法、能值评价法和指标体系评价法等评

价农业资源利用效率［２６］。 本研究从资源对作物生

长的满足程度（潜力变化量、资源满足率）和作物对

资源的利用效率（资源组合利用率）两个角度进行

江西省油茶资源利用效率评价［１７］。
ΔＰ ｉ ＝ Ｐ ｉ－１ － Ｐ ｉ 　 Ｐ ｉ ∈ ［ ＰＰＰ， ＬＴＰＰ， ＣｌｉｍＰＰ，

ＮａｔＰＰ，ＣＰＰ，ＲＰ］ （１１）
Ｃｒｉ ＝Ｐｉ ／ Ｐｉ－１ 　 Ｐｉ∈［ＰＰＰ，ＬＴＰＰ，ＣｌｉｍＰＰ，ＮａｔＰＰ，

ＣＰＰ，ＲＰ］ （１２）
Ｒ ｉ ＝ＲＰ ／ Ｐ ｉ 　 Ｐ ｉ∈［ＰＰＰ，ＬＴＰＰ，ＣｌｉｍＰＰ，ＮａｔＰＰ，

ＣＰＰ］ （１３）
式中：ΔＰ ｉ、Ｃｒｉ和 Ｒ ｉ分别表示潜力变化量、资源满足

率和资源组合利用率；ＰＰＰ、ＬＴＰＰ、ＣｌｉｍＰＰ、ＮａｔＰＰ、
ＣＰＰ、ＲＰ 分别代表光合、光温、气候、土地、综合生产

潜力和现实产量。 潜力变化量是用前一级生产潜力

减去后一级生产潜力（现实产量）依次得到热量衰

减量、水分衰减量、土地衰减量、社会增加量和现实

衰减量，潜力变化量反映了自然限制因子与社会增

产因子作用下的具体变化量；资源满足率是用后一

级生产潜力（现实产量）除以前一级生产潜力依次

得到热量、水分、土地、社会和现实满足率，其中社会

有效系数增产作用使综合生产潜力高于自然生产潜

力，故社会满足率大于 １００％，为了便于分析，引入

纯社会满足率，即社会满足率减去 １００％得到，资源

满足率反映了自然限制因子与社会增产因子的高

低，其变化方向与潜力变化量相反；资源组合利用率

是用现实产量除以各级生产潜力，依次得到光合、光
温、气候、自然和综合生产潜力利用率，资源组合利

用率反映了实际生产对各级资源的利用效率，生产

潜力越高，资源组合利用率越低。 潜力变化量、资源

满足率体现了资源对作物生长的满足程度，资源组

合利用率体现了作物对资源的利用效率。
１ ４　 数据处理

将数据导入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平台后，利用其空间分

析功能，运用克里金法（Ｋｒｉｇｉｎｇ）将气候数据插值到

１ ｋｍ×１ ｋｍ空间上，通过栅格计算器计算各级生产

表 ２　 社会有效系数指标分级与权重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分级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０．７） ２（０．７５） ３（０．８） ４（０．８５） ５（０．９）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人口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０３ ｐｅｒｓｏｎ·ｋｍ－２） ０～１．３７ １．３８～４．０１ ４．０２～７．４７ ７．４８～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４３．００ ０．３５
种植潜力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 ０～１４ １５～３２ ３３～４５ ４６～５７ ６８～８２ ０．３５

开发潜力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ｍ２ ／ １０００ ｐｅｒｓｏｎ） ２～２７２ ２７２～４３１ ４３２～５９０ ５９１～７８２ ７８３～１２３２ 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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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运用自然间断分级法（Ｎａｔｕｒａｌ ｂｒｅａｋｓ）划分栅

格数据等级，通过分区统计（Ｚ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功能统

计各地级市生产潜力，最后通过制图功能绘制各数

据的分布图，坐标为 ＷＧＳ＿１９８４＿ＵＴＭ＿Ｚｏｎｅ＿５０Ｎ。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油茶综合生产潜力

基于太阳总辐射量和各类参数，在确定各系数

基础上，运用潜力衰减法逐步计算各级生产潜力得

到自然生产潜力，在社会系数增产作用下修订得到

综合生产潜力。 利用 ＧＩＳ 平台插值得到各级生产潜

力的空间分布，并参考自然断点法对综合生产潜力

重分类为低潜力 （ ９５００ ～ １２０００ ｋｇ）、 较低潜力

（１２００１～１３０００ ｋｇ）、较高潜力（１３００１～１４５００ ｋｇ）和
高潜力（１４５０１～１７０００ ｋｇ）４ 类，且以地级市为单位，
计算区内平均值得到分区值（图 １），并以市为单位，
统计平均生产潜力和现实产量（表 ３）。

根据计算结果，江西省油茶生产潜力总体较高，
自赣南向赣西北递减，赣北潜力最低。 其中，光合生

产潜力分布特征与太阳总辐射的分布密切相关。 江

西省光合生产潜力为 １６３７２～１８８１１ ｋｇ·ｋｍ－２，赣南最

高，赣北大部次之，赣西最低；地市均值中，最高为赣

州（１８３７６ ｋｇ·ｋｍ－２），最低为萍乡（１６８４１ ｋｇ·ｋｍ－２），
全省平均为 １７７２４ ｋｇ·ｋｍ－２（表 ３）。 光温生产潜力

为 １３６４３～１７５５４ ｋｇ·ｋｍ－２，赣南最高，赣西最低；市
均值最高为赣州（１６７３７ ｋｇ·ｋｍ－２），最低为萍乡

（１４１９９ ｋｇ·ｋｍ－２），全省平均为１５２７８ ｋｇ·ｋｍ－２；由

表 ３　 江西各市油茶生产潜力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ｋｇ·ｋｍ－２）

城市
Ｃｉｔｙ

光合潜力
ＰＰＰ

光温潜力
ＬＴＰＰ

气候潜力
ＣｌｉｍＰＰ

自然潜力
ＮａｔＰＰ

综合潜力
ＣＰＰ

现实产量
ＲＰ

九江 Ｊｉｕｊｉａｎｇ １７８４９ １４７６１ １１７３０ ９５９６ １１７６３ ４９６７
景德镇 Ｊｉｎｇｄｅｚｈｅｎ １８０２４ １５３２２ １２１８９ １０１１７ １２４７０ ９１９２
上饶 Ｓｈａｎｇｒａｏ １８１２５ １５５４７ １２４０３ １０１８８ １２４８２ ９８８１
南昌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１８２８８ １５６９３ １２９７４ １０５４５ １２７９１ ５７４６
宜春 Ｙｉｃｈｕｎ １７５００ １４７４６ １１９２６ ９８３２ １２０４５ ８８１２
鹰潭 Ｙｉｎｇｔａｎ １７６９３ １５５９４ １２３６８ １００８５ １２３４７ ４４９０
抚州 Ｆｕｚｈｏｕ １７７０２ １５４０９ １２５３２ １０３１９ １２７３６ ７３４０
新余 Ｘｉｎｙｕ １７０１９ １４５４５ １１８３６ ９７６３ １１９６３ ８６２７
吉安 Ｊｉ’ａｎ １７５５０ １５５０２ １３０６１ １０７０５ １３２０６ ９８６０
萍乡 Ｐｉｎｇｘｉａｎｇ １６８４１ １４１９９ １１６０４ ９５３８ １１６６５ ９２８６
赣州 Ｇａｎｚｈｏｕ １８３７６ １６７３７ １４３５３ １１８３３ １４５８８ ９４２８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１７７２４ １５２７８ １２４５２ １０２２９ １２５５０ ８６９３
ＰＰＰ：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ＬＴＰＰ： 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ｌｉｍＰＰ：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ａｔ⁃
ＰＰ：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ＰＰ：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Ｐ： Ｒｅ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下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于温度条件呈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趋势，形成的温

度系数南部、东部较高，修订光合生产潜力使赣北大

部衰 减 明 显。 气 候 生 产 潜 力 在 １０７５３ ～ １５５８０
ｋｇ·ｋｍ－２，赣南最高，赣西北大部较低；市均值最高

为赣 州 （ １４３５３ ｋｇ·ｋｍ－２）， 最 低 为 萍 乡 （ １１６０４
ｋｇ·ｋｍ－２），次低为九江（１１７３０ ｋｇ·ｋｍ－２），全省平均

为 １２４５２ ｋｇ·ｋｍ－２；由于降水东多西少，蒸发东部、南
部多，西北少，形成的水分系数赣西南大部较高，南昌

次之，修订光温生产潜力使东北、西北大部衰减明显。
自然生产潜力在 ７９４８～１３３２９ ｋｇ·ｋｍ－２，赣南最高，赣
西北较低；市均值最高为赣州（１１８３３ ｋｇ·ｋｍ－２），最
低为萍乡 （ ９５３８ ｋｇ · ｋｍ－２ ），次低为九江 （ ９５９６
ｋｇ·ｋｍ－２），全省平均为 １０２９９ ｋｇ·ｋｍ－２；由于海拔、
坡度、质地、有机碳含量和阳离子交换量等土地指标

在区域内差异较小，形成的土地系数修订气候

生产潜力使区域差异不明显。 综合生产潜力在

９７７２～１６５２６ ｋｇ·ｋｍ－２，赣南最高，赣西北较低；市均

值最高为赣州 （ １４５８８ ｋｇ·ｋｍ－２）， 最 低 为 萍 乡

（１１６５５ ｋｇ·ｋｍ－２），次低为九江（１１７６３ ｋｇ·ｋｍ－２），
全省平均为 １２５５０ ｋｇ·ｋｍ－２；由于人口数量北部平

原多，西、南部丘陵少，种植潜力和开发潜力与人口

数量大致呈反向变化，形成的社会系数平原低、丘陵

高，修订自然生产潜力使赣北鄱阳湖平原增产不

明显。
综合生产潜力分类后，高潜力区面积 ２８６６４

ｋｍ２，占比 １７．３％，较高潜力区面积 ２２９９２ ｋｍ２，占比

１３．９％，较低潜力区面积 ７９５３８ ｋｍ２，占比 ４７．９％，低
潜力区面积 ３４７３８ ｋｍ２，占比 ２０．９％。 市级生产潜力

中，高潜力有赣州，较高潜力有吉安、抚州、南昌、上
饶和景德镇，较低潜力有宜春、新余和鹰潭，低潜力

有萍乡和九江。 现实产量与生产潜力有差距且各市

发展不均，结合现实产量分类结果，高产量有赣州

（９４２８ ｋｇ·ｋｍ－２ ）、吉安 （９８６０ ｋｇ·ｋｍ－２ ） 和上饶

（９８８１ ｋｇ · ｋｍ－２ ）， 较 高 产 量 有 景 德 镇 （ ９１９２
ｋｇ·ｋｍ－２）和萍乡（９２８６ ｋｇ·ｋｍ－２），较低产量有抚

州（７３４０ ｋｇ·ｋｍ－２）、新余（８６２７ ｋｇ·ｋｍ－２）和宜春

（８８１２ ｋｇ·ｋｍ－２），低产量有鹰潭（４４９０ ｋｇ·ｋｍ－２）、
九江（４９６７ ｋｇ·ｋｍ－２）和南昌（５７４６ ｋｇ·ｋｍ－２），总
体上与潜力分析结果较一致。
２ ２　 资源对油茶生长的满足程度

资源对作物生长的满足程度反映了区域资源的

优劣。 由 ＧＩＳ 中统计模型计算得到各市各级生产潜

力结果，结合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实际单产，利用式（１１） ～
（ １２）方法计算资源对油茶生长的满足程度，得到

９７１１４ 期　 　 　 　 　 　 　 　 　 　 　 　 　 王小军等： 江西省油茶综合生产潜力与资源利用效率评估　 　 　 　 　



图 １　 江西省油茶生产潜力
Ｆｉｇ．１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ａ） 光合生产潜力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ＰＰ； ｂ） 光温生产潜力 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ＬＴＰＰ； ｃ） 气候生产潜
力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ｌｉｍＰＰ； ｄ） 自然生产潜力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ＮａｔＰＰ； ｅ） 综合生产潜力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ＰＰ； ｆ） 综合生产潜力（分级） ＣＰＰ⁃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 综合生产潜力（分区） ＣＰＰ⁃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ｚｏｎｅｓ； ｈ） 实际产量 Ｒｅ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Ｐ．

江西各市油茶生产的潜力变化量和资源满足率。
江西油茶生产的潜力变化量总体较稳定（表

４），各级潜力变化量的区域差异较小，全省平均变

幅为 ２２２３ ～ ３８５７ ｋｇ·ｋｍ－２。 热量衰减量变幅为

１６３９～３０８８ ｋｇ·ｋｍ－２，最小是赣州、最大是九江。 水

分衰减量变幅为 ２３８４ ～ ３２２６ ｋｇ·ｋｍ－２，最小是赣

州、最大是鹰潭。 土地衰减量变幅为 ２０７２ ～ ２５２０
ｋｇ·ｋｍ－２，最小是景德镇、最大是赣州。 社会增加量

表 ４　 江西各市油茶生产潜力变化量
Ｔａｂｌｅ 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
ｔｙ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ｋｇ·ｋｍ－２）
城市
Ｃｉｔｙ

热量
衰减量

Ｄｅｃ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ｔ

水分
衰减量

Ｄｅｃ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土地
衰减量

Ｄｅｃ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ｄ

社会
增加量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现实
衰减量

Ｄｅｃ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ｔｙ

九江 Ｊｉｕｊｉａｎｇ ３０８８ ３０３１ ２１３４ ２１６７ ６７９６
景德镇 Ｊｉｎｇｄｅｚｈｅｎ ２７０２ ３１３３ ２０７２ ２３５３ ３２７８
上饶 Ｓｈａｎｇｒａｏ ２５７８ ３１４４ ２２１５ ２２９４ ２６０１
南昌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２５９５ ２７１９ ２４２９ ２２４６ ７０４５
宜春 Ｙｉｃｈｕｎ ２７５４ ２８２０ ２０９４ ２２１３ ３２３３
鹰潭 Ｙｉｎｇｔａｎ ２０９９ ３２２６ ２２８３ ２２６２ ７８５７
抚州 Ｆｕｚｈｏｕ ２２９３ ２８７７ ２２１３ ２４１７ ５３９６
新余 Ｘｉｎｙｕ ２４７４ ２７０９ ２０７３ ２２００ ３３３６
吉安 Ｊｉ’ａｎ ２０４８ ２４４１ ２３５６ ２５０１ ３３４６
萍乡 Ｐｉｎｇｘｉａｎｇ ２６４２ ２５９５ ２０６６ ２１２７ ２３７９
赣州 Ｇａｎｚｈｏｕ １６３９ ２３８４ ２５２０ ２７５５ ５１６０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２４４６ ２８２６ ２２２３ ２３２１ ３８５７

变幅为 ２１２７ ～ ２７５５ ｋｇ·ｋｍ－２，最小是萍乡、最大是

赣州。 现实衰减量变幅为 ２３７９ ～ ７８５７ ｋｇ·ｋｍ－２，最
小是萍乡、最大是鹰潭。 各级潜力变化量的区域差

异与修订系数的空间分布差异有关，总体上，鹰潭、
南昌、九江等潜力变化量较大，开发限制条件较多。

江西油茶生产的资源满足率总体较高（表 ５），
各级满足率的区域差异较小，全省平均满足率为

６９．３％～１２２．７％ ， 满 足 率 累 积 变 幅 最 低 是 鹰 潭

表 ５　 江西各市油茶生产潜力的资源满足率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
城市
Ｃｉｔｙ

热量
满足率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ｔ

水分
满足率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土地
满足率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社会
满足率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现实
满足率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ｔｙ

九江 Ｊｉｕｊｉａｎｇ ８２．７ ７９．５ ８１．８ １２２．６ ４２．２
景德镇 Ｊｉｎｇｄｅｚｈｅｎ ８５．０ ７９．６ ８３．０ １２３．３ ７３．７
上饶 Ｓｈａｎｇｒａｏ ８５．８ ７９．８ ８２．１ １２２．５ ７９．２
南昌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８５．８ ８２．７ ８１．３ １２１．３ ４４．９
宜春 Ｙｉｃｈｕｎ ８４．３ ８０．９ ８２．４ １２２．５ ７３．２
鹰潭 Ｙｉｎｇｔａｎ ８８．１ ７９．３ ８１．５ １２２．４ ３６．４
抚州 Ｆｕｚｈｏｕ ８７．１ ８１．３ ８２．３ １２３．４ ５７．６
新余 Ｘｉｎｙｕ ８５．５ ８１．４ ８２．５ １２２．５ ７２．１
吉安 Ｊｉ’ａｎ ８８．３ ８４．３ ８２．０ １２３．４ ７４．７
萍乡 Ｐｉｎｇｘｉａｎｇ ８４．３ ８１．７ ８２．２ １２２．３ ７９．６
赣州 Ｇａｎｚｈｏｕ ９１．１ ８５．８ ８２．４ １２３．３ ６４．６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８６．２ ８１．５ ８２．２ １２２．７ ６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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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７．８％）、最高是吉安（４５２．６％），全省满足率平均

累积变幅 ４４１． ８％。 热量满足率变幅为 ８２． ７％ ～
９１．１％，最低是九江、最高是赣州。 水分满足率变幅

为 ７９．３％ ～ ８５．８％，最低是鹰潭、最高是赣州。 土地

满足率变幅为 ８１．３％ ～ ８３％，最低是南昌、最高是景

德镇。 社会满足率变幅为 １２１．３％ ～１２３．４％，纯社会

满足率为 ２１．３％～２３．４％，最低是南昌、最高是抚州。
现实满足率变幅为 ３６．４％ ～ ７９．６％，最低是鹰潭、最
高是萍乡。 各级满足率的区域差异与修订系数的空

间分布差异同向，总体上，吉安、萍乡等资源满足率

较高，开发限制条件较少。
　 　 江西省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较好且区域差异较

小。 自然资源方面，资源供给水平较高，区域差异较

小；潜力变化量总体上南少北多，土地、热量和水分

衰减量依次增加；资源满足率总体上南高北低，水
分、土地和热量满足率依次增加。 总体上，水分是影

响江西省油茶生长相对明显的因素，其次是土地因

素，两者都可以在人类活动影响下改善。 但与粮食

作物生长于平原耕作区不同，油茶适宜生长于丘陵

地区，灌溉能力有限，多靠雨养条件，土地改良程度

弱于耕作土壤，因此水分和土地因素改良潜力较小。
社会资源方面，社会增加量和纯社会满足率的水平

较低，区域差异很小。 自然条件是影响油茶生长的

主导因素，有相近开发历史的同一区域，开发自然条

件差异较小，这使江西省油茶生长的社会资源差异

较小。 现实衰减量和满足率方面，总体水平中等，区
域差异较大；衰减量东北、中西部较少，西北、中北较

多，中南部过渡；满足率西北和中北部较低，东北、中
西部较高，中南部过渡。 现实衰减量与满足率反映

了不同区域最大生产潜力与目前实际产量的差距及

目前技术水平下开发利用资源的程度。
２ ３　 油茶对资源的利用效率

资源利用效率反映了现实技术对自然条件的开

发、改良水平，为生产水平评价、开发利用潜力评价

等提供指标依据。 根据模型计算结果和 ２０１５ 年实

际单产，利用式（１３）计算得到江西各市油茶的资源

组合利用率（表 ６）。
江西油茶生产的资源组合利用率中等，从光合

到综合生产潜力利用率呈增加趋势，各级生产潜力

利用率的区域差异较大，自然条件下生产潜力利用

率区域差异由光合生产潜力利用率的 ３０．８％逐渐扩

大至自然生产潜力利用率的 ５２．８％，在社会因素影

响下，差异缩小至综合生产潜力利用率的 ４３．２％；全
省平均利用效率为４９．１％ ～ ８５％，效率累积变幅最

表 ６　 江西各市油茶的资源组合利用率
Ｔａｂｌｅ ６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ａ⁃
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ｉ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 （％）

城市
Ｃｉｔｙ

光合潜力
ＰＰＰ

光温潜力
ＬＴＰＰ

气候潜力
ＣｌｉｍＰＰ

自然潜力
ＮａｔＰＰ

综合潜力
ＣＰＰ

九江 Ｊｉｕｊｉａｎｇ ２７．８ ３３．７ ４２．３ ５１．８ ４２．２
景德镇 Ｊｉｎｇｄｅｚｈｅｎ ５１．０ ６０．０ ７５．４ ９０．９ ７３．７
上饶 Ｓｈａｎｇｒａｏ ５４．５ ６３．６ ７９．７ ９７．０ ７９．２
南昌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３１．４ ３６．６ ４４．３ ５４．５ ４４．９
宜春 Ｙｉｃｈｕｎ ５０．４ ５９．８ ７３．９ ８９．６ ７３．２
鹰潭 Ｙｉｎｇｔａｎ ２５．４ ２８．８ ３６．３ ４４．５ ３６．４
抚州 Ｆｕｚｈｏｕ ４１．５ ４７．６ ５８．６ ７１．１ ５７．６
新余 Ｘｉｎｙｕ ５０．７ ５９．３ ７２．９ ８８．４ ７２．１
吉安 Ｊｉ’ａｎ ５６．２ ６３．６ ７５．５ ９２．１ ７４．７
萍乡 Ｐｉｎｇｘｉａｎｇ ５５．１ ６５．４ ８０．０ ９７．４ ７９．６
赣州 Ｇａｎｚｈｏｕ ５１．３ ５６．３ ６５．７ ７９．７ ６４．６
平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４９．１ ５６．９ ６９．８ ８５．０ ６９．３

高是鹰潭（１７１．４％）、最低是萍乡（３７７．５％），全省利

用效率平均累积变幅 ３３０％。 光合生产潜力利用效

率变幅为 ２５．４％～５６．２％，最低是鹰潭、最高是吉安。
光温生产潜力利用效率变幅为 ２８．８％ ～６５．４％，最低

是鹰潭、最高是萍乡。 气候生产潜力利用效率变幅

为３６．３％～８０％，最低是鹰潭、最高是萍乡。 自然生

产潜力利用效率变幅为 ４４．５％ ～ ９７．４％，最低是鹰

潭、最高是萍乡。 综合生产潜力利用效率变幅为

３６．４％～７９．６％，最低是鹰潭、最高是萍乡（表 ６）。 各

级利用率区域差异与后期修订系数的空间分布有

关，总体上，南昌、抚州、鹰潭、九江等赣中北地区资

源利用效率中等偏低，开发潜力有较大提升空间。
油茶对江西自然与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中等，

总体上区域差异较大。 各级利用率对比可知，光合

生产潜力利用率最低，光温生产潜力利用率次之，但
光合、光温生产潜力利用率结果本身并不低，总体上

属于中等，由于江西省地处低纬度，太阳高度角大，
光能资源丰富，加上海陆位置等因素影响下形成的

典型季风气候，热量资源丰富，光合、光温生产潜力

利用率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即农业改良效果有限。
气候和自然生产潜力利用率分别反映了在光合、光
温生产潜力充分开发且未受人类影响下，水分和土

地条件对生产潜力的影响，而灌溉和土地改良是农

业活动中常见的降低限制因素的方式，气候和自然

生产潜力是人类可以接近的目标产量。 综合生产潜

力利用率反映了现实产量与社会因素影响下的综合

生产潜力的关系，综合生产潜力已经纳入了人类对

自然限制条件改良后的增产效果，比自然生产潜力

高，故其资源利用率比自然生产潜力低，在社会条件

下综合生产潜力利用率具备最大提升空间，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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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江西省油茶气候适宜性（ａ）、含油率（ｂ）、种植适宜性（ｃ）和适宜种植分区（ｄ）
Ｆｉｇ．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 ｏｉ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ｂ），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 ａｎｄ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ｄ） ｏｆ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ｏｌｅｉｆｅｒａ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因素的不断优化为农业生产潜力的提高提供充足

动力。
２ ４　 江西省油茶种植适宜性分区建议

种植分区是由自然条件与社会因素综合作用决

定的，对合理规划栽培区域，确定适宜产区，发挥区

域资源优势等具有重要作用。 基于前期研究的油茶

气候适宜性和含油率，结合本研究的综合生产潜力

分析结果，运用最大熵（ＭａｘＥｎｔ）模型得到江西省油

茶种植适宜性分区［２７］。 油茶含油率基于油脂积累

转化关键期的气温和降水数据得到。 提取 １９７０—
２０００ 年江西范围内气候适宜性和含油率数据，与综

合生产潜力构成种植分区的 ３ 个维度，在 ＧＩＳ 平台

将 ３ 个维度的数据归一化、叠加，得到油茶种植适宜

性数值在 ０．０９ ～ ０．６７，参考自然断点法对种植适宜

性结果重分类为低适宜性、较低适宜性、较高适宜性

和高适宜性 ４ 类，得到江西省油茶种植分区（图 ２）。
由江西省油茶气候适宜性、含油率可知，江西省

油茶气候适宜性总体上较高，其中赣中、东部最高，
赣北最低；含油率赣北最低，周边山地丘陵较高。 结

合综合生产潜力的南高、西北低分布特征可知，江西

省油茶种植适宜性呈由南向北递减状态，赣中南大

部较高，赣北较低，鄱阳湖区最低。 对种植适宜性分

市统计发现，高适宜性有赣州，较高适宜性有吉安、
抚州、鹰潭和上饶，较低适宜性有萍乡、宜春、新余、
南昌和景德镇，低适宜性有九江。 种植适宜性分区

与现实产量在整体上较符合，种植适宜性分级高于

现实产量分级的有抚州、鹰潭、南昌等市；种植适宜

性分级低于现实产量的有吉安、上饶、景德镇、萍乡

等市；种植适宜性分级与现实产量分级相符合的有

赣州、宜春、新余和九江等市。

３　 结　 　 论

以江西省油茶生产潜力为研究对象，基于潜力

衰减法逐级修订得到自然生产潜力，结合社会有效

系数得到综合生产潜力，并分析资源利用效率，主要

结论如下：
江西省油茶生产潜力从赣南到赣西北递减，赣

北衰减较明显； 全省平均光合生产潜力 １７７２４
ｋｇ·ｋｍ－２、光温生产潜力 １５２７８ ｋｇ·ｋｍ－２、气候生产

潜 力 １２４５２ ｋｇ · ｋｍ－２、 自 然 生 产 潜 力 １０２２９
ｋｇ·ｋｍ－２、综合生产潜力 １２５５０ ｋｇ·ｋｍ－２；分级后高

潜力、较高潜力、较低潜力和低潜力类面积分别为

２８６６４、２２９９２、７９５３８ 和 ３４７３８ ｋｍ２，占全省面积比例

分别为 １７．３％、１３．８％、４７．９％和 ２０．９％；市级生产潜

力中，赣州为高潜力，吉安、抚州、南昌、上饶和景德

镇为较高潜力，宜春、新余和鹰潭为较低潜力，萍乡

和九江为低潜力。
江西省油茶生产资源利用效率评价方面，潜力

变化量总体变幅较小，各级潜力变化量的区域差异

较小，全省平均变幅为 ２２２３ ～ ３８５７ ｋｇ·ｋｍ－２，萍乡

的潜力变幅最小，鹰潭的最大；资源满足率总体较

高，各级满足率的区域差异较小，全省平均满足率为

６９．３％～１２２．７％，鹰潭的满足率累积变幅最低，吉安

最高；资源利用效率总体中等，各级生产潜力利用率

的区域差异较大，全省平均利用效率为 ４９． １％ ～
８５％。

运用潜力衰减法计算油茶自然生产潜力，并得

到综合生产潜力，结果与江西油茶实际产量较符合；
资源利用效率评估结果与江西自然和社会条件相

符，可以为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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