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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云南在发挥“云茶”种质资源优势方面还

存在哪些问题？

何青元：“云茶”产业涵盖全省110个县（市、区），

有茶农600多万，涉茶人口1100多万，产品远销全球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茶叶综合产值突破千亿元。巨大的发展

成效，与优越的种质资源及其开发利用密不可分。

然而，云南在发挥“云茶”种质资源优势方面存在的

问题也不少。首先，对古茶树保护不力。国家、省级均无

古茶树保护利用相关条例、技术标准，部分州（市）虽制

定了古茶树保护条例和实施办法，但执行不严，政策难以

落地，且古茶树保护专项资金投入不足，保护压力大。其次，

在资源开发利用方面，过度依赖古茶树、古茶园，过度采

摘、过度开发、粗放管理现象普遍存在，而新品种开发和

培育滞后，产能不高。再次，各地对自身条件认识不足，

盲目跟风发展问题突出。比如，勐海大叶种是普洱茶最优

质种质资源，在西双版纳州勐海县、临沧市等地，亩产值

在3600元以上。但在红河州的一些县，自然条件适合发展

绿茶，却盲目跟风发展大叶种茶，亩产值仅1200元左右，

不但产能过剩，经济效益也很低。

    

记者：有些地方热衷于申报认证“有机茶园”“绿

色茶园”，而又无法开展生产，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该如何破解？

何青元：这些问题反映出云南茶树种质资源优势未

能充分转化为市场品牌优势。近年来，云南对茶树种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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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的种质资源，
为“云茶”产业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然而种
质资源的保护和开发短
板也较为突出。如何因
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
助力“云茶”产业发展？
记者采访了云南省农科
院茶叶研究所所长、省
茶产业工作组副组长何
青元研究员。

何青元在科研基地观察某新品种茶叶生长情况专 家
视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