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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橡胶园林下种养模式发展现状与前景

张华林，李文秀，贺军军，罗　萍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湛江实验站/广东省旱作节水农业工程技术中心，广东 湛江 524013）

摘    要： 我国橡胶园（简称“胶园”）林下经济产业逐渐成为近几年发展的热门，多种胶园林下间种和养殖模式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目前林下经济主要以林下种植为主，种植获得的原材料经济效益不高，农产品加工

方面还远远跟不上需求，导致胶园林下经济产业效益不佳，林下经济相关模式难于推广。林下种养虽然可以

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但是存在风险大、技术要求高等问题。随着畜禽养殖中抗生素的使用被逐渐摒弃，中

草药作为饲料或其提取物逐渐替代了抗生素。发展胶园林下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既可以充分利用林下空间，

又能获得好的畜禽肉质，提高经济效益，市场前景广阔。笔者总结了目前我国胶园林下种植、养殖模式发展

现状、存在问题等，并对胶园林下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旨在为我国胶园林下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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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橡胶是我国重要的工业战略物资，具有

重要的国防科技意义，但近年来由于合成胶的冲

击，加上国内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机械化水平又

远远满足不了产业需求，天然橡胶价格自 2011 年

开始一路下跌，最低跌至 2016 年的每吨 9 000 元，

近几年一直维持在每吨 12 000～14 000 元，始终

低于国内生产成本，加上国内外天然橡胶仍处于

供大于求的阶段，导致了我国天然橡胶产业的持

续低迷[1]。我国天然橡胶产业的全面亏损，导致肥

料和农药等种植成本投入减少，从而出现很多橡

胶树被“弃管、弃割”，甚至被砍伐的现象。由于我

国天然橡胶产业的低迷，加上国家和地方政策的

支持，林下经济产业近年来成为国内各植胶垦区

发展的重点和热点，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橡胶园（简

称“胶园”）林下种植和养殖模式。发展胶园林下

经济的优势主要有 2 点：（1）我国农田资源利用超

负荷，胶园林下空间大部分未被利用，开拓林下经

济空间十分有必要；（2）大力发展胶园林下经济，可

以提高胶农收入，促进天然橡胶健康、可持续发展[2]。

发展胶园林下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既可以充分利

用林下空间，又能获得好的畜禽肉质，提高经济效

益，市场前景广阔。笔者总结了目前我国胶园林

下种植、养殖模式发展现状、存在问题等，并对胶

园林下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旨在为我国橡

胶园林下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1    胶园林下种植模式
 

1.1    橡胶—南药间种模式    南药类植物一般具

有耐阴的习性，因此，很多南药都适宜在胶园林下

种植，如五指毛桃、益智、牛大力、巴戟、砂仁、槟

榔、地胆草、魔芋、藿香和绞股蓝等 [3 − 12]。以胶园

林下间种五指毛桃为例，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

胶研究所在胶园林下间种五指毛桃，发现不同叶

型的五指毛桃在产量和活性成分上没有显著差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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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成龄胶园间作五指毛桃，经过科学合理的

施肥，既对五指毛桃生长发育有利，又可以起到增

加橡胶树胶乳产量的作用[13]。在成龄胶园中间作

五指毛桃，打顶处理可以促进干物质往地下部分

配与积累，增加根部产量比例，减少收获时植株带

走的养分损失，降低风害[14]。利用硫磺粉来防治橡

胶树的“两病”时，既不会污染间作的五指毛桃，也

不会增加土壤含硫量[15]。目前，虽然已有胶园间种

的五指毛桃活性成分、栽培技术及农残等方面的

研究，也有少量饮料和口服液的开发，但是五指毛

桃的原材料主要用于煲汤或者入药，消费市场并

不大，市场接受度不高，导致经济效益不理想。其

他间种的南药类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加上南药

种植周期偏长，原材料市场价值偏低，南药产品深

加工方面有欠缺，林下种植的药材无法获得较高

的经济价值，导致胶园林下种植南药的技术难于

推广。近几年来，中草药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

而南药作为南方特有的中药材种类，具有种类繁

多、资源丰富和分布广泛等特点。由于近几年市

场的火热，野生的南药资源越来越匮乏，目前只有

通过人工种植才能将南药种质资源保存下来。胶

园林下南药种植存在初产品价值低、种植技术推

广难的问题，只有加强南药副产品的开发，研发保

健品或化妆品等高价值产品，或研发绿色农药等

成本不高、市场需求量大的产品，才能提高胶园间

种南药的经济价值。 

1.2    橡胶—热带作物间种模式    我国开展过的

胶园间种的热带作物有大豆、玉米、菠萝、甘蔗、

香蕉、辣椒、柠檬、百香果、咖啡、茶叶、胡椒、香

草兰、玉桂和玫瑰茄等 [16 − 25]。贺军军等 [26] 在

1～3 龄胶园行间间种菠萝对胶园土壤肥力、胶树

生长及经济收益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幼龄胶园

间种菠萝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含量，但土壤氮、速效

磷、速效钾含量均表现为降低，橡胶树茎围年增粗

减慢 1.11 cm，间种菠萝每公顷经济效益净增加

59 775 元。幼龄胶园间种香蕉， 国外研究认为间

作香蕉的胶园比单作橡胶园提前 4 个月开割， 且
间作橡胶树的茎围和高度比单作橡胶树的更粗、

更高， 树皮厚度相差不大，此外间作不仅不会影响

橡胶单株的胶乳产量，还会提高单位面积的胶乳

产量[27]。多年研究结果表明，幼龄胶园行间间种、

套种农作物或经济作物，既可以充分利用光、热、

水等自然资源[28]，又有利于增进自然生态平衡和增

加经济收益，改善胶园土壤微环境、促进胶树生长

和产胶[29 − 32]。热带作物喜阳光，不耐阴，所以不适

宜在较阴的林下间种，只适宜在较宽行间或橡胶

树幼龄期种植。而且热带作物与橡胶树还存在养

分和水分的竞争，因此，橡胶—热带作物间种模式

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1.3    橡胶—菌类间种模式    菌类喜阴凉潮湿气

候，非常适宜在胶园林下生长。谢学方等[33] 在老

龄胶园林下进行鹿角灵芝的棚栽试验，结果表明，

鹿角灵芝菌丝生长状况良好、成活率高，鹿角灵芝

的子实体也能充分发育，鹿角灵芝适宜在橡胶人

工林下做棚栽种植。海南农垦科学院在开割胶园

林下间作竹荪、鹿角灵芝、毛木耳和大球盖菇等，

种植的菌产值是干胶产值的数倍，还促进了干胶

增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34]。在胶园林下种植食用

菌能够降低成本，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是近几年

胶园林下经济中比较成功的一种模式。但是，菌

类种植要求的技术偏高，而且前期投入较大，如果

没有好的销售渠道，也无法获得较好的经济效

益。胶园林下种植菌类是林下经济中比较成功的

一种模式，但是如果想要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只

有通过产学研结合的方式（种植户—科研院所—企

业），种植户负责菌类的种植，科研院所提供种植

技术服务，收获的菌类由企业负责收购，或者以订

单生产的模式，才能保证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因

此，在胶园林下种植菌类的发展前景方面，虽然具

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但是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该模式始终未能大面积应用推广。 

1.4    橡胶—园林植物间种模式    间种的园林植

物主要包括切叶花卉、银合欢、火力楠、米老排

等。海南省农科院园林花卉所[35] 在胶园林下套种

6 种切叶花卉，开展扦插栽培适应性试验，结果表

明，金心巴西铁在胶园林下生长综合表现最好，适

宜在海南胶园林下推广种植。吴志祥等[36] 通过在

橡胶树幼龄胶园间种火力楠和米老排，发现间种

能有效减轻常风的最大风速和平均风速，有抵御

强台风的作用，能有效提高胶树存活率；幼龄胶园

间种非胶树木，对橡胶幼树的光合水分生理生态

影响较小，间种后的橡胶幼树茎围生长和树高生

长没有受到明显抑制。但是，目前国内园林植物

的市场行情较差，间种园林植物的经济价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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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园林植物除了有抵御台风的作用外，还与胶

树竞争水分和养分，因此，该模式较难推广。 

1.5    间种其他植物类模式    间种一些以覆盖为

主或者作为绿肥的植物，比如柱花草、葛藤或毛蔓

豆等，可以达到节约人工除草的目的，从而降低生

产成本，还能起到提高土壤养分的作用[37 − 38]。柱

花草也是畜禽养殖中常用的优质豆科牧草的一

种，因其具有适应性强、耐酸瘠土壤、品质好、产

量高、营养丰富等特点，适宜在光照充足的行间套种。

综上所述，胶园林下种植的优势：（1）种植技术

一般要求不高，种植较易成功；（2）种植成本整体较

低；（3）可选择种植的作物种类多。主要缺点：（1）技
术要求低的种植模式经济效益普遍偏低；（2）易受

自然灾害等客观因素的影响；（3）投入高、技术含

量高的种植风险大。因此，单纯开展胶园林下种

植很难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2    胶园林下养殖模式

胶园林下空间较宽敞，适宜体型较小的畜禽

养殖，比如鸡、鸭、鹅、羊、蜜蜂、猪、蚯蚓等，牛类

等大型畜禽容易对胶树造成破坏，不适宜在胶园

林下养殖。周勇等[39] 在云南德宏遮放农场在胶园

里开展了 3 种立体种养模式的研究，包括橡胶—
咖啡—土鸡、橡胶—咖啡—生猪、橡胶—咖啡—黄

山羊，每公顷获得的总产值分别为 42.41、30.68、
27.03 万元，经济效益得到显著提高。橡胶林下养

鸡，可以充分利用林下土地资源，不仅可以提高林

地整体经济效益，还减少了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

用，进而改善了橡胶种植生态环境[40]；留下的鸡粪

作为有机肥，不仅可以增加土壤养分、改善土壤理

化性质，还可以优化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结构组成，

提高土壤生物和生物化学特性[41]。李艺坚等[42] 在

胶园养殖蚯蚓，结果表明，蚯蚓养殖短期内可增加

土壤微生物量碳，提高土壤速效养分含量和土壤

过氧化氢酶活性，促进橡胶树细根生长，但降低了

土壤脲酶、酸性磷酸酶和蔗糖转化酶的活性。莫

运书 [43] 对海南农垦橡胶林下养殖蚯蚓进行了分

析，提出了海南农垦发展胶园林下养殖蚯蚓的必

要性和可行性，并对经济效益进行了分析，得出每

年每公顷可产生利润 22 500 元，第 3 年即可收回

投资成本，利润显著。

目前，我国胶园林下养殖基本属于农户或者

胶工散养，由于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存在

诸多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防疫意识淡薄。

目前，胶园林下养殖大多以散户为主，大部分养殖

户是农民出身，不具备较高的养殖技术水平，没有

接受专业化的养殖技术培训，缺乏良好的防疫意

识，在养殖过程中容易忽视消毒工作，粪污及槽具

清洗不及时，导致细菌病毒大量滋生，增加了禽畜

的发病率[44]。（2）选址不科学，禽舍建造不合理。

由于缺乏林下养殖经验，导致部分养殖户存在盲

目养殖的现象，选址不科学，大多将禽舍建造在自

家管理的胶园中，有的甚至直接建造在弃管胶园

下，一些禽舍还靠近化工厂、居民生活区或者主干

道等。与此同时，为降低成本支出，所建造的禽舍

过于简陋，缺乏相应的设施设备，无法满足林下养

殖需求，不利于畜禽正常生长。（3）免疫程序缺

失。林下养殖周期较长、数量多，制定完善的免疫

程序至关重要，这是降低发病率的关键。但是，大

部分养殖户没有意识到免疫工作的重要性，不重

视制定免疫程序，有的养殖户在免疫过程中操作

不当，接种剂量不准确，接种方法不合理，甚至接

种一些劣质疫苗后严重影响免疫效果，造成经济

损失。（4）饲料营养不平衡。目前，部分养殖户为

降低养殖成本，所喂食的饲料大多是由本地农副

产品自配而成，缺乏科学合理的饲料配方，导致饲

料营养不均衡，无法满足畜禽生长需求，进而出现

发育不良或肉质不佳等问题，影响林下养殖的经

济效益。 

3    建　议
 

3.1    推广林草畜立体种养生态复合模式    在我

国植胶地区，与胶园立体生态种养模式方面相关

的研究和探讨还很少。在其他林地内，林草畜立

体种养生态复合模式有较多报道：李翔宏等[45] 通

过林下草地培育、补饲用高产人工草地建植、林下

草地放牧养殖家畜与管理和林下草地休牧轮牧管

理等方式养殖牛、羊和猪等，通过对林下草地进行

适度放牧利用，科学构建“林—草—牛”、“林—
草—羊”、“林—草—猪”3 种优化放养模式，实现

林草畜有机结合和立体生态复合生产经营，促进

林草畜的可持续发展。云南省昌宁县大力推广

“林草畜”产业，在泡核桃树下套种牧草紫花苜蓿、

鸭茅等多年生牧草养牛，达成 “林草套种、 以草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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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 以粪养林养草” 的林草畜一体化种养模式，达

到改善生态环境、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民经济收

入的目的，实现泡核桃和畜牧业双丰收[46]。 

3.2    建立林药畜立体种养模式    林药畜立体种

养模式是未来发展前景较好的一种新颖性模式，

目前相关的研究报道还甚少。该种模式可以通过

林下种植中草药，利用中草药作为饲料添加禽畜

的饲料中，或中草药提取物作为药物配方，增强禽

畜免疫机能从而减少抗生素的使用，进而提高肉

的品质，满足人们消费需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日常消费需求也随之增长，对于肉的

口味、品质以及营养成分和安全性能等方面的要

求也越来越严格。在我国畜禽养殖中，抗生素的

作用至关重要；但若长期使用抗生素容易导致畜

禽机体出现抗药性，进而导致畜禽产品中产生抗

生素残留，从而影响人类饮食健康。中草药具有

安全性强、成本低、毒副作用小、低残留的优势，

在对细菌的无抗生素治疗中，被提出作为抗生素

最好的替代品，受到国内外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

注。中草药不仅可以为畜禽提供必需的营养物

质，如蛋白质、必需氨基酸、淀粉、脂肪酸、多糖、

维生素和有机矿物质等，而且还含有多种生物活

性成分，具有增强免疫力、减轻应激和抗微生物等

特性，其有利于畜禽养殖的主要作用还包括调节

畜禽营养代谢、增强机体免疫机能等[47]。 

3.3    加强管理、科学养殖     

3.3.1   养殖方面　 （1）选址要科学：胶园林下养殖

地应选择地势较高， 排水良好，水源充足，远离住

宅区、工业园区和主干道且交通方便的胶园，养鸡

养鸭的话坡度不能太陡；在确定养殖场地后，应对

场地区域进行检测分析，调查该区域周边疫情记

录、土壤理化性质、野生鸟类筑巢状况等，通过调

查检测分析结果，科学布局养殖区域。（2）合理投

放，不断调整养殖密度：合理规划、科学养殖对胶

园土壤和植被的保护开发有促进作用，而过度饲

牧、粗养滥放则对土壤和植被具有极大破坏性。

因此，要根据林区自然环境和畜禽品种的特点不

断调整养殖密度，只有确定出最合适的生态承载

密度，才能充分发挥区域自然环境潜在的经济效

能。（3）科学处理畜禽废弃物： 规模化林下养殖过

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污水、粪便以及病死禽畜尸

体等养殖废弃物，因此养殖户要在养殖场下风口

建立相应规模的粪污堆积发酵棚和病死畜禽无害

化处理池，定期收集圈舍周围的粪便集中堆积发

酵，发酵后的有机肥可用于就近还田，也可出售，

增加养殖效益。病死禽畜要及时从畜群中捡出并

投放在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池，不能随意丢弃，避

免造成环境污染和疫病传播。 

3.3.2   管理方面　 （1）加强技术培训：政府或者农

垦需加强林下养殖技术的培训，如通过开办养殖

技术培训班、邀请生态养殖专家入场指导、鼓励农

牧科技人员下基层，助推新管理理念和技术落地

等途径，培养和提升养殖户的生态养殖技术水平

和环保意识。（2） 强化龙头带动： 龙头企业作为当

前养殖行业的中坚力量，要不断强化龙头企业的

带动力，统一组织和协调，严格落实科学管理，稳

步形成科学化、规范化、产业化的养殖模式，紧抓

发展林下养殖与生态稳定的平衡点，做足林下畜

禽及副产品的精深加工，充分利用龙头企业完善

林下养殖全产业链，通过不断补充市场个性化需

求，提高林下养殖抗风险能力。 

4    前景分析

目前，中草药作为健康养殖的途径主要有以

下 2 种：（1）中草药提取物用在畜禽养殖中。动物

临床上使用的中草药提取物具有替代抗生素的巨

大潜力，同时具有促生长、杀菌抑菌抗病毒、提高

饲料转化率、增强免疫机能和抗应激等功能。何

昌国等[48] 利用地胆草全草提取物对鼠的抗炎抗菌

作用进行试验，结果表明，地胆草全草提取物具有

明显的体外抗菌作用，能显著地抑制实验小鼠和

大鼠的各期炎症反应，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差

异。王媛等[49] 研究了假蒟提取物对海南黑山羊生

长性能和日粮养分表观消化率的影响。结果表

明，海南黑山羊日粮中添加 0.3 g·kg−1 假蒟提取物

可显著提高海南黑山羊的日增重和饲料转化率，

并可提高日粮钙、磷、中性洗涤纤维和酸性洗涤纤

维的表观消化率。（2）中草药直接作为禽畜饲料添

加。中草药中含有多种有效活性成分，包括生物

碱、多糖类、苷类和挥发油类等成分，这些都具有

增加机体免疫力的功效，能有效避免西药带来的

交叉反应和副反应。中药免疫增强剂之所以能提

高机体免疫力，是因为它能有效提高白细胞的活

性和吞噬能力。玄家洁[50] 利用多种中草药选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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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种复方中草药饲料添加剂， 研究对育成羊日增

重和免疫机能的影响，结果表明，以 1.0% 添加量

对羊只的日增重和免疫力提高最为适宜。郑心力

等[51] 研究了在饲料中添加木麻黄和地胆草对肉鸡

生长性能和免疫机能的影响，结果表明，饲料中添

加木麻黄和地胆草对肉鸡免疫器官发育有明显影

响。综上所述，中草药不管是以提取物的方式还

是作为饲料添加，都对畜禽生长和提高机体免疫

力，在替代抗生素方面都有较好的效果。在提倡

绿色生态养殖、畜禽无抗养殖的大环境下，中草药

代替抗生素是大势所趋。因此，合理使用中草药，

充分发挥中草药的疗效，对于畜禽健康养殖具有

深远意义。胶园林下既可以间种中草药，又可以

养殖畜禽，但两者相结合的生态种养模式还很少

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畜禽养殖中

也逐渐会摒弃抗生素的使用，中草药作为目前抗

生素替代品的研究热门，也会越来越被研究者

关注。

近年来，市场上逐渐推出了一些中草药的抗

生素替代品，但应用效果并不理想，与抗生素的使

用效果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诸多问题也在使

用过程中暴露出来。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点：（1） 市场上抗生素替代品的作用机理、相互作

用尚未明确；（2） 中草药提取物成本高，应用于畜

禽养殖大大提高了成本；（3） 部分替抗产品的药效

不显著，存在活性差、抗逆性弱等问题；（4） 替抗产

品缺乏有效、规范、科学的使用方案，暴露出使用

效果不稳定、针对性不强等问题[52]。而从畜禽养

殖方面来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散养

的畜禽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喜欢。胶园林下生态

循环种养可以结合林下间种中草药，加上散养鸡、

鸭、羊等畜禽，将种植的中草药打碎后添加到畜禽

的日常口粮中，从而达到减少抗生素的使用，提高

畜禽肉质和免疫机能的效果，禽畜的粪便经过处

理后作为肥料返还到胶园里，从而达到一种生态

循环种养模式。这种模式对于社会发展的需求及

消费者的消费需求，非常值得推广，市场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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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rubber-based
farming models in China

ZHANG Hualin,   LI Wenxiu ,   HE Junjun ,   LUO Ping
（Zhanjiang Experiment Station, CATAS/Guangdong Dryland Water-saving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Zhanjiang, Guangdong, 524013, 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continuous  downturn  of  China's  natural  rubber  industry,  the  economy  under  rubber
plantation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hot  topic  in  recent  years.  A  variety  of  rubber-based  farming  models
integrating farming of other crops and animals under rubber plantations have been found to achieve some good
results. However, at present, the rubber-based farming in China is mainly focused on cultivation of other crops
under rubber plantations. The economic benefits derived from the crops cultivated under rubber plantations are
not high, and these crops cultivated are far from the demand for processing, resulting in poor economic benefits
from these  crops  in  their  whole  industries  and  difficulty  in  promoting  the  crop  cultivation  models  under  the
rubber plantations. Although rubber-based farming models under rubber plantations can obtain better economic
benefits,  there  exist  some  problems  such  as  high  risk  and  high  technical  requirements.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he  use  of  antibiotics  in  livestock  and  poultry  farming  has  been
gradually  abandoned,  an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in  the  form  of  feed  additive  or  extract  has  been  a  good
choice to gradually replace the antibiotics used in the animal farm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circular rubber-
based farming models can not only make full use of the land space under the rubber plantations, but also obtain
high quality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meat, which improve economic benefits and have a broad market prospect.
A review is made of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rubber-based farming models in China,
based on which eco-circular rubber-based farming models are proposed. Moreove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spect  for  rubber-based  framing  under  rubber  plantations  is  analyz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rubber plantations in China.
Keywords：economy  under  rubber  plantations； present  situation； existing  problems； countermeasure； eco-

circular f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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