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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生产加工技术 

第一部分概述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最早发现、利用茶叶的国家。云南是世界茶

树的原产地。把茶叶这一健康饮料奉献给世界各国人民，是云南人民

对世界的一大贡献。茶叶从原产地向世界各国传播，经过漫长时间的

发展，产生了丰富多彩的茶类，使茶叶和咖啡、可可一起，成为世界

人民广泛饮用的三大无洒精饮料之一。 

茶的地位、作用及自然条件 

茶叶原产我国，是世界三大饮料之一，也是我国传统的大宗出口

商品。云南是茶叶的故乡，茶叶是我省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也是我

省多种经营的骨干项目。茶叶是我县南部山区上营乡、芒棒乡、五合

乡、团田乡、蒲川乡、新华乡增加农民收入，早日脱贫致富的“生命

产业”，发展茶叶生产有着广阔的前景。 

茶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茶叶是有益于人体健康的生活必需品之一 

在日常生活中，茶叶之所以成为我国各族人民开门七件事之一，

除了人们的习惯以外，主要是由于茶叶中含有许多有益人体健康的成

份，对人体生理功能有一定的作用。茶叶中含有 500 多种化学成分，

其中多种化学成分对人体健康有着十分有益的影响。明代顾元庆所著

的《茶谱》一书，就茶叶对人体的作用叙述得更为全面，书中说：“人

饮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尿，明目益思，除烦去腻，人因

不可一日无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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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饮茶有益于人体健康，所以，茶叶被人们誉为“安全兴奋剂”、

“消肥美容剂”、“净化口腔剂”、“预防原子辐射剂”，在人们生活水

平日益提高的今天，茶叶作为健康饮料，受到世界越来越多的人们的

喜爱而普遍栽培。 

（二）茶叶对全省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 

云南茶区大多集中于边疆贫困山区。全省 128 个县（市）中有

120 个县生产茶叶，其中茶园面积超万亩的县有 49 个。涉及的农业

人口约占全省人口的 1/4。可以说，茶叶生产已成为产茶地区的经济

支柱之一。“若要富，种茶树”已成为茶区的谚语。 

（三）茶叶是外贸出口的传统商品 

茶叶是我省外贸出口的传统商品，是收取外汇的骨干商品。近年

来，我省每年出口茶叶 1万多吨，创汇 2000 多万美元。到 1998年底，

全省累计出口茶叶 13.45 万吨，创汇 5.33 亿美元，为我省对外贸易

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茶叶是边疆民族地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保证边茶供应，

加强民族团结。 

据调查，藏族每人每年平均需要茶叶 5公斤，哈萨克族 2.5公斤，

蒙古族 2.25 公斤，其它兄弟民族至少在 1.5 公斤以上。我国有三千

万少数民族，每年供应边茶在 5万吨左右。 

（五）茶树是绿化荒山的好树种 

茶树是多年生不落叶常绿植物，适应性强，能绿化荒山，保持水

土。周总理曾经高度赞扬茶叶说：“茶叶是珍品，国内外都需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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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发展些。茶叶本身就是绿化，既美观、又是经济作物，再好的也

没有了”。 

种新茶园建立以后，要使茶树茁壮成长，根深叶茂，达到速生高

产，持续增产的目的，关键在于全面落实茶园管理技术措施，每年进

行经常性的管理工作。根据茶树各个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对外界环境条

件的不同要求，采取适当措施，不断改造茶园土壤和环境条件 

自然条件：   

1、温度：茶树要求年平均温度在 15℃以上。生长期适宜温度为

20℃—30℃，以 20℃—25℃生长较快，最低温度不能低于-14℃。 

2、雨量：茶树要求全年降雨量不低于 1000mm，雨量相对集中在

茶树生长季节的春季和夏季为最佳。 

3、湿度：茶树是喜湿作物，要求年平均相对湿度在 80%以上，

才能满足茶树的生长需要。 

4、日照：由于我省及我县雨季从四月至十日，雨量和雨日多，

日照短，阴雨天较多，符合茶树生长适应日照较弱的条件。 

5、土地：PH值在 4—5 之间，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高的土质

最适宜茶树生长。 

第二部分栽培及管理 

茶树在适应各种生活条件下已有了一定的繁殖后代，主要有种子

繁殖和营养繁殖。 

一、种子繁殖 

利用茶树的茶籽采取育苗移栽或直播的繁育方式，称种子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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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繁殖是通过两性细胞结合的异花授粉新个体，变异性大，经

济性状杂，生长差异大，生育期不一，成园后不便于管理和采养，因

此目前很少采用种子繁殖。 

二、营养繁殖 

营养繁殖又称短穗扦插。其优点是：保持茶树品种性状一致，有

利于建立较整齐，统一又丰产的茶园；能繁殖不结实的良种；插穗短，

节省材料，繁殖数量多，土地利用经济；生长快根系发达，成活率高，

移植后生长茂盛。 

茶树短穗扦插方法 

1、苗圃地选择：选择土质肥沃、畦地平坦、水源充足、不受风

害、交通方便的地块。 

2、苗圃地整理：首先进行整地开设道路和排灌系统等规划工作。

深耕 1尺左右，理畦前要敲碎土块，耙平，筑苗床。苗床宽 3尺—3.5

尺，苗床与苗床之间沟宽 1.2—1.5尺，苗床高 2—3寸。在做苗床时，

基肥要深施，每亩施过磷酸钙 30—40 斤，不能与扦插苗直接接触。

苗床平整后，适量腐熟农家肥，在原来的土面上再铺 1.5—2 寸厚的

一层生土。苗床做好后，搭遮荫棚。 

3、插穗的选择：插穗母树必须是目前推广的国家认可优良品种。

如云抗 10号、14号或地方良种，同时具有优良性状、生长势强、产

量高、品质好、无病虫害的茶树。 

4、插穗的剪取：插穗剪取时枝条必须要硬呈半木质化，表面变

黄，由黄变红棕色，腋芽饱满，剪枝时间最好在早上或阴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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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穗削法和标准：削取枝条 1寸左右，留一片全叶，一个饱满的

腋芽，上下削口要与叶片平行，光滑、不带皮、不破裂、不损伤腋芽。 

5、扦插时间与方法：时间：每年的 7—10 月份。方法：行距 2.5

寸划行，株距 1寸扦插，扦插时削口向下，深度为穗长的三分之二，

叶片不能贴在土上，扦完后立即浇水和盖好荫棚。 

6、扦插苗圃的管理：扦插苗圃地管理，是经常性细致的工作，

必须抓好以下几项措施。 

①浇水：雨天可以不浇水，阴天或晴天，每天浇水 1—2 次，早

晚进行，在插穗发根后，每隔二天浇水一次。 

②遮荫：扦插后立即进行遮荫，遮荫程度要适当，能透过微弱阳

光，到次年移栽前一个月，便可逐步揭去遮荫棚。 

③除草：苗床上杂草要随时拔除干净，做到“拔早、拔小、拔净”，

每次拔草后要进行浇水，使插穗和土结合。 

④施肥：插穗已普遍发根，高达 2 寸左右，就可轻施追肥，一般

每月 1—2次，0.25%—0.5%尿素喷施，也可用腐热的粪尿泼施。 

⑤除花蕾：发现插穗生出花蕾，及时摘除。 

⑥培土：扦插苗床由于经常浇水，苗床周围的土容易淋湿冲走，

要经常培土，保护苗床完整。 

⑦防治病虫害：发现病虫害要及时防治，每月喷 1—2 次石硫合

剂，可防治各种叶部病害，喷高效低毒杀虫剂防治蚜虫、叶蝉、红蜘

蛛等害虫。 

移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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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种子繁殖或扦插繁殖方法培育出的壮苗，符合移栽标准时，

即可出圃。实生茶树苗木多为两年生出圃，扦插茶树苗木为一年生出

圃。在冬季或早春(10 月下旬至次年 2 月)都可以移栽。移栽时间早

一些，有利于茶树苗木成活，但有的年份冬旱严重，大面积移栽浇水

抗旱是难以实现的，可以选在春初进行较好。这时温度低，雨水多，

栽后浇水数量和次数都可减少。移栽前须垦殖土地，按种植行开施肥

沟，用有机肥拌和磷、钾肥作底肥，与土壤拌和，再覆土，沟深在施

肥后仍有 8～10 厘米的浅沟。最好选择无风的阴天起苗定植。实生苗

的主根太长，可以剪短一些，扦插苗在起苗前 2～3 天，即应在苗圃

灌 1 次水，使土壤湿润，减少起苗时根系损伤。如土壤沙性太重，不

易带土，可在起苗后用黄泥浆水蘸根，防止根系失水。  

每穴移栽茶树苗木 2～3株，株与株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栽植时，

一手扶直茶树苗木，一手将细土填入沟中，土覆至茶树苗木泥门时，

再用手将茶树苗轻轻向上一提，使茶树苗根系自然舒展，并与土壤密

接，然后再覆土压紧。随即浇透定根水或稀薄人粪尿，而后再在茶树

苗两旁覆土，使种植线形成凹形，这样有利于再次浇水或下雨时，水

分集中，不致流失。  

为了减少植株水分蒸腾，有利于茶树苗成活，栽植后在离地 15～

20 厘米处进行修剪。移栽后如出现连续干燥晴热天气，一般每隔 5～

7天要浇水一次。种植后行间铺一层稻草或鲜草，使根际土壤保持湿

润状态，并加强苗期护理，中耕、除草、根外追肥等，确保茶树苗成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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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全苗 

一、耕锄培土 

新植茶园于当年 10—11 月间，在苗距三寸范围内，用手拨草，

以免锄草伤根，影响成活，三寸以外的地方，浅耕 1—2 寸，在 1 尺

以外的行间深耕 4—5寸，并以茶行为中心理成 1尺宽，1—2寸高的

畦。 

二、遮荫护苗 

在茶行的空处间种满园花、苕子或高杆绿肥，能起冬季防霜防风

保水的作用。 

三、引水灌溉 

有水源条件的地区，在干旱严重的 2—4月间，引水灌溉 1—2次。 

四、防止牲畜踩踏 

发展新茶园的地方，要利用空地集中放牧，同时要固定专人管理

等，严防牲畜践踏。 

五、防治地下害虫 

幼龄茶园 1—2 年生的茶苗，易遭蛴螬咬根、大蟋蟀及地老虎咬

苗，发现有虫危害，及时用杀虫剂进行防治。 

六、补植缺株缺塘 

对新植茶园进行检查，缺株断行严重的每亩不足 800株的茶园，

次年 6—7月，进行补植。 

茶园土壤管理 

土壤是茶树生长的基础，是供给茶树必要的水分和养分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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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生长发育好坏直接取决于土壤的性状。因此，为了要获得茶叶速

生丰产，就必须处理好茶树与土壤的相互关系，处理好用地和养地的

关系。 

1、茶树的一生：根据茶树个体发育的不同年龄时期，结合外部

形态变化和树龄变化特点，可分为 4个时期：幼龄期、青年期、壮年

期、衰老期。 

①幼龄期：从茶苗定植到树冠基本定型，开始采摘，4—5龄时，

为幼龄期。 

②青年期：茶树由第一次开花至树冠正式定型投产，大约 6—14

龄为青年期。 

③壮年期：茶树由定型到第一次自然更新，大约 15—35 龄为壮

年期。 

④衰老期：茶树开花结果逐渐减少，第一次自然更新至茶树自然

死亡为止。 

茶园耕锄 

1、幼龄茶园的深耕 

第一次在春茶生长 4—5 月进行，茶树两侧一尺范围内，浅锄除

草 2—3 寸，1 尺以外中耕 4—5 寸深。第二次在夏季后 7—8 月，进

行浅耕除草。第三次在秋茶后，10—11 月间，进行中耕培土，近根

一尺范围内浅耕，1尺以外中耕。 

2、青年茶园的耕锄 

第一次在夏茶后期土板草旺的 7—8 月间，在茶蓬垂直下方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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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浅耕除草 2—3 寸，茶蓬范围以外行间，中耕深 5 寸左右，松土

埋草。第二次在 10—11 月间，茶蓬范围内浅耕，茶蓬以外行间，深

挖 5寸以上，翻土埋草。 

3、成年茶园的耕锄 

第一次在 7—8月间，茶蓬覆盖范围内中耕 3—4寸深，茶蓬以外

行间，中耕 5 寸以上，翻土埋草。第二次在 10—12 月间，进行深耕

翻土，茶蓬范围内中耕除草，茶蓬以外行间，深耕 6—7寸翻土埋草。 

二、茶园水土保持 

在进行耕锄的同时，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改坡地为梯地；2、整修梯面；3、保护梯壁；4、开栏山防洪

沟；5、对坡度大的茶园采用刈割杂草和化学除草。 

三、采用化学药剂除草 

化学药剂除草是茶园管理中的一项先进而又有效的措施，既可减

少锄头锄草损伤茶根，又可调节劳力，节省用工，促进茶树生长。 

化学除草必须选用人畜安全，高效、底毒、低成本、使用简便的

药剂。 

茶园施肥 

肥料提供茶树生长所需要的营养元素，是茶树有机体新陈代谢的

物质基础，也是进行营养生长 和生殖生长的物质基础。因此施肥对

茶树生长发育，产量，品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茶树需肥的特点 

1、对肥料需要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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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需肥的阶段性。 

3、营养需要的多样性。 

4、营养需要的集中性。 

二、茶园施肥技术 

茶园施肥技术与肥料种类、施肥次数和时期、数量、方法、土地

条件等有密切关系，现分别叙述如下： 

1、肥料种类 

有机肥常用的是：厩肥、堆肥、粪尿、绿肥、饼肥等；无机肥常

用的有：尿素、过磷酸钙、钙镁磷、复合肥等。 

2、施肥次数和时间 

茶树施肥分为施基肥和追肥两种。每年施基肥一次，在茶树茶叶

接近停止生长的 11 月进行。追肥一年施 2 次，第一次在夏茶萌发前

5 月施用，第二次在夏茶后期 7—8 月间施用，春茶前还施一次催芽

肥。 

3、施肥量 

根据茶树树龄大小、产量不同决定施肥量，N、P、K三要素配合

使用。树龄 1——2年，亩施纯氨 2—4kg，N:P:K 比例为 1:2:1；3—

4年生茶树，亩施纯氮 5—6kg，N:P:K 比例为 2:2:1；5—6年生茶树，

亩施纯氮 7—9kg，N:P:K 比例为 3:1:1。 

4、施肥方法 

茶园施肥，一般采用开沟施肥，复土埋盖的方法，施肥沟开在树

冠边缘垂直的地方。施肥沟深度为：基肥 6—7寸，追肥 2—3寸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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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根外追肥 

把肥料按浓度兑入清水，配好的液体肥料，用喷雾器喷洒在茶树

叶片背面，以喷湿为度。目前普遍使用的肥料有：尿素、硝酸铵、过

磷酸钙、生物肥料等。 

茶树修剪 

茶树修剪能培养良好的树冠和广阔的采摘面，是获得茶叶高产优

质的基本技术措施之一。 

茶树修剪，根据茶树的不同生育阶段和目的，分别采用以下三种

方法： 

一、定型修剪 

定型修剪主要指幼龄茶园的修剪，台刈更新后的茶树也要进行定

型修剪。第一次定型修剪，当茶苗高达 25cm以上，从离地 15—20cm

处剪去上部主轴。第二次定型修剪在第一次定型修剪的基础上，当树

高达 50—60cm时，在离地 30—45cm处剪去上部枝叶，主枝留 30cm

高，侧枝留 45cm高。第三次定型修剪在第二次定型修剪后，当树高

达 75——90cm时，在离地 60—70cm处剪去上部枝叶，主枝留 60cm

高，侧枝留 75cm高。 

二、整形修剪 

整形修剪是对青、壮年茶树而言，分为浅修剪和深修剪。 

浅修剪：每年在采摘面上剪去突出枝，有时将采摘面剪去 3—4

寸。深修剪：每隔 4—5年进行一次，从树冠表面 7寸—1尺处剪掉。 

三、更新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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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剪：凡茶树生长逐渐衰退，病虫害逐年增多，产量下降，但

骨干枝还有生产能力的茶树。剪去树高的 1/2 或 2/3。 

台刈：凡是茶树极度衰老，加强肥培管理，已不能恢复产量的茶

树。从离地面 6寸高处，剪去所有枝叶。 

四、修剪时间 

定型修剪最好在 5 月份。整形修剪在 11 月份，更新修剪在春茶

结束后进行。 

茶叶采摘 

一、幼龄茶园采摘技术 

1、少采多养：待新梢长到 4—6片叶时，采去顶芽，多蓄养建壮

分枝。 

2、采高养低：修剪的剪口以上的新梢留 2—3叶，采去顶芽。低

于剪口的一律留蓄不采。 

3、采顶养边：采摘新梢顶端一芽二、三叶，新桩上留 2—3片大

叶。 

4、采弱养壮：生长力弱的“对夹三叶”留一叶采二叶，单片叶

和对挟二叶全部采摘。 

5、采密养稀：在新梢较密处要少留叶片，适当蔬芽。新梢稀处

留 2—3叶采去顶芽。 

二、表壮年茶树采摘 

1、及时采：待新梢有 10—15%长到合乎采摘标准时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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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批多次采：根据茶树正常新梢的大小，做到先发先采，后

发后采，达到标准的先采，达不到标准的下次再采，停止生长的“单

叶”、“对夹叶”全部采下。 

3、合理留叶：春夏季留一叶，秋季留鱼叶采摘。 

茶树病虫害防治 

茶树生长季节高温、高湿，适于病虫害生长繁殖，现将我县茶树

常见的病虫害介绍如下： 

一、虫害 

1、小绿叶蝉：春茶末夏茶期间危害最大。①危害症状：茶叶生

长缓慢，枝条节间缩短硬化，叶片向内卷曲，叶尖叶缘枯焦，以至叶

片凋萎脱落。 

②防治方法： 

a、中耕除草。使茶园通风透气，减少害虫寄生，降低虫口密度。 

b、化学防治：80%敌敌畏乳油，每亩 75—100g，稀释倍数 800

—1000倍，喷雾 1 次，安全间隔期 6天。 

2、茶毛虫、茶蚜、红蜘蛛 

①农业防治：捕杀幼虫，多次分批采茶，中耕除草，减少虫源。 

②化学防治：40%乐果乳油，每亩 50—75g，稀释 1000—1500倍

喷雾 1 次，安全间隔期 10天。 

二、病害 

我县危害严重的病害为茶饼病。又称泡状叶枯病、叶肿病。 

1、危害症状：叶面出现淡黄色湿润性小斑点，后扩大颜色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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