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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茶叶为研究对象，发现引入现代化高产栽培与病虫害防治技术具有提升茶叶品质、增加茶叶产量、增强茶园稳定

性等方面的作用，进而针对性提出可以采取精选品种、改良土壤、加强水肥管理、科学除草，以及进行病虫害精准监测、引入农业、

生物、化学防治技术等方面的措施，制定新形势下茶叶高产栽培与病虫害绿色防控的科学方案，以期为提高茶叶的品质与产量提供参考。

关键词：茶叶；高产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

中图分类号：S5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94（2023）08-0104-03

1  茶叶高产栽培技术概述

茶叶高产栽培技术是以茶叶种植学、茶叶管理学、

土壤学等学科知识为基础，通过在茶叶整个生长周期及

时引入现代化灌溉、水肥管理、土壤改良技术，保障茶

叶在各生长阶段对于营养物质、水分的需求，以及光合、

呼吸、蒸腾作用的顺利进行，培养高品质茶叶 [1-2]。

2  茶叶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茶叶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是以茶叶病理学、昆虫学、

茶叶生理学、植物保护学等学科知识为基础，通过及时

引入多种现代化技术和设备，对不同季节茶园内的有害

生物进行全方位的防控，将茶叶生态园内病原孢子和有

害昆虫数量控制到最低，降低其对茶叶的危害。

3  茶叶高产栽培的具体技术

3.1  茶叶栽培地的选择

种植地的气候特点、土壤土质、水质质量是决定茶

叶品质与产量的关键。一般而言，优质茶叶栽培地应具

备以下特征：（1）远离化工厂、高速公路、畜牧养殖场

以及闹市区，避免工厂排放的废水、废气，汽车排放的

尾气，畜牧废弃物以及生活垃圾对周围的水源、土壤造

成污染以后，其重金属离子、盐分严重制约茶叶的生长，

影响茶叶的品质。（2）灌溉水源要便利，从而满足茶叶

营养生长部位（根、茎、叶）以及生殖生长部位（花、果实、

种子）在各生长周期对于水分的需求。（3）交通便利，

为茶叶的采收、运输、销售提供一定基础。（4）土壤应具

备有机质丰富、耕种层营养物质达标、储水保肥良好的

特性，为促进根系的呼吸和发育，应尽量选择沙壤土 [3-5]。

3.2  精选茶叶品种

精选优质的茶叶品种，是保证茶叶品质与产量的关

键。一般可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1）依据栽培地的气

候特点（温湿度、昼夜温差、光照强度、光照时长等）

选择环境适应能力强、抗病虫能力强的高产、优质茶叶

品种。现阶段，适宜在恩施州推广的茶叶品种包括富硒

茶（绿林翠峰、玉露）、龙须茶、鹤峰茶、马坡茶等。

（2）当地农业农村局、农业服务中心可以立足本地的“中

国茶谷”优势，加强与科研院所的合作，及时培育或者

引入适宜本地区种植的高品质茶叶品种，加速优质茶叶

品种的改良，在新品种大范围推广以前，要进行小规模

的示范性推广，从而确保适宜在该地区推广，且有良好

的销售市场。

3.3  改良种植地土壤

研究表明，由于土壤具有供应营养物质与水分、固

定根系的作用，及时进行土壤改良，创造利于茶叶根系

深扎、促进根系呼吸的土壤条件，不仅可以有效增强茶

叶抵抗不良环境的能力，而且能够有效降低土传病虫害

的发生概率。茶园土壤土质改良措施如下：（1）消毒。

土壤消毒的主要目的是杀灭土壤中的有害菌以及病原孢作者简介：高现（1973—），女，研究方向：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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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依据土壤墒情，通过撒施 KMnO4、CaO 进行土壤消

毒。（2）底肥。首先利用土壤速测仪（在大型茶叶种植

园，可以进行耕种层取样后，送专业实验室，利用液相

色谱仪、光谱吸收光度计、滴定管等设备进行精准监测）

对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各类养分的状态、盐分浓度、土

壤黏度进行矿源黄腐酸钾、腐熟粪肥（鸭粪、牛粪、猪

粪等）、微生物菌豆粕等肥料的添加，有效改良土壤团粒

结构、调整土壤缝隙、改善土壤质量，调整 pH 值至微酸

性，为茶叶不同阶段的生长提供良好的条件。（3）耕地。

耕地的作用是将深层的土壤营养进行有效的释放，并将

较大的土壤颗粒碎化，有效增加根系与土壤的接触面积，

为根系截获更多的营养物质奠定基础 [6]。

3.4  合理密植

栽培过密容易造成茶树枝叶的遮挡，营养物质的争

夺，不仅造成过程产物减少，降低茶叶品质与产量，而

且相对隐蔽的环境也容易造成病原孢子和靶标害虫的大

范围暴发；栽培相对稀疏，则容易导致土壤、空间、光照、

水等资源的浪费，进而影响茶叶的产量。茶叶的合理密

植是提升其产量、品质的关键因素，应依据种植地的地

形地势、光照强度、茶树的种类，合理确定栽培密度（一

般为 3 000～5 000 株 /1 000 m2）。

3.5  科学种植

在合适的时间选择科学的技术进行茶树的种植，

可 以 有 效 提 高 茶 树 成 活 率， 缩 减 茶 树 缓 苗 时 间。 科

学 种 植 要 点 如 下：（1） 采 用 双 行 栽 培 法， 大 行 距 在

140～160 cm 之间，小行距在 30～35 cm 之间，株距在

34～36 cm 之间。（2）一般选择温度、湿度相对适宜的

早春进行茶树苗的移栽，为提高茶苗根系与栽培穴的接

触面积，可以先在茶苗根系周围裹一层鲜泥浆。（3）栽

培穴的深度应在 15～17 cm 之间，栽培过程中土壤回填

4～6 cm 进行一次踩实作业。（4）在茶苗定植后，要对其

进行修剪、定型，依据茶树叶片的大小保留 3～7 个叶片，

且生长点位置至栽培地位置应控制在 13～15 cm。（5）在

定植半个月以内应定期浇水，保持土壤湿度在 80% 以上，

加速茶树幼苗缓苗，预防冻害发生。（6）若种植园的光

照强度较强，则应进行遮阴作业，避免强光照造成水分

的蒸发，导致幼嫩叶片灼伤，为进行抗热炼苗，可以逐

渐进行遮阳网的撤除 [7]。

3.6  加强水肥管理

3.6.1 精准施肥技术。茶树的精准施肥技术主要包

括以下方面：（1）底肥的施用。依据不同茶树品种在苗

期对各类营养物质的实际需求，结合土壤中可利用有效

成分的含量，合理补充 N、P、K 等大量元素，为茶树茎

秆、枝叶的生长提供足够的营养物质供应。（2）追肥的

施用。在茶树生长的嫩芽期、花期等生长关键时期，要

合理追施高氮的水溶肥（N∶P∶K = 30∶15∶20），尽量

避免高磷型肥料的施用。一般而言，每年茶树追肥 3 次（分

别在初春、初夏、初冬），不同树龄茶树的用肥量有一

定差异，种植当年按照 5～7 kg/667 m2 的用量追肥，种

植第二年按照 15～17 kg/667 m2 的用量追肥，种植第三年

按照 25～27 kg/667 m2 的用量追肥，茶叶开始采摘后，按

照 38～42 kg/667 m2 的用量追肥。为避免烧根，选择缓释

型较好的“茶树专用”颗粒肥，在离主干 20 cm 的位置

进行开沟施肥。（3）注意功能性肥料的施用。比如在强

光照高温天气来临之前，通过喷施海藻精、鱼蛋白、氨

基酸提高茶叶的抗热能力；在多雨季节，可以通过冲施

动物 多 肽、 植 物 多 肽、 聚 谷 氨 酸， 增 强 根 系 的 抗 涝

能 力，在茶树根系周围形成一层保护膜，降低沤根现象

发生。

3.6.2 科学灌溉技术。茶叶灌溉要点分析：（1）依

据茶园的地形特色，结合该地区不同季节降雨量以及茶

树在不同生长阶段对于水分的需求量，在种植相对集中

的区域建立茶园专用储水库，进行水分的合理调控，保

障茶叶的用水需求。（2）依据茶树的实际需求，构建以“滴

灌、微喷、微润灌溉”为主的现代化灌溉体系，一是可

以有效避免大水漫灌造成表层土壤养分的流失，二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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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配合水肥一体机进行部分营养的快速补充。（3）在容

易积水的地区，要进行排水渠的挖掘，形成相对完善的

排水体系，避免茶园内长期积水，影响根系的有氧呼吸，

造成沤根、烂根现象 [8]。

3.6.3 适时除草。对于茶树根系周围的大型杂草，

应定期进行划锄，一是避免与其争夺营养物质和水分，

二是可以及时松土，促进根系的有氧呼吸。对于深秋季

节的杂草，可以将其覆盖在根系周围，改良土壤的碳氮比，

增加土壤的保水保墒能力，提高冬季的地温，避免根系

受到冻害。

3.6.4 科学修剪。对茶树进行科学修剪定型是充分

利用光照、空间，全面提高产量、品质的关键因素。茶

树的修剪定型主要包括以下几步：（1）移栽苗生长至

30～35 cm，茎粗 3.0～3.5 mm 时进行第一次修剪，依据

茶树品种及栽培密度预留 1～2 个健壮枝条，并去除顶芽，

促进侧枝的发育；第一次定型一年后，进行第二次修剪

定型，定型位置为首次剪切口上部 20 cm 左右，去除内

侧芽，保留外侧芽；第二次定型后一年，进行第三次修

剪定型，定型位置为第二次剪切口上部 15 cm 位置，剪

切顶芽，打破顶端优势，促进健壮侧枝的发育，进行三

次修剪定型后，茶树的株高在 45～55 cm。（2）生产后修剪，

主要包括轻度修剪，以“树冠整齐”为基本准则，剪切顶芽，

促进侧芽萌发；深度修剪，间隔 5 年左右进行一次，主

要是在初春或者秋末进行，去除树冠上部 15 cm 的枝叶；

重度修剪，主要是针对树冠衰老而主干仍有一定分蘖能

力的茶树，对衰老侧枝进行全部修剪，促进侧枝、侧芽

的萌发。

3.6.5 适时采摘。茶树的采摘是指幼嫩芽、新梢及

上部叶片的采摘。茶树的修剪原则如下：（1）对于刚刚

定型的幼龄茶树，以“采摘顶芽，修养侧芽、边芽”为

基本原则，对于新梢顶端的一二叶片进行采摘，对 3～5
叶进行保留。（2）对于处于采摘盛期的茶树，以“采取

高处的主枝、保留两边的侧枝”为准则，以采养结合的

方式进行采摘。

4  茶树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4.1  有害生物鉴定

有害生物鉴定是指利用现代化技术对茶园内病原菌

和靶标害虫的种类进行精准鉴定，是进行茶树有害生

物绿色防控技术的基础。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技术：

（1）针对茶小绿叶蝉、茶尺蠖、茶小卷叶蛾等靶标害虫，

可以通过悬挂昆虫性信息素诱捕器，利用其专一性强、

精准度高等特性，对有害昆虫的种类进行精准判断，对

发生状态（发生初期、危害盛期、发生末期）进行科学

的判断。（2）针对软腐病、叶斑病、白绢病、炭疽病等

病害，可以通过田间病症结合实验室显微镜进行精准的

判断，同时进行病级、病情指数的统计和判断。

4.2  农业技术

农业技术主要是利用人为干预的方式降低茶园内有

害生物的基数，抑制其扩散。（1）清园作业，主要是对

茶园内的落枝落叶进行及时清理，抑制有害昆虫和病原

孢子的滋生。（2）对于衰老枝条和被有害生物侵染的枝

叶进行及时修剪，增加茶园通风光照率，降低有害生物

的基数。

4.3  生物技术

生物技术是“以菌治病、以虫治虫”为准则，进行

有害生物的控制，与其他技术相比，生物技术具有低

污染、低残留、绿色无公害的特性。（1）生物天敌技

术。释放加州新小绥螨、草蛉、蚜虫等有益动物，对

茶树上的红蜘蛛、烟粉虱、蚜虫进行捕获，降低其危害。

（2）生物农药技术。喷施苏云金杆菌、哈茨木霉菌、斜

纹夜蛾核型多角体等有益菌进行多种病虫害的防控。

4.4  化学技术

化学农药技术主要是在茶树病虫害发生以后，以喷

施化学药剂的方式对其进行防治和治疗。化学技术应用

要点分析：（1）依据当地相关农业部门的推荐使用毒性

低、抗性低、易降解的农药，避免造成茶园污染，降低

茶叶品质。（2）在茶叶采收前 20 d 以内严禁喷施任何化

学药剂，避免农残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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