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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安徽宿松县茶叶产业现状深入剖析，系统阐述了从茶园选址规划、土壤改良、优良品种选择、科学种植

管理到病虫害综合防治、合理施肥、季节性管理以及杂草控制等关键技术环节，旨在为宿松县乃至全国其他类似地区的有机

茶园建设和管理提供指导，推动我国有机茶产业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益的方向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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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宿松县位于中国安徽省南部， 大别山茶区余脉，

是重要的茶叶产区之一。 宿松县的茶园多分布在北

部山区， 土壤以酸性为主， 土层深厚且肥沃， 气候温

和湿润， 雨量充沛， 日照充足， 尤其适合茶树生长。

当地盛产的 “宿松香芽” 品质优良， 连续 3 次荣获

“安徽省茶业博览会金奖” “安徽省十大品牌名茶”

称号。

1 安徽宿松县茶叶发展现状
目前， 宿松县现有茶园， 达 3.58 万亩 （1 亩=1/

15hm2， 下同）， 年产量达到 615t， 产值高达 3.9 亿元
人民币， 涉及 13 个乡镇， 直接或间接参与茶叶生产

的人员多达 13 万人， 构成了庞大的产业链条。 同

时， 全县已有 1.5 万亩茶园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

7 000 亩茶园通过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在产业发展

上， 宿松县积极推动茶叶种植、 生产、 加工、 销售、

品牌建设和人才培育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 并将其

纳入 “十四五” 规划体系， 通过创新产品、 提升品

质、 加强病虫害生态调控与生物防治技术的应用 ，

以及严格遵循有机茶园管理标准， 实现了从传统农业

向现代化、 绿色化、 可持续化的转变。

2 有机茶园建设的关键技术
2.1 新建有机茶园

2.1.1 选址与规划

在有机茶园的选址与规划阶段， 茶园的选址要求

远离工业区、 生活区和交通主干道， 以避免化学物质

污染； 其土壤酸碱度应适宜茶树生长， 且土层深厚肥

沃， 通常优选坡度 15°以内、 排水良好的缓坡或丘陵

地， 确保茶树根系能良好发育， 同时考虑到茶园连片

集中种植， 便于管理和机械化操作。 作为有机茶园规

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配套设施建设要科学规划， 包括

构建科学合理的道路系统以方便采摘运输和日常管

理。 完善水系布局， 建设有效的排灌设施， 并结合地

形特点开挖十字沟、 包边沟及蓄水池， 保证茶园水分

管理需求。

2.1.2 土地准备与改良

在土地准备与改良方面， 采用撩壕的方式进行土

地整理， 即按照茶园梯田化模式深翻土地， 打破硬土

层， 增加土壤透气性和保水性。 同时， 施入大量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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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如填草、 埋肥等措施来改良土壤结构， 提高土壤

有机质含量和养分有效性。 具体做法包括： 利用当地

的山草、 稻草或其他农业废弃物覆盖于茶行间， 作为

土壤改良剂， 同时将有机肥料深施于茶树冠垂直下

方， 通过这种方法既能提供充足的养分， 又能有效改

善土壤理化性质。

2.1.3 品种选择

结合具体有机茶产品规划情况， 应尽可能选择

无性系的优良茶树品种。 无性系良种茶树具备发芽

早、 产量高、 品质优、 抗性强等特性， 如能适应当地

生态环境且具有较好市场前景的优质品种是首选 [1]。

选择时应考虑茶叶的适制性、 商品性和抗逆性， 确保

品种既能在该地区良好生长， 又能满足消费者对茶

叶口感及品质的需求。

2.1.4 种植管理

茶苗定植技术是保证成活率和后期高效生产的

关键。 具体操作上强调以下要点： 一是打泥浆。 外

地调运茶苗时， 为了保护根部， 减少水分蒸发和机

械损伤， 在起苗前用黄泥浆包裹根部， 并保持湿润。

二是栽得深。 移栽时要保证茶苗根系充分接触土壤，

一般要求栽植深度适宜， 使茶苗原有根系土层位置

与新园的土壤紧密结合。 三是踩得紧。 栽植后覆土

要逐层加压， 确保土壤与根系紧密接触， 促进根系

快速恢复生长。 四是剪得短。 为减少水分蒸腾并刺

激茶苗生根发枝， 移栽后适度修剪部分枝叶， 尤其是

对于枝繁叶茂或干旱条件下移栽的茶苗， 适当修枝

有利于提高成活率。 五是早覆盖。 栽植后及时进行地

面覆盖 （如稻草、 杂草等）， 既能保湿防旱， 又能抑

制杂草滋生。

栽后初期管理中， 首先要遮荫， 特别是在茶苗耐

阴性强、 对光线敏感的阶段， 通过搭建遮荫棚或利用

天然林木遮挡， 降低光照强度， 避免日灼伤害。 并采

取浅耕除草防止杂草竞争养分， 同时疏松表土， 利于

茶苗生长； 间作绿肥作物， 如豆科植物， 不仅能够改

良土壤结构， 增加有机质含量， 还能起到生物防治病

虫害的作用， 有助于构建有机茶园生态平衡体系。

2.2 常规茶园转换为有机茶园

2.2.1 过渡期建设

常规茶园在转换为有机茶园之前， 需要经历一

个过渡期， 这个期间通常为 24～36 个月。 在这个期

间， 茶园需要进行生态建设， 比如检测认定、 茶园改

造、 土壤改良等。 首先， 对常规茶园的大气、 土壤、

水源、 周边环境质量和生产的茶叶进行检测， 然后对

检测结果与有机茶全部质量标准进行对照， 差什么补

什么， 循序渐进， 分批转换。 对有些质量指标差距较

大、 较难转换的茶园不要勉强转换， 否则会事倍功

半。 其次， 对幼龄茶园进行补缺， 确保茶园有良好的

园相， 然后按有机茶质量技术管理措施严格进行管

理。 根据生产茶园的树型状况采用轻剪、 重剪、 深

剪、 台刈等修剪方法进行树冠面和树体改造。 将荒

芜茶园恢复为正常生产茶园， 包括树冠与树体改造、

缺株补植、 浅耕除草、 深翻改土、 重施基肥、 科学追

肥等技术措施， 然后按有机茶质量技术管理措施精细

管理。 在此， 对于低产茶园土壤通常表现为土层浅

薄， 肥力低下， 改土措施主要有砌坎保土、 深耕施

肥、 加培客土等。 砌坎保土按新茶园的要求， 就地取

材， 用石块、 泥垡或草坪砖筑梯， 修建排蓄水系统，

防止水土流失。 有草源的地方割草铺园， 即保水、 保

土、 保肥、 保温、 防治杂草活化养分， 提高肥力。 深

耕施肥的氮肥、 磷肥、 钾肥按 3∶1∶1 的比例施加， 每

亩施有机肥 100 kg， 每年 2～3 次于茶蓬滴水线处开
沟施， 深耕时间一般在 11 月初。 对于土层特别浅

薄、 石砾多、 肥力差、 土壤流失严重的低产茶园， 必

须添加客土， 培厚土层。 客土应选择富含有机质的肥

土， 如森林表土、 塘泥、 水库泥等。 此外， 可视茶园

土壤质地性况， 采用粘土掺砂、 砂土加泥的办法， 改

善土壤结构。

2.2.2 有机认证

在茶园的各项指标达到有机茶标准后， 可以申请

有机茶认证。 通过认证后， 茶园才能正式成为有机茶

生产基地。 另外， 即使获得了有机认证， 茶园也需要

持续按照有机标准进行管理， 以确保茶叶的品质。

3 有机茶园生产管理技术要点
3.1 施肥策略

3.1.1 春茶期追肥

春季是茶树新梢萌发、 快速生长期， 也是春茶采

收的关键时期。 此时追肥的主要目标是促进芽叶快速

生长和提高茶叶产量。 选择生物有机肥或富含速效氮

素的肥料， 如尿素或高氮复合肥料等， 按照 “早施”

的原则， 在春季茶树开始萌动前或者春茶采摘结束后

立即进行追肥， 一般每亩施用 “益植生” 复合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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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剂与生物有机肥 40～50kg左右， 结合土壤理化性质

及茶树长势调整施肥量， 并采取沟施或窝施的方式，

确保肥料能够迅速被茶树吸收利用。

3.1.2 夏秋茶期追肥

夏季和秋季是茶树继续生长以及夏秋茶采收的

时段， 但相较于春季， 茶树对养分需求相对较小。 因

此， 夏秋茶期追肥应以维持茶树正常生长为主， 避免

过量施肥导致无效生长或影响来年春茶产量。 追肥

时间通常安排在春茶后及夏茶结束时， 采用含有多

种微量元素且利于土壤改良的生物有机肥。

3.1.3 季节转换期追肥

季节转换期， 特别是秋末冬初， 是施足基肥的关

键时刻， 为来年春季茶树生长储备养分。 此时追肥需

重施基肥， 施用量要占全年施肥总量的较大比例， 通

常选用腐熟的农家肥、 堆沤过的有机肥或经过认证

的高品质有机肥料， 如 “金楝” 有机肥料， 深施至茶

树冠边缘垂直下方 20～30cm处。

3.2 水分管理与铺草技术

水分管理在茶园生产中同样重要， 需要确保茶

园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 既不过干也不过湿 [2]。 在雨

季要注意排水防涝， 在旱季要及时灌溉保湿。 另外，

利用茶园铺草技术能够有效保水、 降低地表温度、 抑

制杂草生长以及改善土壤理化性质。 具体做法是在

茶行间覆盖稻草、 杂草或其它有机物 ， 厚度约 2～
7.5cm， 既能减少土壤水分蒸发， 又能随着自然分解

逐渐为土壤提供额外的有机质。

3.3 病虫害综合防治

3.3.1 生态调控与农业防治

通过适时的春季轻修剪和周期性的深修剪， 去

除病虫枝条， 破坏病虫害越冬场所， 降低翌年病虫基

数。 冬季休眠期进行彻底的清园工作， 清除茶树下的

枯枝落叶、 杂草和其他病虫寄生地， 集中销毁， 减少

病虫源。 在茶园内或周边种植豆科植物或其他绿肥

作物， 既可作为生物屏障， 又能改善土壤结构。

3.3.2 物理与生物防治结合

安装太阳能杀虫灯以及黄板、 蓝板等诱虫色板，

利用昆虫的趋光性和颜色偏好进行诱捕， 有效控制

茶园中的蛾类、 叶蝉等害虫数量。 优先采用印楝素乳

油、 苏云金芽孢杆菌 （Bt）、 苦参碱等生物源农药，

它们具有高效、 低毒、 易降解的特点， 对人畜安全，

对环境友好。

3.3.3 合理用药及安全间隔期

严格遵循有机茶园管理规定， 禁止使用任何化学

合成农药。 对于允许使用的生物农药， 确保在采茶前

有足够的安全间隔期， 即最后一次施药至茶叶采摘之

间的时间必须足够长， 以保证农药在茶叶中残留量低

于有机认证标准规定的限量值。 同时， 定期监测病虫

害的发生动态， 精准施药， 避免盲目用药造成生态环

境破坏或药效下降。

3.4 茶园杂草管理

3.4.1 物理机械控制

定期进行人工拔草作业， 确保茶树行间无明显杂

草生长， 既可防止杂草与茶树争水、 争肥， 又能减少

病虫害的滋生环境。 对于大面积茶园， 可以采用割草

机对茶树行间进行修剪， 及时降低杂草高度， 保持茶

园整洁， 同时通过切割后的杂草残体自然分解， 还可

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 同时， 可以通过人工或机械方

式进行茶园中耕， 不仅能够破坏杂草种子萌发所需的

表层土壤结构， 还能改善土壤通气性和保水性。

3.4.2 生物与生态抑制

利用稻草、 麦秆或其他作物秸秆覆盖于茶树行

间， 不仅可以防止杂草生长， 还可以保湿、 保温，

有利于土壤微生物活动， 促进有机物质分解， 提高

土壤肥力。 在茶园行间种植豆科植物如紫云英、 三

叶草等作为绿肥作物， 既能有效抑制杂草生长， 又

能在其生命周期结束后翻耕入土， 提供丰富的有机

肥料， 同时增强茶园生态系统多样性， 形成良好的

生物防控体系[3]。

4 结论
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与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

不断提升， 以及国家对有机农业扶持政策的不断完

善， 有机茶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 因此， 需要继续探

索和完善有机茶园的管理模式， 共同推动我国有机茶

叶向着更加生态、 健康、 可持续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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