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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时期茶叶的种植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但依然

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导致茶叶种植的精细化

管理水平较低，难以较好满足新时期茶叶生产种植加工

的实际需求。杭州是我国茶文化主要发扬地之一，杭州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光热同季，雨热同期，非常适合开

展茶叶种植。同时杭州多丘陵，能够较好地种植茶叶梯

田，茶叶能够更好地接受光照，同时便于灌溉和排水。

因此产量和质量比较高，杭州有“茶为国饮，杭为国

都”的名号。当前需要进一步激发杭州地区茶叶种植的

优势，加强种植技术的应用，做好管理工作，更好地改

善茶叶种植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一、做好种植准备
茶叶种植要先做好种植准备。首先，进行科学选

址。茶叶种植地址的选择要保证空气质量好，无污染。

周围环境会对茶叶生产工作产生较大的影响，会影响茶

叶的产量和质量，茶叶的生长环境好，才能够为后期的

生产种植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种植出符合相关标准的

无公害茶叶。其次，做好茶树品种的选择，具体应结合

种植地的气候条件、土壤墒情等进行科学的选择。杭州

地区种植的茶叶种类比较多，像西湖龙井、九曲红梅、

千岛玉叶、径山茶、鸠坑毛尖等，所选择的种植品种多

是达到省级、国家级良种级别的无性系茶种，并且在发

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多样化的生产格局。种植栽培工作进

行时，一定要根据气候条件、种植地土壤墒情等，科学

的选择茶树品种，首选高产、稳产以及当地农业部门积

极推广的茶叶品种。

二、种植栽培
茶树要做好种植栽培工作，提高种植栽培的科学

性，为后期的生长奠定良好的基础。像杭州地区，在进

行龙井等茶叶品种的栽培管理工作时，首先，要进行园

地的规划设计，坡度 15°以上的要修成水平梯级的地

块，15°以下的要划等高线，经初垦、复垦和施好基肥

后即可划行种植。其次，要合理选择种植方式，控制好

种植密度。龙井茶区多是运用种子丛式穴播或青苗丛栽

的方式，会应用密植条栽和密植速生茶园，当前一些

新茶园在种植栽培时，会运用单条或双条种植方式。

单行条裁的规格为：行距 130 ～ 150cm，丛距 33cm，

每丛 3株；双行条栽的规格为：大行距 150cm，小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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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cm，丛距 33cm，每丛 2 ～ 3株，实际种植的密度可

以结合土壤墒情等条件进行合理的调整。

当前所种植的茶叶品种多是无性系品种，若是进行

苗木移栽，应科学苗木质量规格，一般苗高在 25cm以

上，主茎粗在 3mm左右，根系健壮，长势好，且无携

带疫病的可能。移栽最好选择晚秋或早春时节进行移

栽。晚秋移栽的茶苗，秋冬季先发根，开春后早发芽，

要比早春移栽的茶苗早成园。移栽茶苗要十分注重种植

质量，起苗时要注意避免伤根，及时进行移栽植，定植

时将根系舒展平铺在种植沟底部，覆土压实，之后浇透

定根水，为其生长补充足够的水分。对粗壮且多数高于

30cm的苗，定植后应及时定剪，剪口高度 15 ～ 20cm。

茶苗移栽后需及时抗旱、施肥等保苗措施，可进行土壤

铺草，施适量的肥料，若遇病虫草害，还应及时进行

清理，若遇缺株的情况，还需进行补植，保证移栽的

质量。

三、修剪管理
茶树生长过程中应定期进行修剪，保证茶叶能够朝

着良好的方向生长，定期修剪有自己的生长方向，对

于茶树进行修剪让其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通过进行修

剪，能够较好地改变茶叶生长顶端优势，避免侧芽生长

受到抑制，能够改变茶树冠面枝梢营养状况，促进茶树

树体更好地进行光合和蒸腾作用，并且更好吸收和运送

养分。修剪工作需定期进行，要注意茶叶定型，之后可

结合实际，判断需进行深修剪或是轻修剪。轻修剪即在

茶叶定型修剪完成后，为保证和维持茶树树冠面整齐、

平整，对生产枝数量和粗壮度进行科学的调整，便于后

期进行采摘和管理。具体修剪时，还应做到因地制宜、

因树制宜；深修剪一般需结合茶园茶树的生长实际和生

产要求，对茶树的生长情况进行科学的判断，对茶树树

枝内部以及受到病毒侵蚀比较严重的地方的进行修剪。

修剪时，应科学的选择轻修剪机、深修剪机、重修剪

机、台刈机、修边机等机械，以提高茶树修剪的科学

性，促进茶叶的生长。

四、施肥管理
促进茶树的生长，必须要做好施肥工作，其能够为

茶树的生长提供充足的营养物质，施肥时应因地制宜，

结合茶树的生长实际做好肥料的科学配比，在茶树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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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阶段做好科学施肥，满足茶树生长对于各种营养物

质的需求。

通常在茶树栽植前，需先进行土层深松整平，提前

施足基肥，基肥可选择有机肥料，辅助施以适量的磷

肥、钾肥。若是土层有机质含量丰富，土壤墒情好，可

少施肥，反之，可适当地增加施肥量。

茶树对于养分的需求表现为喜铵、聚铝、低氯和嫌

钙，施肥时需要遵循该原则，同时茶树在吸收利用养分

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持续性、阶段性、季节性等特征。

做好多种养分的科学配比，能够起到改良土壤结构与微

生物种群的作用，对于茶叶增产有明显的提质效果。

要根据土壤特性，科学的选择肥料。对于新种植的

幼龄茶园，其对于有机质分解的速度明显比积累速度

快，可以适当増施纤维素含量比较高的肥料，首选充分

腐熟的农家肥进行施肥，保证土壤中有机质含量丰富，

对于保肥能力相对较强的成龄茶园，可施加一些含肥丰

富的饼肥等。一般情况下茶树各个生长期对于养分的需

求存在一定差异，由于幼龄茶树其树冠和根系生长发育

相对较为旺盛，对于对氮、磷、钾的需求量大，三者的

施用比例为 1.5～2.0∶1∶1，成年茶树应注意促进其

新梢更好的生长，可以适当提高氮肥的施肥比例，氮磷

钾的施肥比例可控制在 3 ～ 4 ∶ 1 ∶ 1 ～ 1.5。且茶树

生长对于镁、锌等元素有一定的需求，像镁元素是仅次

于氮、磷、钾的茶树第 4大必需营养元素，其作为叶绿

素的重要组成成分，同茶叶的产量有着密切联系，同时

镁和茶叶中各种主要化学成分氨基酸、咖啡碱及香气的

形成均存在密切联系，因此应重视施用镁肥，促茶叶品

质的提升。

施肥需要注意科学控制施肥时间。基肥施肥时间要

尽早进行，一般可选择秋季后，基肥首选有机肥料，

并注意施肥量要足，通常基肥施肥量占全年施肥量的

70%。施肥应相对集中，成龄茶园施肥可在树冠边缘垂

直下方开沟施，沟深大约 20 ～ 30cm。未形成蓬面的幼

龄茶园可运用按苗穴施的方式，提高施肥的科学性。

五、水分管理
茶树“喜湿怕涝”，生产种植过程中，还应在施肥

的基础上同时做好水分管理。出栽培时，年平均相对

湿度可控制在 80%左右。绿色高质量茶叶的栽培同样

对于水分有着较高的要求，要求深层次土壤去保水量在

75% ～ 90%之间。为满足该需求，应及时做好灌溉工

作，尤其在气候相对比较的干旱的时候，维持土层保水

量。同时灌溉的水资源应该干净卫生。

新时期有更多先进的灌溉技术应用于实际灌溉作业

中，在栽培种植管理工作进行时，应注意合理的选择，

提高灌溉效率，节约水资源。喷灌和滴灌技术当前广泛

地应用于规模化的茶园中，可以在缺水时及时的补充

水分。

六、加强种植基地内部的环境清洁
为获得绿色高质量茶叶，提高种植质量，在茶叶的

栽培管理工作中，还需注意营造良好的种植环境，在茶

叶的生长栽培过程中，做好茶园的清洁清理工作，及时

清扫干净茶园中存在的垃圾，对于茶叶的生长情况应做

好监测。当前应在茶叶的栽培管理工作进行时及时引进

各项先进技术，做好监测工作，例如可借助远程监控系

统，做好茶园的视频监测、数据采集分析等工作，提高

茶园的管理质量，提高管理的精准度。同时运用相关技

术，能够对茶园的温度、湿度还有土壤酸碱度等信息做

好监测，并结合相关结果，及时进行改善，以提高茶叶

的产量和质量，为茶树的生长创造良好的条件。这样在

茶叶生长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均能够及时的发现，对于

保证茶叶质量安全，进一步完善茶叶质量保障体系，提

高茶叶质量的核心竞争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七、病虫害防治措施
杭州地区气候宜人，无论是气候条件还是地理地

形，均为茶叶以及其他多种经济作物的生长创造了条

件，但这非常容易出现病虫害高发的情况。当前茶叶的

种植过程中，依然存在病虫害高发的情况，还需加强栽

培管理，提高种植质量，避免病虫害高发可能会对茶叶

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

（一）修整树枝

茶树生长过程中，做好树枝的修整，不仅能够促进

其更好地生长，吸收光热资源，同时有助于其科学的

防控病虫害。修剪工作要避免单一的追求美观，应遵循

茶树的生长规律还有分枝习性等，做好修剪与整形，促

进茶树朝着密集化、矮壮化的方向生长，及时剪掉多余

的树枝，避免其消耗养分。修剪时尽量选择轻修剪的方

式，剪掉多余的茶叶枝芽的同时，科学调整茶树的茶芽

数量，同时对树冠进行适当的刺激，提高茶树愈合能

力；对于茶树中的枯枝、病枝应及时的进行修剪，并在

的修剪后将其集中带出田间做好无害化处理，避免其产

生多种病虫害高发的情况。

（二）物理方法

防控茶叶病虫害，还可以加大对物理防治技术的应

用力度，新时期对于各种绿色防控技术的应用更为关

注，通过对多种物理防治技术的应用，可以较好地防控

病虫害，降低农药使用量，对于绿色高质茶叶的种植有

着积极促进作用。

在茶园虫害不严重的情况下，运用人工捕杀等方式

进行除虫，清理园中一些群集性强、目标比较明显或具

有假死性的害虫，可以大大降低害虫的虫口数量。例如

在茶籽象甲成虫的盛发期，借助其假死性，摇动茶树，

清理干净落地的成虫，即可以控制虫害。

可以适时分批、多次做好茶叶采摘工作，可以有效

提升茶叶产量，同时能对茶树冠层芽叶位置可能产生

的病虫害进行抑制。及时采摘茶叶，即可以防控多种虫

害。防治实践表明，采摘一芽二三叶的情况下，能够较

好降低小绿叶蝉（卵）、茶蚜、茶黄蓟马等虫害的发生

概率，同时采摘的叶片越多，次数越频繁，生态调控效



农家科技 45

种 植天地
ZHONGZHITIANDI

果则更好。

最后可通过对多种害虫的趋黄性、趋黑性进行科学

的利用，对害虫做好诱杀。可以在园中科学的设置诱

虫板、捕虫灯等防控设备，进行害虫诱杀。例如很多害

虫具有一定的趋光性，借助杀虫灯，可有效诱杀茶卷叶

蛾、茶蚕等虫害类型。像使用粘虫板能够较好地消灭茶

黄蓟马、茶蚜虫、广翅蜡蝉等虫害。不仅能够有效地降

低害虫基数，且该防治方式的成本比较低，将其应用于

实际防控工作中，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当前

在生产种植工作中广泛的推广和应用。

（三）化学方法

化学防治技术当前依然是防治病虫害最为有效的方

式，但是为保障茶叶的栽培质量，还需对各种化学药物

做好科学选择，对各种防控药物进行科学应用，避免滥

用化学药物可能对茶树生长造成的不利影响。

首先，用药时，应结合病虫害具体的类型，科学选

择药物，合理的设置休药期，避免出现药物残留或是

出现耐药的情况。新时期，茶园植保收到更多种植人员

的重视，在防控病虫害时，对于低残留、低毒性且相对

安全的药物更青睐，在药物的选择时，将不伤害茶树的

自身机理和保证茶叶生长质量和产量作为基础，规范用

药，以获得更好的病虫害防治效果。对于茶叶生长过程

中遇到的各种常见病虫害有绿盲蝽、小绿叶蝉、蚜虫

等，均可以在应用物理防治技术的基础上，对化学药物

进行合理的应用，例防控绿盲蝽时，可做好园中以及周

边杂草的清理，并使用 10%联苯菊酯乳油进行防治，还

可以交替使用苦参碱、除虫菊素等药物，能够获得较好

的防治效果；防治茶蚜虫，可在使用粘虫板的基础上，

再使用 40%乐果 1500 倍液、50%辛硫磷 2000 倍液等

进行防治，喷药时应注意全面且均匀的喷洒，叶面叶背

均要兼顾。用药时最好使用低容量细喷雾，交替使用多

种药物，且各种药物的施药量要合理，并且间隔一定的

时间。

茶叶生长过程中会受各种病害的影响。常见的虫害

类型有炭疽病、茶叶叶枯病等病害类型。防治上述疾病

还应做好品种的选择，科学选择茶叶品种，加强检疫。

茶叶叶枯病是常见的病害类型。患病后，茶树上的很多

叶片会枯死，严重影响茶叶品质，还需加强防治。具体

需加强茶园管理，适当增施有机肥，并保障磷钾肥料充

足，增强茶叶的抗病能力。病害严重时，可喷洒 50%苯

菌灵可湿性粉剂 1500 倍液、36%甲基硫菌灵悬浮剂 600

倍液、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等药物，同样上

述药物可以交替使用，避免耐药。非采茶期，可以选

择 12%绿乳铜乳油 600 倍液、0.7%石灰半量式波尔多液

进行防治。炭疽病主要会对成叶或老叶造成极大的不利

影响，病斑多从叶缘或叶尖出现，初为水渍状，后期逐

渐地扩大，并会对叶片的生长造成极大的不利影响，威

胁茶叶品质。高温高湿环境下其更容易高发，所以上述

季节要注意加强防控，除了避免偏施氮肥，保证氮磷钾

等肥料的使用量科学，较好的预防病虫害，还应注意在

发病初期喷施 70%甲基托布津 1000 ～ 1500 倍液或百菌

清 500 ～ 800 倍液等进行防治，均能够获得较好的防治

效果。

每年最后一次茶叶采摘工作完成后，还需做好田间

清理和消毒，能够有效地降低来年病虫害的发生概率，

具体可使用石硫合剂进行喷施。使用前做好科学调配与

检测，控制好剂量，避免对茶叶生长造成不利影响。

八、结束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茶叶生产种植的重要性日益突

出，传统的茶叶生产种植技术和管理方式，难以较好的

适应新时期茶叶生产加工作业对其提出的新要求，当前

在茶叶生产种植工作进行时，需要加强对各种新种植技

术的应用，并且加强管理，改善传统种植工作中存在的

管理粗放、效益低下、质量不稳定等情况，促进茶叶品

质和产量的提升，打造品牌，树立口碑，促进茶叶生产

种植工作获得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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