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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垦 生态茶种植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国农垦生态茶种植技术的术语和定义、生态茶园建设、茶园管理、病虫䓍害防治、

记录和追溯。

本文件适用于中国农垦生态茶园的建设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1767 茶树种苗

GB/Z 26576 茶叶生产技术规范

GB/T 32000 美丽乡村建设指南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NY/T 2172 标准茶园建设规范

NY/T 3934 生态茶园建设指南

NY/T 5018 茶叶生产技术规程

GH/T 1245 生态茶园建设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中国农垦 生态茶园 ecological tea plantation of China state farm

以茶树作为生态系统中主要物种，按照经济和生态效益协调发展要求，以生态学和经济学原理为指

导，遵循茶树生长规律，因地制宜在园区内合理配置不同物种和相关设施，科学施肥，绿色防控，建设

而成的生态系统稳定、产品安全优质、可持续利用的茶园。

4 生态茶园建设

4.1 茶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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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茶园生产应选择生态良好、无污染的地区，所在区域植被(包括茶树)覆盖率应不低于 80%，茶

树外的其他植被覆盖率应不少于 10%。

4.1.2 茶园土壤酸性，pH 宜在 4.5～6.0 之间。土壤肥沃，土层有效深度 80 cm 以上、50 cm 之内无

硬结层或粘盘层。产地环境质量应符合 NY/T 391 的要求。

4.2 建园

4.2.1 建园规划

根据绿色食品以及标准茶园建设技术规范的相关要求，合理规划建设茶园。以水土保持为中心，

适合田间机械化作业，合理设置主道、支道和步道。茶园与上方林地应设置隔离沟，建立合理的沟、渠、

塘等水利系统，做到能蓄能排能灌。有条件的宜建立茶园节水灌溉系统。茶园基地应具有可持续的生产

能力。茶园建设应符合 NY/T 2172 的要求，生态建设参照 NY/T 3934 执行。

4.2.2 生态建设

4.2.2.1 茶园周边合理保留原有林木等植被，或根据要求种植林木。茶园上风口应保留或种植防护林

带。茶园与周边荒山、农田、果园等非茶地块间应保留或种植林木等植被作为隔离带，宽度不小于 8 m。

连片茶园宜按每 1 公顷～2 公顷设隔离林带。

4.2.2.2 茶园园内主干道、支道和环园道、沟渠两侧或一侧种植行道树或景观植物，形成景观功能带

和生物栖息地。

4.2.2.3 除北方茶区外其他茶区集中连片的茶园内配置常绿、根系垂直分布较深的遮荫树，每亩茶园

内可种植遮荫树 5 株～8 株，株行距 10 m～12 m，遮光度控制在 25%～35%。

4.2.2.4 茶园内行道树、防护林、隔离林、遮荫树宜选择适应当地气候物种，推荐品种参见附录A。

注：１亩≈667m
2
。

4.2.3 茶园开垦

生态茶园应建于平地、缓坡地，坡度15°以下缓坡地横向等高开垦；坡度15°～25°的坡地，按等

高线筑梯地，梯面宽200 cm以上，外高内低。初垦深度50 cm以上，复垦深度25 cm～30 cm。

4.3 种植

4.3.1 品种选择

宜选择适应当地气候、土壤、品种适制性好、具有较强抗性的茶树品种。合理配置早、中、晚生及

不同抗性品种，茶树种苗质量应符合GB 11767的规定。

4.3.2 定植时间

宜选择茶树休眠期进行，春季2月上旬～3月中旬定植或秋季9月下旬～11月下旬定植；云南地区6

月中旬～9月上旬定植。

4.3.3 定植规格

平地茶园直线种植，坡地茶园横坡等高种植。采用单行条植或双行条植方式种植。单行条植：行距

150 cm，丛距30 cm；双行条植：大行距150 cm～180 cm，小行距30 cm～40 cm，丛距30 cm，茶丛交错

排列，每穴1 株～2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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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定植方式

4.3.4.1 种植时要把茶苗根系舒展开，盖上细土，再用手将茶苗轻轻向上提，与土壤紧密相接，然后

覆土至茶树泥门，将土压紧。浇足定根水，再适当覆土至埋没根颈处为度。

4.3.4.2 茶苗定植后应及时覆盖和抗旱保苗，宜采用稻草或防草布在茶树行间覆盖。

5 茶园管理

5.1 茶树修剪

5.1.1 定型修剪

幼龄茶园应进行 3 次定型修剪。第一次在茶苗移栽定植时进行，剪口离地 15 cm～20 cm，保留至

少 3 片叶子；第二次在第一次定型修剪一年后进行，修剪时苗高应在 45 cm 以上，未达到这个高度的

茶丛应推迟到达标时再剪，在离地 30 cm～35 cm 左右处修剪；第三次定型修剪在第二次定型修剪一年

后进行，在离地 45 cm～50 cm 处修剪。

5.1.2 轻修剪

针对生产茶园和已完成定型修剪的茶园。每年或隔年进行一次，一般可在秋末冬初进行，轻修剪深

度为 3 cm～5 cm，或剪去树冠面上的突出枝条。

5.1.3 深修剪

适用于经多年采摘，茶树树冠面的小枝生长出现过密、过细、鸡爪枝多的茶园，一般在春茶后剪去

冠面 10 cm～15 cm，更新冠面生产枝。

5.1.4 重修剪

适用于树势衰老或树冠过高的茶园。在春茶前（3 月上旬）或春茶结束后（5 月底前）进行。修剪

高度以离地 40 cm～50 cm 为宜。

5.1.5 台刈

适用于树枝衰败，产量很低的茶园的改造。台刈时间以 3月上旬为宜。将老茶树离地 5 cm～10 cm

以上部分枝条刈去。

5.2 茶园施肥

5.2.1 施肥原则

加强茶园养分综合管理，按需施肥，以有机肥为主，配施化肥；基肥和追肥相结合。按照土壤条件

和茶树的综合营养需求开展测土配方平衡施肥。肥料种类及使用应符合NY/T 394的规定。

5.2.2 施肥时期

茶园定植前施底肥。春茶采摘前20 天～40 天第一次施追肥，春茶结束后第二次施追肥，全季采摘

茶园夏茶结束后第三次施追肥。秋冬季结合深耕施基肥，施肥时间高山茶园9月份，平地及低丘茶园10

月上旬到11月中旬。

5.2.3 施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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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1 底肥宜选择经无害化处理的农家肥或有机肥，每亩应施有机肥2000 kg以上或菜籽饼300 kg～

400 kg。

5.2.3.2 幼龄茶园氮肥施用量宜按树龄确定，一年生苗可在茶苗成活后适量施肥，施肥量为每亩施纯

氮 2 kg～3.5 kg，少量多次；2 年生施肥量为每亩施纯氮 3 kg～4 kg；3 年生为每亩 5 kg～8 kg；4

年～5年生可按 5.2.3.3 执行。幼龄茶园 N∶P∶K的配比宜为 2∶1∶1。

5.2.3.3 成龄茶园有机、无机肥配合施用。施肥量根据土壤肥力及干茶产量情况确定，年施肥总量控

制在每亩纯氮（N）20 kg～30 kg，磷(P2O5)3 kg～6 kg，钾（(K2O) 5 kg～7 kg。第一次追肥每亩施纯

氮 7 kg～10 kg，其他每次施纯氮 4 kg～5 kg；基肥施饼肥 150 kg～250 kg，配施复合肥 2 kg～3 kg。

5.2.4 施肥方式

结合茶园耕作，在茶树行间开沟施肥，在距茶苗根部 10 cm～15 cm 或沿树冠滴水处开沟深 10 cm～

20 cm（冬季 20 cm)施入，并及时覆土。

5.2.5 间作绿肥

可在茶园行间、隙地种植矮生或匍匐型绿肥，推荐品种参见附录B。一龄茶园茶行间隙种植2 行～3

行，2足龄茶园种植1 行～2 行，行距1.5 m以上的3足龄茶园可种植2 行～3 行。

5.3 除草与铺草覆盖

5.3.1 茶园除草。采用防草布覆盖抑草、机械除草或人工锄草等方法防控杂草。应适时除草，结合茶

结合茶园定期浅耕和深耕进行除草，幼龄茶树根周围的杂草宜直接用手拔除，不使用化学除草剂。

5.3.2 茶园铺草覆盖。应通过增加茶树树冠的覆盖度或铺草覆盖、防䓍布覆盖等方式抑制杂草生长。

茶园铺草可选用稻草或杂草，一般每年两次，分别在春茶和秋茶结束后进行，铺草厚度 5 cm～10 cm。

5.4 水分管理

茶园土壤的含水量以田间持水量的 70 %～90 %为宜，低于 70 %时应采取补水措施。

6 病虫害防治

6.1 防治原则

按照“预防为主，绿色防控”的方针，加强病虫预测预报，根据病虫发生规律，因地制宜，优先运

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与生物防治，必要时合理使用化学防治。

6.2 防治措施

6.2.1 农业防治

合理修剪，分批勤摘，勤除杂草，冬季清园，并及时清除病虫危害的枯枝、落叶。

6.2.2 物理防治

宜采用天敌友好型杀虫灯、天敌友好型可降解诱虫板、性信息素诱杀等非化学农药防治措施。

6.2.2.1 每 20 亩茶园安装 1 盏窄波段 LED 杀虫灯（主要害虫采用波长：蛾类 385 nm；叶蝉类 420 nm），

自动光控开关，在害虫成虫盛发期进行诱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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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 茶小绿叶蝉、黑刺粉虱成虫高发期，每亩悬挂 20～25 张天敌友好型可降解诱虫板进行防治，

悬挂高度为茶树蓬面上方 10 cm～20 cm，并根据诱集情况及时更换或回收色板。

6.2.2.3 采用信息素诱捕器诱杀灰茶尺蠖、茶毛虫、茶细蛾等成虫。在高于茶蓬面 30cm 处，每亩安

置 2～4 套，根据虫情及时更换或清理诱捕器。

6.2.2.4 采用糖醋液诱杀地老虎成虫。对地老虎较多的地块按糖﹕醋﹕酒﹕水=1﹕4﹕1﹕16 的比例配

制糖醋液，装入广口容器中，放置于茶园间，每亩放置 3 个，白天盖好，晚上揭开，可诱杀地老虎成

虫。及时清理虫体，每周更换一次。

6.2.3 生物防治

6.2.3.1 保护和利用当地茶园中的草蛉、瓢虫、蜘蛛、捕食螨、寄生蜂等有益生物。

6.2.3.2 释放天敌防治虫害。具体防治措施参见附录 C.1。

6.2.3.3 使用生物源农药进行害虫防治。具体防治措施参见附录C.2。

6.2.4 化学防治

宜开展专业化统防统治。对有群集特性的害虫，宜采用点治或挑治，交替使用不同种类的药剂减少

化学农药用量，控制环境污染。应按照NY/T 393的要求，控制施药量和安全间隔期。具体防治适期和推

荐使用农药参见附录C。

7 记录和追溯

7.1 档案记录

生产过程应建立完整、齐全的生产记录档案。农事管理记录主要包括施肥、病虫草害防治、修剪、

耕作、灌溉等农事记录，以及生产投入品台账记录（应包括使用农业投入品的名称、来源、入库时间

和数量、出库时间和数量、库存量等内容）。有条件的生产者可建立电子化的生产记录，农产品生产

记录应至少保存 3 年。

7.2 追溯

生产者应建立完善的农垦全面质量管理（追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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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生态茶园配置树种

生态茶园配置树种推荐见表A.1。

表 A.1 生态茶园配置树种推荐

序号 宜栽茶区 树种 特性
用途

防护林 隔离树 行道树 遮阴树

1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楝树 落叶乔木 √ √ √ √

2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江北茶区

香椿 落叶乔木 √ √

3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无惠子 落叶大乔木 √ √

4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大叶冬青 常绿大乔木 √ √ √ √

5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柿子 落叶乔木 √ √

6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江北茶区

银杏 落叶乔木 √

7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江北茶区

核桃树 落叶乔木 √ √

8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香樟 常绿乔木 √

9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桂花树 常绿乔木 √ √

10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木荷 常绿乔木 √ √

11 江南茶区 杨梅 常绿小乔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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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12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江北茶区

紫薇树 落叶小乔木 √ √

13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天竺桂 常绿乔木 √ √ √ √

14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江北茶区

枫树 常绿小乔木 √ √ √

15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醉香含笑 常绿乔木 √ √ √ √

16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马尾松

常绿乔木
√ √ √ √

17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罗汉松

常绿乔木
√ √

18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杉木

常绿乔木
√ √ √ √

19 江南茶区 广玉兰 常绿乔木 √ √

20 华南茶区 木麻黄 常绿乔木 √ √

21 华南茶区 凤凰木 落叶乔木 √ √

22 华南茶区 降香黄檀 常绿乔木 √ √

23 华南茶区 任豆树 常绿乔木 √ √

24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山茶花

常绿小乔木
√ √

25
江南茶区

江北茶区
梅花

常绿小乔木
√

26
江南茶区

江北茶区
桃树

落叶乔木
√

27
江南茶区

江北茶区
樱花树

落叶小乔木
√

28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江北茶区

合欢 落叶乔木 √ √

29 华南茶区 深山含笑 常绿乔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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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茶区

30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紫玉兰 落叶灌木 √ √

31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杜鹃 落叶灌木 √

说明：一个园区内可同时存在多种组合模式，优先选择成本较低、防护效果好、适应性强的本土树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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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生态茶园宜种植的绿肥

生态茶园适宜种植的绿肥见表B.1。

表 B.1 生态茶园宜种植的绿肥

序号 宜种茶区 绿肥品种 生育特性 适种季节

1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乌豇豆 一年生草本植物

气温在15℃以上就可播种，适宜温度20～25℃。一

年可播种两季

春播夏季

2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江北茶区

大叶猪屎豆 一年生草本植物

种子在15℃时开始发芽，最适生长温度为25～

35℃，耐旱、耐高温。

春播夏季

3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田菁 一年生草本植物

气温达到15～25℃时，种子才能发芽，低于12℃以

下种子不发芽，最适生长温度为20～30℃，喜温、

耐高温，不耐寒。

春播夏季

4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江北茶区

（大、小）绿

豆

一年生草本植物

发芽温度为15～17℃，小绿豆适宜生长温度为20～

30℃，大绿豆适宜生长温度为20～35℃；小绿豆耐

寒，不耐热；大绿豆耐热，不耐寒。

春播夏季

5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江北茶区

黄花耳草 江南及江北茶区为一年生，华南茶区为越年生或多

年生草本植物

喜温、耐热、耐旱、耐瘠。

春播夏季

6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江北茶区

箭舌豌豆 越年生半攀缘性植物

地温达5～7℃时就可发芽，耐旱、耐瘠。

秋播冬季

7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肥田萝卜 越年生或一年生植物

种子发芽最低温度为4℃，耐旱、耐酸、耐瘠。

秋播冬季

8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紫云英 越年生草本植物

地上部到8℃以上才能较快生长，喜湿润， 土壤含

水率低于9～10%就会出现萎凋或旱死。

秋播冬季

9 江南茶区

江北茶区

苕子 越年生草本植物

气温回升到2～3℃时即可返青生长，15℃时可以现

蕾，耐寒、耐旱，不耐涝。

秋播冬季

10 江南茶区

西南茶区

江北茶区

黄花苜蓿 越年生草本植物

最适发芽温度为20℃左右，开花时间平均气温为

13～18℃，喜温，耐旱、耐瘠。

秋播冬季

11 江南茶区 黑麦草 越年生禾本科植物 秋播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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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茶区 气温在13℃时播种发芽较良好，耐旱、耐寒、耐瘠。

12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爬地木兰 多年生木本植物

属南亚热带和热带作物，一般在20～35℃才能生

长，喜温热、耐旱、耐瘠，不耐寒。

四季

13 江南茶区

江北茶区

白三叶草 多年生草本植物

最适生长的气温为20～25℃，喜温凉湿润气候。

四季

14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江北茶区

紫穗槐 多年生豆科木本植物

喜干冷，耐旱、耐寒。

四季

15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木豆 豆科直立小灌木

属南亚热带和热带植物，最适生长温度为20～

30℃，在10～36℃的气温条件下都能生长，耐高温、

耐旱、耐瘠，不耐寒。

四季

16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肿柄菊 一年生或多年生灌木型草本植物

属热带和南亚热带植物，15℃才能发芽，最适生长

温度在25～35℃之间，耐瘠、耐旱，不耐寒。

四季

17 江南茶区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知风草 多年生草本植物

种子在15～20℃时可发芽，25～30℃时最适生长，

耐旱、耐高温、耐瘠。

四季

18 华南茶区

西南茶区

百喜草 多年生草本植物

年降水量1000毫米以上，平均气温在15～25℃的地

区都能生长，喜温暖、湿润，耐瘠、耐旱，不耐寒。

四季



附 录 C

（资料性）

茶园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方法

茶园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措施见表C.1。

表 C.1 茶园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措施

病虫害名称 农业防治措施 物理防治措施 生物防治措施 化学应急防治 防治指标

灰茶尺蠖 结合秋季施肥，中耕松土、

消灭蛹。

3月中旬～10月中旬，

安装窄波段 LED 杀虫

灯进行灯光诱杀或安

装性信息素诱捕器诱

杀。

4 月上旬，喷施茶核·苏云菌防治灰茶尺蠖 1～2 龄幼虫。

6 月上旬灰茶尺蠖 3 龄幼虫期，采用茶核·苏云菌、短稳杆菌等

生物农药防治。

每亩释放茶尺蠖绒茧蜂 1 万头以上或释放斜纹猫蛛或迷宫漏斗

蛛 1 千头以上，用以寄生或捕食尺蠖。

重点防治第二代幼虫，使用虫螨

腈、辛硫磷等化学农药，在 6 月

上旬灰茶尺蠖 3 龄幼虫期前，按

使用说明浓度喷雾防治。

防治指标为每米

茶行 10头幼虫或

每亩 4500 头幼

虫。

茶小绿叶蝉 中耕除草，使茶园通风透气，

减少害虫寄生。

分批多次及时采摘，减少卵

和若虫，降低虫口密度。

茶小绿叶蝉发生期采

用天敌友好型可降解

诱虫板诱集。

在茶小绿叶蝉发生高峰前期，且若虫占总虫量的 80 %以上时，

使用天然除虫菊素、藜芦根茎提取物、鱼藤酮、茶皂素等生物

农药进行防治。

每亩释放叶蝉缨小蜂 2.5 万头以上，用以寄生小绿叶蝉的虫卵；

每亩释放白斑猎蛛 5 千头以上，用以捕食小绿叶蝉。

必要时采用茚虫威等农药进行

防治。

第一峰百叶虫量

超过 6 头；第二

峰百叶虫量超过

12 头。

茶橙瘿螨 春茶结束后，通过茶树修剪

进行防治。

6 月上旬或 8 月中下旬，采用藜芦碱或矿物油进行喷雾防治。

每亩释放德氏钝绥螨或胡瓜钝绥螨 30万头以上，用以捕食螨类。

必要时采用喹螨醚进行防治。 防治指标为螨情

指数达到 6～8。

黑刺粉虱 适时修剪、疏枝、中耕除草，

增强树势，增进通风透光，

抑制虫口数量增加。

于春茶开采前（4 月上

中旬）使用双色色板诱

集黑刺粉虱成虫。

5 月中下旬采用侧位喷雾，使用矿物油进行防治。

利用蜘蛛、瓢虫、草蛉等天敌进行防治。

必要时采用噻虫嗪进行防治。 防治指标为茶树

中下部成、老叶

每叶 2～3 头幼

虫。

茶炭疽病 春茶结束后，通过茶树修剪

进行防治。清理枯枝落叶，

减少翌年病原菌的来源。

必要时，在 5 月底 6 月初或 9 月

初茶炭疽病发病初期，采用吡唑

醚菌酯、代森锌、苯醚甲环唑进

行防治。

叶罹病率 44%；成

老 叶 罹 病 率

10 %～15 %。



茶树宜使用低毒、低残留、高效的农药品种，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规定，详见表C.2。

表C.2 茶树主要病虫害推荐使用农药

类 别 农药种类 防治对象 稀释倍数 安全间隔期（天）

非化学农药a

100亿孢子/毫升短稳杆菌悬浮

剂
灰茶尺蠖等鳞翅目害虫 500～700

3b

99 %矿物油乳油 茶橙瘿螨、黑刺粉虱 90～150 7b

3 %多抗霉素可湿性粉剂 茶饼病、茶白星病、茶炭疽病 200～400 7

45 %石硫合剂结晶粉 用于封园 120～180 采摘期不宜使用

0.6 %苦参碱水剂 茶小绿叶蝉、灰茶尺蠖、茶毛虫 300～400 7b

0.5 %藜芦根茎提取物可溶液剂 茶小绿叶蝉、茶叶螨类 500～600 7b

0.3 %印楝素乳油 茶毛虫、茶小绿叶蝉 300～500 5

化学农药a

30 %虫螨·茚虫威悬浮剂 茶小绿叶蝉、茶橙瘿螨 3000～5000 7

240克/升虫螨腈悬浮剂 茶小绿叶蝉、茶橙瘿螨、蓟马、灰

茶尺蠖等鳞翅目害虫

1000～1500 7

25 ％吡唑醚菌酯乳油 炭疽病 1000～1500 10

80 %代森锌可湿性粉剂 炭疽病 500～700 15

10 %苯醚甲环唑可分散颗粒剂 炭疽病 1000～1500 14
a 表中的药剂为推荐使用药剂，该药剂国家禁用或停用时，或NY/T393不允许使用时，推荐药剂停用。
b 表示暂时执行的标准。



《中国农垦 生态茶种植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中国农垦茶产业联盟提出，旨在规范农垦生态茶园建设与管理流程，

提升茶叶质量与生态效益，助力农垦茶产业可持续发展。在中国农垦经贸流通协

会归口管理下，由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中国农垦茶产业联盟）、中国农业科

学院茶叶研究所、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检验测试中心等多家单位共同承担起草工

作。

二、标准制定的意义和必要性

1、是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发展的需要

推进农业生态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

要求，是加快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守住绿水青山、

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担当，对保障国家食物安全、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维系当

代人福祉和保障子孙后代永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推进农业生态发展，要大力推

广绿色生产技术，加快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拓展生态农产品价值实现通道，

走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协同发展之路。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和农业农村部《农业绿色发展技

术导则（2018-2030年）》的相关部署下，各地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农业绿

色发展。《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生态农场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提出到 2025 年，通过科学评价、跟踪监测和指导服务，在全国建设 1000 家国

家级生态农场，带动各省建设 10000 家地方生态农场，推广一批生态农业建设

技术模式，推动绿色优质生态农产品的生产与供给。编制本标准，将有利于推广

生态农业技术，加快推进农垦茶产业全面绿色转型升级。

2、是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

传统茶园建设与管理模式中，为从茶叶生产中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不断扩



大茶园面积，并且尽可能地进行密植，使得现在的茶园大多为大面积单一种植茶

叶，忽视了对自然生态系统环境的保护，使生物链结构受到影响，生态环境趋于

简单化，使茶叶的病虫害易于发生、扩散，导致农药使用增多，三“R”问题(残

留量、抗药性和再猖獗)越来越突出。部分茶园为常年追求高产，过量施用肥料。

茶园过度依赖化肥、农药，导致土壤质量下降、水土流失加剧、生物多样性受损。

编制本标准，旨在通过规范生态茶园建设与管理流程，推广绿色防控、合理施肥

等技术，减少化学投入品使用，保护茶园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为茶树生长

营造优良生态空间，促进茶园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

3、是提升茶叶品质与市场竞争力的需要

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提升，对高品质、无污染茶叶需求日益增长。生态茶是

指在保护、改善茶园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以生态学和经济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

方法和现代农业科学技术，采用集约化经营的农业发展模式生产的茶叶，因遵循

绿色、生态理念，在品质与安全性上更具优势。本标准从茶园选址、园区规划、

种植品种选择、茶园管理到病虫害防治等环节，严格把控技术要求，助力茶企生

产出优质、生态、安全的茶叶产品，打造、打响中国农垦“生态茶”品牌，将提

升我国农垦茶叶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推动农垦茶产业向高端化、品牌化发展。

4、是促进农垦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茶产业是我国众多地区的支柱产业，关系到茶农增收、农村经济发展。茶叶

也是我国农垦茶区茶场职工和当地茶农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据国家统计局最新

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农垦茶园总面积约 50.4万亩，产量约 5.5万吨。规范

生态茶园建设与管理，能够提高茶叶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保障茶叶质量稳

定，增强农垦茶产业抗风险能力。同时，通过生态茶园建设，可带动周边生态旅

游等相关产业发展，拓展茶产业发展空间，实现茶产业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的

有机统一，为农垦茶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当前，我国生态茶园建设与管理缺乏统一、系统的技术标准规范，各垦区茶

园在实践中存在技术参差不齐、操作不规范等问题。本标准的制定，填补了行业

空白，为农垦生态茶园建设与管理提供明确技术指导与操作依据，有助于规范行

业发展，促进生态茶园建设与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进程，将提升整个

农垦茶产业的发展水平。



三、编制工作简况

（一）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

《中国农垦 生态茶种植技术规范》项目任务下达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明确任务职责，确定工作技术路线，开展标准研

制工作。标准编制工作组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检

验测试中心、广西农垦茶业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省农垦五指山茶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皖垦茶业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农垦茶业有限公司、云南云垦茶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牛奶集团黄山茶林场有限公司、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等多

家单位的技术人员组成，标准编制起草小组成员长期从事质量安全及茶园种植研

究和应用，具有较强的实践经验和知识储备，有深厚的茶园管理及茶园病虫防治

技术、科研积累和起草标准经验。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作为核心起草单位，

主导标准框架构建与关键技术条款制定，凭借深厚科研积累与丰富实践经验，确

保技术的科学性与前瞻性。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检验测试中心负责把控标准中涉

及的检测技术与质量指标，为标准实施提供质量保障。广西农垦茶业集团有限公

司、海南省农垦五指山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地方企业，依据区域特色与实践

反馈，参与标准适用性调整，使标准贴合不同茶区实际。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

则从行业发展视角，为标准制定提供宏观指导与经济分析。

（二）收集整理文献资料

标准编制工作组收集国内国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生态茶园建设与管理资料，

掌握国内及区内有关生态茶生产先进技术、成功案例、数据及相关标准研究成果，

了解其发展趋势和动向，为标准制定奠定基础。

（三）研讨确定标准主体内容

标准编制工作组在生态茶研究及生产上深耕多年，经验丰富，具有连续性研

究工作积累，前期工作基础扎实，技术专业。

标准编制工作组在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后，2024年 10月，标准编制

工作组召开了标准编制会议，对标准的整体框架结构进行了研究，并对标准的关

键性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对茶园环境、种植、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进

行系统梳理，明确技术要求与操作规范。



（四）调研、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4年 11月，标准编制工作组到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安徽等生产基

地实地调研，针对《中国农垦 生态茶种植技术规范》草案大体框架内容，系统

地深入研究相关技术内容，形成《中国农垦 生态茶种植技术规范》（征求意见

稿）。

四、标准制定的原则和依据

（一）编制原则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严格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规和规章，严格执行强

制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与同体系标准及相关的各种基础标准以及配套使用的

标准相衔接，遵循了规范性、科学性、适用性和协调性的原则，力求做到科学规

范、要素准确、可操作性强，既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又符合中国农垦垦区茶叶的

生产实际。

1、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 GB/T20004.1-2016《团体标准化 第 1部分：良好行

为指南》等相关标准的规定及要求进行编制。

2、科学性原则

本标准以生态学、土壤学、植物保护学等学科理论为基石，充分吸纳国内外

生态茶园建设与管理的先进技术及实践经验，确保标准内容科学合理、技术切实

可行。在全面分析中国农垦茶叶生产的基础上，参照国内相关国家、行业和团体

标准要求，结合中国农垦生态茶产品的特征，在不低于绿色食品茶叶生产的前提

下科学合理设定农垦茶产品生产技术指标，为农垦茶叶企业和茶农提供切实有效

的指导。

3、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是在充分收集相关资料和文献，分析农垦生态茶种植当前现状，实地

调研农垦生态茶种植基地情况，结合我国农垦生态茶种植企业多年生产经验而总

结起草的。标准内容和技术指标符合当前我国农垦生态茶种植模式和技术，有利

于行业的长远发展，有利于提高农垦生态茶的品质，标准条款切实可行，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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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4、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与现行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协调一致，避免冲突矛盾。

同时，充分考量与其他相关行业标准的衔接，确保标准的整体性与系统性。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力求做到：技术内容的叙述正确无误；文字表达准确、简

明、易懂；标准的构成严谨合理；内容编排、层次划分等符合逻辑与规定。

（二）编制依据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主要参考以下标准规范及相关文献资料：

1、标准规范

国家标准：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11767 茶树种苗

GB 13735 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20014.12 良好农业规范 第 12 部分：茶叶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GB 3160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茶叶

GB/T 32000 美丽乡村建设指南

GB/T 33915 农产品追溯要求 茶叶

GB/T 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GB 50433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

GB/T 50434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

行业标准：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HJ 555 化肥使用环境安全技术导则

GH/T 1245 生态茶园建设规范

NY/T 1761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操作规程 通则



NY/T1763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操作规程 茶叶

NY/T 2172 标准茶园建设规范

NY/T 3442 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

NY/T 3443 石灰质改良酸化土壤技术规范

NY/T 3934 生态茶园建设指南

NY/T 5018 茶叶生产技术规程

地方和团体标准：

DB32/T 2892-2016 生态茶园建设技术规范

DB33/T 2345-2021生态茶园建设通用要求

DB35/T 1322-2013 生态茶园建设与管理技术规范

DB36/T 1204-2019 生态茶园建设技术规范

DB42/T 1609-2020 生态茶园 茶林间作技术规范

DB44/T 2209-2019 广东茶园生态管理技术良好规范

DB45T2349-2021 生态茶园建设与管理规范

DB50/T 884-2018 现代生态茶园生产技术规程

DB51/T 1687-2013 生态茶园建设与管理技术规范

T/GZBC 5-2018 广东生态茶园建设规范

T/GDAQI 124-2023 广东生态茶园分级规范

T/JXTA 0001-2021 江西绿色生态 茶叶

T/LYCY 019-2020 生态庄园茶

T/SDTS 001-2022 山东省生态茶园建设技术

2、相关文献资料

国内外有关生态茶园建设与管理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技术手册等。

五、标准的框架结构及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一）标准的框架结构

本标准共分为 7章：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生态茶园建设（茶园环境、建园、种植）

5.茶园管理（茶树修剪、茶园施肥、除草与铺草覆盖、水分管理）

6.病虫害防治（防治原则、防治措施）

7.记录和追溯（档案记录、追溯）

（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本标准根据垦区茶园和的气候环境、土壤环境、水资源等特点及生态茶产品

品质和质量基本要求，实地调研、总结分析垦区茶叶生产实际情况进行编写。根

据目前农垦茶产业水平，体现示范引领作用，突出农垦特色，遵循农垦生态茶“质

量上高于国标，安全上优于绿色”原则，构建核心生态茶生产技术体系。主要内

容的确定依据：

1.术语和定义：对生态茶园术语进行定义，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与行业共识，

确保术语准确规范，为标准实施提供统一语言基础。

2.生态茶园建设：

茶园环境：规定茶园植被覆盖率、土壤酸碱度等环境指标，依据 NY/T 391 等

标准，结合茶区生态特征，保障茶园生态良好，适宜茶树生长。

建园规划：以绿色食品及标准茶园建设规范为指导，从水土保持、机械化作

业等角度出发，合理规划茶园道路、水利系统，确保茶园可持续发展。

生态建设：明确茶园周边植被保留、防护林带设置等要求，参考 NY/T 3934

等标准，结合生态位配置原理，构建稳定茶园生态系统。

茶园开垦：依据茶园地形确定开垦方式，参考 NY/T 2172 等标准，确保开

垦深度与梯地建设符合茶树生长与水土保持要求。

3.种植：

品种选择：考虑茶树适生性与抗性，依据 GB 11767 等标准，指导茶农选择

适宜品种，保障茶叶品质与产量。

定植时间与规格：结合茶树生长规律与实践经验，确定适宜定植时间与合理

种植密度，提高茶树成活率与茶园效益。

4.茶园管理：

茶树修剪：根据茶树不同生长阶段与树势，参考行业实践，制定定型修剪、

轻修剪等技术规范，促进茶树生长与树冠更新。

茶园施肥：遵循 NY/T 394 等标准，以测土配方平衡施肥为原则，结合茶树

营养需求与土壤肥力，确定施肥时期、量与方式，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环境污



染。

除草与铺草覆盖：采用物理除草与铺草覆盖等绿色措施，参考实践经验，控

制杂草生长，保持土壤水分与肥力。

水分管理：依据茶树生长需水规律，确定茶园土壤适宜含水量，指导茶园水

分调控。

5.病虫害防治：

防治原则：秉持“预防为主，绿色防控”方针，依据病虫害发生规律，综合

运用多种防治手段，减少化学农药使用。

防治措施：农业防治借鉴行业实践经验，物理防治参考相关技术规范，生物

防治依据生物多样性原理，化学防治遵循 NY/T 393 等标准，确保防治效果与生

态安全。

6.记录和追溯：依据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要求，建立档案记录与追溯系统，

保障茶叶质量安全可追溯。

六、与有关法律、 法规和相关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等有关现

行法律、法规对制定标准的有关规定，标准的制定与这些法律、法规不存在任何

冲突；与本标准相关的国家标准或农业行业标准是本标准将要引用或作为重要参

考的标准，也不存在任何冲突。

七、 标准在编写过程中意见分歧情况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暂无重大意见分歧。

八、 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意见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考虑到我国农垦茶区地域差异大，茶

产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推荐性标准可给予各地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应用的灵活性，

促进标准更好推广与实施。同时，鼓励各地在本标准基础上，制定更具针对性的

企业标准。

九、贯彻本标准的要求和建议

（一）组织措施

1、由中国农垦茶产业联盟牵头，联合相关行业协会、科研机构，成立标准



推广工作小组，负责标准宣传、培训与推广指导。

2、组织开展标准宣贯会、培训班，邀请专家对茶农、企业、技术人员进行

培训，提高对标准的理解与应用能力。

（二）技术措施

1、结合标准实施，建立生态茶园建设与管理示范基地，展示标准技术应用

效果，为茶农与企业提供实践参考。

2、利用互联网、新媒体等平台，发布标准解读资料、技术视频，为茶业从

业者提供便捷技术支持。

（三）过渡办法

标准发布后，设置半年的过渡期，鼓励茶农与企业逐步按照标准进行茶园建

设与管理。在过渡期内，加强技术指导，帮助茶业从业者适应标准要求，确保标

准顺利实施。

《中国农垦 生态茶种植技术规范》制修订小组

202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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