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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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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是T/GZTPA 0015-2023《贵州野生型茶树》的第2部分。T/GZTPA 0015-2023已经

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基本要求；

——第2部分：栽培管理技术规程；

——第3部分：优株苗木繁育技术规程；

——第4部分：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技术规程；

——第5部分：茶园机械化管护技术规程；

——第6部分：红茶加工技术规程。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贵州大学提出。

本文件由贵贵州省绿茶品牌发展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贵州大学、贵州省马氏白龙古茶研发有限公司、贵州省农作物技术推

广总站、贵州省种畜禽种质测定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牛素贞、宋勤飞、范仕胜、冯文武、李彩云、赵支飞、马安权、王

一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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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贵州野生型茶树种质资源分布广、数量多、品质特异，经济价值高，可在保护的基础上，

进一步开发和利用，充分发挥贵州野生型茶树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对贵州茶产业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制定了 T/GZTPA 0015-2023《贵州野生型茶树》，为贵州野生型茶树保护、

开发和利用提供技术支撑。T/GZTPA 0015-2023 旨在确立贵州野生型茶树的种质资源保护、

种植技术和茶叶加工，由六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基本要求。目的在于确立贵州野生型茶树的界定与等级划分、栽培、繁

育、利用、病虫害防控、机械化管护和种质资源保护。

——第2部分：栽培管理技术规程。目的在于确立贵州野生型茶树栽培管理的基地建设、

基地管理、病虫草害防控。

——第 3 部分：优株苗木繁育技术规程。目的在于确立贵州野生型茶树优株苗木繁育的

穗条培养、苗圃建设、采穗、扦插、扦插苗圃管理及起苗、检验、包装与运输。

——第 4 部分：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技术规程。目的在于确立贵州野生型茶树病虫草害绿

色防控的防控原则、防控对象、防控技术措施、防控模式。

——第 5 部分：茶园机械化管护技术规程。目的在于确立贵州野生型茶树茶园机械化管

护的操作人员及作业环境、机械化耕除草、机械化施肥、机械化植保、机械化修剪、

机械化采摘、机具养护与保存。

——第 6 部分：红茶加工技术规程。目的在于确立贵州野生型茶树红茶加工的总体要求、

加工工艺、质量管理及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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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野生型茶树 第 2 部分：栽培管理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贵州野生型茶树栽培管理的基地建设、基地管理、病虫草害防控等。

本文件适用于贵州野生型茶树的栽培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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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NY/T 394-2021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NY/T 525-2021 有机肥料

NY/T 5018-2015 茶叶生产技术规程

NY/T 5197 有机茶生产技术规程

DB52/T 619-2010 贵州茶叶全程清洁化生产技术规范

DB52/T 626-2010 贵州高产优质茶园栽培技术规程

T/GZTPA 0015.1-2023 贵州野生型茶树 第 1 部分：基本要求

T/GZTPA 0015.3-2023 贵州野生型茶树 第 3 部分：优株苗木繁育技术规程

T/GZTPA 0015.4-2023 贵州野生型茶树 第 4 部分：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T/GZTPA 0015.1-2023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地建设

4.1 基地选择

4.1.1 环境条件

4.1.1.1 远离工业区和有毒土壤、水质、气体等污染源。

4.1.1.2 生态环境好，植被丰富，有机肥来源充足，排水及灌溉设施方便。山地坡度＜45°，

海拔高度不低于 800 m 的山地；

4.1.1.3 基地周边空气质量应符合 GB 3095-2012 中规定的二级标准以上。

4.1.2 土壤条件

土壤 pH 值 4.5～6.0，土层厚度 60 cm 以上，土质结构良好，无污染，有机质丰富。土

壤环境质量应符合 NY/T 5197 或 DB52/T 619-2010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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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地规划

4.2.1 基地开垦

4.2.1.1 基地规划与建设应有利于保护和改善茶区生态环境、维护基地生态平衡和生物多

样性。

4.2.1.2 根据地形、地貌和原有植被情况合理规划基地，平地和坡度 15°以下的缓坡等高

开垦。坡度为 15°～ 45°的山地建立等高梯级基地。

4.2.2 道路建设

根据基地规模和地形、地貌，设置干道、支道、步行道，连接场部、茶厂、基地和外部

交通，便于运输和管理。干道宽 4 m ～ 5 m，支道宽 2.5 m ～ 3 m，在茶行与支道之间，

设置步行道，路宽 1 m ～ 1.5 m。

4.2.3 梯壁构筑

在 15°～ 45°陡坡地带开辟基地，修筑梯田，梯高 10 cm ～ 30 cm，梯宽 25 cm ～ 30

cm。

4.2.4 水利系统建设

水系统建设应按 DB52/T 626-2010 的规定。建立完善的排灌系统，做到能蓄能排。

4.3 基地开垦

4.3.1 茶园开垦应按 NY/T 5018-2015 的规定。

4.3.2 基地开垦注意保持水土，保留基地上原有的一定数量的乔木，根据不同坡度和地形，

选择适宜时期、方法和施工技术。平地和坡度 15°以下的缓坡地等高开垦，坡度在 15°以

上时,建筑内倾等高梯级基地，开垦深度在 50 cm 以上。

4.4 茶树种植

4.4.1 苗木选择

按 T/GZTPA 0015.3-2023 的规定执行。

4.4.2 施底肥

4.4.2.1 底肥以有机肥为主，每 667 ㎡施有机肥 1000 kg～2000 kg，磷肥 50 kg～100 kg。

4.4.2.2 肥料的使用应符合 NY/T 394-2021、NY/T 5197 的相关规定。

4.4.2.3 底肥深施，应深施到 40 cm ～ 50 cm，施肥后及时覆土。

4.4.3 种植方法

4.4.3.1 平地茶园直线单行单株穴栽，行距 2.0m，株距 1.0m～1.5m，每 667 ㎡ 200 株～

300 株。定植前开 50 cm×50 cm×50 cm 的种植穴。

4.4.3.2 穴底施底肥，定植时确保根系离底肥≥10 cm。定植茶苗时应保持根系原来姿态填

土。分层覆土，填土至不露须根时，用于轻提茶苗，使根系自然舒展，覆土至茶苗根颈部之

上 10 cm ～ 15 cm，适当踩紧，浇足定根水。

4.4.4 苗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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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补苗，发现缺株，及时补苗。清除杂草，采用人工或机械除去杂草。

5 基地管理

5.1 土壤管理

应按 NY/T 5018-2015 的规定。

5.2 基地施肥

5.2.1 肥料

5.2.1.1 使用菜饼、禽畜栏肥及沤制的土杂肥等有机肥作基肥用。无机肥主要用于追肥。

5.2.1.2 使用的有机肥料、复混肥料(复合肥料)、有机-无机复混肥料、微生物肥料应符合

NY/T 525-2021、DB52/T 619-2012 的规定。

5.2.2 施肥原则

宜多施有机肥料,化学肥料与有机肥料应配合使用，避免单纯使用化学肥料和矿物源肥

料。农家肥施用前应经渥(沤)堆等无害处理。

5.2.3 施肥时期及要求

5.2.3.1 基肥于当年秋季采摘结束后施用,有机肥与化肥配合施用。

5.2.3.2 针对幼龄茶树，平地和宽幅梯级在茶树一侧、坡地和窄幅梯级基地于上坡位置或

内侧方向点穴深施，深度 20 cm 以上。

5.2.3.3 针对成年茶树，沿每株冠幅投影边缘开环形沟施肥，深度 20 cm 以上。根据土壤

条件，配合施用磷肥、钾肥和其他所需营养，追肥结合茶树生育规律进行,时间在各季茶叶

开采前 20 d～40 d 施用,以化肥为主,沿冠幅环形条施，沟深 10 cm，施肥后及时覆盖。

5.3 修剪

5.3.1 幼龄茶树定型修剪

5.3.1.1 茶苗定植满 2 年后或高度达到 80 cm 以上或长出 7～10 枝健壮的侧枝，在离地 70

cm 或在离地第 7～10 个枝条上方进行第一次主枝打顶定型修剪。

5.3.1.2 茶苗定植满 3 年后主枝在离地 90 cm 处进行第二次打顶定型修剪，同时对侧枝进

行拉枝，最下侧 3～4个枝条下斜拉至与茶树主干夹角为 75°～85°，中部 3 个枝条向外下

斜拉至与茶树主干夹角为 65°～75°，上部 2～3 个枝条，外下斜拉至与茶树主干夹角为

55°～65°。侧枝拉枝部位在位于距离枝条根部的三分之二处。

5.3.2 成年茶树修剪

5.3.2.1 成年茶树的树高控制在 2.0 m，冠幅 1.0 m～ 1.5 m，冠层 0.8 m～1.2 m。

5.3.2.2 待茶树达到成年茶时，及时采摘茶鲜叶，修平树冠凸出枝条。

5.3.2.3 轻修剪在春茶后立即进行，在 5 月中旬前完成。

5.3.2.4 整形修剪每年冬季封园时进行，保持成年茶树树高、树冠和冠层要求

5.3.2.5 茶树生长逐渐衰退，应重修剪，在秋茶后进行，11 月底前完成。修剪程度根据绿

叶层和枝条老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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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病虫草害防控

按 T/GZTPA 0015.4-2023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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