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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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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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青海省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青海省气象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果洛藏族自治州气象局、青海省气候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定稳、王紫文、向雯、刘鹏、席丽媛、康永军、余勇宏、李泽祥、贾绪芝、

周措毛、李晓润、高绪敏。 

本文件由青海省气象局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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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品质评价 藏雪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藏雪茶初级产品的气候品质评价方法和等级划分。 

本文件适用于藏雪茶初级产品的气候品质分析和定量化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藏雪茶 

以蔷薇科苹果属植物花叶海棠和变叶海棠的嫩叶为原料制作的茶叶。 

3.2  

藏雪茶初级产品 

采摘后未经加工、理化指标未发生改变的花叶海棠和变叶海棠嫩叶叶片。 

3.3  

藏雪茶气候品质 

受天气气候条件影响的藏雪茶品质的优劣。 

4 藏雪茶气候品质评价方法 

4.1 气候品质适宜度评价指标 

利用藏雪茶萌芽至采摘期的气温、相对湿度和日照，构建对应的适宜度模型，使用适宜度模型求得

适宜度。 

4.2 萌芽至采摘期气温适宜度评价模型 

藏雪茶萌芽至采摘期气温适宜度评价模型按公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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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t——气温适宜度； 

T ——萌发到采摘期间的平均气温，单位为℃； 

T0——萌发到采摘期间的最适温度，取10.2℃； 

T1——萌发到采摘期间的下限温度，取8.0℃； 

T2——萌发到采摘期间的上限温度，取12.0℃； 

B ——常数，取0.818。 

4.3 湿度适宜度评价模型 

藏雪茶湿度适宜度评价模型按公式（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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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rh——湿度适宜度； 

Rh ——萌发到采摘期间的平均相对湿度； 

Rh0——萌发到采摘期间的适宜相对湿度，取70%； 

b  ——常数，取64%。 

4.4 日照适宜度评价模型 

藏雪茶日照适宜度评价模型按公式（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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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s——日照时数适宜度； 

S ——萌发到采摘期间的日照时数，单位为h； 

S0——萌发到采摘期间的适宜日照时数，取927.2h； 

c ——常数，取909h。 

4.5 气候适宜度综合评价模型 

藏雪茶气候适宜度综合评价模型按公式（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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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 ——藏雪茶气候适宜度； 

ai——茶芽萌发到采摘期间的平均气温适宜度、相对湿度适宜度和日照时数的权重系数，分别为 

0.335、0.364、0.301； 

Si——茶芽萌发到采摘期间的气温适宜度、相对湿度适宜度和日照时数适宜度。 

5 藏雪茶气候品质等级划分 

按照藏雪茶气候适宜度S，划分为4个等级，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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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藏雪茶气候品质等级划分 

气候品质等级 特优 优 良 一般 

S ≥0.83 0.50≤ S＜ 0.83 0.2≤ S＜ 0.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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