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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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贵州茶满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贵州茶满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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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平红茶栽培及加工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园地选择与规划、茶树种植、茶园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摘加工场所、设备、人员要

求、原料、加工工艺等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黎平红茶栽培管理及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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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4 农田灌溉水质要求

GB 11767—2003 茶树种苗

GB/T 32744 茶叶加工良好规范

GB/T 40633 茶叶加工术语

GH/T 1245 生态茶园建设规范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DB5226/T 210 黎平红 红茶

3 术语和定义

GB/T 40633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园地选择与规划

4.1 茶园环境

4.1.1 选择荒山、坡地、自留地等，坡度在 30°以内，海拔 300 m～1000 m 之间，交通方便，宜距离

村寨 2.5 km 以内或步行 40 min 以内。

4.1.2 土壤条件呈酸性（生长映山红、蕨类、杉木等），土层厚度 80 cm 以上，以黄红壤质土或砂质

壤土为宜，pH4.0～6.5 之间。

4.1.3 园地应远离化工厂和有毒土壤、水质、气体等污染源。

4.1.4 与主干公路、荒山、林地和农田等的边界应设立缓冲带、隔离沟、林带或物理障碍区。

4.2 园地规划

4.2.1 道路和水利系统

4.2.1.1 根据基地规模、地形和地貌等条件，设置合理的道路系统，包括主道、支道、步道和地头道，

便于运输和茶园机械作业。大中型茶场以总部为中心，与各区、片、块有道路相通。规模较小的茶场设

置支道、步道和地头道。

4.2.1.2 建立完善的水利系统，做到能蓄能排。宜建立茶园节水灌溉系统。

4.2.2 茶园开垦

4.2.2.1 茶园开垦应注意水土保持，根据不同坡度和地形，选择适宜的时期、方法和施工技术

4.2.2.2 平地和坡度 15°以下的缓坡地等高开垦；坡度在 15°以上时，建筑内倾等高梯级园地

4.2.2.3 开垦深度在 50 cm 以上，在此深度内有明显障碍层(如硬塥层、网纹层或犁底层)的土壤应破

除障碍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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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茶园生态建设

4.3.1 茶园四周和茶园内不适合种茶的空地应植树造林，茶园的上风口应营造防护林，主要道路、沟

渠两边种植行道树，梯壁坎边种草。

4.3.2 低纬度低海拔茶区集中连片的茶园可因地制宜种植遮荫树，遮光率控制在 20%～30%。

4.3.3 对缺从断行严重、密度较低的茶园，通过补植缺株，合理剪、采、养等措施提高茶园覆盖率对

坡度过大、水土流失严重的茶园应退茶还林或还草。

4.3.4 应重视生产基地病虫草害天敌等生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增进生物多样性。

4.3.5 应符合 GH/T 1245 的规定。

5 茶树种植

5.1 品种选择

选择适应黎平当地气候、土壤和所制茶类并经国家或省级审(认、鉴)定的茶树品种，宜为龙井43、

白叶一号、黔茶一号、福鼎中小叶种等。

5.2 苗木质量

5.2.1 选用一年生足龄苗，要求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以上（木质化部分 15 ㎝以上，茎粗 2 ㎜以上），一

级苗达到 80％以上，品种纯度达 100％以上

5.2.2 其他种苗质量符合 GB 11767 中 I、Ⅱ级的规定。

5.3 种植时间

分期进行种植，用自留地种植的在12月底完成，开垦荒坡荒山种植的在次年3月20日前完成。

5.4 种植密度

3 000株/667 m
2
～4 000株/667 m

2
。

5.5 种植方法

5.5.1 雨前定植为宜。

5.5.2 在完成开垦的茶园定植沟内用定植农具挖穴 10 cm～12 cm 深，穴径 10 cm 以上，把茶苗垂直种

于穴内，填满土，并压紧压实，或用农具夯实苗茎部三方土层，再培上细土 1cm～2cm，浇透水分，苗

木定植时要比正常深 1 cm～2 cm。

5.5.3 茶苗定植要采用“双行单株”的方式，株距 30cm，株与株之间呈三角形。在定植沟茶行中铺放

3 cm～5 cm 厚的稻草或其它草类植物进行覆盖茶园管理

6 茶园管理

6.1 土壤管理

6.1.1 采用地面覆盖等措施提高茶园的保土保肥蓄水能力，植物源覆盖材料(草、修剪枝叶和作物秸秆

等)应未受有害或有毒物质的污染。

6.1.2 生产茶园每年在非采摘季节进行2～3次 10cm～15cm的浅耕和去除杂草，10月中旬深耕20cm～

25 cm 进行松土。

6.1.3 土壤深厚、松软、肥沃，树冠覆盖度大，病虫草害少的茶园可实行减耕或免耕。

6.1.4 幼龄或台刈改造茶园，宜间作豆科绿肥或高光效牧草等，适时刈割。

6.1.5 土壤 pH 低于 4.0 的茶园，宜施用白云石粉、石灰等物质调节土壤 pH 至 4.0～6.5 范围内。土壤

pH 高于 6.5 的茶园应多选用生理酸性肥料调节土壤 pH 至适宜的范围。

6.2 水分管理

土壤相对含水量低于70%时，茶园宜节水灌溉。灌溉用水水质符合GB 5084的规定。

6.3 施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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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施肥原则

实施茶园测土平衡施肥，基肥和追肥配合施用。施肥以有机肥料为主，少施或不施化学肥料，应符

合 NY/T 496 的规定。

6.3.2 施基肥

种植前的定植沟和投产后的每年冬季应施放有机肥料，如农家肥，饼肥、商品有机肥等。以商品有

机肥料为主，每667 m
2
施放200 kg～300 kg。

6.3.3 追肥

6.3.3.1 分别在 3 月上旬、5 月中下旬、8 月中旬三次结合浅耕作业时进行。以复合肥料为主，亩施

40kg～60 kg。在树冠缘下开条沟深 15 cm～20 cm(下基肥时深 20cm～25 cm)，将肥料均匀施于沟内，施

后盖土。

6.3.3.2 叶面肥根据茶树生长情况合理使用，应符合国家相关部门的登记和相关法规。叶面肥料在茶

叶采摘前 10 d 停止使用。

6.4 中耕锄草

生产茶园每年在非采摘季节进行2～3次10 cm～15 cm浅耕和去除杂草，10月中旬深耕20 cm～25 cm。

6.5 茶树修剪

6.5.1 幼龄茶树修剪

6.5.1.1 一般进行 4 次，每次定剪的新梢刀口处应木质化或半木质化。第一次修剪结合定植在离地 15

cm～18cm 处定剪;第二、三、四次定剪应在前一次定剪刀口向上提高 15cm 处定剪。经四次的定型修剪

树高达到 60 cm，有 2～3 级的分枝结构可投入生产。

6.5.2 成龄茶园修剪

6.5.2.1 轻修剪

每年或隔年一次，在春茶前(2月底至3月初)或春茶后(5月中、下旬)进行。冬季无冻害的茶区，亦

可在秋末(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时修剪。修剪方法:用剪或修剪机剪去树冠面上部3 cm～0.05m的枝叶。

6.5.2.2 深修剪

6.5.2.2.1 深修剪时间在春茶结束后进行。深修剪的周期视茶园管理水平和茶蓬生产枝育芽能力的强

弱而定。管理水平高，生产枝育芽能力强的，可适当延长深修剪的周期:相反，则应缩短深修剪周期。

对于采摘大宗茶，周期控制在 5 年左右;对于采摘名优茶，周期可控制在 2～3 年；对于量质并重的茶园，

周期以 4 年为宜。

6.5.2.2.2 用篱剪或修剪机修剪，中小叶品种剪去树冠表面 10 cm～15 cm 的枝叶；大叶品种剪去树冠

表面 20cm～30cm 枝叶。修剪器具要锋利，剪口要平滑，避免枝条撕裂。在深修剪的同时，应对茶蓬进

行修边，剪去行边无效枝。

6.5.2.3 重修剪

6.5.2.4 时间以春茶后为宜，春茶前次之。剪后 2～3 个月，当新梢长到 20 cm 以上、新梢基部 5 cm

左右半木质化，在重修剪剪口上提高 5 cm 进行定型修剪，秋末气温降低、新梢进入休眠期时进行一次

轻修剪，第二年可正常采摘。对于采摘大宗茶的茶园，修剪周期为 9～10 年，中间进行一次深修剪为宜；

对于采摘名优茶的茶园，一个重修剪的周期内以进行 2～3 次深修剪为宜。

6.5.2.5 剪去树冠的 1/3～1/2，通常是离地 40cm～50cm 处用修剪机、果枝剪等剪去上部枝条，重新

培养树冠。剪口应完整平滑、剪后疏枝清兜。

6.5.2.6 台刈

时间以春茶后为宜，春茶前次之。中小叶品种茶树离地5 cm～10 cm、大叶品种茶树离地20 cm，用

锋利器具刈去以上部分。剪后清兜，剪口要求平滑，不撕裂茎桩。进行疏枝，留下粗壮的5～8枝，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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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枝当年留养;第二年春茶前或后离地30 cm～35 cm进行定型修剪，第三年离地45 cm～50 cm再定型修剪

一次，春茶打顶轻采，夏秋茶留叶采摘。第四年起轻修剪，开始正常采摘。

6.6 冻害防治

6.6.1 冻害预防

6.6.1.1 新建茶园宜选择良好的地形，采用抗寒良种，营造防护林带，深垦施肥。

6.6.1.2 越冬期冻害预防，可根据情况，或增施有机肥、磷钾肥;或加培客土，增厚活土层;或将留叶

时期定在夏季留叶，以成叶越冬;或适当提前、推后轻修剪时间;或在寒冷季节来临前，进行行间铺草，

或在秋季套种绿肥。亦可多种措施并用。

6.6.1.3 晚霜冻预防，可在晚霜来临前，用稻草、杂草等覆盖茶树蓬面:或在气温降至 1℃左右时熏烟

驱霜。

6.6.2 受冻后的护理

6.6.2.1 按照受冻害的情况进行不同程度的修剪，包括轻修剪、深修剪、重修剪及台刈。

6.6.2.2 及早进行浅耕施肥，越冬期发生冻害的，要重施春茶催芽肥:萌芽期发生冻害的，及时进行根

外追肥。

6.6.2.3 受冻后进行轻修剪的茶树，春茶应留叶采摘，以培养树冠。

7 病虫害防治

7.1 防治原则

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方针，从茶园整个生态系统出发，综合运用各种防治措施，将有害生

物控制在允许的经济阈值以下，将农药残留降低到规定标准的范围。

7.2 农业防治

7.2.1 生产季分批多次及时采摘茶青加工，重点抑制假眼小绿叶蝉、茶橙瘿螨、茶白星病等危害芽叶

的病虫，抑制其种群发展。

7.2.2 通过修剪，减轻毒蛾类、蚧类等害虫的危害，抑制螨类的越冬基数。

7.2.3 茶园冬管结合施基肥，进行茶园深耕。及时封园，封园前施用石硫合剂，减少土壤中越冬的鳞

翅目和象甲类害虫的数量

7.3 物理防治

7.3.1 采用人工捕杀，减轻茶尺蠖、茶蚕、蓑蛾类、卷叶蛾类、茶丽纹象甲等害虫的危害。

7.3.2 采用机械或人工方法防除杂草。

7.4 生物防治

7.4.1 保护天敌昆虫、动物等有益生物，减少人为因素对天敌的伤害。

7.4.2 允许有条件地使用生物源农药，如微生物源农药、植物源农药和动物源农药。

7.5 化学防治

7.5.1 不应使用和混配化学合成的杀虫剂、杀菌剂、杀螨剂、除草剂和植物生长调节剂。

7.5.2 植物源农药宜在病虫害大量发生时使用，矿物源农药应严格控制在非采茶季节使用。

7.5.3 非采摘季节根据病害发生的情况可使用世高、甲基托布津、半量式波尔多液等农药进行防治。

7.5.4 使用高毒、高效、低(无)残留农药如天王星、功夫、吡虫啉、苦参碱、鱼藤酮等。农药的使用

要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杜绝使用剧毒、高残留和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

8 采摘

8.1 采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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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芽形成前，当叶片色泽转为深绿色，可采部位叶片柔软时可进行采摘。

8.2 采摘要求

8.2.1 根据茶树生长特征和各级茶对加工原料的要求，采留结合，量质兼顾和因园制宜的原则，适时

采摘。

8.2.2 手工采茶应提手采，保持芽叶完整、新鲜、匀净、不夹鳞片、鱼叶、茶果和老枝叶，不宜捋采

和抓采。

8.2.3 采用清洁、通风性良好的竹编、网眼茶篮或篓筐装鲜叶。采下的茶叶应及时运抵茶厂。

9 加工场所、设备、人员要求

应符合GB/T 32744的规定。

10 原料要求

应选择嫩、匀、鲜、净的正常芽叶，用于同批次加工的鲜叶，其嫩度、匀度、新鲜度、净度应基本

一致，无非茶类夹杂物。应符合DB5226/T 210的规定。

11 加工工艺

11.1 工艺流程

鲜叶 凋萎 揉捻 发酵 干燥 成品

图 1 工艺流程图

11.2 技术要求

11.2.1 萎凋

摊叶厚度3 cm～8 cm，嫩叶、雨水叶和露水叶薄摊，老叶厚摊。摊叶时要抖散摊平呈蓬松状态，保

持厚薄一致，在温度为(22±2) ℃、相对湿度(65±5)%的条件下8h，以叶面失去光泽，叶色暗绿，青草

气减退，叶形皱缩，叶质柔软，紧握成团，松手可缓慢松散为宜。

11.2.2 揉捻

装叶量以揉盖能盖妥为准。加压掌握轻、重、轻的原则。揉捻叶紧卷成条，有少量茶汁溢出为揉捻

适度。解块后的筛面茶条索不够紧结的可进行复揉，复揉装叶量以揉桶的2/3为准。茶条紧卷，茶汁外

溢，粘附于茶条表面为适度。细胞破损率80%以上。揉捻时间与加压方式技术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揉捻时间与加压方式

单位：min

鲜叶级别 加压 轻压 中压 重压 不加压 全程时间

单芽 5 15 20 — 5 50

1级 5 15 25 10 5 60

2级 5 15 25 20 5 70

11.2.3 发酵

发酵盘装叶8 cm～12 cm，厚薄均匀，在室温24 ℃～26 ℃，相对湿度≥95%的条件下发酵3 h～5 h。

每间隔30 min 吹冷风一次，鼓风时间3min～5 min。发酵至青草气消失，茶叶的颜色由前期的绿色逐渐

变成红色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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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干燥

11.2.4.1 一次干燥

摊叶厚度1cm～2cm，在温度60 ℃～80 ℃的条件下干燥90min～120min，干燥至含水量20％～25％。

11.2.4.2 二次干燥

摊叶厚度3 cm～4 cm，在温度85 ℃～90 ℃的条件下干燥30 min～60 min，干燥至含水量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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