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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d on the drawbacks of the culti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Lingyunbaihao species 
in Guangxi, and proposed the cultivation renovation method mainly from the aspects of purifica-
tion, rejuvenation, cultiv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mechanized production management of the 
tea plantation,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ost-saving and efficiency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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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广西种植的凌云白毫群体种茶园的栽培管理所存在的弊端，主要从茶园提纯复壮、栽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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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生产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造，使之达到节本增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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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凌云白毫种概述 

凌云白毫种原产于广西凌云、乐业、田林等地，靠近云贵高原，抗旱性较弱，生长环境要求土壤肥

沃，有机质含量高，气候温和，年平均温度 20℃~8℃，年降雨量 1800~2000 毫米，适宜在广西红茶、绿

茶区种植[1]是 1984 年我国首批认定的全国 26 个有性系优良茶树品种之一，列入《中国茶树优良品种集》

(华茶 26 号) [2]。 
凌云白毫茶曾名凌乐白毫茶，该品种具有嫩芽肥壮、全年茶芽白毫特多、内含物质丰富的独特优势，

春季一芽二叶鲜叶含水浸出物 44.96%、氨基酸 3.3%、茶多酚 31.83%、儿茶素总量 138.63 mg/g 及咖啡碱

4.45% [1]，适合制作红茶、绿茶、黑茶、白茶和青茶(青茶次之) [2]，绿茶产品具有色翠、披毫、香高、

味浓、耐泡，红茶产品金毫显露、汤色红艳、滋味醇甜回甘等特点，深受消费者的喜爱。2005 年凌云白

毫茶获得地理标志产品，历年来荣获国内外名优茶评比奖不胜枚举，百色市各茶叶企业在第八届至第十

届“中茶杯”全国名优茶评比中荣获奖项 72 个，其中特等奖 16 个(红茶 15 个、黑茶 1 个)，一等奖 56
个(红茶 41 个、绿茶 5 个、黑茶 4 个、白茶 4 个特种茶 1 个)。第一届至第三届“国饮杯”全国名优茶评

比中，百色茶区共获奖 59 个，其中特等奖 18 个(红茶 15 个、绿茶 2 个、黑茶 1 个)，一等奖 51 个(绿茶

22 个、黑茶 1 个、白茶 2 个) [3]，为广西茶产业锦上添花。 

2. 凌云白毫茶茶园现状 

2.1. 面积大，产量低 

凌云白毫茶茶园现状是面积大，产量低，主要种植于广西百色凌云、西林、隆林各族自治县、德保、

靖西、田林、平果、那坡、石江等县区，在南宁、柳州、桂林、贵港等市有少量种植，总面积达 36.585
万亩[4]。近年来，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务工，茶园管理工作日益粗放，甚至荒废，平均亩产量 28 kg/667 
m2，产量很低，效益差，严重挫伤茶家种茶、护茶的积极性。 

2.2. 种群退化，管理粗放，产量低 

凌云白毫茶产量低，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由于凌云白毫种是群体品种，性状多样化，建国以来一

直是使用种子繁殖扩种，而由于茶树是异花授粉的作物，一代接着一代的扩种，导致原种不断退化；二

是农户茶园栽培管理粗放，许多茶农多年不施肥或单施化肥；三是茶园基本上是使用化学除草剂除草，

使土壤酸化和板结，肥力低。四是冬季茶园管理工作过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茶园冬季修剪过迟，每年

12 月下旬到 1 月份才修剪，而且都是重修剪，修剪去三分之二的树冠，原有树冠已达 1.4 m~1.6 m，重修

剪后只有 30 cm~60 cm 的枝干或很小的树冠，修剪迟导致冬季容易受冻害，而重修剪又严重影响第二年

春季茶芽的萌发，采摘期比正常修剪的茶园要晚采收约一个月时间，冬季不施肥，茶芽的萌发率及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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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五是夏季病虫害严重，茶农喷施农药易农残超标，生产企业不愿意收购鲜叶原料，

所以大部分茶园只采春茶不采夏茶，而夏茶生长旺盛，消耗了很多养分，这也是造成茶园低产的原因之一。 

3. 凌云白毫种低产茶园改造关键技术 

3.1. 提纯复壮技术 

推广种植凌云白毫种时，应杜绝采种扩种，制止原种进一步退化，提倡在长势较好的成龄茶园通过

初选将树势旺盛的、树冠大或者发芽较早的植株进行深修剪，增施基肥，结合喷施促进芽稍生长的绿色

产品叶面肥，培育优质穗条进行扦插繁育，扩种优质无性苗木，为建立优质、高产、高效打下基础。目

前从凌云白毫茶群体种选育出的国家级茶树良种桂香 18 号、广西茶树良种桂香 22 号均为适制性广、抗

病虫害能力强、产量较高的品种，在凌云白毫茶低产茶园改造中可作为优势品种进行推广种植。 

3.2. 肥培管理技术 

3.2.1. 施基肥 
一般在秋茶结束后进行，在茶行中间开沟施肥，沟深 20 cm~25 cm，以有机肥为主，适当配施复合肥。 

3.2.2. 追肥 
追肥可与耕作联合作业。一般分春、夏、秋三季施肥，春茶催芽肥应在开采前 40 天完成，一般为 2

月上中旬至月底，每亩施复合肥 20 kg~40 kg，随树龄不同而增加或者减少，施肥深度 10 cm~15 cm。在

春茶结束后施第二次肥，每亩施 15 kg~30 kg 有机肥，施肥深度 20 cm~25 cm。因低产衰老茶园茶行间土

壤裸露多，根系衰老吸收根少，每次施肥应该在茶树树冠边缘垂直下方开沟施肥，利于肥料的充分吸收

利用。 

3.2.3. 喷施绿色产品叶面肥 
在早春开采前 30 天进行，宜在傍晚喷施，喷施后 8 小时无降雨即可吸收利用，并注意尽量将肥料喷

到叶片背面，促进叶面肥的快速吸收转化利用。 

3.3. 病虫害防控技术 

3.3.1. 选择安全高效药物 
首先选用“素安”植物营养素，其主要成分为中草药，零农残，应用在茶园防治病虫害可提高抗逆

性和茶叶品质，也可以选择植物源农药、病毒制剂等绿色防控产品，采用化学农药时选用高效低毒、低

残留农药。施药剂量、次数、安全间隔期应符合相关规定。 

3.3.2. 病虫害防治关键时期 
一是在春茶采收结束后，二是秋茶采收结束进入休眠期时。采茶季节不施农药，杜绝农残。喷施前

应先修剪后喷施，喷雾操作应在无风或微风天气进行，有风天气应顺风操作。可采用各类喷雾器如：电

动背负式弥雾机、担架式喷雾机、风送植保机、喷杆式植保机等进行适时药物防治。从树冠两侧向茶丛

内叶面喷施，树冠表面枝叶密集时，应调整喷头方向，使树冠两侧的喷头横向或斜向喷洒，确保药水将

树冠外部及内部均匀喷湿，使药剂喷洒入茶丛病虫所危害之处。 

3.4. 茶园机械化管理 

3.4.1. 茶园耕作 
目前凌云白毫茶叶产区仍然采用人工翻地、施肥等对茶园进行耕作管护，用工多、劳动强度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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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高，要改变这一弊端，可以在部分茶园耕作中采用微型山地耕作机替代人工劳作，一是可以降低劳动

强度，二是节约生产成本，提高产出比，三是可将枯枝落叶及杂草打碎埋入土中增加有机质，熟化和疏

松土壤，促进根系更新，同时在施耕时可将许多病虫深埋入土中，降低病虫害发生率，从而利于提高产量。 

3.4.2. 茶园机剪机采 
目前各地仍有相当一部分农户采用大枝剪或者镰刀进行茶园修剪，部分采用人工采摘，现农村劳动

力严重缺乏，大多数是中老年人，采摘高峰期不能及时采收，致使鲜叶质量等级降低，以及减少了采摘

批次，从而降低收成。建议采收完春茶后，有条件的茶园可对夏茶采用机械化采收，机采鲜叶采用鲜叶

分级机分级后按级别分别加工，机采的原料可用于加工毛峰级别产品或作为黑茶原料，利于降低成本，

提高功效、产量增加，增效显著。 

3.4.3. 茶园修剪关键技术 
目前凌云白毫茶园 90%以上是成龄茶园和衰老茶园。成龄茶园建议每年修剪 2 次，第一次在春茶采

收后，如果在小绿叶蝉危害期，可进行适当深修剪，剪去茶蓬面约 15 cm~20 cm 的叶表层，减少病虫害

的发生，促进夏茶的整齐健壮萌发。第二次是秋茶结束后，结合冬管进行一次轻修剪，即剪去树冠表面

10 cm 右左即可，确保第二年春茶提早萌发开采。对未老先衰的低产茶园，如分枝稀疏、采摘面零乱、

鸡爪枝多、芽叶瘦小、对夹叶多的茶园，宜采用重修剪，采用锋利的弯刀、篱剪或电锯等剪去树冠高度

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以离地面 40 cm~60 cm 为宜，剪口要平整，不能开裂。对 30 年以上树冠衰弱、枝

干灰白、苔藓地衣披满、对夹叶多的茶园进行台刈，离地面 5 cm~10 cm 处砍去所有枝干。重修剪及台刈

后要加强肥培管理，增施有机复合肥，当年萌发出的新梢留 1~2 片叶打顶采，第二、三年修剪时在原剪

口上提高 10 cm~15 cm 修剪，当树高达 70 cm 以上时，即可成龄茶园的修剪及正常采摘标准进行后产管

理。苔刈后的茶园当年夏茶不采，秋末进行打顶采摘，第二年即可正常采摘。 

4. 小结 

低产茶园的改造需要广大茶叶科技人员的大力宣传并提供切实可行的技术，促进茶农茶企改变粗放

的、不合理的栽培管理方式，真正实现茶园管理的科学化、合理化与规范化。对衰老、低产、低质茶园

采用重施肥、合理适时修剪、苔刈、加强病虫害防治等管理措施进行改造，重新培育出健壮、茂盛的树

冠，能够促使茶园达到丰产稳产，增强了茶树对病虫害的抵抗力，提高茶产品质量，达到提质增效的目

的。低产茶园改造过程中采用机械化修剪、采摘，可以节约大量劳动力，提高功效，加快茶园的改造。

其次是可以采用提纯复壮技术，大力推广茶树良种快速选育技术和快速繁育技术，用凌云白毫茶优良株

系发展新茶园或替换衰老茶园，为建设高产优质茶园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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