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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有机茶园水肥一体化生产管理技术，对园地选择、设备配置、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和档案

记录等进行了规范，旨在建立一套可学习、可操作、可复制的茶园水肥一体化栽培管理技术规程，并指

导生产应用。本技术规程适用于广东省河源市茶叶产区及国内同类型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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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integrated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technology of water and fertilizer 
in organic tea plantation, and standardized the garden selection, equipment configuration, fertilizer 
and water management, pest control and archival records,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set of learnable, op-
erable and reproducible cultivation and management technology regulations of water and fertilizer 
integration in tea plantation, and guide the p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This technical regulation is 
applicable to the tea-producing areas in Hey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same type of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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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肥一体化技术是将节水灌溉与按需供肥相结合的高效水肥利用技术，在水果[1]-[3]、蔬菜[4]、粮食

作物[5]-[7]及经济作物[8] [9]上增产、提质增效等方面效果显著，目前越来越多的茶园开始应用水肥一体

化技术[10]-[13]。广东省河源市位于粤东北山区与珠江三角洲平原地区的结合部，属山地丘陵地区，年平

均气温 20.7℃，年平均无霜期 300 d，年平均降水量 1767.2 毫米，年日照时间 1687 h，属南亚热带季风气

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茶叶种植，是广东省茶叶主产区之一。以客家绿茶和客家红茶等为代表

的特色茶产业发展迅速，且以生产有机茶叶为主。但很多茶园生产管理不规范，存在土壤退化、有机质

含量低、品质差、资源利用率不高和质量安全问题严重等突出问题，难以保障茶叶的品质，效益不佳[14]。
有机茶园土壤养分只能从有机肥中获取，茶树多年消耗有可能导致土壤中部分养分亏缺不平衡[15]。另外，

绝大部分茶园种植在山坡地，缺乏有效灌溉措施，遭遇干旱少雨天气，对茶叶产量和品质造成严重的不

利影响。水肥一体化技术是将节水灌溉与按需供肥相结合的高效水肥利用技术，在多种作物上的应用结

果表明，该技术对于增产、提质增效等方面效果显著。随着技术的发展，茶叶上的水肥一体化技术也逐

渐开始应用。为规范河源地区有机茶园水肥一体化技术，引导水肥一体化技术进一步向健康的方向快速

发展，助推河源农村产业革命和脱贫攻坚，本文在收集整理茶园水肥一体化试验示范成果的基础上，总

结出了河源地区有机茶园水肥一体化技术的适用范围、系统组成、灌溉制度、管理维护等方面的要求，

为有机茶园水肥一体化提供参考依据。 

2. 适用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广东省河源地区有机茶园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 

3. 标准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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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19630 有机产品 
GB/T 10002.1 给水用硬聚氯乙烯(PVCT)管材 
GB/T 10002.2 给水用硬聚氯乙烯(PVCT)管件 
GB/T 13663 给水用聚乙烯(PE)管材 
GB/T 13664 低压输水灌溉用硬聚乙烯(PVCT)管材 
GB/T 50085 喷灌工程技术规范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hjas.2024.14912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陈迪文 等 
 

 

DOI: 10.12677/hjas.2024.149122 979 农业科学 
 

GB/T 50485 微灌工程技术规范 
NY 525 有机肥料 
NY 1106 含腐殖酸水溶肥料 
NY 1429 含氨基酸水溶肥料 
NY 5199 有机茶产地环境条件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通则 
NY/T 2623 灌溉施肥技术规范 
NY/T 5197 有机茶生产技术规程 

4. 术语与定义 

4.1. 水肥一体化 

根据作物生长需求，对农田水分、养分进行综合调控与一体化管理，将施肥与灌溉结合在一起的农

业技术，实现农田水肥的高效利用。 

4.2. 微灌 

按照作物需求，通过管道系统与安装在末级管道上的灌水器，将水和作物生长所需的养分以较小的

流量，均匀、准确地直接输送到作物根部附近土壤的一种灌水方法，包括滴灌、微喷灌等。 

5. 茶园环境条件 

新建茶园应符合环境质量 NY 5199 和 GB/T 19630 的要求。已有茶园与常规农业生产区域之间应有

明显的边界和隔离带，以自然植被作为屏障，也可人工营造树木和农作物，农作物应按有机农业的生产

方式栽培。土壤须符合 GB/T 19630 及 NY 5199 的规定。茶园需靠近水源，建立蓄水池作为施肥、防旱灌

溉用水。 

6. 水肥要求 

6.1. 水源 

水源可用地表水、地下水等作为水源，水质须符合 GB/T 19630、GB 5084 与 NY 5199 的规定。 

6.2. 肥料 

水肥一体化使用的肥料中，固体肥料选择溶解度高、溶解速度快、腐蚀性小的肥料，肥料搭配要考

虑相溶性，避免相互作用产生沉淀或拮抗作用；液体肥料选择浓度高、不易结晶、不易析出的液体肥料。

常用水溶性肥料推荐氨基酸、腐殖酸等，须符合 NY 1106 含腐殖酸水溶肥料以及 NY 1429 含氨基酸水溶

肥料标准。所有肥料投入品须符合 GB/T 19630 的要求。 
对于新种植茶园，第一次施用有机肥可以采用人工或机械施用固体肥料，每亩施用腐熟农家肥堆肥、

沤肥、厩肥 3000~5000 kg 或茶树专用生物有机肥 200~500 kg，加过磷酸钙或钙镁磷肥 100 kg，采用撒施、

沟施等方式与土壤充分混合后再覆盖一层土壤。待土壤墒情适宜时，以待播种或栽植。对于已有茶园，则

直接采用水肥一体化系统进行施肥。有机肥料须符合 NY 525 的要求，施肥要符合 NY/T 496 的要求。 

7. 水肥系统 

7.1. 微灌系统 

微灌系统通常由水源、加压设备、管道系统和灌水器等 4 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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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水源工程 

水源一般为建立蓄水池或地下水井。茶园蓄水池应按茶园规模大小设计，蓄水池容量一般以 15~20 
m3 为宜，蓄水坑容量一般以 3~5 m3 为宜，目的是截流降涝，用于水肥一体化灌溉备用水源。水井的宽度

应不小于 600 mm 至 800 mm，以确保有足够的空间进行检修。在设计水井时，需要考虑立管的种类、管

径大小以及立管之间的合理间距。另外，应在茶园上方与荒山林地交界处开一条深 50 cm、宽 60 cm 的排

洪沟，防止雨水冲刷茶园，应在直步道两侧和横步道上侧开一条深、宽各 20 cm 的排水沟。 

7.3. 加压设备 

一般是水泵，需提供田间灌溉水流量为每 667 m2 为 1.5 t/h~4.5 t/h，供水压力为 80 kPa~120 kPa。 

7.4. 管道系统 

管道的管材及管件应符合 GB/T 10002.1、GB/T 10002.2、GB/T 13663 和 GB/T 13664 的规定要求，系

统中应安装水肥匹配器、流量计、排气阀、逆止阀、压力调节设备以及过滤器，过滤精度为 80~120 目。 

7.5. 灌水器 

根据茶园种植结构、地势、面积和土壤质地等因素配置相应的灌水器，可采用微喷头、微喷带、滴

头或滴灌带等。 

7.6. 施肥设备 

施肥设备由文丘里施肥器或施肥泵注肥装置构成。微喷灌系统的供肥装置需要做防锈、防腐处理。

当流速相对较高时，宜采用文丘里施肥装置，当流速偏低时，宜采用施肥泵注肥装置。施肥器需要安装

过滤装置，用于过滤水源中的沙子、碎石、树叶等杂质，保障灌水器的通畅。 

7.7. 其他 

根据茶园具体情况，水肥系统还可以增加控制软件平台(电脑 PC 端、手机 APP)等部分，以及配套田

间气象监测站、土壤墒情监测站等辅助提供其他参数。 

7.8. 安装要求 

在输配水管网末端安装滴头和控制设备，如阀门、控制器等，以实现自动化控制供水供肥。在安装

完成后，进行系统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能够正常工作，水肥能够均匀输送到作物根部。微灌系统的水力

设计、设备选择、安装调试、工程验收等应符合 GB/T 10002.1、GB/T 10002.2、GB/T 50485、GB/T 50085、
NY/T 2623 的要求。 

8. 水肥一体微灌技术 

8.1. 施肥时期 

按照少量多次的原则，一般全年施用 4~8 次。每亩施用茶树专用有机液体肥 5~20 kg 稀释 500~1000
倍滴灌或者喷灌。每年春季茶树萌动前 10~15 d 开始施肥，后期根据茶树需肥特点和土壤养分情况间隔

施用，春茶生产季节增加施肥次数，封园后控制施肥次数。 

8.2. 施肥用量 

通常情况下，有机水溶肥料的肥水比为 1:500 到 1:1000，根据灌溉用水量来计算肥料用量。灌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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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根据茶园土地的面积、地形和土壤条件确定。 

8.3. 设置灌溉程序 

启动系统后，在控制器上编辑灌溉程序，设定灌溉时间、开始时间、施肥量以及施肥时间等参数。

按照设定的程序，系统开始自动灌溉施肥。 

8.4. 设备维护保养 

每次施肥前先输水 10 min，清洗管道和湿润土壤。每次施肥后，用清水冲洗管道 10 min。定期对整

个管网系统进行冲洗，防止堵塞。定期检修管道、灌水(肥)器及注肥泵等设备。及时清除施肥器底部沉淀

物，定期清洗各种过滤器。 

8.5. 监测与调整 

在灌溉施肥过程中，定期检查灌溉和施肥的情况，确保水肥供应的准确性和均匀性。根据实际情况

及时调整灌溉和施肥方案，以满足茶树生长的需求。 

9. 病虫害防治 

9.1. 防治原则 

遵循“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原则，建立病虫害预警监测系统，改善茶园生态环境，根据茶树病虫害

发生特点，采取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和化学防治，优先采用农业防治。病虫害防治应符合 GB/T 
19630 的规定。 

9.2. 病虫害预警监测系统 

通过在茶园设置测报灯、诱捕器等监测工具，以及定期进行茶园病虫害田间调查，建立茶园病虫害

预警监测系统，对茶园主要病虫害实施动态监控，根据测报信息为田间防控提供精准指导。 

9.3. 农业防治 

通过调整和改善作物的生长环境，以增强作物对病、虫、草害的抵抗力，创造不利于病原物、害虫

和杂草生长发育或传播的条件，以控制、避免或减轻病、虫、草的危害。主要包括：清洁茶园，及时除

草，减少病虫寄生和交叉传播；合理灌溉，及时排涝，促进茶树生长，增强抗性；深施腐熟的有机肥，培

肥地力。通过合理修剪、疏枝或台刈，及时清除病虫枝，控制茶园蚧类、蓑蛾类、粉虱、茶煤病等。 

9.4. 物理防治 

通过灯光、色彩、昆虫性诱剂及气味诱杀害虫，机械捕捉害虫。灯光诱杀安置太阳能频振式杀虫灯，

采用频振式杀虫灯，每 1 hm2 挂 1 盏，灯离地面 1.5~2 米左右。色彩诱杀利用茶园内害虫的趋色性进行色

板诱杀，每 1 hm2 均匀插挂色板 300~400 张，色板高出茶树树冠 10~20 cm。性诱剂诱杀目前主要有黑刺

粉虱信息素、茶小绿叶蝉信息素、茶毛虫性信息素和茶尺蠖性信息素，诱捕器每公顷放置 45~75 套。 

9.5. 化学防治 

有机茶园病虫害药剂防治要遵循有机生产的基本原则，不使用化学制剂。药剂选择按 GB/T 19630 和

NY/T 5197 的规定执行，可选用的植保产品主要包括植物和动物源、矿物源、微生物源三类。其中，应用

较为广泛的植物和动物源药剂有苦参碱、天然除虫菊酯、鱼藤酮等，常见的矿物源药剂有石硫合剂、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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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油，微生物源药剂包括苏云金杆菌等菌剂和病毒制剂。按 GB/T 19630 和 NY/T 5197 的规定执行。 

9.6. 生物防治 

通过生态调控，保护利用天敌生物来进行病虫害防控。天敌生物具有对人畜植物安全、不污染环境

以及效果持久等优点，缺点是天敌本身是一种生物，受环境影响较大，繁殖和饲养比较复杂，而且与化

学防治有一定的矛盾。天敌主要包括：赤眼蜂(寄生茶小卷叶蛾和茶毛虫)、绒茧蜂(茶尺蠖)等寄生性天敌；

蜘蛛、瓢虫、草蛉、鸟类、鸡、鸭等捕食性天敌。同时，结合田间害虫发生的实际情况，在茶尺蠖、茶毒

蛾、茶小卷叶蛾、茶假眼小绿叶蝉等成虫始发期，每亩悬挂 3~5 个性信息素诱捕器诱杀成虫。 

9.7. 综合防治措施 

有机茶园中不同病虫害的防控措施具有多样性和针对性的特点，通过综合运用生物防治、物理防治

和农业防治等多种手段，可以在有效控制病虫害的同时，保护茶园生态环境和茶叶品质。这些措施的实

施需要根据茶园的具体情况和病虫害的发生特点灵活调整和优化。 

10. 农事档案记录 

茶园栽培管理包括植保措施、土肥管理、修剪、采摘等各操作环节均需建立农事档案记录，档案应

专人负责，档案记录应清楚、准确和完整，并保存 3 年以上。应按 GB/T 19630.4 的相关规定做好种植过

程记录。投入品档案至少包括农药、肥料等投入品采购、出入库以及使用日期、方法和数量等记录。 

11. 结语 

茶园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是通过将灌溉与施肥两个环节有机结合，实现了水肥的高效利用，显著提

高了茶园的管理效率和茶叶的产量与品质。这一技术不仅有助于节约水资源和养分资源，减少环境污染，

还能根据茶树的生长需求进行养分的精准调控，促进茶树的健康生长。此外，它简化了茶园的日常管理

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为茶农带来了经济效益的提升。因此，茶园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对于推动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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