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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陕西省茶叶生产现状

陕西是黄河南岸陕豫甘鲁地区产茶省份之一袁 属于江
北茶区的一部分袁是我国最北和最古老的产茶省份之一遥陕
西省茶叶生产主要分布在陕南地区袁陕南属于北亚热带半
湿润季风气候区袁其地理位置是北有秦岭横贯袁南有巴山
对峙袁纬度虽然偏北袁但寒潮不易入侵茶树袁越冬条件较好袁
因而成为陕西茶叶生产的适宜区遥 陕南茶区总的气候特点
是院受南北兼有的气候和多样性的影响袁气候温和袁雨量充
沛袁但时空分布差异大袁光照不足曰春季气温回升快袁多春
旱曰夏无酷暑袁常有初夏干旱和伏旱曰秋季多连阴雨袁降温
早曰冬无严寒袁少雨雪 [1]遥陕南涉及汉中尧安康尧商洛等 3市
28个县区袁土地总面积 7.25万 km2袁境内海拔 170耀3 736 m袁
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 90 %以上袁山大沟深袁为典型的土石

山区袁可谓野 八山一水一分田冶[2]袁既有发展茶叶生产的优越
自然条件袁又有良好的自然品质袁还有丰富的茶属资源袁茶
叶生产潜力大袁发展前景十分可观遥近年来袁陕西省茶叶产
业得到了较快发展遥据陕西省统计年鉴记载袁截至 2005年袁
陕西省茶叶面积已达 5.95万 hm2袁年产茶叶 11 382 t袁产值
4.49亿元袁茶叶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 5.56 %
和 11.33 %袁而茶叶产值比上年增长 41.52 %遥陕西省茶叶的
种植尧生产主要在汉中尧安康和商洛 3市袁其茶产业已成为
陕南的一个重要产业袁在西乡尧紫阳尧宁强尧平利尧勉县尧南
郑尧商南等县袁茶叶产业已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袁也成
为农民致富的主要渠道遥每年随着茶叶生产面积的不断增
加袁陕西茶叶产量也呈逐年上升趋势渊 图 1尧2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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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陕西省建设生态茶园的必要性

生态茶园渊 Ecology Tea Plantation冤是指以茶树为主要物
种袁以生态学渊 Ecology冤和经济学渊 Economics冤原理为指导建
立起来的一种高效益的人工农业生态系统 [3-4]袁它可以充分
发挥人对茶园生态系统的调控作用遥按照优化互利原则袁构
建一种多物种尧多层次尧多功能尧多效益的高效尧持续尧稳定
的复合生态系统袁这种复合生产体系能有效提高资源的充
分利用和转化遥
2.1 保持茶园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 陕南由于山高坡

陡袁水土流失较为严重遥据陕西省第 3次遥感普查袁陕南水
土流失面积 3.65万 km2袁占总面积的 50.30 %遥平均年土地
侵蚀量 l.18亿 t[5]遥然而袁通过生态茶园的建设袁能够保持茶
园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袁强化降水就地拦蓄入渗袁有效地
防止茶园水土流失袁减少土壤养分的损失袁实现茶尧林尧农尧
牧综合发展和生态经济良性循环遥同时袁生态茶园生态系统
通过多样的食物链形成复杂的食物网袁 使生态系统有较高
的稳定性袁能够有效地提高茶园对自然灾害的防御能力遥
2.2 提高茶园生态效益 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快速发

展袁带来了工业野 三废冶大量排放以及农业化肥尧农药的大量
使用袁 导致农业环境受到严重污染袁 自然生态系统遭到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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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袁茶叶产品的品质同时也受到影响袁常出现农药尧重金属
等物质含量超标的现象遥随着我国加入 WTO袁国际茶叶市
场将进一步对我国茶叶产品开放袁关税壁垒将进一步削减袁
但是技术壁垒增加袁我国茶叶面临市场竞争的严峻挑战遥生
态茶园生产技术有助于降低茶叶中的农药残留袁 提高茶园
生态效益袁改善茶叶品质袁从而有利于我国茶叶出口袁促进
茶叶的可持续发展遥
2.3 保持物种多样性 在茶园生态建设过程中袁应以维持
茶园生态系统平衡为目标袁采取科学合理的农业措施增加
各生物群落的种类和相对数量袁保持生物多样性袁并保持相
对平衡遥 陕南茶文化是依赖当地一直以来的生物多样性而
生袁借助复杂的生物群落更替而发展壮大的遥陕南北屏流碧
的秦岭袁南托滴翠的巴山袁南水北调的汉江横流其间袁亚热
带气候立体分布袁多种珍稀动植物聚集袁如熊猫尧羚牛尧金丝
猴尧天麻尧杜仲尧山茱萸尧汉桂尧旱莲尧白皮松袁还有生态指示
动物袁东方宝石要要要朱鹮等在这里生息繁衍遥这些得天独厚
的丰富资源和陕西省内涵深远的茶文化袁是发展陕南地区生
态文化旅游的最有利条件[6]遥
2.4 为生产有机茶提供前提 生态茶园是生产无公害有

机茶叶的前提袁无公害茶叶的生产袁将会对陕西省茶叶业带
来明显的经济效益遥有机茶生产的关键因子是茶园的环境
质量袁而生态茶园建设的关键点就是对茶叶生产基地的生
态环境进行合理的优化袁通过对生态环境质量因子的调控袁
来完成无公害有机茶叶的生产袁进而使陕西省茶叶逐步达
到国家有机食品认证标准遥 无公害的生态茶园生产有机
茶袁使陕西省茶叶有了很大的市场发展潜力[7]遥
3 陕西省建设生态茶园的条件

陕西省茶叶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袁其自然森林植被较
好袁有利于保持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袁使茶园的生态系统
保持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曰工业基础薄弱袁工业污染很少袁属
于天然的无公害尧无污染地区遥陕南茶园通常设在远离城市
和工业区以及村庄与公路的丘陵山坡山腰间袁 远离城乡灰
尘尧废水尧废气以及因过多人为活动带来的污染袁因此袁茶园
的空气尧水质及土壤受到的污染少遥茶园一般病虫害发生较
少袁茶场和茶农使用农药少袁在防治虫害过程中袁通常多采
用农业措施尧人工措施和生物农药措施进行防治袁极少施用
化学合成农药袁因而所产茶叶基本不存在农药及重金属污
染残留问题遥
4 陕西省建设生态茶园的对策

4.1 建立合理的生态茶园模式 淤两层结构院茶与乔木结
合的茶要林渊 果冤模式曰与灌木尧草本结合的茶要粮渊 豆类尧药
材尧花生等冤间作模式和茶要饲草模式遥三层结构院将乔要
灌要草三者有机结合形成的茶要林渊 果冤要粮渊 饲草冤模式遥
其结构是根据生物种群的生物学特性和生态特征之间的互

利共生关系袁使处于不同生态位的生物种群能协同生长袁从
而形成合理的生态系统遥于茶要牧渊 禽冤要沼模式袁就是根据
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建立起来的农业生态系

统袁是循环农业的一部分袁能有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袁实现
茶叶生产高效化尧茶园生态化尧效益最大化遥盂茶要林渊 果冤
要牧渊 禽冤要沼模式尧或茶要粮渊 饲草冤要牧渊 禽冤要沼模式袁这
是一种既能实现合理的生态系统袁 又能提高资源的利用效
率袁能使茶叶生产高产优质高效的茶叶生产模式遥榆茶要林

渊 果冤要粮渊 饲草冤要牧渊 禽冤要沼模式袁这是双利双收的一种
模式遥无论是哪种生态茶园模式袁在对茶园配置树种的选择
上都应因地制宜尧优化结构遥因此袁选择树种时袁要选择能与
茶树互利共生尧主干分枝部位较高袁病虫害少袁与茶树无相
同病虫害袁并有一定经济效益的优良树种袁如杜仲尧厚朴尧黄
柏之类的林木遥对于生态茶园中的禽畜选择袁应当选择体型
较小袁不会危害茶树生长袁不会对茶树造成损害的品种袁并
且这些禽畜最好是茶园生态系统中害虫的天敌袁如鸡尧山羊
等袁同时还要注意吸引一些有益的鸟类和昆虫袁控制茶树螨
类尧蚧类尧叶蝉的种群数量遥这些模式中沼气池一方面可以
净化废物袁另一方面袁可以为茶园提供沼渣施肥袁从而肥沃
茶园袁促进茶园高产高效遥
4.2 合理规划生态茶园 建设生态茶园首先要以生态茶

园模式为理论依据袁 以不破坏陕南当地茶园的土壤和茶树
生长的优良自然环境为前提袁 充分利用陕西植物群落分布
状况袁扬长避短袁组建一个具有较高生态效益的茶园模式遥
并根据不同地形地貌和植被情况袁因地制宜地对山尧园尧林尧
水尧路综合治理袁在不打破原有生态系统的前提下袁实现茶
园环境园林化袁 同时也要有利于茶园生产的管理和机械化
作业遥茶园的立地条件必须符合无公害要求袁即空气清新袁
水源清洁袁土壤未受污染等遥茶园与大田作物尧居民生活区
应有 1 km以上隔离带袁并且周围不应有污染严重的工业企
业遥茶园生态系统中袁土壤是茶树生长的一项基础条件袁因
此袁 在土地开垦过程中袁 要注意把保护和改善茶园生态环
境尧改良土壤尧机械化耕作作为重要目标遥要建立高产优质
的生态茶园袁茶树种植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袁不但要注重
茶树品种的选择袁而且还要注意合理密植尧种植质量尧技术
管理等遥
4.3 强化生态茶园的管理技术 一般来说袁茶园有效土层
在 50 mm以上袁土壤质地疏松袁吸水尧透气性好袁同时茶园内
直射光比例小袁漫射光比例大袁阴蔽度 30 %左右袁茶树叶温
不超过 35益遥在管理上袁要求防止水土流失袁并对茶园进行
中耕除草袁这样可以促进土壤微生物活动袁同时结合合理施
肥袁可以很好地促进茶树的生长遥同时袁还应该对茶园进行
合理而有效的修剪袁依据不同的树龄和季节袁可以对茶树进
行轻修剪尧深修剪以及重修剪和台刈等遥对防护林和遮阴树
的修剪应使其保持适宜的遮阴面积袁 为茶树创造良好的通
风透光条件遥对于茶园病虫害应以预防为主袁保护和利用天
敌资源袁提高茶园对病虫害的自然抵御能力曰以生物防治为
中心袁综合使用农业措施尧物理措施和生物防治等方法袁对病
虫害进行综合治理袁是建设生态茶园的一个重要原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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