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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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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代替DB330327/T 3—2018《苍南翠龙茶生产技术规程》，与DB330327/T 3—2018相比，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修改了标准名称，由《苍南翠龙茶生产技术规程》改为《苍南翠龙茶生产与加工技术规程》； 

b）修改了范围内容（见1）； 

c）删除了术语和定义条目（见3）； 

d）修改了产地环境条件（见4.1）； 

e）修改了定植时间（见5.3.1）； 

f）修改了定植密度（见5.3.2）； 

g）修改了土壤管理（见5.4）； 

h）修改了施肥时期（见5.5.2）； 

i）修改了施肥量（见5.5.3.1）； 

j）修改了农药使用要求（见5.7.3）； 

k）增加了冻害预防与灾后补救章节（见5.8）； 

l）删除了质量要求与检验、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部分； 

m）增加了生产档案章节（见7）； 

n）增加了标准化茶园建设技术模式图（附录A）； 

o）增加了苍南翠龙茶标准化加工技术模式图（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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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苍南县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苍南县农业技术推广站、苍南县农学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通赢、赖联赛、陈德委、章国永、温正军。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2000年首次发布为DB330327/T 3.1～3.3—2000； 

——2005年第一次修订为DB330327/T 3.1～3.3—2005； 

——2011年第二次修订为DB330327/T 3.1～3.3—2011； 

——2018年第三次修订为DB330327/T 3—2018； 

本次为第四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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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南翠龙茶生产与加工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苍南翠龙茶标准化茶园建立、茶树栽培、鲜叶采摘及加工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产自苍南县地域内，运用绿茶加工工艺加工而成，具有清汤绿叶、香高味醇等品质特

征的苍南翠龙茶的生产与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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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 11767  茶树种苗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NY/T 5010  农产品 种植业产地环境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标准化茶园建立 

4.1 产地环境条件 

茶园土壤和灌溉水质量符合 NY/T 5010的要求。 

4.2 园地要求 

4.2.1 黄红壤及其变种，母质以花岗岩和凝灰岩为主。土壤 pH4.5～6.5。有机质含量大于 1%。 

4.2.2 茶园应在坡度 15°以下缓坡地横向等高开垦，坡度 15°～25°的坡地，按等高线筑梯地，梯面

宽应在 1.5m以上。 

4.2.3 建立合理的水利系统，做到能蓄能排。茶园与四周荒山陡坡、林地和农田交界处应设置隔离沟。 

4.2.4 根据规模、地形和地貌等条件，合理设置道路，能适应机械化生产的需求。包括主道、支道、

步道和地头道。 

5 茶树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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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品种选择 

茶树品种应选择乌牛早、龙井43、中茶108和本地群体种等适宜加工苍南翠龙茶的茶树良种。 

5.2 苗木繁育 

以扦插繁育的方式进行育苗，插穗枝条应来自适制翠龙茶的茶树良种母本园，夏插时间为每年4月

份至6月份、秋插时间为每年9月份至11月份为宜。苗木质量应符合GB 11767的要求。 

5.3 定植 

5.3.1 定植时间 

春季定植时间为每年3月上旬至4月上旬为宜。秋季定植时间为每年10中旬至11月下旬为宜。 

5.3.2 定植密度 

5.3.2.1 单条植的行距 120cm～150cm、株距 30cm，每丛茶苗 1 株～2株，每公顷种植茶苗约为 25000

株～40000株。 

5.3.2.2 双条植的大行距 150cm，小行距 30cm，丛距 30cm，两小行茶丛交叉排列。每丛茶苗 1 株～2

株，每公顷种植茶苗约为 50000株～70000株。 

5.4 土壤管理 

5.4.1 深翻改土  

每年或隔年一次，在10月秋茶结束后进行。在茶行两侧深耕，深度20cm～30cm，结合深耕施基肥。 

5.4.2 翻耕除草 

合理采用浅耕、中耕、伏耕等耕作技术，结合锄草与追肥进行。一般浅耕在春茶前(2月下旬至3月

上旬)进行，深度6cm～10cm。中耕在春茶采摘结束后(5月上中旬)进行，深度10cm～15cm。伏耕在7月中

旬至8月中旬进行，深度15cm～20cm。 

5.5 施肥 

5.5.1 肥料种类 

宜根据测土配方结果，根据基础地力、养分需求、目标产量等因素合理确定肥料种类。以选择与当

地土壤肥力相适应的缓释肥、有机肥、饼肥、速效肥、配方肥。 

5.5.2 施肥时期 

春茶前施肥，视品种不同于开采前半个月施入。夏茶前追肥，宜春茶结束的 5月上旬。秋茶前追肥，

宜夏茶结束后 6月下旬至 8月下旬期间分期施。秋冬季施基肥，宜在 10月中旬至 11中旬，结合深耕进

行。 

5.5.3 施肥量 

5.5.3.1 对幼龄茶园，氮、磷、钾配合施肥。定植后一年内的幼龄茶园，当年或次年初夏第一次施肥，

结合松土，年施有机肥 0.7t/hm2～1.5t/hm2，夏秋季再施追肥 1次～2次。第二年开始每年分春、夏、

秋三季追肥，用量应随树龄增长逐年增加。 



DB330327/T 3—2021 

3 

5.5.3.2 对成龄茶园，追肥以氮肥为主，辅磷、钾肥。施肥量根据土壤肥力及干茶产量确定，每 100 kg

干茶应施纯氮 20kg～30kg，N、P、K肥按 3：1：1比例配施，春、夏、秋追肥量比例为 5：2：3。基肥

以有机肥为主，每 667 m2（亩）施 100kg饼肥或 1000kg腐熟畜粪。 

5.6 茶树修剪 

5.6.1 定型修剪 

成龄茶树在茶苗移栽定植时用整枝剪在离地面15cm～20cm处剪去主枝；第二年3月上旬用篱剪在离

地面30cm～35cm处或在上年剪口上提高10cm～15cm处修剪；第三年春茶采摘后，用篱剪或修剪机在离地

高45cm～50cm修剪。修剪时剪口要光滑。 

5.6.2 轻修剪 

成龄茶园通过剪去冠面突出枝和细弱枝，促进生长枝侧芽多发，控制树冠高度和幅度。轻修剪每年

可进行1～2次，宜在春茶后(5月上旬)或秋末(10月中、下旬)进行。 

5.6.3 深修剪 

投产多年、产生大量鸡爪枝或受严重冻害、病虫为害，蓬面枝叶枯焦、脱叶的茶园，修剪深度为在

蓬面下10cm～20cm。 

5.6.4 重修剪 

树冠已衰败的投产茶园，剪口离地25cm～35cm以上枝条全部剪去，宜在春茶后进行。 

5.6.5 台刈 

在春茶后用台刈剪对衰老茶树枝条在离地10cm～15cm全部刈去。做到切口光滑，倾斜，枝干不开裂。 

5.7 病虫害防治 

5.7.1 防治方针 

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以农业防治为基础，根据病虫发生、发展规律，因地制宜、

合理运用化学防治、生物防治、物理机械防治等措施，经济、安全有效地控制病虫害。 

5.7.2 防治措施 

5.7.2.1 虫情测报 

加强病虫预测预报，做到及时、准确地防治。 

5.7.2.2 农业防治 

合理修剪，勤除杂草，冬季清园，并及时清除病虫危害的枯枝、落叶。合理施肥，加强肥培管理。 

5.7.2.3 生物防治 

保护和利用天敌，使用生物农药，发挥生物防治作用。扩大以虫治虫、以菌治虫的应用范围，维持

茶园生态平衡。 

5.7.2.4 物理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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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人工捕杀、灯光诱杀、色板诱杀或信息素诱杀等方法防治害虫。 

5.7.2.5 化学防治 

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对天敌杀伤力低的药剂。合理混用、交替使用不同的药剂。改进喷药技

术，提倡低容量喷雾。 

5.7.3 农药使用要求  

按GB/T 8321（所有部分）、NY/T 1276的规定执行。 

5.8 冻害预防与灾后补救 

5.8.1 冻害预防 

5.8.1.1 加强肥水管理，秋末早施、重施基肥，增施磷、钾肥，增强树势，提高抗寒能力。 

5.8.1.2 在低温寒潮来临前，用稻草、杂草、遮阳网等覆盖茶树蓬面。 

5.8.2 灾后补救 

5.8.2.1 剪除受冻枝叶，对冻害严重的应进行深修剪或重修剪。 

5.8.2.2 受冻害的茶树宜进行根外追肥。 

6 鲜叶采摘与加工 

6.1 鲜叶采摘与分级 

采摘时间为2月中下旬至10月上旬，用于同批次加工的鲜叶，其嫩度、净度、茶叶组成均匀度应基

本一致。鲜叶质量分为特级、一级、二级、三级，指标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鲜叶质量分级要求 

等级 质量要求 

特级 单芽为主，一芽一叶不超过 10%，芽叶新鲜匀齐，不带鱼叶、磷片、茶蒂等。 

一 一芽一叶为主，一芽二叶初展不超过 20%，芽叶新鲜匀齐，不带鱼叶、磷片、茶蒂、单片、病虫斑

点等。 

二 一芽二叶初展为主，芽叶完整、匀净、新鲜，销带鱼叶，不含单片、病虫斑点等。 

三 一芽二叶 80%以上，芽叶完整新鲜，稍带鱼叶、单片等。 

6.2 加工 

6.2.1 扁形类翠龙茶 

扁形类翠龙茶的工艺流程为：摊青→青锅（杀青）→理条→摊凉回潮→辉锅→整理。 

6.2.1.1 摊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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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叶进厂要分级验收，分别摊放，摊放厚度不超过5cm，摊青叶失水率控制在10%～15%。 

6.2.1.2 青锅（杀青） 

按鲜叶等级、数量与设备条件，采用机械炒制或手工炒制，掌握“高温杀青，先高后低，嫩叶老杀，

老叶嫩杀”的原则，投叶量、温度、力度、时间等控制参数视不同摊青叶、设备条件而定；完成青锅，

初步成扁形（采用杀青和理条方式机械加工工艺则呈挺直条形），茶叶含水量降到40%左右。 

6.2.1.3 理条 

机械炒制方式可运用此工艺，一般嫩杀后理条，投叶量视设备条件而定，芽叶挺直即可，茶叶含水

量控制在40%左右。 

6.2.1.4 摊凉回潮 

青锅叶簸去片末后，及时匀摊在竹匾上，厚度不超过2cm，摊凉时间1小时～2小时。 

6.2.1.5 辉锅 

视青锅（理条）叶数量、等级、回潮程度等状况，此工艺可一锅到底或分步进行（如机械加工中，

理条叶可先小锅加扁成形，炒到含水量约20%出锅，再并大锅炒到足干）；锅温先高后低，后期锅温以

130℃～150℃为宜，炒到含水量在6.5%以下。  

6.2.1.6 整理 

按各级扁形类翠龙茶的品质状况，经筛分、拣剔、风选、补火提香、拼配、匀堆后即可装箱或包装。 

6.2.2 条形类翠龙茶 

条形类翠龙茶工艺流程为：摊青→杀青→揉捻→干燥→整理。 

6.2.2.1 摊青 

鲜叶进厂要分级验收，分别摊放，摊放厚度不超过20cm，摊青叶失水率控制在10%～15%。 

6.2.2.2 杀青 

杀青掌握“高温杀青，先高后低，嫩叶老杀，老叶嫩杀”的原则，杀青以叶质变软，叶色转暗，略

卷成条，折梗不断，清香显露，杀匀杀透为适度。 

6.2.2.3 揉捻 

揉捻投叶量视揉捻机型号而定，揉捻加压轻、重、轻交替进行，揉捻程度视鲜叶嫩度而定，以叶片

细胞组织破碎率达30%～65%，成条率达60%～80%为宜。 

6.2.2.4 干燥 

按产品质量要求，可采用炒或烘两种干燥方式，锅（风）温110℃～120℃，炒或烘至足干，含水量

控制在6%左右。 

6.2.2.5 整理 

按各级条形类翠龙茶的品质状况，经筛分、拣剔、风选、补火提香、拼配、匀堆后即可装箱或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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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产档案 

7.1 肥料施用档案 

记录施肥日期、肥料名称、登记证号、肥料类型、剂型规格、使用量(千克/亩)、使用方法。 

7.2 农药施用档案 

记录施药日期、农药通用名称、登记证号、农药剂型、防治对象、使用剂量、使用方法。 

7.3 鲜叶采摘档案 

记录采摘日期、地块、品种、鲜叶数量、等级等。 

7.4 加工档案 

记录加工日期、品种、数量、等级等。 

7.5 生产档案存放时间 

各生产档案应当保存两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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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标准化茶园建设技术模式图 

园地

要求 

土壤 坡度 排、蓄、灌水系统 道路系统 

黄红壤及其变种，母质以花岗岩和凝灰岩为主。土壤

pH4.5～6.5。有机质含量大于1%。 

平地或缓坡，坡度15°以下缓坡地横向等高开

垦，坡度15°～25°的坡地，按等高线筑梯地 

建立合理的水利系统，做到能蓄能排。茶园与四周

荒山陡坡、林地和农田交界处应设置隔离沟。 

合理设置道路，能适应机械化生产的需求。 

栽培

管理 

品种选择 苗木繁育 定植时间 定植密度 土壤管理 肥料管理 茶树修剪 

例如乌牛早、龙井43、中

茶108和本地群体种等苍

南县本地适栽的中、小叶

群体品种和其它适宜加工

苍南翠龙茶的优良品种。 

以扦插繁育的方式进行育苗，插穗

枝条应来自适制茶树良种母本园，

夏插时间为每年4月份至6月份、秋

插时间为每年9月份至11月份为宜。 

春季定植时间为每年3月

上旬至4月上旬为宜。秋

季定植时间为每年10中

旬至11月下旬为宜。 

单条植的行距120cm～150cm、株距

30cm。 

双条植的大行距150cm，小行距30cm，

丛距 30cm，两小行茶丛交叉排列。 

合理采用浅耕、

中耕、深耕等耕

作技术，结合施

肥除草进行。 

宜根据测土配方结果，

根据基础地力、养分需

求、目标产量等因素合

理确定肥料种类。 

依据不同树势、时期，采用

定性修剪、轻修剪、深修剪、

重修剪、台刈等措施，培育

结构合理、长势健壮的茶树。 

                       

病种

害防

治 

防治方针 防治措施 茶园施肥用量时期建议方案 

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

方针，以农业防治为基础，根据

病虫发生、发展规律，因地制宜、

合理运用化学防治、生物防治、

物理机械防治等措施，经济、安

全有效地控制病虫害。 

虫情测报 农业防治 生物防治 物理防治 化学防治 
施肥 

时期 

春季 夏季、秋季 冬季 

加强病虫预

测预报，做

到及时、准

确地防治。 

合理修剪，勤除杂

草，冬季清园，并

及时清除病虫危

害的枯枝、落叶。

合理施肥，加强肥

培管理。 

 保护和利用

天敌，使用生

物农药，发挥

生 物 防 治 作

用。 

采用人工捕

杀、灯光诱

杀、色板诱

杀或信息素

诱杀等方法

防治害虫。 

选用高效、

低毒、低残

留，对天敌

杀伤力低的

药剂。 

视品种不同于开采前

半个月施入。 

春夏茶结束后施入。 宜在10月中旬至11中

旬施基肥 

施肥量 

幼龄茶园 成龄茶园 

年施有机肥0.7t/hm2～1.5t/hm2，

夏秋季再施追肥1次～2次。第二年

开始每年分春、夏、秋三季追肥，

用量应随树龄增长逐年增加。 

每100㎏干茶应施纯氮20㎏～30

㎏，N、P、K肥按3：1：1比例配

施，春、夏、秋追肥量比例为5：

2：3。基肥以有机肥为主，每亩

施100kg饼肥或1000kg腐熟畜粪。 

         
          色板                    植物驱诱害虫                太阳能杀虫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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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苍南翠龙茶标准化加工技术模式图 

扁形

类翠

龙茶 

摊青 杀青 理条 摊凉回潮 辉锅 整理 

      

摊放厚度不超过5㎝，摊青叶

失水率控制在10%～15%。 

按照“高温杀青，先高后低，

嫩叶老杀，老叶嫩杀”的原则，

完成青锅，初步成扁形，茶叶

含水量降到40%左右。 

 

机械炒制方式可运用此工艺，一般

嫩杀后理条，投叶量视设备条件而

定，芽叶挺直即可，茶叶含水量控

制在40%左右。 

青锅叶簸去片末后，及时匀摊

在竹匾上，厚度不超过2㎝，摊

凉时间1h～2h。 

此工艺可一锅到底或分步进行

（如机械加工中，理条叶可先小

锅加扁成形，炒到含水量约20%

出锅，再并大锅炒到足干）；锅

温先高后低，后期锅温以130℃～

150℃为宜，炒到含水量在6.5%

以下。  

按各级扁形类翠龙茶的品质状况，经

筛分、拣剔、风选、补火提香、拼配、

匀堆后即可装箱或包装。 

 

条形

类翠

龙茶 

摊青 杀青 揉捻 干燥 整理 

     

摊放厚度不超过5㎝，摊青叶失水率控

制在10%～15%。 

按照“高温杀青，先高后低，嫩叶老杀，

老叶嫩杀”的原则，杀青以叶质变软，

叶色转暗，略卷成条，折梗不断，清香

显露，杀匀杀透为适度。 

揉捻加压轻、重、轻交替进行，揉捻程

度视鲜叶嫩度而定，以叶片细胞组织破

碎率达30%～65%，成条率达60%～80%为

宜。 

按产品质量要求，可采用炒或烘两种干

燥方式，锅（风）温110℃～120℃，炒

或烘至足干，含水量控制在6%左右。 

按各级条形类翠龙茶的品质状况，经筛

分、拣剔、风选、补火提香、拼配、匀

堆后即可装箱或包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