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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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山东省茶叶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威海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青岛农业大学、

威海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威海市半岛茶叶研究所、威海茶叶行业协会、聊城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林军、丁兆堂、王全、王文梅、王梓清、王兆顺、李玉胜、张寅菲、李大

琛、宋岐山、丁仕波、毕彩虹、宋鲁彬、王玉、孙海伟、刘相东、马青平、范凯、申加枝、戴婧豪、

王书彬、岳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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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生态茶园建设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态茶园建设的术语和定义、茶园选址与规划建设、土壤整治、防护林生态

系统建设、水生态系统建设、茶树种植管理、管理体系建设。

本文件适用于山东省生态茶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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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26576 茶叶生产技术规范

GB/T 32000 美丽乡村建设指南

GB/T 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NY/T 2172 标准茶园建设规范

NY/T 3442 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

NY/T 3934 生态茶园建设指南

NY/T 5010 无公害农产品 种植业产地环境条件

NY/T 5018 茶叶生产技术规程

DB37/T 1677 新建茶园技术规程

DB37/T 3970 茶叶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建设要求

DB37/T 3971 茶园生草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态茶园 ecological tea plantation

生态茶园是以茶树为主要物种，根据生态学理论，应用生态系统设计原理，综合运用可持

续农业技术，将茶园中生物间、生物与环境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相关联，科学构建和管理

适宜茶树生长的茶园生态系统，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产量持续稳定、产品安全优质的茶

园。

[来源：NY/T 3934，定义3.1]

3.2

茶园生态用地 ecological land on tea plantation

茶园内其它植物及非生产用茶树覆盖的区域，包括但不限于：非生产目的茶园，种植其它

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的植被斑块、廊道，茶园四周及地堰、道路、水域等周边的绿化区域。

[来源：NY/T 3934，定义3.2]

3.3

茶园次要植物 secondary plants in tea plantation

在茶园生态系统中，与茶树共同生长，具有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等功能，对茶树生长及生

态系统有益的其它植物。

[来源：NY/T 3934，定义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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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林带 main forest belt

对茶园主要风害起最大防护作用的林带。主林带设置在山脊、风口、茶园的西侧和北侧等

地，树种分布类型由外到内依次为灌木、亚乔木、大乔木、亚乔木、灌木。

3.5

副林带 assistant forest belt

主林带的辅助林带，并与主林带相垂直，以加强主林带的防护作用。副林带宜与排水沟、

道路、作业区等结合设置，通常建设在茶园或园内道路的东侧和南侧。树种分布类型由外到内

依次为灌木、亚乔木、大乔木、亚乔木、灌木，或者灌木、亚乔木、灌木。

3.6

遮荫树 shade trees

为减少茶园内直射光照强度、调节茶园内温度与湿度等效应而栽植的乔木或亚乔化树。宜

选择树形半开张的落叶树种，主干分枝位高、枝叶伸展较广，叶片稀疏、叶层薄，根系较深，

与茶树争水、争肥少。

4 茶园选址与规划建设

4.1 茶园环境

环境空气质量、灌溉水质量和土壤质量环境应符合 GB/Z 26576 与 NY/T 5010 的规定要求，

周边环境和立地条件应符合 NY/T 3934 的规定要求。

4.2 园地选择

按照 NY/T 5018 规定执行。

4.3 园区规划

4.3.1 小区规划

面积较大的园区，需规划设置种植小区。种植小区应根据自然地势条件和中小型机械对田

间操作要求来设计，宜把道路、河流沟渠、山岭或林带等应设置为小区的自然边界。单小区种

植面积一般不大于15×666.7 ㎡～30×666.7 ㎡。

4.3.2 生产茶园规划

按照NY/T 3934的规定执行。

4.3.3 道路规划

按照NY/T 2172的规定执行。

4.3.4 排灌系统等水利设施规划

茶园内应规划配套建设水源以及滴灌、喷灌等水肥一体化设施，其它按照 NY/T 3934 的规

定执行。

4.3.5 茶园生态用地规划

按照 NY/T 3934 的规定执行。

4.4 生态防护林系统规划

生态防护林系统由主林带（含隔离林带）、副林带、小区防护带、遮荫树、地面生草和水

生植物等组成，呈带状或网状结构，总面积不小于茶园总面积20%，宜合理搭配，力求“四季

常绿、三季有花、两季有果，色相季相分明”。

4.5 水生态系统规划

合理规划水库、池塘、沟渠等水系布局，根据光照、营养和空间等自然条件，建设必要的

基础设施，种植或养殖适合水生的动植物，实现时间、空间等方面的互补搭配，保持整个水生

态系统高效运转和水质清洁无害。

4.6 生物多样性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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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房屋、道路、水库池塘等基础设施，如挂设鸟房巢穴，为鸟类等

飞翔动物提供良好的生活和休息场所，使鸟类、昆虫和蝙蝠等动物和谐共生。采用对环境友好

的栽培技术措施，种养适合当地环境条件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维持园区内生物的多样性。

4.7 设施建设

4.7.1 建设原则

按照 NY/T 3934 的规定执行。

4.7.2 建设规模

按照 NY/T 3934 的规定执行。

4.7.3 建设内容

按照 NY/T 3934 的规定执行。

4.7.4 堆肥设施建设

按照 GB/T 36195 和 NY/T 3442 的规定执行。

4.7.5 污染物处理设施建设

按照 GB/T 32000 的规定执行。

4.7.6 其它设施建设

配套建设物联网或智慧茶园、机械与工具房、工人休憩与看护房、鲜叶临时摊放点、仓库、

停车场等设施。

5 土壤整治

5.1 土地整理

定植前进行土地整理，其中 15°～20°以下的丘陵缓坡平整成为大块坡地，20°～25°

的山坡地宜依地形地势建成水平梯级茶园，丘陵坡地深翻不少于 60 cm～70 cm，平泊地深翻

不少于 70 cm～80 cm。

5.2 挖定植沟

根据行向和行距开挖定植沟，沟宽 80 cm，深 60 cm。挖沟时需生熟土分开，定植沟应至

少有一头连通到排水沟，确保排水正常。提倡在定植沟的最底部铺上一层杂草、作物秸秆等生

物质材料。

5.3 施足基肥

每 666.7 ㎡可施腐熟农家肥 5000 kg，生物有机肥 500 kg，豆饼 500 kg，过磷酸钙 100

kg，同生土拌匀后回填；离表土层 20 cm～30 cm 宜用腐熟有机肥，用熟土回填，灌水沉实，

待土壤适宜时起垄，起垄高度 5 cm～20 cm，通常 7 cm～15 cm，低洼地可适当高一些，地势

高或风力大的可适当低一些。土壤 pH 值高于 6.5，应施用硫磺、硫酸亚铁等生理酸性肥料，

调节土壤 pH 值至适宜范围。

6 防护林生态系统建设

6.1 防护林生态系统的组成

防护林生态带包括主林带、副林带，主林带的行向应与主风向垂直，大乔木、亚乔木、灌

木和草本植物等次要植物合理搭配。

林带间距计算公式：林带间距（m）=（未来树高+地势差-未来茶蓬高度-安全空间 1 m）

×10

6.2 树种与草种选择

按照“适地适树、因地制宜”的原则，选择与茶树共生互惠，不争夺水肥、无共同病虫、

适合本土立地条件的树种及草种。常见的生态防护林树种或草种见附表 A.1。

6.3 茶园次要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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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园内应合理间作遮荫树等次要植物。每 666.7 ㎡茶园内可种植遮荫树 5 株～8 株，株行

距 10 m～12 m，遮荫度 25 %～30 %。常见的遮荫树种见附表 A.1。

6.4 生态防护林的组合模式

生态防护林常见的组合模式见附表A.2。

6.5 管理管护

遮荫树、防护林和灌木的树冠以及根系生长过大时，宜适时进行整枝、修剪、间移疏密或

断根等作业。应保持灌木植物形成密实常绿的绿篱，有较好的厚度、高度和密实度。

7 水生态系统建设

依据水生动植物适应气温、水深、光照等条件，因地制宜地在园区内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水
生态系统。

7.1 水生植物

栽植和保护挺水植物、浮水植物、漂浮植物、沉水植物和水缘湿生植物。常见的水生植物
种类见附表 A.1。

7.2 水生动物

合理搭配放养食草性、食肉性、食杂性等水生动物。常见的水生动物种类见附表 A.1。

8 茶树种植管理

8.1 品种选择

选用国家或省级审（认、鉴）定的品种，种苗要求应符合 DB37/T 1677 的规定。山东茶区

常见的主要茶树栽培品种见附表 A.3。

8.2 种植模式

推行轻简化栽培模式。茶树种植按照适宜机械化作业的标准来进行，地头两端应预留回车

地。茶行以东西走向为好，茶行长度宜控制在 45 m～60 m 以内。裸苗宜选择双株双行栽植，

穴盘苗、营养钵苗宜选择双行单株或单双株交替栽植。

8.3 定植与播种

8.3.1 无性系

双行栽植模式的，大行距（含小行距）1.6 m～1.8 m、小行距 30 cm～40 cm、株距 30

cm～40 cm。单行种植模式的，行距 1.6 m～1.8 m、株距 30 cm～40 cm。裸根茶苗栽植前应提

前让根部在流动水中浸泡 4 h～6 h。栽前可用生根剂处理一下。

8.3.2 种子直播

按照 DB37/T 1677 规定执行。

8.4 栽后管理

8.4.1 浇水与覆盖

茶苗定植后或者茶籽播种后，立即浇透水一次。栽种后第一年，可用地膜或园艺地布等材

料覆盖垄体，压草保湿。

8.4.2 定剪

分三次进行。第一次在苗高达 25 cm 时进行，剪除离地面 15 cm～20 cm 以上主干。第二

次在茶树高度达到 50 cm～60 cm 时进行，剪去离地面 30 cm～40 cm 以上部分枝叶，主枝留

30 cm 高，侧枝留 45 cm 高。当茶树高度达到 75 cm 以上时进行第三次定型修剪，剪去离地 45

cm～50 cm 处以上的枝叶。

8.4.3 遮荫避炙

栽植第一年 4 月下旬～9 月期间进行遮荫，可采用带状间作玉米、大豆等植物，或茶行上

部搭设遮阳网等方式进行。

8.4.4 行间生草与覆盖

（1）行间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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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DB37/T 3971 规定执行。常见人工生草品种见附表 A.1。

（2）行间生物质覆盖

茶行间可覆盖腐熟的各类林木枝叶茎根、木片（屑）、作物秸秆等生物质材料。

8.4.5 土壤管理与施肥

提倡依据测土与叶营养分析相结合的树体与土壤营养诊断方法来配方施肥。其它按NY/T

5018相关要求进行。

8.4.6 其它

茶叶采摘等其它生产技术管理按NY/T 5018的相关要求进行。

8.5 投入品管理与病虫防控

8.5.1 投入品管理

按照 GB/Z 26576 的规定执行。

8.5.2 有害生物控制

病虫草等有害生物控制按照 GB/Z 26576 和 NY/T 5018 的规定执行。

9 管理体系建设

9.1 管理人员

生态茶园配备管理和技术人员，包括但不限于：生产管理人员，植保、土肥、茶树栽培等

专业技术人员等。

9.2 管理体系

9.2.1 有健全的生产管理和质量管理等制度。

9.2.2 宜开展生态茶园评价，提倡实施良好农业规范，开展绿色食品、有机产品、GAP 等认
证。

9.3 档案记录

有健全的档案记录系统，对投入品及包装、农事操作、产品和副产物去向有清晰记录；记

录文件应至少保存 5年。

9.4 产品可追溯

宜建立健全产品可追溯制度，按照DB37/T 3970的规定执行。

9.5 批次管理

按照 NY/T 5018-2015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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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表A.1 适合山东生态茶园种养的次要生物推荐名录

说明：1、部分树种只适合在山东部分区域内栽植，如无花果、香樟、枇杷等。建议较多地栽种本土树
种或品种，如玉玲、流苏、楸树、兴安杜鹃、胶东卫矛、耐冬等。 2、部分树种从属多个分类，可以做大乔
木、亚乔木，甚至也可以做绿篱，如红豆杉、侧柏、黄杨（冬青）、火棘等。 3、部分树种称为常绿植物，亦
可称为半常绿性植物，如中山杉、女贞、火棘、绣球荚蒾、苦皮藤等。4、注有些树种存在花期大量漂粉或飞
絮等问题，宜选择与采茶期错开的树种或品种。

特性分类 树（草）种或品种名称 适用范围

常

绿

大乔木
侧柏、云杉、东北红豆杉、雪松、杉木、冷杉、中山杉、白皮松、樟子松；油
松、黑松、赤松、细叶香桂、日本柳杉、香樟，等。

防风林

亚乔木
珊瑚树、火棘、黄杨（大叶冬青等）、北海道冬青、曼地亚红豆杉；女贞（大
叶等）、侧柏、广玉兰、粗榧、五针松、海桐、枇杷，等。

防风林
或绿篱

灌木

黄杨（即冬青，大叶、小叶、瓜子、锦熟等）、石楠（毛叶、桃叶、球花、红
叶等）、珊瑚树、胶东卫矛、耐冬（山茶花）、兴安杜鹃(又称韩国杜鹃、映山
红)、女贞（日本、金叶、小叶）、火棘、海桐；猫儿刺（枸骨）、六月雪、曼
地亚红豆杉、矮紫杉（东北红豆杉）、凤尾兰、栀子、绣球荚蒾、八角金盘、
苦皮藤、南天竺，等。

防风林
绿篱

竹类 刚竹、紫竹、早园竹；金镶玉竹、淡竹、丛生竹，等。
防风林
绿篱

落

叶

大乔木

流苏、国槐、桦树、白腊、水杉、欧洲红栎、楸树；榆树（圆冠榆、榔榆等}、
栾树（又称黄山栾）、槲（hú）树（又称橡树）、龙柱碧桃、麻栎（又称柞
树）、枫杨（元宝枫）、毛白杨、小叶朴树、椿、杜仲、巨紫荆（又称乌桑
树）、水杉、皂荚（山皂荚）、乌桕、构树、柿树、板栗、杜梨等梨树、核
桃、银杏、马褂木、五角枫、刺槐，等。

防风林

亚乔木

野茉莉（玉玲）、黄栌、桑树、榛子、梅花（美人梅、真梅、杏梅等）、柿
树、腊梅、木槿；榆叶梅、丁香、大樱桃与小樱桃、杏树、樱花、软枣（君迁
子）、紫薇、紫叶李、紫穗槐、红枫、山楂、无花果、香椿、板栗、枳（臭
橘）、柘（zhè）树、槭树、马甲子，等。

防风林
（部分用于绿

篱）

灌木

花椒、连翘、胡枝子（萩）、锦带花、毛樱桃、木槿、夹竹桃、绣球荚蒾；郁
李（爵梅）、迎春（黄馨）、金银花（忍冬）、芊罗、红瑞木、欧李（钙
果）、蓝莓、石榴、月季、玫瑰、喷雪花、猥实、珍珠梅、棣棠、小檗、红蕾
荚蒾、南蛇藤、苦皮藤、火焰卫矛、绣线菊、杞柳，等。

防风林
绿篱

遮荫树
野茉莉（玉玲）、流苏、梅花（美人梅、真梅、杏梅等）；板栗、樱花、小樱
桃、石榴、核桃，等。

遮荫树

攀缘藤本

木质：木香、凌霄、紫藤、蔷薇、三角梅（勒杜鹃）、月季、葡萄、猕猴桃
（软枣、葛枣、狗枣等）、常春藤、爬山虎、络石、五叶地锦、枸杞、南蛇
藤、金银花（忍冬）、扶芳藤，等。
草质：牵牛花、茑萝、金鱼吊兰，等。
蕨类：藤本蕨类，等。

棚架廊道或峭
壁或外墙

水生动植物

挺水植物：荷花、千屈菜、香蒲、菖蒲、芦苇、水葱、再力花，等。
浮水植物：睡莲、荇菜，等。
漂浮植物：水鳖（马尿花），等。
沉水型植物：竹叶眼子菜、狐尾藻、黑藻、苦草、金鱼藻、菹草，等。
水缘湿生植物：水竹、美人蕉、马蹄莲、矮蒲苇、芦竹、杞柳，等。
水生动物：主要种类有水生昆虫、蟹和虾等节肢甲壳类动物、淡水鱼类、水生
哺乳动物、伴水生哺乳动物、水生和伴水生爬行动物、螺和蚌等软体动物、龟
鳖类以及蚯蚓、蛙类等水陆生动物，等。

净化水体、护
坡、绿化带等

花草

常绿类：黑麦草（混加高羊茅）、麦冬、沿阶草、早熟禾、地丁草（苦丁），
等。
季节性：鼠茅草、毛叶苕子（长柔毛野豌豆）、二月兰，等。
宿根类：紫花苜蓿、萱草、苦丁、各种菊花、兰花、石竹、蓝羊毛、芒草（高
干、细茎等）、贝草、百喜草、小兔子狼尾草、知风草、香附子、飞燕草、葱
兰、玉簪、芍药、牡丹、百合类、鸢尾、蜀葵、蛇鞭菊、玉竹、大花葱、芦
竹，等。

防风林地、绿
化带、草坪或

护坡等

常绿类：黑麦草（混加高羊茅）、麦冬、沿阶草、早熟禾，等。
季节性：早熟禾、黑麦草、紫花苜蓿、毛叶苕子、鼠茅草、红豆、大豆、玉
米、玉竹、美人蕉，等。

行间生草；护
坡；生态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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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toutiaocdn.com/group/6643585906051645956/?iid=56788850042&app=news_article&timestamp=1546894759&group_id=6643585906051645956&tt_from=mobile_qq&utm_source=qzone&utm_medium=toutiao_android&utm_campaign=client_share
http://www.so.com/s?q=%E5%B0%8F%E6%AA%9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94%B7%E8%96%8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97%A4%E6%9C%AC%E6%9C%88%E5%AD%A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E%B8%E6%9D%9E&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spro.so.com/searchthrow/api/midpage/throw?ls=s112c46189d&lm_extend=ctype:3&ctype=3&q=%E5%B8%B8%E8%A7%81%E8%97%A4%E6%9C%AC%E6%A4%8D%E7%89%A9&rurl=http://zhiwuw.com/changjianzhiwu/tengbenzhiwu/2844.html&img=http://zhiwuw.com/d/file/changjianzhiwu/tengbenzhiwu/1a49bcd47f5d232bac0836a115fe5b40.gif&key=t01f2b26cc16e755316.jpg&s=1548766880476
https://baike.so.com/doc/18833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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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山东生态茶园防护林推荐组合模式

说明： 1、含有竹类组合，建议最中间大乔木应栽植大树，或者在大乔木生长为大树后再行栽种。

2、防护林树种（品种）组合由外到内依次为灌木、亚乔木、大乔木、亚乔木、灌木等，可根据表

A.1提供的植物种类及生活习性进行适宜性搭配。生态防护林内物种应多样化，以上各组合模式仅供参考。

3、一个园区内可按每隔50m～100m设计为一种组合，一个园区内可同时存在多种组合模式，优先选

择成本较低、防护效果好、适应性强的本土树种。

4、大乔木的栽植树龄一般宜在2～3年以上，树高2m～3m以上。

分类 组合名称 树（草）种或品种名称与布局 适用范围

主林带

松柏玲杨

最中间栽植雪松（或白皮松等）2行。最外侧胶东卫矛或黄杨（冬

青）绿篱2行；近外侧为侧柏或火棘2行；近内侧栽种玉玲树2行；

最内侧黄杨（冬青）或胶东卫矛绿篱2行。

防风

绿篱

杉柏槿楠

最中间栽植杉木(云杉、中山杉)或东北红豆杉2行。最外侧石楠（

或黄杨或胶东卫矛）绿篱2行；近外侧为侧柏1-2行；近内侧木槿

和曼地亚红豆杉各1行；最内侧石楠绿篱2行。

防风

绿篱

苏松柏珊

最中间栽植流苏2行。最外侧珊瑚树绿篱2行，也可栽种连翘、迎

春或者锦带花1-2行；近外侧雪松（黑松或白皮松等）1行；近内

侧为侧柏和腊梅各1行；最内侧胶东卫矛或黄杨（冬青）绿篱2行

。

防风

绿篱

楸竹棘猫

最中间栽植楸树2行。最外侧猫儿刺或火棘、胶东卫矛或黄杨（冬

青）2行；近外侧刚竹、紫竹2行；近内侧为火棘和侧柏各1行；最

内侧兴安杜鹃2行或者日本女贞2行。

防风

绿篱

桦珊梅杨

最中间栽植桦树（或者栾树、柞树、枫杨、皂荚）2行。最外侧黄

杨（冬青）、胶东卫矛或石楠绿篱各1行，近外侧珊瑚树2行；近内

侧梅花或腊梅和榆叶梅各1行；最内侧黄杨或山茶花绿篱2行。

防风

绿篱

栎竹梅贞

最中间栽植欧洲红栎树2行。最外侧日本女贞（或胶东卫矛或黄杨

等冬青）绿篱2行；近外侧刚竹或紫竹2行或雪松或黑松2行；近内

侧梅花1行；最内侧曼地亚红豆杉绿篱1-2行，或者日本女贞或冬

青绿篱1-2行。

防风

绿篱

副林带

玲棘楠

中间大乔木栽植玉玲树1-2行。最外侧石楠（或胶东卫矛或黄杨等

冬青）绿篱2行；次外侧火棘或珊瑚树等1-2行；内侧石楠绿篱1-2

行。

防风

绿篱

苏柏豆

中间大乔木栽植流苏1-2行。最外侧曼地亚红豆杉或胶东卫矛或黄

杨（冬青）绿篱2行；次外侧侧柏1-2行；内侧曼地亚红豆杉或梅

花1-2行。

防风

绿篱

楸竹槿

中间大乔木栽植楸树1-2行。最外侧木槿或胶东卫矛或黄杨（冬青

）绿篱2行；次外侧竹或珊瑚树1-2行；内侧木槿1行和绣球荚蒾各

1行。

防风

绿篱

柏珊梅
中间大乔木栽植侧柏1-2行。最外侧胶东卫矛或梅花或黄杨（冬青

）绿篱1行；次内侧珊瑚树1行；内侧梅花和山茶花各1行。

防风

绿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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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适宜山东生态茶园栽种的茶树品种名录

类别 品种名称

有性系 福鼎大白、黄山褚叶、鸠坑，等。

无性系

国内选育品种：中茶108、龙井43、福鼎大白、龙井长叶、鸠坑早、

祁门种、白毫早、鄂茶1号、平阳特早、御金香、迎霜、碧香早，等；

省内选育品种：瑞雪、寒梅、青农38、北茶1号、北茶36号、鲁茶1

号、鲁茶2号、鲁茶6号、鲁茶7号、鲁茶17号、崂茶1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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