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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茶园管理机械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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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是人们喝茶、种茶、制茶的主要原产地，历史相当悠久。我国茶叶文明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最优良的

农业传统文明之一，中国茶树产品也同样存在着巨大的生产潜力。机械化装备在茶园管理中的运用，不但可以大大提

高生产效率，提高了茶农的经济效益，而且推动了中国茶叶的可持续开发。所以，必须关注机械化装备在茶园管理中

的运用，积极推进机械化装备的开发与普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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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国是人类喝茶、种茶、制茶的重要发祥

地，历史相当悠久，中国自发掘并利用茶树迄今约有万

余多年。近年来，随着中国民众生活水平提升、卫生意

识提高以及茶文化的蓬勃发展，中国人们的喝茶数量也

逐渐增多，对茶的品质需求也在逐步增加，茶已经成为

了广大群众日常生活的重要食品。所以，中国茶产品存

在着具大的历史发展。茶园管理在茶树生产过程中起着

关键作用，及时进行茶园管理，才能解决茶树健壮发育

和生态要求高的问题，以确保茶树全苗、壮苗、速生、

高产、优质和连续增产。

1 茶园管理机械化的现状分析

1.1  茶园垦殖机械化
随着我国农业工程与机械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已

逐步运用到了茶园管理中，在茶园开垦机械化作业时，

通常也会采用小型的铲斗机械进行作业。这些挖掘机作

业零点五径小，爬坡能力非常强大，相对于以往的人力

作业模式，效率获得极大的提高。在开垦技术上，仅需

少许的人力支援，便能够开发出完整系统的全新茶园。

采用机械化完成的茶园开垦作业，不但减轻劳动强度和

难度，同时还可以减少茶园开拓费用，从而增加茶园的

生产效益。在茶苗移植作业时，还可机械化运用其中。

通常情况下采用的都是人工茶苗起苗器来完成茶苗定植

作业，而起苗器一般由齿轨和机管二个部分所构成。在

实际操作过程中，只要灵活控制茶苗修剪长度，就能够

进一步增加茶苗的成活率。

1.2  茶园耕耘机械化
中国现阶段在茶园耕作工程中使用的机器为旋耕松

土机，可以应用在高山、丘陵等海拔差别很大的区域。

不但广泛应用于茶园的耕种，同时也可以开沟筑垄，实

现对茶园的管理作业。这种旋耕松土机不但质量稳定性

强大，而且占地面积较小，自重也减轻，因此运用起来

很方便快捷，而且方便后期的维护保养，农业增产质量

也获得了很大的提高[1]。其次，背负式割草机也被广泛地

应用于茶园的耕耘作业上，它的除草效果很高强，收获

效益也相当高，而且便于使用维护。无论是嫩草还是粗

大的杂草，都能够高效完成工作。

1.3  茶园施药机械化
茶园内一般较常见的病虫害有茶树螨类、茶树种植

园粉虱类、炭疽病、茶煤病等。现阶段在茶园施药作业

中使用得较为普遍的机具还算是喷雾机，但由于日本国

内外都有不少专门制造喷雾机的企业，因此一般农用的

喷雾机也都能够运用到茶园施药作业中。因此利用喷雾

机开展的茶园施药作业，不但能够大大提高效率，同时

也可以降低费用。

1.4  茶园修剪机械化
在茶园重修剪工艺中所使用的机械化器具，包括了

多功能式手动茶树重修剪机械、单刃式手动茶树修剪机

械、多功能手动茶树重修剪机械等。这些修剪机具不但

效率较高强，且占地面积较小，机械负载也较低，而且

见效快，绿色环保，便于广大茶农的应用，设备的售价

也相对便宜，因此能够实现较大的利润。尤其适合于对

茶树的轻修剪、边幅修剪和定型修剪等。

2 茶园机械化存在的问题

大力推动茶园生产经营规模化，是为克服农村现阶

段的劳动力不足困难，为稳步发展制茶产业，改善茶叶

质量，促进企业节本增效，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茶农

增收的实际情况所必需，同时也是发展农村现代化的必

然需要。但目前，全省在茶园机械化发展过程中主要面

临着如下四个问题[2]。一是由于茶园区域布局比较散乱，

大都以小型个体存在，并不能产生显著的地方特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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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氛围和产品优势。二是由于茶树种植管理人员的技术

经验较少，茶园种植条件不标准化，且茶行不直，茶蓬

不齐，不利于进行机械化作业、规范化生产。三是茶园

管理工程机械化科技发展相对缓慢，因为大多数的茶园

管理机具都是以单一种类存在，需要独立购置使用，因

此成本高，但效益低。四是农业科技传播服务水平的不

配套。由于中国茶农文明水平相对较低，再加上当前的

农械科技传播人才严重短缺，所以一些农民还是使用了

传统落后的制茶方式，并没有顺应市场需求而采用的新

式机械设备。

3 茶园管理机械化的措施

3.1  加强宣传工作
搞好茶园的规模化推广项目，不但可以增加茶树的

产出价值，增加农户的经营收入，同时也可以推动茶园

真正走上规模化生产轨道，把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到全球

各个角落，把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传统文化更加发扬光

大继承下去。所以在今后的管理推广工作中，首先当地

有关主管部门还可以设立一个与茶农的沟通网页，并定

期地在上面加强推广，从而把茶园管理的机械性管理工

作贯彻到每一个茶农的内心里，并贯彻到每一项工作环

节中。其次，专业人员也可利用微信、微博、QQ群等交
流平台，与茶农进行互动沟通，并定期地将最先进的茶

园机械化管理方法及其所取得的成效加以推广，提高茶

农的科学意识。最后还可利用本地刊物、宣传单、板报

等方式，扩大茶农的眼界，进而使机械化管理深入到茶

农心里。各地干部也应该经常下乡予以适当的引导，协

助茶农增加效益。

3.2  相关部门给予一定的支持
唯有政府专业机构予以必要的政策帮助与经费保

障，方可推动全国茶园管护机械化加快进程。首先地方

的政府有关部门能够为茶农购置农业机械化装置予以相

应的政策支持，鼓励下乡推广、试用等。然后由当地有

关主管部门给与茶农资金扶持，为茶农购置农业机械予

以相应的资金补助，可以形成良性的社会经济效应[3]。

3.3  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茶园的管理机械化发展需要紧密结合本地的实际情

况，并按照社会现代发展的方向，进行科学合理的布局

与设计，可以逐步促进茶园管理机械化的发展。也可

以根据茶树的品种进行重新配置，对不同的茶园设置有

适当的管理机械化设备。做好常规的茶园修剪、施肥、

病虫害防治，以保证茶树的健康良好发展。需要向茶农

积极赠送各类先进的病虫害防治方法、施肥浇水技术信

息，才能确保茶树获得有效收获。

3.4  走向规模化发展道路
在茶园经营中，也应当推进标准化经营。只有促进

茶园经营逐步走向规范化的有效途径，才能真正进一步

提高茶叶茶品的质量和产量。首先，地方政府相关单位

要更加认真的统计每一个小农户，进而把集中到一个地

区，并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与指导，将小茶园迅速发展

成一个较大规模的茶园栽培基地，并有助于种植和经营

活动的开展。其次，政府要带动本地茶园经营与当地的

大型公司经营相结合，建立一个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茶

园规模化经营和种植试验平台，并促进具有地方特色化

特征的茶园栽培管理建设[4]。为全国其它茶农提供带头

示范作用，就可以推动了本地的茶园管理规模化高效开

发，进而实现全面推广。最后要科学、规范布局，对新

发展的茶园要做好茶园设计和准备与施工工作，并给机

械化作业留出一定的余地。至于对茶树品种也要统一整

齐，并选用优良品种进行栽培，还要搞好定期的施肥、

浇水等作业，以保证茶树良好的生长发育。

3.5  加强科学化以及智能化的投入力度
由于当前科技的持续发展和不断创新，所以，在茶

园管理中必须加大对科学化和智能化的投入工作。首先

要加强新型设备的研制工作，并引导科技人员进一步掌

握国外领先的科学技术，并加以改进与革新。要开发出

适合于不同季节、耕作方式的设备，才能提高茶园的产

出效率[5]。其次需要做好对茶农的技术培训和教育，使

更多的茶农积极利用机械化设施开展耕作与经营，也能

灵活运用机械化器具，搞好机械化器具的维护管理。这

样，地方有关单位必须促使科技人员主动下乡开展实践

操作，向茶农讲解各类机械化装置的应用技术、运行机

理、特点、维护方法等。只有茶农的机械化作业技术水

平提高，才能积极利用机械化装置开展耕种与经营，提

高茶树的收获效率。也希望利用学术交流会、现场会等

的形式，向更多的中国茶农介绍并推广最先进的中国茶

园管理机械化技术，从而推动中国茶园管理工作逐步走

上机械化的轨道。

4 茶园管理机械化建议

（1）向规范化方向发展，把较小型的茶叶种植公司
或农民聚集起来，以茶叶生产大户或公司为基础，建立

了若干市县的茶园区区生产机械化示范基地(园区)，以凸
显地方优势和行业优势。

（2）逐步规范了茶园布局，对新发展茶园要做好茶
园的整体规划和基础施工管理，给机械化作业留出空

隙，在茶树栽培方面要选择良种并早晚配套，使芽叶的

生长形态整齐一致，做好肥培管理工作，让茶树保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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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生长趋势，并进行机械化修剪，使树型一致、树冠

均匀，以便于茶园管理机械的推广应用[6]。

（3）加大对购买茶园机具的补贴力度，并科学合理
地利用补贴优惠政策，引进茶园管护机具。建议国家增

加茶机发展专项资金，并逐步加大补助资金量，同时采

取因地制宜的原则，有选择性、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予

以支持，突出重点，兼顾一般，以帮助企业尽快提升规

模化生产加工能力，并提高茶产品在各环节的机械化生

产水平。

（4）推进新型设备的研制步伐，要吸取外国先进工
艺，改进技术。开发的新型设备可满足不同种制类型的

茶区需要，并充分利用国家政策的扶持，积极进行配套

农机具的研究，以达到一机多能，省工节本的目标。

（5）加大技术培训与宣传力度，要借助顺德区技工
学校、农艺、技术等社会服务体系，加大对机器作业技

术人员的技术培训，进一步普及茶园管机技能，让其掌

握机械特点，熟悉机械运行，不断改善采摘效率，同时

通过学术交流会、现场会等方式，向茶树栽培单位宣传

推广最先进的茶园管理机具。

5 茶园管理播种机械发展趋势

5.1  播种机械的发展趋势
在熟悉当前国内外播种设备技术情况后，人们还必

须进一步认识国内外播种设备发展，其精密、高速、精

准、高智能化将是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种植

机械的主要趋势，而为什么会发生这类变化除当前中国

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之外，近年来全球

农业机械合作与学术交流的越来越频繁，以及先进科学技

术的大量引入等都能够带来这样一些农业机械的新变化。

从近年来的报道中也不难看到，中国国家政策部门

在过去相当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把政策的重点聚焦于农业

领域，可发展农业、高效益型农业、创新型农业等近年

来在全国各地的迅速发展正是对这一发展重点的最好反

映，而在我国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种植机械的生产技术

含量、使用范围也自然可以获得较好提高，同时机电一

体化与自控化等最新技术也将可以在短时间内应用到中

国种植机械生产领域中，这都将大幅增强中国种植机械

自身的生产功能和技术结构先进性，而中国种植业机械

也将随之实现更加突出的技术进展。

5.2  播种机械的发展趋势

当掌握了国内外种植机械发展之后，人们还有需要

掌握种植机械的发展，因为国家在种植机械上已经完成

了卫星定位、地理信息系统等多项高新技术的运用，重

点表现在精确、变量、快捷和高自动化方面，这一方面

乍一看和当前国内外种植机械的发展相近，但二者存在

的自然科技差异也应该受到人们关注。根据国外的农业

产品我们也不难看到，组配式联合作业机正是当下播种

设备的主要研发方向，这类组配式的联合作业机为了达

到可分可合，就必须符合设备材质较低、质量突出、使

用寿命较长的特性，而为了达到上述特性，轻型金属冷

弯材料的应用、含稀有金属合金的符合材料应用、含稀

有金属合金的符合材料使用标准、采用新型的涂层技术

和精密模锻工艺等都变得非常有必要，而这些技术的应

用又会逐步拉近与国内外播种设备的高科技含量距离，

并使国内外播种设备跟上目前已发展的先进技术，还需

较长一段时间的努力。

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茶园管理工作中，将机械化设施

重点应用于茶园的垦殖、耕作、施药和修剪等工作，使

得中国茶园的管理工作逐步走上了机械化的轨道。不

但减轻了作业力量的难度，同时给茶农创造了更大的效

益。所以，在今后的推广中，为提高中国茶园的机械化

水平，还必须从做好推广方面、有关单位予以必要的帮

助、根据各地的实际状况、走向规范化发展和提高科学

管理以及智能化的支持力度，来推动中国的茶叶走上可

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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