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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加工机械化技术应用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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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我国茶叶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并且随着茶叶

在世界各国知名度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茶叶机械化加工装备技术的发展。而在如今信息化的时代，科学技

术的不断优化和创新，使得茶叶结构的调整，以及相关的加工销售，都有了强大的技术支撑，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茶叶

产业的繁荣发展。基于此，本文以茶叶生产机加工的特点为切入点，来进一步分析茶叶生产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而更

深层次的探讨茶叶机械化加工装备技术发展的趋势，希望能为我国在该领域提供一些参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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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于个体而言，茶的味道虽然是一个主观化的心理

体验现象，但却可以使茶爱好者们心照不宣地选择出心

目中的最佳味道。在市场越来越商业化的今天，茶叶

也已经附加上了商品的特征，对口感的把控很大一部分

体现在拼配过程中，这将直接关系到茶叶的品质。不同

类型的茶叶在拼配过程中具有不同的特征。过去的茶叶

销售以线下零售为主，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进店品鉴、体

验并挑选适合自己口味的茶叶。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发

展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起伏，电子商务营销方式已逐步

占领了茶叶营销渠道市场的零点五壁江山。线上售卖中

消费者往往无法亲身尝试，失去了茶艺师的调节，而各

个地域的不同茶之间冲泡过程与食用方法上的差别也很

大。所以，为了确保提升好茶质量，并满足各个阶段消

费者对高品质茶的体验需求考究，就必须设计完整的拼

配方法。

1 我国茶叶产业的分布情况

我国既是全球茶树强国，又是国际上最主要的茶树生

产国和消费国。长期以来，而我国的茶树生产又区分了不

同的地区，主要包括江北茶区和江南茶区，此外还有西南

茶区和华南茶区等。不同地区生产的茶树种类也不一。江

北茶区主要是指在中国长江流域以北的茶区，以生产青草

茶树者为主，另外尚有陕西、山东、河南、皖北等地区。

同时，江南茶区又是我国最主要的白茶出产与贸易地区，

范围涉及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江苏等地，主要生产

黄山毛尖、西湖龙井、君山银针、洞庭碧螺春、庐山云雾

等诸多茶类品种，且历史与知名度俱佳。而西南茶区则以

云贵地区和川藏地区所生产的红茶、普洱、青草茶等品种

居多，是我国的历史最古老茶区。华南茶区则涉及两广、

台湾、福建等地，是中国乌龙茶、红茶、白茶、香片的重

点产地。由于不同地区自然资源状况的差异，导致了中国

茶树生产品种多样、种类齐全，对于促进中国茶树生产的

健康发展具有很大意义[1]。

2 茶叶加工过程中应用机械化技术的意义

从当前我国茶叶产业的发展趋势看，提高农产品机

械化的应用，直接关系到该产业的发展诉求。对于面积

广阔的茶树产地来说，通过推行农业机械化科技应用，

综合运用和推广、应用了多种农业机械化技术，就可以

有效实现了对茶树的修剪和除草，或者对茶树的施肥、

用水等的各项管理措施。在后期的茶树加工过程中，也

需要注重于利用机械化技术手段对茶树的采收和烘烤加

工等各个环节进行整合。并采用合理、可行的管理手段

实施机械化管理与推广，这样减少了茶树生产过程中的

人工成本，进而增加了其生产经济效益，而更为重要的

是在这一过程中，将为茶树行业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

重要力量对于茶树产业发展来说，当前企业在进行具体

的加工工艺与经营管理模式之时候，通常都是按照茶树

自身的具体长势状况与发展特征，合理利用各种机械设

备(比如茶园的耕整机和小型喷淋机等等)，在开展茶园
机械化经营之后，不但可以高效除草和植物保护，而且

还可以充分发挥其很好的经营功能，从而减少了管理投

入，是在这个领域的理想发展。在茶叶加工过程中，由

于采取了机械化工艺与装备，已远远取代了传统生产方

式，特别是根据传统茶园企业的管理实践来看，由于其

茶园面积很大，而对劳动力投资也很大，在传统的人工

管理上，又因为他们没有必要的机械化投入，而降低了

茶园种植的科学性和实际效益[2]。所以，想要科学合理栽

培茶树、有效、均衡施肥，将变成当前茶树生产采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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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化方式的主要背景。

3 茶叶加工机械化技术应用

3.1  茶叶杀青机
通过高温杀青的技术可以控制茶中的氧化酶功能，

茶多酚的酶促作用就可减少，鲜叶中的铁含量减少了，

变软后的茶，就能够揉搓成型，同时散发出清香味，

从而形成了具有香味的新型制茶技术。当前最被广大茶

农所采用的杀青机械为滚筒式杀青机械，其操作简便、

成本低以及适应性强的优势；但是其弊端却比较突出，

即其安全性不好，高温不易控制，而且其能耗也相对较

大。由于农业机械化工艺的不断进步，现在有了一些比

较快捷、高效和安全的杀青设备，如蒸气杀青法，其操

作原理就是使用高温蒸气和茶叶对接，并利用其相对稳

定的高温下进行对茶叶的迅速杀青；热风杀青机，其操

作特点是利用通过热风炉中的热风，通过微波对水分子

进行振动使之释放能量，以此达到对茶进行杀青的目

的。杀青机是茶制作中首先使用的设备，同时使用各种

杀青设备进行杀青，茶的质量和口感就不同。茶树的杀

青工作需要针对茶树的不同种类选用相适应的杀青方

法，以提高茶树的杀青品质与效果。而针对中、高等级

的茶树则可以采用滚筒式杀青方法为主，其他的杀青方

法则为辅进行茶树杀青工作；由于其对茶艺师傅的操作

技术具有相当的要求，所以公司必须选用最优秀的茶艺

师傅加以使用。采用滚筒式的杀青方法，将有助于企业

打造纯手工生产的名牌，进而提高了企业效益。但对大

规模的名优茶生产企业来说，则需要采用电磁杀青装

置，以便于达到迅速、大量地杀青的目的。

3.2  揉捻机械
揉捻也是对茶树形态塑造的一种方法，当叶片经揉

搓而变轻时，叶子卷呈自然条形，这样的泡茶质量和观

赏性就更好。同时压渗出的茶液粘附于茶树上，茶香就

更容易冲泡和增加浓度。茶叶揉捻技术机械化发展速度

较快，在七十年代初期，汉中市就已有了铁木类型的揉

捻机，80年代，浙江铁木双动式揉捻机也开始在汉中市
进行了普及应用[3]。同时为了适应汉中市茶叶生产需要，

全国各地的农械企业也纷纷仿制揉捻机，以推动汉中市

茶叶生产及揉捻技术的全面机械化。特别是在二零零五

年以后，随着汉中市茶叶生产蓬勃发展，普通的揉捻设

备已无法适应市场需求，为提高操作质量和减轻农民劳

动强度，利用国内外已有成果，先后进行研发出一系列

新式的自动的揉捻机。在国内外开发出了一款自行车型

的茶叶手动揉捻机，采用了PLC全自动控制，通过手联动
揉捻的方法进行揉捻过程全自动化的操作。在汉中市西

乡隆盛东裕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报了"汉中仙豪茶
叶及其加工方法"的发明专利，该专利根本发明和公开了
各种汉中仙毫茶的生产工艺及制作工艺，在其中还包括

进行的摊青、杀青、理条、做形、缓苏、初焙、缓苏、

复焙、提毫提香等的精加工；根据上述的加工方法，得

到的汉中仙毫干茶汤的造型紧秀挺直而不扭曲，整体颜

色翠绿，白毫明显，具有那种金银白银翠视角感觉；二

次以微波工艺杀青后，其茶汤颜色淡绿而澄清，风味更

鲜爽浓郁，叶底鲜活亮丽且泡茶时间明细增加。茶叶的

揉捻自动上叶系统，并通过鼓风机、带型物料传送系统

等均能将茶叶自动送到多台揉捻机中。基通过了PLC对
原茶叶揉捻机的手动上茶系统的重新设置，进而实现了

全自动上茶功能，茶叶揉捻过程中的手动流水作业。重

新设计了自动揉捻机，它可以利用电动推杆调整上门栓

的摇摆和下材盘开闭，同时利用电机调整加压盖的左右

运动，同时使用传感器对压力进行检测等。而新型茶叶

揉捻机的主要工作原理，则是使用电机带动揉捻筒的转

动，而通过调节揉捻滚筒速度与转盘转速方向相反，揉

捻滚筒里的茶叶就会与转盘凸起方向相互揉捻，进而提

升了揉捻效果。

3.3  干燥
绿茶初加工的最后一个工艺就是晾干，目的主要在于

二个方面，一个是通过再次蒸馏减少了茶叶中的含水量，

茶叶中的含水量已经成为了有关国家标准要求，并且可以

长期储存；另一方面是随着干燥工艺的实施，茶树形态逐

步成形，叶内的生物理和化学变化也不断产生，形成色、

香、味、形俱全的生态有机绿茶。绿茶的干燥工艺方法较

多，炒干机械和烘干机械是机械市场的主流产品，炒干、

烘干及炒烘相结合的多功能机械也有较为广泛的应用。有

关制茶标准品质要求是：含水率 ≤ 6%，水分含量越低，
茶叶越容易保存。

按照不同茶品制作的要求，目前主要使用的茶叶干

燥机械产品有：链板式茶叶烘干机、网带式茶叶烘干

机、百叶型茶叶烘干机、滚筒型茶叶炒干机、滚筒型茶

叶辉干机、滚筒式茶叶辉干机、往复式茶叶辉干机、扁

形茶炒制机、茶叶多用机、珠茶炒干机、滚筒式曲毫炒

干机、茶叶提香机、茶叶烘焙机、名茶烘焙提香机等[4]。

4 茶叶加工机械化技术应用分析

4.1  把握时代机遇，推动茶叶产业发展
作为党的十九大重点提出，农村复兴规划是促进经

济增长的重要措施，也为茶树生产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诸

多契机。茶树是一个经济作物，价值很高，是振兴农

村发展的重点领域。另外，茶树的栽培能够解决地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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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问题，茶树行业是一个带有生态效应的行业，应大力

发展。同时茶本身还带有特定的人文属性，可以承载乡

村当地文明和风俗，可以促进其他行业的发展，促进农

村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在农村复兴战略背景

下，各地方必须抓住好机会，全力促进茶行业的发展。

4.2  炒制工序
负责茶叶烘焙的工人需要有丰富的烘焙经验和理论

知识，才能充分控制时间和热量，从而获得高品质的茶

制品。在这个前提下，做少量的热茶是可能的，但是

由于现在社会上对茶叶的质量要求已经很高，因此茶叶

不但可以拿来做为饮品，也可以当做调味料来做成各类

饮料。所以，在市场供应量过大的情况下，用这种熟练

的炒茶工艺炒茶的产量往往无法达到市场要求，因此做

花茶的数量也很少。但是为迎合社会大众对茶的消费要

求，往往必须进行大量的手炒茶成品制造工序，造成经

验不足，又不需要很准确的处理茶叶的时候间和水温，

所以最后对成品茶的味道和品质形成了极大的负面影

响，这也使得以前出现很好的成茶交易问题现在很容易

下来。而面对这些情况，在采用机器炒茶时，还可通过

适当的焙火装置和熏香装置，来调节整个机器炒茶过程

的时间和热量，以便于确保机器炒茶后的最终产品色泽

较高、香气清爽，从而提高茶叶品质。

4.3  加强茶叶产业带动能力，提升茶叶产业融合价值
茶树是一个经济作物，不但拥有很好的经济作物性

质，而且茶树也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本身带有强

烈的人文特征。茶树工业的发展不应当局限于以单一的

茶树的栽培、生长和营销方式，还必须要加强和其他行

业的融合，比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等[5]。一方面，全

国各地方政府必须加大对本地富有区域特点的传统民俗

文化资源的发掘，包括地方茶叶文化、民俗、传统民俗

文化、山水人文等，并将之融入到茶叶生产当中，以提

高地方茶叶生产的国际知名度，从而促进广大农村的共

同富裕。另外，政府也要全面发掘地方本土茶文化的特

点和内涵，并结合茶叶生产的观光旅游、人文体验、电

商、文化创新等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各种各样的

茶文化交流活动，开展多姿多彩的茶叶文创活动，并提

供沉浸型的茶文化服务，让茶文化促进其他行业的蓬勃

发展，如观光、电商、茶制造、茶饮商业等，从而促进

了茶行业的发展提升。

4.4  拼配茶加工
拼配茶生产企业一定要掌握自身独有的拼配工艺，使

之形成企业的独有特色，以确保产品的质量稳定性不变，

从而形成属于企业的产品优势。所以，拼配生产必须针对

原料的现状，灵活提出不同的拼配方法，再按照拼配方法

先生产出的小样，对小样进行不断的调整改进。在这个过

程中，还必须关注于小样里的材料是否具备特色，在经过

工艺化生产后是否会降低原材料的质量。

结语

茶文化延续至今已经过了众多的时代，形成了一个

独具特色的茶文化。但当前茶叶行业需要开启发展之

道，以满足新时期的建设需要。所以，为提高茶叶的市

场竞争力，茶园必须采用各种新型的机械化工艺，以促

进产业发展。尤其是在当前农业自动化技术迅速发展的

重大形势下，茶叶制造行业在生产中所采用的机械化工

艺也成为了发展趋势，它不仅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

饮茶的需求，同时也能够促进制茶产业的科学发展。所

以，必须科学地利用机械化工艺，以保证茶叶品质，增

加茶叶产量，真正的促进了茶叶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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