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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简要介绍了英山县茶叶病虫害发生现状,主要从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信息素

防治和化学防治的绿色化转型等几个方面介绍了茶园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以及在英山县茶区的应用情

况,分析了当前茶园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推广应用面临的客观条件、主观认识和资金投入等方面的困难

挑战,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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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yingshan county tea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mainly from the agricultural control, physical control, biological control, pheromone control and chemical 

greening transformation of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green diseases and control technolog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yingshan county tea area, analyzes the current tea garden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facing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subjective understanding and capital investment challenges, and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tea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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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山县地处大别山南麓,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种植茶叶历史

悠久,是全国重点产茶县。现有茶园1.83万hm2,干茶年产量3.07

万t,综合产值87.38亿元,茶产业规模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茶

园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因其以生态友好的方式减少病虫害的

发生,既保障茶叶的产量和品质,又降低对环境的影响,是近年

来茶叶生产领域研究和应用的热点,在英山县也越来越多地受

到重视和应用,特别是英山当前积极开拓国外茶叶市场的形势

下,推广应用茶园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尤为重要。 

1 茶园病虫害现状及其影响 

1.1茶园病虫害种类 

茶园病虫害种类繁多,茶树上害虫种类逾800种,病害约140

种。从近年情况看,英山县茶叶病害相对较少,茶炭疽病、茶饼

病、茶云纹叶枯病等偶有零星发生,但未形成较大面积为害。而

对英山县茶叶危害最大的主要是以茶小绿叶蝉为主的小型刺吸

式害虫和以茶尺蠖为主的鳞翅目害虫。 

1.2病虫害对茶叶生产的影响 

茶园病虫害直接危害茶树的叶片、茎干或根部,不仅会直接

导致茶叶产量降低,受害茶叶往往出现叶片缺损、孔洞、卷曲、

黄化、斑点等,严重影响茶叶的外观和口感,从而影响茶叶的品

质。为了控制病虫害,一些农户可能会过分依赖化学农药。而茶

树因一年采摘多次,农药喷施以后安全间隔期往往较短,极易导

致成品茶叶中农药残留超标,直接威胁消费者的健康,给茶叶的

质量安全带来风险,进而对茶叶的市场竞争力带来影响。 

2 茶园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应用 

2.1农业防治 

农业防治通过改进耕作栽培技术,调节病虫害、农作物及环

境之间关系,创造有助于农作物生长而不利于病虫害侵染的环

境条件,从而控制危害的发生与发展。作为茶园病虫害绿色防控

的基础,在英山茶区,农业防治是茶园病虫害防控的重要措施。 

2.1.1茶园选址：尽量选择在温暖湿润、阳光充足、排水良

好、土层深厚、远离污染源的砂质壤土种茶,良好的生态环境有

利于茶树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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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品种选择：大力推广种植品质优良、对病虫害抗性强

的茶树品种,从源头上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如英山广泛种植的福

鼎大白茶及近年来推广的鄂茶1号、槠叶齐等都是高抗品种。 

2.1.3合理修剪：根据树势选择轻修剪、中重度修剪或台刈,

增强树势,改善通风透气条件,并将残枝枯叶带出茶园集中烧毁

以降低病虫基数。 

2.1.4适时中耕：通过中耕除草、深翻土壤等措施,耙除虫

蛹,清除害虫的滋生场所,改善茶园生态环境。 

2.1.5合理施肥：推广配方施肥、生物有机肥和茶叶专用肥,

不偏施氮肥,增施磷钾肥,适时喷施硼、锌等叶面微肥,以增强树

势,提高茶树对有害生物特别是小型刺吸式和吮吸式口器害虫

的抗性。 

2.1.6冬季封园：秋茶采完后,如果病虫害仍很严重,可于10

月上旬进行一次农药防治。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全面清除园内

的枯枝残叶带出集中烧毁,再以石硫合剂或波尔多液对整个茶

园进行喷洒防治,最大程度减少越冬病虫基数。 

2.2物理防治 

物理防治是利用光、热、电、声等物理因素来防治茶园病

虫害的措施,操作简便、对环境友好,是茶园病虫害绿色防控的

补充手段。 

2.2.1色板诱杀：根据害虫对特定颜色的趋性,通过在茶园中

设置粘虫板(黄色或蓝色、黄红双色、绿色等),对茶小绿叶蝉、黑

刺粉虱、蓟马等害虫具有良好的诱杀效果,能有效降低其对茶叶的

危害。目前英山应用较多的是黄板,安装密度为20-25片/667m2。 

2.2.2灯光诱杀：针对昆虫对特定波长光趋性的原理,按

1.33-1.67hm2一盏安装太阳能LED杀虫灯,对诱杀茶尺蠖、茶毛

虫、黑刺粉虱、茶假眼小绿叶蝉等成虫效果显著,能有效降低落

卵量。近年来由宽波灯改为针对目标害虫设置的狭波灯,减少了

对天敌昆虫的误杀[1]。 

2.3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是利用天敌、寄生虫、微生物及植物源农药等生

物因子来控制茶园病虫害的方法,具有无污染、无残留、长效等

优点,是茶园病虫害绿色防控的重要手段。 

2.3.1天敌：每年释放2-3次松毛虫赤眼蜂、周氏啮小蜂、

茶尺蠖绒茧蜂等寄生蜂[2],可降低茶尺蠖虫口基数,有效防治茶

尺蠖为害。 

2.3.2微生物农药：微生物农药包括细菌、真菌、病毒等,

英山使用较为普遍的如短稳杆菌、苏云金芽孢杆菌(Bt)、茶尺

蠖核型多角体病毒、金龟子绿僵菌等,主要用于防治茶尺蠖、茶

毛虫等鳞翅目食叶害虫和象甲等害虫。这类农药针对性强,对人

畜安全,对环境无污染,不伤害天敌,不易产生抗药性。因为具有

这些优点,微生物农药必将是今后农药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2.3.3植物源农药：与化学农药相比,植物源农药不易造成

药害、无残留、有害生物难以产生抗药性,缺点是成本较高、稳

定性稍差。近年来,市售苦参碱、印棟素、鱼藤酮等植物源农药

在茶园中应用较广泛。 

2.4信息素防治 

昆虫信息素是昆虫分泌的用来表示聚集、觅食、交配、警

戒等各种信息的微量化学物质,是昆虫交流的化学分子语言。通

过人工合成挥发性物质模拟昆虫信息素,可以用来诱杀或干扰

害虫交配等,从而达到防控目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已

成功对茶尺蠖、茶灰尺蠖、茶毛虫、茶细蛾、茶黑毒蛾、斜纹

夜蛾、茶蚕等茶树害虫的性信息素进行了分析、鉴定、合成和

田间应用[3]。英山县根据虫情,使用较多的是茶尺蠖性诱捕器。 

2.5化学防治的绿色化转型 

化学农药因其具有速效、高效、低成本等优点,目前在茶园

病虫害防控中仍占主要地位。为了减少农药残留和对环境的污

染,农药的合理选择和科学施用尤为重要,化学防治技术的绿色

化转型是茶园病虫害绿色防控非常重要的一环。 

2.5.1病虫监测预报：监测预报病虫害发生与为害的趋势以

提高防控的针对性和及时性,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英

山农业植保工作者在坚持不懈做好茶园病虫监测预报工作的基

础上,还在志顺茶园及乌云山茶园等处建立了茶叶病虫与气象

智能测报系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茶园病虫害监测的自动

化、实时化和精准化,助力提高病虫害防治的效率和效果。 

表1 我国颁布的茶叶中禁限用农药和化学品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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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化学农药减施：国家颁布的禁限用农药严禁在茶叶生

产中应用(表1)[4],选择噻嗪酮、联苯·甲维盐、茚虫威等高效、

低毒、低残留的农药品种；严格控制化学农药的使用量和使用

频率；注意合理轮换用药,防止产生抗药性；合理添加农药减量

增效助剂“激健”可有效减少农药用量。 

2.5.3统防统治：根据茶园病虫害测报情况,掌握最佳防治

适期,尤其在病虫害蔓延爆发时,依托专业化技术服务社会组

织,利用植保无人飞机实施统一集中快速的药物防治,提高防治

效果。 

3 茶园病虫害绿色防控的挑战与对策 

3.1困难与挑战 

英山县茶园绿色防控技术通过多年的试验、示范、推广、

应用,已初步形成了一套“空中挂灯、(茶)棚面插板、园内统防

统治”的立体生态防控模式,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和社会效益[5]。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英山县茶园病虫害的防控

仍以化学农药防治为主,绿色防控技术的示范茶园集中在乌云

山、大广、皋陶、志顺、金雷等本地主要茶业公司,面积约1100hm2,

在全县1.83万hm2茶园中的占比不大,绿色防控技术的全面推广

应用还面临诸多困难。 

3.1.1客观条件限制：在当前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之下,

农户各自经营,茶园小而散,配套措施不完善,农村青壮年劳动

力不多,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这些因素都影响着绿色防控新技术

的推广应用；而目前新技术中如太阳能LED杀虫灯、粘虫板、天

敌活体(卵)、生物农药等成本都相对较高,在不给农民提供外部

支持的情况下,农民基本上不会采用绿色防控新技术。因此全面

推广茶园绿色防控新技术的条件还不完全成熟。 

3.1.2主观认知不足：部分茶农因对食品安全、生态保护及

绿色防控等知识认知有限、意识不强,认为绿色防控措施费钱又

费事,不及施打化学农药节约成本和劳动力、效果立竿见影,因

而更倾向于使用化学农药,对应用绿色防控技术并不积极。 

3.1.3资金投入不够：资金是制约绿色防控技术大面积推广

应用的瓶颈。目前茶园绿色防控技术的示范推广主要依赖于相

关项目,资金依靠政府和相关项目方的短期性资金投入,一旦项

目结束,技术示范推广即面临停滞的风险。 

3.2对策与建议 

3.2.1加强宣传培训：加强针对茶农和茶企关于绿色防控技

术及科学安全用药技术的宣传、培训和指导,引导他们提高环保

意识和对绿色农产品的认知,增强茶园科学管理、有害生物科学

防控的能力。 

3.2.2加大资金投入：政府除了财政资金支持外,还要加大

政策支持力度,积极寻找企业投资、社会资本等多种融资途径,

建立可持续的资金支持体系,为绿色防控的示范推广奠定更为

坚实的资金基础。探索绿色新技术应用的惠农补贴机制,减轻农

户使用绿色防控新技术的成本压力。 

3.2.3致力技术更新：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相关企业的

合作,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优化技术方案,降低绿色防控产品

的生产成本,提高绿色防控新技术的适用性,促进技术创新和实

际推广有机结合。 

4 结语 

英山县应用茶园病虫害各种绿色防控措施的实践表明,这

些措施通过生态友好的方式对茶叶病虫害进行防控,减少对化

学农药的依赖,有助于降低对环境的污染、保护天敌、提高茶叶

的质量安全,是推动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绿色防

控技术的全面推广应用,还需要增加资金投入、促进技术更新、

强化农民认知,要政府、企业和茶农同向奔赴才能逐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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