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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茶叶生产技术规范

Ga／Z 26576--2011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规定了茶叶生产的基本要求，包括基地选择和管理、投人品管理、生产技术管理、

茶园有害生物综合防治、劳动保护、档案记录等。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适用于茶叶的种植生产。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引用而成为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然而，鼓

励根据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指导性技术文件。

GB 4285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 8172 1987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

GB／T 8321(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3基地选择和管理

3．1基地选择

3．1．1茶园

3．1．1．1茶园应选择在生态条件良好，远离污染源(包括交通主干道)，并具有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农业

生产区域。

3．1．1．2填写《生产基地基本情况记载表》(见表A．1)和《生产基地现存生物种类调查记录表》(见

表A．2)。

3．1．2茶园环境

3．1．2．1环境空气质量

茶园环境空气质量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环境空气质量要求

项 目 El平均 1 h平均

总悬浮颗粒物(标准状态)／(mg／m3) ≤ 0．30

二氧化硫(标准状态)／(mg／m3) ≤ 0．15 0．50

二氧化氮(标准状态)／(mg／m3) ≤ 0．10 0．15

7／lg／m3 20 pg／m3

氟化物(F)(标准状态) ≤
1．8 gg／(dm3·d)

注：日平均值指任何一日的平均浓度；1 h平均指任何1 h的平均浓度。

3．1．2．2灌溉水质量

茶园灌溉水质量应符合表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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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灌溉水质量要求

项 目 限 值

pH值 5．5～7．5

总汞／(rag／L) ≤ 0．001

总镉／(rag／L) ≤ 0．005

总砷／(mg／L) ≤ 0．1

总铅／(mg／L) ≤ 0．1

铬(六价)／(rag／L) ≤ 0．1

氰化物／(rag／L) ≤ 0．5

氯化物／(mg／L) ≤ 250

氟化物／(rag／L) ≤ 2．o

石油类／(mg／L) ≤ 10

3．1．2．3土壤质量

环境质量要求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3土壤质量要求

项 目 浓度限值

pH值 4．0～6．5

镉／(mg／kg) ≤ 0．30

汞／(mg／kg) ≤ 0．30

砷／(mg／kg) ≤ 40

铅／(mg／kg) ≤ 250

铬／(mg／kg) ≤ 150

铜／(rng／kg) ≤ 150

注：重金属和砷均按元素总量计，适用于阳离子交换量>5 cmo](+)／kg的土壤，若≤5 cmol(+)／kg，其标准值为

表内数值的半数。

3．2基地管理

3．2．1工作室

基地应建有工作室。室内桌椅、资料橱配备齐全；放置有关生产管理记录表册；张贴生产技术规范、

有害生物防治安全用药标准一览表、基地管理、投入品管理等有关规章制度。

3．2．2基地仓库

基地应建有专用仓库，单独存放农药、肥料和施药器械等。仓库应符合安全、卫生、通风、避光等要

求；内设货架，配备必要的农药配制量具、防护服、急救箱等，应填写《生产基地主要农用设备(32具)登记

表》(见表A．3)。

3．2．3盥洗室

基地应设有盥洗室，并保持盥洗室的清洁卫生。

3．2．4废物与污染物收集设施

生产基地应设分别设有收集粪便、垃圾和农药空包装等废物与污染物的设施。

3．2．5植保员

3．2．5．1生产基地应配备植保员，负责有害生物的防治、农药使用管理指导与记录等。植保员配备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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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应能满足每个基地生产的需要，并填写《生产基地基本情况记载表》(见表A．1)和《生产基地人员登记

表》(见表A．4)。

3．2．5．2植保员应获得国家农作物植保员职业资格证书，并经过病虫害综合治理(IPM)培训。

3．2．6肥料员

有条件的生产基地宜配备肥料技术人员，负责肥料的施用管理与记录等。填写《生产基地人员登记

表》(见表A．4)。

3．2．7环境条件监测

3．2．7．1新建基地应进行风险评估。评估内容包括土壤类型、侵蚀、地下水的质量、水资源的可持续

性、相邻土地的影响等。评估确定存在危害人体健康和环境的不可控制风险时，该土地不应用于农业活

动。定期监测土壤肥力水平和重金属元素含量，一般要求每两年检测一次。根据检测结果，有针对性地

采取土壤改良措施。

3．2．7．2填写《生产基地基本情况记载表》(见表A．1)。

3．2．8隔离防护

基地周围应建立隔离网、隔离带或者有天然隔离等有效隔离措施，防止外源污染。

3．2．9标志标示

基地有关的位置、场所，应设置醒目的平面图、标志、标示。

4投入品管理

4．1农药

4．1．1农药的采购

4．1．1．1应从正规渠道采购合格的农药。不应采购下列农药：非法销售点销售的农药、无农药登记证

或农药临时登记证的农药、无农药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文件的农药、无产品质量标准及合格证

明的农药、无标签或标签内容不完整的农药、超过保质期的农药和禁止使用的农药。

4．1．1．2采购的农药应索取农药质量证明，必要时进行检验，并填写《生产基地投入品出、入库记录表》

(见表A．5)和《生产基地农药质量检测结果表》(见表A．6)。

4．1．2农药的储藏

农药应储藏于厂区专用仓库。由专人负责保管。仓库应符合防火、卫生、防腐、避光、通风等安全条

件要求，并配有农药配制量具、急救药箱，出入口处应贴有警示标志。

4．1．3剩余农药的处理

4．1．3．1未用完农药制剂

应保存在其原包装中，并密封贮存于上锁的地方，不应用其他容器盛装或分装。

4．1．3．2未施用完药液(粉)

4．1．3．2．1在该农药标签许可的情况，可再将剩余药液用完。对于少量的剩余药液，应妥善处理。

4．1．3．2．2填写《剩余农药或清洗废液处理记录表》(见表A．7)。

4．1．4农药包装物处理

农药包装物不应重复使用、乱扔。农药空包装物应清洗3次以上，将其压坏或刺破，防止重复使用，

必要时应贴上标签，以便回收处理。空的农药包装物在处置前应安全存放。

4．2肥料

4．2．1肥料采购

应从正规渠道采购合格肥料。不应采购下列肥料：非法销售点销售的肥料、超过保质期的肥料。

4．2．2肥料的储存

肥料应妥善储存。将其存放于清洁、干燥的地方，与农药隔开存放。不应与苗木、农产品存放在

一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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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基地投入品记录

应填写《生产基地投入品出、入库记录表》(见表A．5)。

5生产技术管理

5．1土壤管理

5．1．1采用地面覆盖等措施提高茶园的保土蓄水能力。杂草、修剪枝叶和作物秸秆等覆盖材料应未受

有害或有毒物质的污染。采用合理耕作、施用有机肥、种植植保肥等方法改良土壤结构。

5．1．2土壤pH值低于4．0的茶园，宜施用白云石粉、石灰等物质调节土壤pH值至4．5～5．5范围。

土壤pH值高于6．0的茶园应多选用生理酸性肥料调节土壤pH值至适宜的范围。

5．2施肥

5．2．1根据土壤理化性质、茶树长势、预计产量、茶叶品种和气候等条件，确定合理的肥料种类、数量和

施肥时间，实施茶园平衡施肥。化学肥料与有机肥料应配合使用，避免单纯使用化学肥料或矿物源

肥料。

5．2．2农家肥等有机肥料施用前应经无害化处理，有机肥料中污染物质含量应符合GB 8172--1987

中1．1的要求。

5．3采摘

5．3．1鲜叶应在适当的卫生条件下采摘，适时采摘。

5．3．2采茶机械应使用无铅汽油和机油，防止污染鲜叶、茶树和土壤。

6有害生物综合防治

6．1综合防治原则

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植保方针。以农业防治、物理防治为基础，优先采用生物防治，辅之化学

防治。

6．2主要病虫害

茶园主要病虫害有茶尺蠖、假眼小绿叶蝉、茶丽纹象甲、茶橙瘿螨、茶毛虫、黑刺粉虱、茶蚜、茶刺蛾、

长白蚧、茶芽枯病、茶白星病等。

6．3农业防治

6．3．1选用品种

6．3．1．1换种改植或发展新茶园，应选用对当地主要病虫抗性较强的品种。向外地引种时，不应将当

地尚未发生的危险性病虫随种苗带入。

6．3．1．2填写《生产基地种子／种苗处理记录表》(见表A．8)。

6．3．2适时采摘

采摘对栖居在茶树蓬面上的病虫(如假眼小绿叶蝉、叶螨类等)及部分芽叶病害有一定的控制效果，

因此提倡机械化采摘。填写《产品采收及流向记录表》(见表A．9)和《产品农药残留等有害物质检测结

果表》(见表A．10)。

6．3．3合理修剪

合理控制茶树高度和春茶采摘后树冠改造，宜进行秋末修剪。

6．3．4茶园翻耕

秋末结合施基肥，进行茶园翻耕。

6．3．5及时清园

秋末将茶园根际附近的落叶及表土清理至行间深埋，可有效防治叶病类和减轻在土壤中越冬的害

虫的发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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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物理防治

6．4．1灯光诱杀

利用害虫的趋光性，在其成虫发生期，田问点灯诱杀，减轻田间的发生量。

6．4．2人工捕杀

对发生较轻、危害中心明显及有假死性的害虫，采用人工捕杀，减轻危害。

6．4．3除草

宜采用机械或人工方法防除杂草。

6．5生物防治

保护和利用当地主要的有益生物及优势种群。

6．6茶树主要病虫害化学防治

6．6．1化学防治应符合GB 4285和GB／T 8321(所有部分)的要求。同时加强病虫害的测报，及时掌

握病虫害的发生动态。加强茶树病虫的测报，及时掌握病虫害的发生动态。应掌握防治适期施药、安全

间隔期和施药次数，降低农药用量。改进施药技术，提倡低容量喷雾，一般树冠表面害虫，实行扫喷；茶

丛中下部害虫，提倡侧位低容量喷雾。

6．6．2茶园病虫害防治用药方案见附录B。

6．6．3填写《生产基地有害生物防治记录表》(见表A．11)。

6．6．4为避免或减缓有害生物抗药性的产生，可轮换使用农药品种。

7劳动保护

施药人员施药时，应穿着防护服。

8批次管理

同一地块采用同一种植管理模式在同一天采收的同一品种为1个生产批。以1年为1个流水周期

编号，共3位数。产品批次号为采收El期(yymmdd)4-流水号+产品名称拼音首字母+基地所在省

(市、区)行政区划代码(6位)4-基地名称拼音首字母。填写《产品采收及流向记录表》(见表A．9)。

9档案记录

每个生产地块(棚室)应当建立独立、完整的生产记录档案，保留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有效记录。

填写《生产基地田间农事活动记录表》(见表A．12)，记录应保留两年以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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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生产记录表格

表A．1 生产基地基本情况记载表

基地名称

基地地址 基地面积

基地负责人 电话 基地建成时间

植保员姓名 资格证书号

灌溉水源

周围环境情况

主要品种

土壤检测报告编号 评定

水质检测报告编号 评定

空气检测报告编号 评定

备 注

制表人： 制表日期

6



表A．2生产基地现存生物种类调查记录表

调查单位： 调查负责人： 调查时间

GB／Z 26576--201 1

生物名称 学 名 分类地位 密 度

制表人： 制表日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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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生产基地主要农用设备(工具)登记表

农用设备

(工具)名称
型号 生产厂家 数量 购买El期 现况 保管人 备注

8

制表人： 制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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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6生产基地农药质量检测结果表

GB／Z 26576--20 1 I

农药名称 剂型含量

生产厂家 登记证号

农药批号 采购单位

发票号码 检测日期

检测单位

检测执行标准 检测报告编号

检 测 结 果

检测项目 标准值 检测值 结 论

备 注

制表人： 制表日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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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7剩余农药或清洗废液处理记录表

操作人 电话

剩余农药或清洗
数量

废液名称

处理地点 处理日期

处理方式

备注

制表人： 制表日期

12



表A．8生产基地种子／种苗处理记录表

GB／Z 26576--20”

基地名称 基地编号

基地负责人 电话

作物品种 操作人

防治对象

药剂处理情况记录

药剂名称与剂型

生产厂家

处理方式 处理剂量

处理日期 操作人

制表人： 制表日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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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9产品采收及流向记录表

地块／大棚
批次号 产品名称 采收日期 数／重量 农残检测 供货对象 备注

编号

制表人： 制表日期

14



表A．10产品农药残留等有害物质检测结果表

(；B／Z 26576--20 1 1

产品名称 地块／大棚编号

检测单位

样品采集时间 报告日期

检测执行标准 检测报告编号

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标准值 检测值 结 论

备 注

制表人： 制表日期

15



GB／Z 26576--20”

表A．11 生产基地有害生物防治记录表

种植地块／
作物名称

大棚

田间调查

平均数 发病率
日期 害虫名称 病害名称 调查人

头／株或头／叶 ％

化学防治措施

是否符合
更改标准方案

日期 防治对象 用药方案 兼治 理由及新方案 防治人员 植保员 备注
标准方案

可行性

制表人： 制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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