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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病虫害严重威胁茶树安全生长和茶叶品质。为有效

控制病虫危害，应从整个茶园生态系统出发，以农业健

身栽培和生态调控为基础，物理防治、免疫诱抗和生物

防治为重点，化学防治为应急防控手段，优先采用绿色

防控技术，科学、安全、合理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

农药，尽量减少化学农药使用量，保障茶产品质量安全

和茶园生态环境安全。

1、应用茶树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意义

以往，我国种植茶树的过程中，多采用化学药剂来

进行病虫害的防控。总结多年来的使用经验发现，杂草、

病虫的抗化学药剂能力在不断提升，化学药剂所起到的

病虫害防控效果越来越差，因此，需寻求新的病虫害治

理方法，以确保茶树健康生长。随着绿色生活理念的提

出，茶树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应运而生，并取得了一定

的成就，这为茶园种植者带来了福音。绿色防控技术主

要是通过茶园科学管理、物理防控、生物防治、植物源

药剂与生物药剂防治的方式来降低茶园病虫害的发生概

率。此方法可提高茶叶质量，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有

利于可持续性发展，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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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绿色防控技术时，应将绿色植保理念深入贯彻到整个茶树种植工作中，合理管理茶园，科学使用物理防控技术、

生物防控技术及化学防控技术，确保茶叶质量。本文简析茶树主要病虫害，探析应用茶树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意

义，重点阐述茶树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以期为茶树种植者或研究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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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茶树的主要病虫害

2.1 茶树主要病害

2.1.1 茶白星病

主要发生在茶树嫩叶和新梢上。发病初期，病斑呈

针头大的褐色小点，后渐渐扩大成圆形病斑，病斑边缘

暗紫色，中央呈灰褐色至灰白色，散生黑色小粒点。病

斑周围有黄色晕圈，形成鸟眼状，有时中央部位龟裂形

成孔洞。发生严重时，同一张病叶上许多病斑可相互连

接成更大病斑，引起大量落叶。

茶白星病属低温高湿型病害，高湿、多雾、气温偏

低的气候条件利于病害发生。一般来说，海拔较高的茶

园、北坡茶园、幼龄茶园相对发病较重。

2.1.2 茶炭疽病

茶炭疽病经常在全年的春季和秋季发病，发病部位

主要集中在成龄叶上，病叶易脱落。当茶炭疽病初期侵

染叶片后，病斑会呈现出暗绿色圆形水渍状，且集中在

叶缘和叶尖部位。随着侵染程度的加深，病斑会逐渐扩

大或逐渐呈现出不规则形的大病斑，此时的病斑呈现出

黄褐色或淡褐色，后期病斑会变成灰白色，在病斑上还

会散生黑色小点。茶炭疽病和茶云纹叶枯病的区别主要

在于，茶炭疽病病斑无轮纹，但边缘有黄褐色隆起线 [2]。

2.1.3 茶轮斑病

主要危害成叶和老叶。常从叶尖或叶缘开始发病，

逐渐扩展为圆形至椭圆形或不规则褐色大病斑，成叶和

老叶上的病斑具明显的同心轮纹。嫩叶染病时病斑没有

轮纹。多个病斑常相互融合，致叶片大部分布满褐色枯

斑，引起枝枯落叶，扦插苗感病易引起整株死亡。

茶轮斑病是真菌性病害，高温高湿有利于病害发生，

一般在夏、秋两季发生重。排水不良，扦插苗圃或密植

茶园，湿度大时易发病。

2.1.4 茶饼病

茶饼病又可称为茶叶肿病，此种病害主要会对嫩叶、

嫩梢以及叶柄产生危害，偶尔会侵染花蕾及幼果。当茶

饼病侵害健康的茶叶后，病叶制成茶则会味苦，且易碎。

茶饼病侵害嫩叶初期，发病症状为半透明小点，呈淡黄

色或红棕色。随着茶饼病病菌侵染加剧，病斑从半透明

小点逐渐扩大呈凹陷状，形状为圆形，色泽变为淡黄褐

色或紫红色，叶背处病斑处着生灰白色粉状物，后期呈

现黑褐色溃疡状。有时叶正面呈饼状突起的病斑，叶背

面下陷。茶饼病侵害叶柄及嫩梢后，会出现膨肿、扭曲

的症状，后期病部以上新稍全部枯死。不适当的茶园管

理，也会导致茶饼病发生，比如采摘过度、偏施氮肥、

错误修剪以及过度遮荫等。

2.1.5 茶芽枯病

茶芽枯病是叶点霉属真菌，属于低温病害，主要在

4 月中旬至 5 月上旬，平均气温在 15 ～ 20℃之间发病，

气温上升至 29℃以上时，病害停止发展。茶芽枯病发病

部位主要在春茶一芽的 1 ～ 3 叶，叶上的淡黄色或黄褐

色病斑集中与叶尖或叶缘，淡黄色或黄褐色，侵染程度

加深时，病斑表面出现散生的黑色小点，叶片上以正面

居多。当芽尖受到茶芽枯病侵染时，呈现出黑褐色枯焦

状。当茶树受到寒流侵袭，易降低树体抵抗力，进而易

于发病，但由于品种间抗病性存在差异，发芽偏早的品

种发病较重；而发芽迟的品种发病较轻。

2.2 茶树主要虫害

2.2.1 茶蚜虫

以若蚜和成蚜聚集在新梢嫩叶背及嫩茎上刺吸汁液

为害，影响茶叶产量和品质。除直接吸取汁液为害外，

还可分泌蜜露引发煤污病，影响茶树叶片光合效能。

2.2.2 茶尺蠖

茶尺蠖经常出现在茶园中，它是为害最严重的害虫

之一。茶尺蠖的幼虫会咬食叶片的边缘，特别是嫩叶。

被啃食的叶片通常呈网状半透膜斑，随着危害加剧，茶

尺蠖会将叶片啃食成“C”形缺刻。倘若虫害进一步蔓

延，将整片茶园啃食一光，对茶叶生产影响极大。

2.2.3 假眼小绿叶蝉

假眼小绿叶蝉以成虫和若虫吸取汁液危害茶树，导

致茶树芽叶失水、生长迟缓、焦边和焦叶，造成茶叶减

产、品质下降。

2.2.4 茶网蝽

茶网蝽食源广、繁殖周期短、虫体隐蔽性大、不受

寒流等因素影响，适应性非常强。当茶树受到茶网蝽危

害时，茶树叶面表现出许多灰白色细小斑点，叶背附着

有黑色粘状物，从远处看受虫害茶树，呈现出一片灰白

色。在茶网蝽的侵蚀下，茶树的光合作用强度降低，进

一步导致叶片脱落、树体衰弱，茶芽萌发缓慢且细小或

停滞，不利于茶树产量和品质提升。

3、茶树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技术

3.1 农业防治

调整和改善茶树生长环境，以增强茶树对病、虫、

草害的抵抗力，创造不利于病原物、害虫和杂草生长发

育或传播的条件，以避免或减轻病、虫、草的危害。

3.1.1 清洁茶园。秋冬及时清除茶园枯枝落叶，并用

石硫合剂或矿物油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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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中耕除草。及时中耕除草，减少病虫寄主和

交叉传播。3 月份用微耕机清除茶园周边和幼龄茶园行

间杂草。5— 6 月份用微耕机在茶园行间浅中耕，同时

人工锄草。

3.1.3 科学修剪。茶树一般在夏季和秋季适时修剪，

保证树体通风透光，利于提升光合作用强度，降低树体

内部湿度，降少病虫害发生几率。在修剪时应特别注意

不能带露水整枝，否则伤口容易感病。但是，当茶树出

现较严重病虫害时，比如茶炭疽病、茶尺蠖、茶毛虫等

病虫害时，可在春茶采摘后进行重剪或深剪，切断病虫

害源头，恢复树势。在重剪或深剪时，主要剪去衰老枝、

病虫枝和细弱枝、枯死枝等 [3]。

3.1.4 合理灌溉。及时排涝，促进茶树生长，增强

抗性。

3.1.5 配方施肥。茶园增施大量有机肥可提升土壤肥

力、改善土壤结构，对茶树根系生长十分有利，从而利

于提高树体营养，增强树势。施肥时期一般在春茶采摘

期，采用条沟施肥方式，沟宽约 40cm、深约 50cm。条沟

施肥时，先按每 667m2 1000kg 有机肥的量均匀撒入条沟，

再按每 667m2 50kg 氮、磷、钾复合肥的量施入，最后附

上园土。

3.2 物理防治

物理防治是一种比较绿色环保的病虫害防治措施，

目前应用较多的是昆虫信息素、杀虫灯、诱虫板等。物

理防治在茶树病虫害防治当中更多的是对虫害的防治，

通过在茶园内安装太阳能杀虫灯、粘虫板对害虫进行诱

杀，另外随着科学研究对昆虫研究的不断深入借助性引

诱剂、聚集素等都能够比较好的吸引害虫，帮助有效防

治病虫害。物理防治茶树病虫害的关键除了在于杀虫方

式的选择以外，如何合理布置杀虫装置的位置以及装置

数量等都是达到有效防控病虫害的重点内容，需要根据

茶园的具体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考量。

3.3 生物防控技术

生物防控技术主要是通过引进虫害天敌、调节生态

环境来对茶园虫害进行有效控制。就此，种植户可根据

茶园中害虫的类型与种群密度，引进相应的害虫天敌，

如捕食螨、寄生蜂等，以起到良好的病虫防控效果。当

茶树单叶上的螨虫量少于 2 个时，便可释放捕食螨，每

667m2 大概 20 袋；当蚜梢率超过 6% 时，可释放蚜茧蜂、

瓢虫等天敌。

3.4 化学防治

茶树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中对化学防治的应用是更

加科学且低毒、低残留的，在绿色防控技术中比较推崇

使用环境友好型农药，降低农药对环境的危害。化学防

治中通过农药的统一采购、统一管理与统一使用，能够

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农药使用的规范性，严格按照低毒、

低残留标准进行化学防治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量，提高

农药的使用效率 [4]。

4、结束语

通过对茶树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应用意义的分析，

可看出茶树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较符合我国的发展要求，

因此，种植户应加大对茶树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应用

力度，提升茶树种植的经济效果。在应用茶树病虫害防

控技术时，应根据当地茶树的病虫害发生情况，合理使

用生物防控技术与物理防控技术，减少化学药剂的使用

次数，尽量多使用植物药剂与生物药剂，以确保茶叶质

量，降低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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