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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之前，世界90%的茶叶产自中国。

茶叶对中国人来说是日常用品，对西方

人而言却是奢侈品。中国茶叶在五口通商前

被欧洲人称为武夷茶叶（WUYIBOHEA），都

是由山西商人经由福建—江西铅山河口—九

江—武汉—天津或大同—内蒙—恰克图直至

鹿特丹，再由荷兰商人售往欧洲大陆各地的。

英国东印度公司看好中国武夷的茶叶

市场，于 1644 年在厦门设立贸易办事处，开

始与荷兰人在茶叶生意上短兵相接。1652

年至 1654 年，英荷两国终于兵戎相见，爆发

了第一次“英荷战争”。1665 年至 1667 年爆

发了第二次英荷之战，由于英国再度获胜，

从而摆脱了荷兰人，渐渐垄断了茶叶贸易。

然而一个不产茶的岛国要喝茶，只能花

白银从中国进口茶叶。当时的中英贸易品

中以茶叶为最大宗，占中英贸易总额的 80%

以上。而英国能输往中国的商品并不多，所

以贸易逆差十分巨大。

为扭转贸易逆差，英国做出种种努力，

包括在其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和孟加拉等

地开设茶叶种植园等，但均未获成功。于是

想出了派传教士盗取茶叶秘密的方法。

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对神秘的武夷茶

区主要进行了 3 次探险活动。尽管第二次

探险活动接触到了茶叶产区，但英方的最初

目的却没有达到。

而此时，茶叶贸易已令英国财政极度困

难，白银短缺。于是英国政府谋划着不是以

白银而是以产自印度的鸦片来换取中国商

品，由此引发了中英鸦片战争。这便是世界

历史上著名的由茶叶引起的两场战争之一

（另一场为 1775 年以波士顿倾茶为导火索

的美国独立战争）。战争的结果便是众所周

知的中英《南京条约》。

虽然英国打赢了这场战争，条约也极有

利于英国人，但英国人要喝茶，还得花钱从

中国买。于是英国政府打算另辟蹊径，从中

国获得茶种后，在印度建设茶园自己种植。

而此时的清政府，深知茶叶在整个国民经济

中的重要性，将茶树和茶种一并列为禁止对

外贸易的商品，对走私茶树茶种，最高可处

以死刑。

为了盗取茶叶的秘密，东印度公司决定

派遣拥有植物学知识和中国经验的罗伯特·福

琼前往中国。1849年 2月，福琼致函英国驻印

度总督，他希望能到著名的红茶产区──武夷

山去考察一下，此行身负窃取茶叶种植、烘

焙技术秘密的任务。获准后，这个苏格兰商

业间谍乔装改扮，同雇佣的中国随从一起到

了武夷山。

福琼的武夷山之行，除了要给那些印度

的种植园弄出来一些优质的茶树幼苗，另一

个重要的任务是要弄清制茶的工序。东印

度公司给福琼的指示说：“除了收集一些理

想的茶苗和茶种送往印度以外，你还必须尽

可能地利用每一个机会，像一个熟练的中国

工人那样掌握所有有关茶树培育和茶叶制

作的信息，并确保你能把该项知识系统有效

地传授给印度种植园的监工。”这一点，福琼

完全做到了。

事实上，早在 1843 年，福琼就受命于皇

家园艺学会，第一次去中国调查、旅行。根

据任务要求，福琼进入了茶叶种植区域的边

缘地带。早在那时候福琼就有了一个重大

发现：绿茶和红茶来自同一种植物。

一个世纪以前，瑞典植物学家林奈根据

早期欧洲探险家所带回来的茶叶标本研究

后，认为这明显是两类物种：翠绿茶和红褐

茶。林奈笔下的红褐茶，或者说红茶，样子

和绿茶差不多，只不过更小并且颜色更深一

点。然而在福琼的初次茶区之行中，他却发

现所有的茶树都跟绿茶园里的绿茶树长得

一样。在经过历时三年的茶树取样和细致

调查之后，福琼有了自己的结论：红茶和绿

茶之间的区别仅仅是处理方法不同的结果。

福琼从武夷山当地人那里打听到了前

所未闻的茶叶秘密，并了解了茶叶的发酵处

理方法，特别是知道了中国的著名茶叶产区

的茶树以及茶叶生产技术后，“满载而归”回

到印度。但他偷来的茶叶技术仍然不能生

产出优质的红茶。福琼认识到，只有中国的

种茶人和制茶人，才可以将茶叶生产的技术

完整地传授给印度人，只有他们才能在印度

制出第一批优质的茶叶。

于是，他再次回到武夷桐木关，招聘了 8

名制茶工人，并于 1851 年 3 月把他们以及秘

密获得的茶叶树种带到了加尔各答。这批

中国茶树最后落户到了喜马拉雅山南麓的

阿萨姆和大吉岭。 （来源：《世界博览》）

19世纪英国经济间谍盗走中国茶叶

产业概况

平阳地处浙江南部的东海之滨，自然条

件优越，产茶历史悠久，是浙江省老茶区之

一。据有关史料记载，平阳早在 1200 多年

前就开始种植茶树，宋崇宁元年（公元 1102

年），平阳作为产茶区就已实施“禁榷法”，所

产茶叶被官府征收专卖。清乾隆年间，平阳

出产的“平阳黄汤”茶被清朝政府征为贡茶。

《平阳县志》（民国）载：“茶之制造品类，

有红茶、绿茶、白茶、珠茶、烘青、芽茶、乌龙、

寿眉；装有箱茶、篓茶。装箱茶运销外国或

牛 庄 、营 口 等 处 ，装 篓 茶 运 销 苏（州）、杭

（州）、上海、硖石等处，岁约值银元二十余

万。”由此可见，到了民国时期，平阳不仅茶

叶品类众多，而且远销国内外。

近年来，以“ 平阳特早茶”良种的成功

选育为契机，平阳茶业坚持“良种、优质、品

牌、效益”的发展思路，充分发挥品种资源

优势和气候条件优势，通过实施品牌战略、

大力发展良种茶园、开展茶厂优化改造、推

广新品种新技术、培育壮大茶叶龙头企业

等措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茶叶产业已发展成为平阳县效益农业

的主导产业之一。2010 年，全县茶园总面

积 为 3 万 亩 ，茶 叶 总 产 量 680 吨 ，总 产 值

6200 万元，其中名优茶 300 吨，产值 4800 万

元。茶叶生产企业 32 家，其中省级示范性

农民专业合作社 1 家，市级扶贫农业龙头企

业 3 家，县级农业龙头企业 11 家。种茶农

户 3200 多户，茶叶生产涉及从业人员达 1.5

万人，茶叶产业已成为平阳县山区、半山区

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主要做法

统一品牌，精心培育

整合茶叶品牌，确定“平阳早香茶”作为

全县主导茶叶品牌进行培育和打造。“平阳早

香茶”以“平阳特早茶”品种春季幼嫩芽叶为

原料精制而成，因上市早、香气高而得名。通

过多年来的品牌宣传和培育，平阳早香茶已

成为省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名优早茶产品。

一是通过举办平阳早香茶推介会和专家品评

会、参加浙江绿茶博览会和温州早茶节等各

种类茶事活动进行品牌宣传和推介，提高产

品知名度；二是通过开设茶叶专卖店、设立茶

叶销售点，逐步完善市场营销网络，提高市场

占有率；三是积极参加各类名优茶评比活动，

提高产品美誉度，平阳早香茶先后荣获“2001

年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名牌产品”、“浙江省

一类名茶”、“温州市农业名牌产品”、“浙江

十大旅游名茶”等荣誉。平阳早香茶在 2010

年中国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中，品牌价值

进入全国前 80 位，品牌价值为 1.10 亿元。

大力发展良种茶园，提高茶树良种率

大力发展无性系良种茶园，逐步淘汰年

久失管的本地群体种零星茶园，调整茶树品

种结构，提高茶树良种率。近年来，全县共发

展以平阳特早茶为主的无性系良种茶园 2 万

亩，其中平阳特早茶约 1.5 万亩，龙井 43、中茶

108 等品种 0.5 万亩，茶树良种率达 66%，2004

年，平阳县被浙江省农业厅评为“全省茶树良

种化先进县”。茶树良种化为茶叶品质提升

和茶叶标准化生产打下了良好基础。

实施茶厂优化改造，提高质量安全水平

为有效改善茶叶加工环境，完善配套设

施，消除卫生隐患，实现茶厂标准化、规范化

生产，提高茶叶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平阳县

于 2006 年 开 始 逐 步 实 施 茶 厂 优 化 改 造 计

划，到 目 前 为 止，已 完 成 初 制 茶 厂 改 造 30

家，改造面积 8000 多平方米，其中省级示范

茶厂 1 家，县级示范茶厂 5 家，通过 QS 认证

茶厂 4 家。2006 年平阳县被浙江省农业厅

评为“全省初制茶厂优化改造先进县”。

多茶类综合开发，提高资源利用率

充分利用平阳特早茶品种春茶发芽特别

早、夏秋茶产量高的特点，在成功开发名优早

茶平阳早香茶的基础上，平阳县又成功开发

了红茶类产品“平阳工夫红茶”、黄茶类产品

“平阳黄汤”和以夏秋茶鲜叶为主要原料的香

茶产品“平阳高香绿茶”。平阳工夫红茶和平

阳黄汤为近年刚开发产品，市场反应良好，发

展潜力巨大，平阳高香绿茶因香气高、滋味醇

和而深受市场欢迎，产品主要销往丽水松阳

香茶批发市场，市场潜力巨大。目前，全县已

引进平阳高香绿茶生产设备 30 套，年产平阳

高香绿茶 350 吨，产值 1400 万元。现在大多

数茶叶企业实行春茶早期生产平阳早香茶、

平阳工夫红茶和平阳黄汤等名优茶，春茶后

期和夏、秋茶生产平阳高香绿茶的生产模式，

实现了“多条腿走路”，提高了抗自然风险和

市场风险能力，产茶综合效益明显提高。

产业发展目标

以打造“浙江省早茶强县”为总目标，进

一步发挥品种资源、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优

势，完善茶树品种结构，积极实施品牌战略，

大力推广标准化生产，提高茶叶产量和品质，

提高产茶综合效益。“十二五”期末，全县茶

园总面积达 3.5 万亩，无性系良种率达 85%以

上，茶叶总产量为 1000 吨,总产值为 1.44 亿

元，其中名优茶产量 400 吨，产值 1.2 亿元。

（作者单位：浙江省平阳县茶叶产业协会）

茶园多建于海拔较高区域，因而易

受冻害影响，尤其是幼龄茶园受冻害损

失更为严重。为减少茶园的经济损失，

尽快恢复茶叶生产，建议采取以下技术

要点加强对茶园管护：

预防低温冻害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茶叶生产效益长远，一次种植，经

济年限长达 50 年以上，应选择合适的

品种、地块和种植技术，确定科学的发

展规模。实践证明，选址合理，茶园条

件好，管理水平较高的茶园损失相对较

轻，主要是茶园的林、路、沟、渠的建设，

改善茶园小环境，提高茶园应对恶劣气

象灾害的抗性。另外，茶园四周有防护

林和遮荫树，生态条件较好的茶园受冻

明显较轻。

苗圃保温防冻

受冻害最严重的是苗圃和幼龄茶

园，幼 龄 茶 园 以 上 年 新 种 植 的 最 为 严

重。上年扦插的苗圃因棚小保温作用差

极易受冻。不能在棚内气温低于 20℃

的条件下揭开塑料薄膜。当气温高于

25℃时，先揭开拱门两头，再逐步增加到

薄膜的侧面。千万不能揭膜过早或过

多，以防芽叶冻伤。

铺草抗旱保温

对于易受冻害的茶园，在秋季结束

施肥后要在茶树行间铺草，以涵养水分，

防止秋冬季干旱，又能起保温作用。铺

草厚度应为 5-10cm。对于草料不足的

地方，应优先铺幼龄茶园，特别是幼龄茶

树的两侧。

加强茶园肥水管理

严重低温过后，对于有积水的茶园

应及时开沟，排尽茶园积水。茶园中土

壤因冰冻而浮起的，可在茶树两侧将浮

起土壤踏实，既防止深层土壤进一步受

冻伤害根系，又有利于根系与土壤紧密

接触而促进生长。受冻茶树在修剪后必

须加强肥水管理，才能使茶树迅速恢复

生机，重建树冠。受冻茶树在气温回升

后应及时补充速效肥料，如硫酸铵、尿素

等，并配施一定的磷钾肥，施肥应少量多

次。2 月底前施普通复合肥（氮磷钾养

分 总 量 25%）50kg/亩 或 高 浓 度 复 合 肥

（氮磷钾养分总量 45%）30kg/亩；4 月初

和 5 月中下旬春茶结束后各施尿素 15～

20kg/亩。2 月底和 5 月中下旬施肥开沟

施，沟深 10cm 左右，4 月初施肥可在春

雨前在茶树行间均匀撒施。幼龄茶园在

施肥方面要减量淡施。有条件的茶园，

最好喷施营养型或氨基酸类叶面肥，促

进茶树对养分的吸收。

受冻茶园修剪技术

修剪与否的原则：对于受冻较轻，只

有叶片受冻变色，越冬芽和枝条未枯死

的茶树不修剪。大部分成熟叶片受冻变

色，部分条枝枯死的茶树，必须剪去枯

枝，使之重发新枝。

修剪时间：要在气温相对稳定（没有

低于零度的气候）后及时进行修剪。对

于有明显“倒春寒”的茶区，如高海拔山

区茶园，应适当推迟修剪时间，以避开

“倒春寒”对萌发新梢的危害。对于大多

数茶区，适宜的修剪时间是 2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

修剪深度：根据受冻程度轻重不同

而 异 ，剪 口 以 比 枯 死 枝 条 深 1-2cm 为

宜。不同类型茶园修剪要求如下：

幼龄茶园

定植 1 年且已离地 15-20cm 进行了

第一次定型修剪的茶树，如有部分枝条

枯死，应再次修剪，修剪后茶树高度不应

低于 8-10cm；如茶树已基本枯死，则需

重新种植或补植。种植已生长 2 年的幼

龄茶树，原准备在春茶前后进行第二、第

三次定型修剪的茶树，如有部分枝条枯

死，则按定型修剪标准，第二次定剪离地

25-30cm，第三次定剪离地 40cm 左右，

于 2 月底至 3 月初进行定型修剪，如枯死

枝条多于上述修剪标准的应适当深剪。

成龄茶园

修剪深度根据枝条的受冻程度掌握，

对于生长旺盛、采摘面生产枝粗壮的茶树

仅剪去枯死枝条（剪口再深 1-2cm）。对

于采摘面枝条细弱，或原准备春茶后进行

深修剪或重修剪的茶树，则可乘此机会适

当深剪，按深修剪或重修剪标准进行，深

修剪剪去树冠表面 15-20cm 枝叶，重修剪

离地 40-50cm 剪去地上部。深修剪或重

修剪可待气温回升后立即进行。

茶树受冻后，大量枝叶被剪去。因

此，应多留养春夏新枝叶。对于深修剪

的茶树，春茶前期按正常采摘，后期留一

叶采，夏茶也应适当多留叶；而对于受冻

严重，重修剪茶树要求留养春梢，夏梢打

顶采，以尽快恢复茶树树冠。

论冻害茶园的管护措施
■ 贵州省三都县农业局 王 勇

浙江省平阳县茶叶产业发展现状及目标
■ 谢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