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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河南省名优茶机械化加工的现状进了分析 ,指出机械化加工是河南省名优茶加工的发展

方向 ,应进一步研制开发新型的信阳毛尖茶等名优茶加工机械 ,积极探索新型茶机在名优茶加工中

的应用 ,逐步实现名优茶机械化 、连续化 、自动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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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茶叶生产历史悠久 ,生态环境优越 。茶

叶生产已成为豫南山区农业种植结构战略性调整的

亮点 ,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优势产业和特

色产业 ,是广大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 ,茶叶为推动豫

南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统计 , 2006 年 ,全省茶

园总面积 4.4万hm
2
,茶叶产量 1.8万t 。1984年以

来 ,河南省充分利用茶叶生产的自然资源优势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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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淡绿色 、椭圆形 、中等偏小 ,主茎高 47.5cm ,侧枝

长 50.75cm ,总分枝 8.9个 ,结果枝 6.3个;荚果普
通型 ,果嘴锐 ,果长 ,网纹粗 、较深 ,缩缢明显 ,百果重

224.1g ,饱果率 74.7%;籽仁椭圆形 ,种皮粉红色 ,
百仁重 90.1 g , 出仁率 68.6%;结实性强 , 丰产

性好 。
3.2　品质性状

2006年 ,经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
心(郑州)化验分析 ,郑农花 7 号种子蛋白质含量

22.23%,含油量 56.34%,其中油酸 39.4%,亚油酸
38.0%,油酸 、亚油酸比值为 1.04。

3.3　抗病性表现
2005 ～ 2006 年 ,据河南省农科院植保所鉴定 ,

郑农花 7号抗花生病毒病(发病率 25%)和锈病(3

级);感叶斑病(7级)和网斑病(3级)。

4　适宜区域

郑农花 7号属优质 、高产 、早熟 、大果 、大粒型花
生新品种 ,适宜于河南省及周边省份春播 、麦套花生

地区种植 。

5　栽培要点

5.1　播期

春播花生 4月 20 日 ～ 5月 10 日播种 ,麦套花

生 5月 20日左右播种 ,麦套花生遇雨要抢墒播种。

5.2　密度

春播 135 000 ～ 150000 穴/hm
2
, 麦套 150 000

穴/hm2 ,每穴双粒种子。

5.3　田间管理

春播地膜花生在出苗后要及时扣膜覆土;麦套
和夏直播花生以促为主 ,及时中耕除草 ,早施追苗

肥 ,促苗早生快发。一般初花期每公顷追施尿素

150kg ,过磷酸钙 375 ～ 450kg ,硫酸钾 150 kg ;盛花
期结合培土迎针 ,每公顷可施石膏粉 300 ～ 450kg ,

可提高饱果率。在盛花期和下针结荚期 ,若遇干旱 ,

应及时浇水 ,保证荚果膨大所需水分 。高产地块 ,7
月下旬至 8月上旬如株高超过 40 cm 或遇雨水较多

天气 ,发现植株有徒长迹象 ,应喷施多效唑 ,防止旺

长倒伏 。生育后期喷施磷酸二氢钾 ,养根保叶;成熟
后及时收获 ,保证丰产丰收 。

5.4　病虫害防治

苗期如有蚜虫为害 ,可用 50%氧化乐果 1 000
倍液进行叶面喷施 。地下害虫蛴螬 、金针虫发生严

重的地块 , 除进行轮作倒茬外 ,在培土迎针时用

150kg/hm
2
5%辛硫磷颗粒剂 ,与细土拌匀顺垄撒

在植株附近 ,撒后中耕培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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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名优茶战略 ,推广信阳毛尖生产技术 ,积极研制开

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名茶 ,形成了信阳毛尖为主 、新

名茶为辅 ,少量炒青 、蒸青的茶类格局。名优茶加工

传统以手工为主 ,存在着生产效率低 ,劳动强度大 ,

生产成本高 ,产品质量难以标准化等问题。河南省

从 1995年开始试验研究推广名优茶特别是信阳毛

尖的机械化加工技术[ 1] ,提高了全省茶叶生产水平 ,

推动了茶叶生产的持续发展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

为此 ,笔者对河南省部分茶场(厂)、茶叶专业户的名

优茶加工机械化情况进行了调查 ,并对河南省名优

茶加工机械化现状进行分析和展望 。

1　河南省名优茶加工机械化的现状

1.1　信阳毛尖茶加工机械化的现状

信阳毛尖茶素以“紧 、细 、圆 、直 、多白毫 ,香高 、

味浓 、色绿”的独特风格享誉中外 ,是特种绿茶中的

珍品
[ 2]
。传统的信阳毛尖茶制作工艺均为手工操

作 ,劳动强度大 ,工效低 ,制茶成本高 ,并因制茶人员

的技术差异而导致质量不稳定 ,难于标准化和形成

规模化生产。河南省从 1995 年开始试验研究推广

信阳毛尖茶的机械化加工技术[ 1] ,目前 ,信阳毛尖茶

的加工制作方式 ,或叫做加工制作工艺大体有 3种:

传统手工炒制法 、半手工半机械制作法和机械化加

工法 。

1.1.1　传统手工炒制法　即沿袭信阳毛尖茶传统

手工炒制的方法 ,炒制工艺为生锅-熟锅-烘干[ 2] 。

目前 ,信阳毛尖茶的传统产地信阳市浉河区浉河港

乡 、董家河乡一带 ,部分茶场和茶农仍沿用此方法 。

其优点是投入成本低 ,可制出信阳毛尖精品 ,保持信

阳毛尖茶正宗传统的色香味形 。但对炒制者技艺要

求高 ,劳动强度大 ,工效低 ,制茶成本高 ,很多茶场和

茶农仅生产春茶 ,而放弃夏秋茶的生产 ,造成茶叶资

源的浪费 。

1.1.2　半手工半机械制作法　其制作工艺为生锅

小型机械杀青-生锅小型机械揉捻-手工熟锅-烘

干[ 3] 。此方法重点解决了生锅作业不脱离传统方式

的茶把杀青 、揉捻 ,实现生锅的半机械化作业 ,而熟

锅的理条仍沿用传统的手工方式。近年来 ,信阳市

广大茶叶科技人员对信阳毛尖的机制问题进行了积

极的探索和研究 ,一些茶叶生产者特别是浉河港乡

等地的民间技术能人 ,立足信阳毛尖茶的传统加工

炒制工艺 ,不断总结民间炒制经验 ,研制出了一系列

具有较强实用性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小型信阳毛

尖炒制加工机械 ,如 6C-120炒茶机 、JD-6型家用

炒茶机 、手动电炒把等[ 4] ,目前这些小型机械在浉河

区应用较为普遍 。其优点是成本适中 ,大大降低了

劳动强度 ,工效明显提高 ,所产信阳毛尖茶外形及内

质与传统信阳毛尖茶差别不大。缺点是这些小型机

械大多未经过正规设计 ,工艺简陋 ,结构粗糙 ,部分

机型尚存在操作安全隐患 ,所产干茶色泽稍暗 ,有时

碎末偏多[ 4] 。

2005年 ,浉河港乡一些茶叶专业户在此方法基

础上进行了改进 ,加工工艺流程是小型滚筒连续杀

青-名优茶揉捻机揉捻-生锅小型机械热揉-手工

熟锅-烘干。其最大的优点是劳动强度进一步降

低 ,工效大大提高 ,干茶质量稳定 ,外形更加紧细 ,目

前浉河区茶叶专业大户应用较为普遍 。

1.1.3　名优茶机械加工法　即利用当前市场上各

种名优茶机械 ,以振动理条机理条技术为关键技术 ,

实现信阳毛尖茶机械化加工的方法。其加工工艺流

程为杀青-揉捻-理条-初烘-摊晾-复烘。信阳

市从 1995年开始引进名优茶机械 ,试验研究名优茶

特别是信阳毛尖的机械化加工技术[ 1 , 5] 。2002 年 ,

笔者等
[ 6]
选用 6CS T -30 型滚筒杀青机 、6CR-30

型揉捻机 、6CLZ-60型往复振动理条机 , 6CHW-

3型网带式连续烘干机等名优茶机械 ,采用杀青-

揉捻-理条-初烘-摊晾-复烘工艺流程 ,对信阳

毛尖茶的机械化加工工艺参数进一步进行试验 ,提

出了信阳毛尖茶机械加工的较合理的主要工艺参

数 。在此基础上 ,信阳市制订了信阳市地方标准《信

阳毛尖茶机械炒制工艺规程(DB4115/T007 -

2004)》[ 7] ,对信阳毛尖茶的机械化加工进行了规范。

通过近两年来的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 ,信阳毛尖机

械加工技术已基本成熟 , 目前机械加工率达到

50%。信阳毛尖茶的机械化加工实现了名优茶生产

加工的连续化和工厂化 ,清洁卫生 、操作便捷 ,效率

成倍提高 ,达到了标准化和规模化生产 ,有利于稳定

质量。目前 ,在信阳毛尖茶的非传统产地应用较为

普遍。

近几年 ,茶叶机械生产厂家对部分机械结构作

了进一步改进 ,将滚筒杀青机筒体改为锥体 ,出茶口

直径逐渐变大 ,并利用余热向筒内送热风 ,作业时有

利于水蒸气的散发 ,实现了透闷结合 、先闷后透 ,杀

青质量较好;往复振动理条机速度可调 、并可送热

风 ,有利于改进茶叶外形和色泽。信阳毛尖茶机械

理条工艺创造性地发明了理条槽内加铁丝的理条工

艺 ,使条索更紧圆直[ 8] ;部分茶厂实现了连续化不落

地生产 、燃料使用清洁能源天然气 ,实现了清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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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其不足之处是机械设备投入成本高 ,一般个体

茶农无力投资 ,所产干茶条索不够紧细 ,色泽偏暗 ,

与正宗传统信阳毛尖茶品质尚有一定的差距 。

1.2　河南省其他名优茶加工机械化的现状

河南省其他产茶县自 1984年以来 ,根据当地条

件和市场需求 ,在推广信阳毛尖生产技术的同时 ,积

极研制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名茶 ,先后研制成功

仰天雪绿(固始县)、太白银毫(桐柏县)、桐柏(水濂)

玉叶(桐柏县)、震雷春(平桥区)、震雷剑毫(平桥

区)、灵山剑峰(罗山县)、金刚碧绿(商城县)、赛山玉

莲(光山县)、龙眼玉叶(新县)、香山翠峰(新县)等新

名茶
[ 5 , 9 , 1 0]

。近年来 ,河南省其他名优茶加工机械化

进程比传统信阳毛尖茶要快 ,特别是固始 、商城 、光

山和桐柏县的一些大型茶厂仰天雪绿 、金刚碧绿 、净

居毛峰 、桐柏(水濂)玉叶等名优茶基本实现了机械

化加工。其加工设备选用名优茶机械 ,包括 30 ,40 ,

50型名优茶滚筒杀青机 , 25 , 35 , 40型名优茶揉捻

机 ,名优茶自动烘干机 ,名优茶提香机 ,往复振动理

条机 ,名优茶整形机等;部分茶厂应用了先进的微波

杀青技术 。加工工艺流程一般为杀青-揉捻-初烘

-理条(做形)-复烘 。据笔者调查 ,随着消费观念

的更新 ,这些机制名优茶已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

同并接受 。

2　河南省名优茶加工机械化展望

2.1　机械化加工是河南省名优茶加工的发展方向

传统的名优茶制作工艺均为手工操作 ,存在着

制茶劳动强度大 ,生产效率低 ,成本高;劳动力日趋

紧张 、扩大生产受到限制 ,制茶人员技术差异大 ,加

工不规范 ,产品质量难于标准化和形成规模化生产

等问题 ,制约了茶叶产业化进程 。名优茶机械化加

工清洁卫生 、操作便捷 ,效率成倍提高 ,达到了标准

化和规模化生产 ,有利于稳定质量 ,降低生产成本 。

机械化加工是河南省名优茶加工的发展方向 。综观

河南省名优茶加工制作的现状可以看出 ,目前河南

省的名优茶加工制作正在由传统的手工炒制向半机

械化和机械化方向过渡 ,并逐步实现名优茶生产加

工机械化 、连续化和工厂化。

当然 ,少数信阳毛尖珍品及其他精品名茶还应

保留传统手工制作的方法 ,但机械化加工是名优茶

加工的总趋势。

2.2　研制开发新型的信阳毛尖茶等名优茶加工机

械 ,探索新型茶机在名优茶加工中的应用

进入新世纪以来 ,名优茶加工制作机械化技术

突飞猛进 ,在传统名优茶机械制作的基础上 ,一些高

新技术不断应用于茶叶生产加工实践 。如蒸汽杀青

技术日臻完善 ,被广泛应用于茶叶加工机械化生产。

微波杀青 、电磁波杀青技术相继问世 ,计算机人工智

能技术 、组装配套茶叶生产加工技术的推广和普及 ,

提高了茶叶生产加工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中国

工程院院士 、我国著名茶叶专家陈宗懋
[ 11]
提出 ,茶

叶加工业要在连续化生产的基础上 ,实现“不落地”

生产 ,并进一步实现自动化生产 ,使茶叶加工生产完

全按食品工业生产的管理模式进行。河南省名优茶

加工要在实现机械化的进程中不断进行科技创新 ,

积极探索新型茶机如蒸汽杀青机 、微波加工机械在

名优茶加工中的应用 ,结合河南实际 ,研制开发新型

的信阳毛尖茶等名优茶加工机械
[ 6 , 12]

,提高河南省

名优茶加工的机械化 、连续化 、自动化水平 ,进一步

提高名优茶质量 ,推进茶叶产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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