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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桃源大叶是湖南省桃源县在当地茶树群体中，通过系统育种法培育的茶树品种，在该县已形成相当生
产规模，茶叶收入成为当地茶农的主要经济来源．目前，桃源大叶的种植面积占全县采摘茶园面积的 31.7%，产
值占该县茶叶总产值的 50%以上．继续发展桃源大叶茶生产，一是需要通过栽培措施，改良桃源大叶的粗枝大叶
和茶多酚含量较高等性状，使其更加适合名优绿茶生产；二是要研究和创新加工技术，提高桃源大叶茶的香气：
三是通过品种搭配栽培，丰富地方茶叶品质类型，调节采摘高峰，增强稳定生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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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oyuandaye tea was cultivated by systematic breeding method from the local group in Taoyuan county of 

Hunan province. Taoyuan has a considerable advantage of the tea industry through the promotion and planting of 

Taoyuandaye tea,and the income from tea becomes the main source of local tea farmers' income. At present, the planting 

area of Taoyuandaye tea accounts for 31.7% of the total picking tea area, the tea output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50% of 

GDP, and the numbers are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Expanding production of Taoyuandaye tea,several technical issues 

should be solved: First, improving traits such as coarse leaf and too high content of tea polyphenol through cultivation 

measures to make them more suitable to produce high-quality green tea; Second, raising aroma by processing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innovation；Third,regulating the peak picking and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stable production 

through varieties proportion in tea planting and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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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桃源县地处武陵山脉和雪峰山脉的交
汇处，生态条件优越，适宜茶树生长，茶叶品质优
良．桃源大叶是该县从本地群体中通过系统育种方
法培育的茶树品种，具有叶片大、芽头粗壮、新梢
生长势强、滋味独特、适应性强、优质高产的特
点．桃源县依托桃源大叶品种的优势，形成了一批
茶叶企业，包括 4 家市级茶叶龙头企业，多家茶叶
骨干企业和初制茶厂，“野针王”、 “野茶王”、“腾琼”、“古

洞春”等茶叶品牌在省内外已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据
统计，桃源县有近 2.4 万农户种植桃源大叶茶，涉
茶人口达 10 万．2008 年全县茶园面积达 4 500 hm2

以上，采摘茶园面积达 3 400 hm2 以上，其中桃源
大叶种植达 1 200 hm2，采摘面积 1 100 hm2[1-2]．由
于政府部门的积极推广，桃源大叶不仅在桃源县种
植面积大，而且在全省各地都已有栽培，并逐渐成
为一些茶场的主导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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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大叶性状特殊，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
是至今还缺乏与之配套的栽培、加工技术，还未研
发适合其性状的系列茶叶产品．目前在桃源县和全
省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一些问题，比如加工名
茶外形条索较粗、内质滋味浓而香气不足、春茶后
期和夏秋鲜叶利用不当等，直接影响桃源大叶茶的
生产效益和推广利用．笔者拟从栽培、加工、品种
搭配等方面探讨针对桃源大叶特性的配套技术，并
根据桃源县茶叶生产的实际，提出推广发展桃源大
叶茶的对策和建议． 

1  桃源大叶茶树品种性状和特点 

1.1  桃源大叶的生物学性状 

桃源大叶是1992年由湖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
委员会审定的茶树品种，由桃源县在群体品种中通
过单株选择法培育而成．大叶型，灌木状，枝条粗
壮；早生，芽头肥硕；芽叶绿略带红紫色，茸毛较
多；发芽密度小；速生，抗寒、抗旱性强，适应性
广[3]．桃源大叶的突出特点是发芽密度小，芽头特
别肥硕粗壮，因此除了可以利用芽头加工高档茶
外，1芽1叶和1芽2叶的新梢都难以加工成体形秀美
的高档茶叶． 

1.2  桃源大叶的内含物质 

桃源大叶内含物质丰富，水浸出物含量高达
43.50%，多酚类物质含量为27.33%，有的测定值可
以高达31.69%[4]，儿茶素总量达14.16%，特别是酯
型儿茶素L-EGCg的含量达5.12%，占儿茶素总量的
比例高达46.93%．氨基酸含量为3.59%，酚氨比为
7.61[5]．茶多酚含量较高，红茶适制性好，芽头肥
硕更加适合加工红碎茶．也因为这一原因，加工绿
茶滋味过强，春茶后期或夏秋鲜叶加工绿茶口感不
佳，香气偏钝，色泽较黄． 

2  桃源大叶生产的成效和问题 

2.1  桃源大叶产业模式和成效 

目前“公司+农户”的模式，在全国茶业范围内都
得到了广泛推广．桃源县是较早尝试这种开发模式
的茶叶产地，经过多年的探索，桃源大叶的开发模
式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发展出包括“公司+农户”、

“公司+基地”、“公司+基地+农户”等多种经营合作模
式．“公司+农户”是茶叶生产企业出资金和技术，利
用农户的土地，指导农户种植茶叶并进行收购，达
到公司、农户的双赢[6]．“公司+基地”是指茶叶生产
企业建立自己的茶叶基地，以自产茶叶为主，同时
也对外收购加工农户的茶叶，但不与农户形成固定
的合作关系．“公司+基地+农户”的合作形式，是指茶
叶生产企业不仅与农户有合作关系，也有自营的茶
叶基地，以保证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桃源大叶茶的产业化经营取得了明显的效
果．由于经济效益好，群众生产积极性高涨．据测
算，桃源大叶茶园新鲜芽头产量可达375 kg/hm2，
按80元/kg的价格计算，仅芽茶产值就可达30 000 

元/hm2，如包括1芽1、2叶鲜叶的收入，丰产茶园仅
种植环节产值可过75 000元/hm2以上． 

以经营桃源大叶茶为主的公司，经营效益也相
当可观，如湖南省桃源县古洞春茶业有限责任公
司，茶园基地约230 hm2(含签约农户部分)，拥有名
优绿茶、红茶、特种茶的3条生产线，固定资产超
过3 000万元，年产量达1 000 t以上，年收入在1 800

万元以上． 

2.2  问题和解决的思路 

桃源县桃源大叶的种植面积占该县总可采摘
茶园面积的 31.7%，据了解，当地还在继续扩大桃
源大叶的种植面积，5~10 年将扩大到 6 600 hm2 以
上．扩大茶园面积固然值得肯定，但过度发展单一
品种对桃源县的茶叶产业将弊大于利，其原因主要
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会加剧县域内茶树品种单一化现象，不
符合生物多样性要求，单一品种威胁整个生态系统
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一旦遭遇暴发性病虫害，局面
很难有效控制[7]．如斯里兰卡原来种植咖啡，后来
毁于一场锈病不得不改种茶树，于 1867 年引进中
国茶树种苗建立了第一个茶叶种植园[8]．日本茶园
过去以薮北种[9]为主，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薮
北种的种植比例接近 50%，日本政府作出停止推广
薮北种的决定，才有效遏制了茶树品种单一化的发
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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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不利于茶叶整体品质的提高．茶叶综合
品质优是拓展消费人群、扩大市场份额的基础．立
顿红茶的成功经验[10]是，只求优质，不讲特色．品
质稳定的茶叶，必定要通过多种茶叶的拼配，也只
有来源广泛的茶叶拼配在一起形成一个优质的商
品，才能使产量和效益得到保证． 

第三，大面积种植单一品种，不利于平衡调节
采摘高峰．由于采茶劳力、加工条件的限制，必将
造成茶叶得不到及时采摘，导致经济损失．一般的
做法是通过科学规划，引进优良品种，实行早、中、
晚生品种搭配栽培，平衡采摘高峰，延长经济采摘
期[11]． 

第四，至今还缺乏与桃源大叶特性配套的栽
培、加工技术，更没有开发适合其性状的系列茶叶
产品．在众多的数据库中目前还很难搜索到有关桃
源大叶茶树的研究资料，这也说明桃源大叶的科学
研究远远落后于生产实际．针对桃源大叶新梢的生
物学特点，应当研究“反式”茶树栽培方法，变一般
茶树降低芽头密度、增加个体芽重为增加芽头密
度，削弱单个芽头的生长，使芽头变小．针对桃源
大叶多酚类物质含量较高，加工绿茶滋味过浓的特
点，在春茶后期和夏秋茶期间可以采取特殊的措
施，部分模拟春季的气候条件，调控新梢内含成分
的形成条件．为了提高桃源大叶茶园的生产效益，
更有可能的是开发一系列能够发挥桃源大叶品种
特性，变缺陷为优点，变特点为优势的茶叶产品，
高效利用夏秋茶． 

3  通过栽培措施改良桃源大叶茶树的性状 

3.1  剪采结合调控桃源大叶茶树新梢的生长 

剪采结合是调控茶树新梢生长的重要技术措
施．桃源大叶茶树新梢生长的调控目标是削弱单个
新梢生长，使芽头变细，因此，只有通过增加新梢
密度，才能在不降低产量的前提下使茶芽变细
小．在栽培措施上应当采取减少修剪次数、降低修
剪程度、延长修剪周期的方法，使采摘面的新梢密
度增加．这一方法与一般的茶树栽培方法比较，从
目标到措施都是反向的，称之为反式栽培方法．反
式运用采剪结合的方法，可以增加桃源大叶茶树的

新梢密度，使新梢个体变小，达到调控新梢生长的
目的．另外，桃源大叶茶树生长势强，在运用反式
栽培时，较难控制茶树高度，应当采用弧形树冠，
适当增加采摘批次，提高采净度，在采摘技术上实
行少留多采、平面采摘，杜绝立体采摘方法．确定
合理的树冠更新周期，维持茶树旺盛生长． 

3.2  遮荫调控桃源大叶新梢的内含成分 

遮荫可形成弱光效果，弱光下茶叶的多酚类物
质将明显减少，而氨基酸含量增加，调节酚氨比至
最适宜人饮用的比例范围内，将显著改善茶叶的入
口滋味．常硕其等[12]研究表明，覆盖遮阳网可以明
显降低福鼎大白茶和槠叶齐新梢多酚含量，增加氨
基酸含量，使酚氨比降低．弱光下叶绿素含量也会
增加，对茶叶成品的外观也可能有增绿的效果．不
同植物对光谱的敏感性不同，如果在最适合桃源大
叶生长的敏感波段进行遮荫，对于桃源大叶茶品质
的改善必将有显著效果． 

3.3  生态和工程措施相结合营造桃源大叶的生长

环境 

茶园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茶树生长和
茶叶品质，从生态角度确定茶园选址，在改善茶园
小气候、保持水土、抗旱防冻、造成一定遮荫等方
面颇有效果，同时可降低病虫危害，增加生物多样
性．生态措施与工程措施相应结合效果将会更加明
显．在茶园内设置遮荫设施，并增加喷雾，在高温
期通过喷雾达到增湿、降温、调光的多重效果[13]，
部分模拟春季气候条件将会有利于夏秋季桃源大
叶茶树新梢的生长，提高茶叶品质． 

4  创新加工技术提高桃源大叶茶的品质 

第一，根据桃源大叶新梢的特点，通过适当延
长鲜叶摊放时间，增加鲜叶失水，解决芽头肥硕、
嫩茎粗壮的鲜叶杀青不透不匀的问题，使茶叶滋味
朝醇和的方向转化[14]． 

第二，采用光照处理增加桃源大叶茶的香气的
技术，研究的重点是光质、光强和处理时间长短，
激发内源香气物质．在干燥工艺方面，要采用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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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烘技术，形成加工香；以低温慢炒为主，适当改
变绿茶的外形，增加香气[15-16]． 

第三，桃源大叶茶产量高、抗性强、生长量大
等特性决定了其在开发夏秋茶优良产品上的独特
优势．目前市场上，高档黑茶的消费扩大，优质红
茶也有较好的销路，而且价格相当可观．桃源大叶
的夏秋茶可以开发高档黑茶和高档红茶产品，如果
保证鲜叶嫩度，还可以加工国际市场的主销红茶产
品 CTC 红茶． 

5  建  议 

第一，进一步发展桃源大叶茶，提高桃源大叶
茶品质，其根本在于加强针对桃源大叶品种特性的
科学研究．当前必须解决的是桃源大叶茶树剪采制
度和技术；改善桃源大叶内含成分的茶树营养调控
技术；以提高香气；改进外形为主攻目标的桃源大
叶绿茶加工技术；桃源大叶系列茶叶产品开发． 

第二，桃源县的茶叶产业已成规模，应不失时
机地对全县茶叶产业发展进行科学规划．明确桃源
县茶叶发展的目标和思路，确定适度的产业规模，
调整茶园结构，在大区域和微域内优化早、中、晚
品种搭配栽培比例，形成区域生产优势，构建全县
茶叶加工体系．以科学技术作为桃源县茶叶产业发
展的依托，联合有关科技机构，形成桃源茶叶产业
科技支撑体系．明确市场目标，培植茶叶企业，集
中力量做大一两个茶叶品牌，形成市场拉动销售，
销售促进生产，产工销协调发展的茶叶产销格局． 

第三，发挥桃源大叶茶的优势，开发茶叶系列
产品．春季生产名优绿茶，夏秋季生产高档黑茶、
红茶及新型茶叶、茶保健产品、茶深加工产品等其
他产品[17]．延长高效产品的生产周期，最大限度地
利用桃源大叶的春、夏、秋季鲜叶，大幅度提高茶
叶生产经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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