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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南亚热带生态茶园栽培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 

推荐单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完成单位：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1）、华南农业大学（2） 

成果简介： （一）成果主要内容概况 

项目针对广东省发展生态茶园亟需解决的栽培模式单一、土壤可持续培肥、病

虫害生态防控等问题，研究构建了优质高效生态茶园栽培技术体系，并制定了相配

套的生产技术规程 4个。 

1、幼龄茶园间作磷高效大豆技术：筛选出耐低磷大豆品种，克服了茶树间作

大豆需要补充磷肥的缺点，促进了幼龄茶园间作大豆模式在广东茶区的普遍应用。 

2、蚯蚓-有机物培肥技术：建立了基于蚯蚓、有机物互作机制的土壤可持续培

肥技术，避免了因大量施用化肥造成的土壤退化与污染问题。 

3、以生物多样性为核心的生态防控技术：建立以景观多样性为核心的生态茶园

栽培模式，以有效控制病虫害的发生危害为目标，实现了茶园生态优化和茶叶质量

稳定提升的双重效应。 

 

（二）成果推广应用情况 

2006-2014 年，生态茶园栽培关键技术体系成果先后在粤东、粤西、粤北主要茶

区推广应用。近三年应用项目技术茶园面积达 25.05 万亩，累计新增销售额

16620.98 万元，新增利润 6723.35 万元。在不使用化学农药的情况下，实现对茶园

主要虫害的有效控制，综合经济效益比传统生产模式年均增长 15%-30%. 在应用单

位中，5 家企业连续 5-7 年获得有机产品认证，总认证面积占我省有机茶认证面积

81.8%。 

主要完成人员情况表： 

排名 姓名 
技术职

称 
工作单位 对本项目的主要贡献 

1 唐劲驰 研究员 

广东省农业

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 

项目的总体构思与设计，负责茶园复合生态体系的研究与应用

（创新点 1，2，3，4）。本人在该成果投入工作量约占本人工作

总量 70% 。主要证明材料：授权专利 1、2，专著 1、2，论文

3、7、9-23、26。 

2 黎健龙 
助理研

究员 

广东省农业

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 

系统开展了茶园复合间作、病虫害生态调控的研究与应用（创

新点 1，3，4）。本人在该成果投入工作量约占本人工作总量

50% 。主要证明材料：授权专利 1、2，专著 2，论文 3、5、7-24、

26。 

3 戴军 教授 
华南农业大

学 

构建适合于华南茶区土壤应用的有机培肥体系（创新点 2）。本

人在该成果投入工作量约占本人工作总量 35% 。主要证明材



料：论文 4-7、21。 

4 唐颢 
副研究

员 

广东省农业

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 

进行了茶园节水灌溉及配套施肥技术研究与应用（创新点 3），

参与了蚯蚓有机培肥技术研究与应用（创新点 2）。本人在该成

果投入工作量约占本人工作总量 35% 。主要证明材料：授权专

利 1、2，专著 1，论文 7、9-23。 

5 张池 副教授 
华南农业大

学 

进行了华南茶区蚯蚓有机物料复合培肥技术研究（创新点 2）。

本人在该成果投入工作量约占本人工作总量 30% 。主要证明材

料：论文 4-7、25。 

6 周波 
助理研

究员 

广东省农业

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 

负责有机培肥技术体系土壤理化、生物性 状分析（创新点 2）。

本人在该成果投入工 作量约占本人工作总量 25% 。主要证明

材 料：论文 5、6、11、14。 

7 黎秀娣 农艺师 

广东省农业

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 

参与茶园磷高效大豆筛选研究与应用（创 新点 1），开展了茶

园景观斑块多样性研究 与应用（创新点 3）。本人在该成果投

入工 38 作量约占本人工作总量 23% 。主要证明材 料：论文 

9-11、13-19、24、26。 

8 陈旭飞 工程师 
华南农业大

学 

负责有机培肥技术体系土壤理化、生物性 状分析（创新点 2）。

本人在该成果投入工 作量约占本人工作总量 25% 。主要证明

材 料：论文 5、6、11、14、16、25。 

9 冯平万 
助理研

究员 

广东省农业

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 

参与茶园施肥技术研究和推广（创新点 4）。本人在该成果投入

工作量约占本人工作总量 15% 。主要证明材料：论文 24。 

10 陈海强 农艺师 

广东省农业

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 

参与茶园施肥技术研究和推广（创新点 4）。本人在该成果投入

工作量约占本人工作总量 15% 。主要证明材料：论文 20。 

11 胡海涛 农艺师 

广东省农业

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 

负责产品开发、经济效益分析及技术推广工作（创新点 4）。本

人在该成果投入工作量约占本人工作总量 10% 。 

12 曾文伟 
高级农

艺师 

广东省农业

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 

参与研究以及推广生态茶园建设技术体系（创新点 4）。本人在

该成果投入工作量约占本人工作总量 10% 。主要证明材料：授

权专利 1。 

13 黎华寿 教授 
华南农业大

学 

参与构建生态茶园栽培技术体系（创新点 4）。本人在该成果投

入工作量约占本人工作总量 10% 。主要证明材料：论文 9-11。 

14 吴利荣 
高级农

艺师 

广东省农业

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 

参与茶—豆间作田间试验与技术推广工作（创新点 4）。本人在

该成果投入工作量约占本人工作总量 10% 。主要证明材料：授

权专利 1，论文 12、15-17、23、24。 

15 黄国滋 
高级农

艺师 

广东省农业

科学院茶叶

研究所 

参与茶叶加工、及审评工作（创新点 3）。本人在该成果投入工

作量约占本人工作总量 10% 。主要证明材料：论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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