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EPF 热带项目 

茶园生物多样性保护指南 

1. 生态茶园与有机茶园的区别 

生物多样性是指地球上所有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等）、它们所包含的

基因以及由这些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生态系统的多样化程度。一般认为

生物多样性包含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 4 个层

次。 

有机茶园是指符合有机农业要求，按有机方式种植，与自然和生态法则相协

调，强调应用使生态系统保持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生产技术、不适用化肥、化学

合成农药、基因改造的品种，经过有机认证机构颁证的茶园。 

生态茶园是指在同一片茶园中，以茶树为主要物种，通过实施立体复合栽培，

人为创造多物种并存的良好生态环境，使茶树生长与茶园生态系统和谐统一，实

现茶叶生产可持续发展的茶园。 

简单来说，生态茶园是一个以茶园为主体的复合生态系统模式，一个整体概

念；而有机茶园是对茶树种植的一种生产方式。 

建设生态茶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保持水土，避免水土流失，提高土壤、光

能、肥料的利用率，改善生态环境；营造理想地域小气候，适合茶树生长，有利

于茶叶含氮物质的合成，并促使叶质柔软，持嫩性强，增进茶叶香气和滋味，改

善茶叶品质；同时提升整体效益，保持了生物的多样性，减少自然风险和市场风

险，帮助茶农提高收入，实现可持续发展。 

生态茶园栽培的模式，主要有：茶——果复合型，茶——林复合型。生态栽

培在改善茶园生态条件，促进茶树高产、优质上起到重要作用。同时生态茶园实

施生态防治的过程中，要注意控制农药残留，采用立体综合的生态防治网络，具

体包括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机械防治和生物源、矿物源农药防治等多种方



法，从而确保茶园环境和茶园管理的生态、环保。科学施肥，促进生态茶园优质

高效。根据茶树对营养物质的需求特点，在茶园施肥上应掌握：重有机肥，重基

肥，重春肥，重氮肥，重根肥等。 

生态茶园的出发点，是在进一步发展茶叶生产的大趋势中，在追求更高经济

效益的同时，如何使茶园结构稳定，经得住自然的考验和市场的波动，如何让经

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起来，如何使环境质量不再下降，生态有所改

良，资源能永续利用。 

 

2.生态茶园研究现状： 

国内对茶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生物多样性与茶园的关

系，茶园间作、套作、覆盖对茶园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不同类型群落与茶园生物

多样性关系，农事活动对茶园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上等。 

国外对茶园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多集中在茶园破坏生物多样性上，对茶园生物

多样性的提高上较少，地区主要集中在印度地区，如 Michael E.Soule（1998）在

Conservation Targets: Do They Help? 文章中指出印度南部曾经大面积的是热带雨

林，为了种植茶叶，大面积的热带雨林被砍掉，生物多样性指数大大降低。 

2.1 生物多样性与茶园的关系 

王庆森对生物多样性与茶园害虫控制的研究表明：多样性复杂的作物布局往

往能增强其对害虫定殖的阻碍作用, 从而加大害虫定殖为害的难度。如在农作物

四周种植有防护林带, 可起到阻挡空气的流动作用, 进而减少许多随风扩散害虫

的侵入；且多样性复杂的作物系统易使害虫幼期扩散受阻，进而使其存活率降低。 

除此之外，与单作系统相比, 多样性系统通常还会影响了田间的小气候。如

高大作物或杂草将阴影投到较矮植株上, 地表覆盖植物、藤蔓植物或杂草等都可

改变地表的反射力、温度和蒸发等。由于昆虫已经适应了某种特定的小气候环境, 

所以这些变化强烈影响昆虫的生长和存活。特别是温度和湿度严重影响昆虫的生



长速度、取食效率以及幼虫和成虫期的存活率。 

多样性作物格局和非作物生境还能够转移分散害虫；生物多样性可使天敌替

代猎物的种群数量和密度增加, 并可增加替代猎物在系统中的存在时问( 特别是

靶标害虫出现之前) 和空间均匀度, 从而使天敌能够长时问内存留于作物系统

中。在茶园生态系统中,人工复合生态系统比纯茶园具有较高的生物多样性和较

稳定的昆虫群落结构。 

2.2 茶园间作、套作和稻草覆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叶火香对浙江松阳县境内四种间作茶园和一种单作茶园的节肢动物群落进

行的系统调查表明：1.间作可以通过调节茶园的温湿度等，为茶园昆虫的生长营

造适宜的微环境，极大地促进了茶园昆虫种群的增长和繁荣；2.茶园间作吊瓜和

杨梅对天敌数量有明显的增加效应，有利于提高茶园生态系统抗干扰的能力，增

加茶园生态系统的稳定性；3.间作茶园蜘蛛种数都多于纯茶园，吊挂间作、杨梅

间作能显著增加茶园蜘蛛种类和数量；4.与杨梅和柑橘间作的茶园天敌对假眼小

绿叶蝉的自然控制作用较好； 

吴满霞对茶园间作增进生物多样性和提升茶叶品质的研究也表明，茶园间作

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大昆虫种类数、增大多样性指数、增大益害个体数量之比，间

作对于假小绿叶蝉等重要害虫有一定抑制效应，这种趋势在植被较差的丘陵茶区

比植被丰富的山区明显。间作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增进芽叶嫩性，增加氨基酸等有

效成分的含量，提升茶叶品质。 

 陈李林对间作牧草对茶园螨类群落多样性的影响进一步表明，与留养杂草

对照相比, 间作百喜草或圆叶决明均显著增加了茶冠层和凋落层捕食螨的物种

丰富度(S)、有效多样性指数(eH′)、个体数(N)和绝对丰度( n )。与留养杂草和

除杂草这两种对照相比, 间作百喜草或圆叶决明均显著增加了茶冠层和凋落层

优势种圆果大赤螨(Anystis baccarum)的个体数(N)。茶冠层植食螨和腐食螨及凋

落层腐食螨的所有群落指标在不同处理茶园间均无显著差异。茶冠层和凋落层螨

类群落物种丰富度(S)和个体数(N)季节性变化明显, 物种组成相似性高。间作茶

园和留养杂草茶园茶冠层的螨类总个体数与其对应的凋落层螨类总个体数呈显



著正相关。多样化茶园有利于保护和利用捕食螨, 从而对茶园有害生物进行生态

控制, 促进有机茶叶可持续生产。 

除此之外，黎健龙对间作与覆盖对茶园生物多样性及茶叶产量的影响研究也

表明：幼龄茶园中茶行间种豆科作物并覆盖后，能提高茶园生物多样性，特别有

利于增进蜘蛛等天敌的种类与数量及对害虫的生态控制能力，从而增加茶叶产

量。其中，覆盖甘蔗叶与间作山毛豆效果更好，节肢动物多样性为0.8156，蚯蚓

种群数量增加显著,产量明显提高。 

胡淑霞的调查进一步显示，以合理的防护林、胶林或遮掩布局的茶园，能充

分体现茶园复合生态系统的共生互惠、边缘效应，可以吸引大量鸟类进入茶园捕

食金龟子、象甲及茶尺蠖、茶毛虫、茶刺蛾、卷蛾等鳞翅目的幼虫或成虫，并为

它们提供栖息和繁殖场所，同时复合生态茶园具有较强抵御外界不良气候的影

响，形成良好稳定的茶园小气候，不仅有利于茶树正常生长发育和产量提高，而

且常影响气候的稳定为茶园生物多样性稳定和保护应用起着重要作用。 

在生态控草方面，何秋虹在丘陵地区茶园生物多样性的研究表明：1.茶园间

种白三叶草也减缓土壤温度的波动，阻止土壤表面的杂草种子得到光照，而白三

叶草的根系主要分布在0-20cm土层，密集的地表匍匐茎对杂草种子萌发产生了较

强的机械阻力，并使处于土壤表层的部分杂草萌发后因缺乏养分、光照和水分而

逐步死亡，很好地控制了茶园杂草的发生和发展；2.茶园间作白三叶草和稻草覆

盖明显提高了水浸出物、氨基酸和和水分的含量，降低了茶多酚含量和酚酞比，

提高了茶叶色泽、汤色、香气、滋味、叶底和持嫩度等主要感官品质，其中秋茶

品质的改良效果更好，间种白三叶草的作用更加突出。3.稻草覆盖处理茶园在春、

夏和秋季3个时期杂草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均高于清耕对照茶园。均匀度指

数在春和夏季高于清耕对照茶园，优势集中性指数在3个观测时期均低于清耕对

照茶园，稻草覆盖使茶园杂草群落趋于稳定，杂草群落优势种不明显，杂草不容

易严重发生，对茶树生长影响较小，在春季和夏季的控草效果好，到秋季后由于

覆盖的稻草大部分已经降解和腐烂，茶园杂草的发生数量开始上升，杂草生物量

和对照茶园差异不明显。 

徐华勤对不同生态管理措施对丘陵茶园杂草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研究也表明，



稻草覆盖和间作三叶草降低了田间杂草的总密度，降低了优势杂草在群落中的相

对密度，有利于维持田间杂草的生物多样性。 

2.3 不同类型茶园群落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 

谭济才对不同类型茶园昆虫、蜘蛛群落结构分析的研究表明，在生态控制的

茶园，由于完全不使用化学农药，昆虫和蜘蛛的丰富度、多样性指数、均匀度较

大，综合防治的茶园次之，而主要依靠化学防治的茶园，丰富度减少，多样性指

数和均匀度降低，经常出现害虫爆发成灾的现象。生态环境复杂的茶园比生态环

境单调的茶园、成龄茶园比幼龄茶园的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也较高。 

季敏对不同树龄茶园杂草群落物种组成及多样性差异进一步表明：随着茶树

种植年限的延长，生境和人工管理资源的影响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不同树龄茶园

杂草群落的科、属、种组成差异显著，群落结构存在明显分化。其中，成年茶园

杂草种类丰富，多年生杂草比例明显高于幼龄茶园，与幼龄茶园相比，成年茶园

春季杂草物种的丰富度、均匀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均高于幼龄茶园，杂草群落优

势度指数明显低于幼龄茶园，成年茶园春季杂草的主要种较多，群落的结构复杂

且稳定，对环境的变化或来自物种群落内部种群波动的缓冲作用强; 虽然幼龄茶

园春季杂草物种不多，但杂草优势种突出，因此也容易发生严重危害。由此可以

看出，成年茶园秋季杂草的物种丰富度、优势度指数和多样性指数均高于幼龄茶

园，杂草群落均匀度指数略低于幼龄茶园，其群落发生危害的均衡性差，因此容

易发生较重危害。 

2.4 农事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戴轩对农事活动对茶园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的研究表明：茶园套作打破单一的

茶园结构，提高植物多样性，对生物种类和数量的增加以及茶园生物多样性的提

高起着直接的积极作用，同时还有利于杂草、虫害的控制，从而减少农药的使用，

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起间接作用。 

通过分批及时采摘，不仅可以保证茶叶质量和产量，而且可恶化这些有害生

物的食物源和生存环境，并去除病菌、虫体（包括卵）等种群数量，抑制或减弱



它们的继续发展、蔓延及危害。 

不进行人工干预条件下茶园蜘蛛对假眼小绿叶蝉种群数目的更好的控制作

用。此外，捕食性益螨对茶园侧杂食线螨和茶橙瘿螨，食蚜蝇对茶蚜也有一定抑

制作用。在自然条件下，绒茧蜂对茶尺蠖、赤眼蜂对茶毛虫、茧蜂对茶小卷蛾等

的田间寄生率可达70%、60%和50%，使这些害虫对茶树的危害控制在经济损失

阀值以下。 

3.生态茶园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态茶园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功能的充分发挥，离不开良好的宏观生态环

境，而保持茶园生物多样性是建设生态茶园的基础。 

生态茶园要求生态环境优越。为此，应对茶区的山、水、林、路等做全面规

划，合理布局；尽量保护茶区原有的树林、植被，不宜植茶的陡坡、山顶、山脊、

山脚、沟边及空隙地等大力植树造林；茶园四周，风口设置防护林带等，以不断

改善宏观环境条件，创造一个适宜茶树生育的生态环境，同时促进农、林、牧、

渔的平衡发展。总的来说，建设生态茶园是模仿原始森林生态系统进行茶园种植

与管理，是建设一种森林生态农业系统。 

3.1 基本原则 

结合生态农业和自然永续的理念，活用多年生与一年生的作物，通过多层次、

多物种的生态设计，最大化地利用阳光、实现水和养分的循环。不同生物之间相

互协作发挥了自然的力量，代替来自人的投入和管理。例如：施肥作物，可以利

用具有固氮作用的树种，代替合成氮肥；矿工作物，可以分解土壤中的矿物，将

养分提供给其他植物使用；吸引传粉者的植物，不仅吸引蜂蝶前来传粉，还吸引

各种益虫，与系统中的其他动植物一起形成完整、多样的食物链，防治病虫害。 

3.2 技术路线 

1. 分层种植，形成人工引导型复合生态茶园 



简单的森林生态农业可以是三层：树、灌木和地表植物。而复杂一点的森林

生态农业可以有七个层次，包括：大型乔木层、小型乔木层、灌木层、攀援植物、

草本植物层、地被层、根际植物。 

 

 

营造适宜的人工复合生态茶园，最大限度的利用生物多样性，以有益生物控

制茶园害虫的发生与发育，不施农药，不断修复和改善茶园生态环境，提高茶园

物种多样性与增加茶园生态异质性，增强茶园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还可提升茶叶

品质，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因地制宜，热带地区茶园间作可种植灌木或小乔木，

组成二层林冠及地被层的茶园生态系统，如橡胶和茶园间作的胶茶人工群落等，

还可生态除虫。 

可在茶园内上层定植柳杉、菠萝蜜、番木瓜、槟榔等经济林木，既不影响茶

叶产量，还可提高茶农收入；在林下可种植菠萝等经济作物，达到充分利用茶园

土地的目的；在林间可放养鸡鸭等家禽，也可以放养牛等家畜既可以吃茶园里的

虫子和杂草，还可以给茶园自然堆肥，达到发展立体生态茶园的效果。 

可以融入森林生态农业的可食植物 



乔木层 栗子树、松树、苹果、梨树、杏树、桃树、杏仁树、桑树、柿

子树、樱桃树、山楂树等 

灌木层 包括很多开花、结果、吸引野生动物的灌木，如蓝莓、玫瑰、

树莓、榛子等 

攀援植物层 葡萄、猕猴桃、百香果等 

可以融入森林生态农业的施肥作物 

固氮树种 槐树、合欢树、相思树、降香黄檀等 

固氮灌木 沙棘、木豆等 

地表固氮作物 三叶草、紫花苜蓿、野豌豆、各种草本豆科等 

矿工作物 蒲公英、紫草科聚合草属作物、萝卜等 

 

2. 生态除草/除虫，生态制肥 

茶树是需水肥较多的高产作物，生态茶园只有施足有机肥，充分满足茶树养

分需求，才不会降低茶叶产量。尤其是在茶树的生长幼年期和茶树生长的成年期。

实施生态防治是控制茶叶污染、建设生态茶园的关键。在病虫害防治上，采用立

体综合生态防治网络，及包括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机械防治和生物源、矿

源防治等多种方法。科学施肥是促进茶叶优质高效、建设生态茶园的保证。根据

茶树对营养物质的需求特性，在茶园施肥上应掌握以下原则：重有机肥，有机肥

和无机肥相结合；重基肥，基肥与追肥相结合；重东肥，东肥与夏秋肥相结合；

重氮肥，氮磷钾肥相结合；重根肥，根肥与叶面肥相结合。 

在茶叶采摘时（清明节前），通过分批及时采摘，保证茶叶质量和产量，恶

化这些有害生物的食物源和生存环境，并去除病菌、虫体（包括卵）等种群数量，

抑制或减弱它们的继续发展、蔓延及危害。 

目前大多数茶园去除杂草主要采取人工草的方式，可以尝试采取覆盖稻草或

种植三叶草一类的植物的措施来遏制杂草的生长，自然去草。 



总之，建设生态茶园，既符合茶树喜温喜湿和漫射光的生物学特性，又符合

生物多样性，有利于生态平衡的自然法则。可以说生态茶园是解决茶叶生产过分

依赖化和提高经济效益的一个根本性措施。 

 

4.茶园生物多样性保护监管机制 

 

茶叶的生产管理和监督 

生态茶叶的生产需要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及外部技术支撑机制。 

 

保护地友好模式： 

茶叶生产由当地农户在保护地友好体系帮助聘用的有机茶专家指导下进行。

专家一周一次到现场指导，及时解决潜在问题，保障生产顺利进行。 

自然保护工作的监督，主要采用保护地友好体系志愿者或工作人员现场监

督、农户相互监督、网络直播工作过程、指导专家辅助监督和参与式保障体系监

督等多方位综合的监督机制。 

（1）现场检查：保护地友好体系志愿者或工作人员作为在地的环保组织监



督茶园生产和自然保护工作。主要采取现场检查的方法进行监督，检查内容

包括茶叶生长情况及病虫草害发生情况，是否按照生产方案进行茶叶生产，

是否如实记录生产过程，是否按要求保护野生动物。检查对象为参与茶叶生

产的村民，检查方式包括口头问询，查看生产记录，查看生产地点有无违规

操作的证据（如药物包装、药物残留的颜色和气味等）。每次检查完成后，

应记录检查日期、人工数、车辆使用情况、检查发现的情况，并拍照记录生

产现场情况，如遇违规行为，则应拍摄更加清晰、准确的照片，留作证据。

检查结束后，及时将检查结果汇报给保护地友好体系相关部门，并将文字结

果和现场照片一起发布到微博上，生产结束后撰写监督总结并提交。 

（2）不定期抽查：应保证每月至少两次的现场监督，不提前通知。 

（3）参与式保障体系：组织城市里的消费者到实地茶园采茶、做茶。 

（4）村民相互监督：我们将三户村民作为一个生产整体进行管理，一旦发

生违规行为，将对三户村民统一进行处罚，借此促进村民间相互监督。 

（5）指导专家辅助监督：有机生产指导专家在每次指导完成后，详细记录

生长现状和管理建议，指导记录将和村民的生产记录进行对比检查，防止村民生

产记录作假。 

（6）网络直播：建立茶园网络自媒体，及时发布生产和保护工作的过程、

进展等信息，详细方案参考项目地微博运营方案。 

（7）生产记录：针对茶叶的生产设计一套生产记录表格，生产方按照表格

要求详细记录方法、过程、成本、物资投入等各项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