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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东省农业标准化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海丰县西坑五指嶂茶业有限公司、海丰县莲银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汕尾市双叠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汕尾市莲苑种植有限公司、海丰县莲花茶业有限公

司、海丰县仁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仁荣茶业、汕尾市雄鹰实业有限公司、海丰县绿色部落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朱耀建、刘大志、凌彩金、周巧仪、郜礼阳、梁冬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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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丰莲花山茶产品品质控制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海丰莲花山茶生产质量控制的基本要求，包括种植环境质量控制、加工过程质量控制、

产品质量控制和生产管理控制等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海丰莲花山茶的生产质量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480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15091 食品工业基本术语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9630 有机产品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

GB/T 20014.12 良好农业规范 第12部分：茶叶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GB/T 31748 茶鲜叶处理要求

GB/T 32744 茶叶加工良好规范

GB/T 30375 茶叶贮存

GB/T 8321.1-8321.10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H/T 1070 茶叶包装通则

NY 5199 有机茶产地环境条件

NY 525 有机肥料

NY/T 288 绿色食品 茶叶

NY/T 225 机械化采茶技术规程

NY/T 5018 茶叶生产技术规程

DB44/T 2209 广东茶园生态管理技术良好规范

SB/T 10034 茶叶加工技术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630、DB44/T 2209、GB/T 15091、SB/T 10034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种植环境质量控制

产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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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茶树产地环境符合 NY/T 5018 和 DB44/T 2209 中茶园环境的要求。

4.1.2 在自然生态条件下，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山、水、茶、林、路综合布局。通过建立以茶树为

主的人工复合生态种植茶园，改善茶园生产条件，在垂直结构上，形成由“林果、茶树、绿肥作物”组

成的多种不同生态位。

4.1.3 生产基地周边环境较优越，生物多样性较丰富，基地与交通干线相距 50 m 以上，基地周围 3 km

内没有直接污染源。

4.1.4 土壤、灌溉用水和环境空气质量应分别符合 GB 15618、GB 5084 和 GB 3095 的规定。

园地选择

4.2.1 平地或坡度<10°缓坡的基地规划与建设符合 NY/T 225 机采茶园的条件。

4.2.2 丘陵园地宜选择坡度<25°；有效土层深厚疏松，土层厚度≥1m、pH 值 4.5～6.5、地下水位 1m

以下，水源、 空气无污染；规模相对集中连片，并具有可持续生产能力。

4.2.3 常规茶园基地的环境质量符合 GB 3095、GB 5084、GB 15618 的要求。

4.2.4 有机茶园基地环境条件符合 NY/T 5199 的规定。

4.2.5 有机茶园基地土壤质量、灌溉水质、空气质量符合 GB/T 19630 的要求。

4.2.6 根据基地的规模、地形和地貌等条件，设置合理的车辆通行和茶园管理、有利于保持水土流失、

且少占耕地面积的道路，建立较完善的排蓄水系统。生产基地与其它对茶园有潜在风险作物生产的市场

区域间应有山、河流、自然植被等天然屏障或人为设立具有明显隔离效果的缓冲带，以限制或阻挡因使

用禁用物质而造成的漂移风险。

4.2.7 茶园四周应营造防护林，防护林分隔茶园的面积根据基地的规模、地形和地貌等条件而定，一

般单个防护林茶园单元面积不宜超过 1hm2。

4.2.8 茶园四周或茶园区域内不适合种茶的空地进行绿化，主要道路、沟渠两边种植行道树，梯壁坎

边种树植草，行道树、草等品种选择可参照 DB44/T 2209 相关要求。

茶园开垦

机械开垦种植沟，一般深度50cm以上，彻底清除园中石头、树枝和树根、杂草和宿根等。种植沟内

根据土壤养分情况施用发酵完全的有机肥为底肥，肥料使用符合NY 525的规定，施用底肥深度以40cm

左右为宜。

品种选择

选择适应汕尾市本地气候、土壤和产品要求，并经国家登记或国家、省级审定的茶树品种。

种植要求

宜采用双行条栽方式种植；大行距150 cm～180 cm，小行距30 cm～40 cm，株距15 cm～30 cm，每

666.7 m
2
约1500株～3000株。

茶树修剪

根据茶树生育期、生长状况、气候条件和需求目标进行科学修剪，修剪时与茶树病虫害防治、肥水

管理相结合。修剪后的茶树枝条应及时清理移出茶园，集中存放或处理。

施肥管理

根据土壤理化性质、茶树长势、预计产量和气候等条件，确定合理的肥料种类、数量和施肥时间，

实施茶园测土平衡施肥，基肥和追肥配合施用。

病虫害防治

4.8.1 防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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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优先采取采剪、耕作、施肥等农业技术措施，加强茶园栽培管理；保护和利

用天敌资源，提高自然生物防治能力；采用适当的生物、物理防治措施、规范使用植物源和矿物源农药；

少用或不用化学防治方法。

4.8.2 防治措施

4.8.2.1 农业防治

合理修剪，及时采摘，推广防草布、间套紫花苜蓿或白三叶草、除草机等除草技术，秋冬季清除茶

园枯枝和病虫枝叶，预防冻害和晚霜。

4.8.2.2 理化诱控
A

A

悬挂色板、性诱捕器、杀虫灯或食诱剂等诱控技术。

4.8.2.3 生物防治

保护和释放瓢虫、捕食螨、赤眼蜂、寄生蜂等有益天敌。使用白僵菌、茶毛虫病毒提取液等病原微

生物，枯草芽孢杆菌、苏云金杆菌等微生物农药，印楝素、苦皮藤等植物源农药及春雷霉素等农用抗生

素等控制茶树病虫害。

4.8.2.4 化学防治

应遵循GB/T 8321.1、GB/T 8321.2、GB/T 8321.3、GB/T 832l.4、GB/T 8321.5、GB/T 8321.6、GB/T

8321.8、GB/T 8321.9、GB/T 8321.10的规定，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在茶树上使用的农药，应执行农

药安全间隔期规定，交替使用不同种类的药剂，尽量减少化学农药应用，控制环境污染。

农业投入品管理

4.9.1 农业投入品有专人管理，有产品合格证，建立采购和使用台账，保存相关票据、合同等资料。

4.9.2 仓库清洁、干燥、安全，具备通风、防火、防水、防爆、防虫鼠的条件。不同种类应分区域放

置，危险品有警示标识。

自然灾害防治

4.10.1 热害防治

高温干旱发生前，可采用稻草、杂草、谷壳、木屑等对茶园地面进行覆盖，稻草及杂草等粗料覆盖

厚度约10 cm，谷壳及木屑等细料覆盖厚度约5 cm，铺草时间全年或秋冬；当温度达到35 ℃或日平均气

温30 ℃左右且持续一周以上，或者茶园土壤含水量小于田间持水量的70%，宜及时进行灌溉。

4.10.2 冻害防治

冻害来临前，可采用稻草、杂草等对茶园裸露地面进行覆盖，覆盖厚度约10cm；也可采用喷水、吹

风等措施防冻。冻害发生后，应适时剪除受冻枝梢并增施追肥。

4.10.3 湿害防治

分析湿害原因，采用降低地下水位、开沟排水、缩短径流在低洼处的滞留时间等措施进行防治。

鲜叶采摘

4.11.1 采摘原则

根据茶树生长特性和制茶要求，遵循采养结合、量质兼顾和因园因树制宜的原则，按标准适时分批

勤采。

4.11.2 采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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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叶原料应保持新鲜，原料均匀一致，避免受损伤和堆积过厚引起发热变质。鲜叶标准应符合表1

的规定。

表1 鲜叶原料要求

鲜叶级别 鲜叶标准

特级 以一芽一叶和一芽二叶初展为主，占总芽叶数的 90%以上

一级 以一芽二叶为主，占总芽叶数的 90%以上

二级 以一芽二叶、一芽三叶为主，叶包括同等嫩度的对夹叶，占总芽叶数 80%以上

三级 以一芽三叶、一芽四叶为主，也包括同等嫩度的对夹叶，占总芽叶数的 80%以上

4.11.3 采摘方法

手工采茶应用标准手法提手采摘，保持芽叶完整、新鲜、匀净，不夹带鳞片、鱼叶、茶果和老枝叶，

禁止捋采和抓采。机采使用无铅汽油和机油，防止污染茶叶和土壤。严禁用不透气的容器盛装鲜叶。

4.11.4 分级和储运

鲜叶盛装、运输、验收、贮存应符合GB/T 31748的要求。鲜叶采摘和运输过程中避免日晒、雨淋、

挤压，避免鲜叶劣变。储运时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分类储运手采叶、机采叶及不同品种的鲜叶。采回

后，从鲜叶的嫩度、匀净度、鲜度等方面进行验收、分级、 称量、登记，及时摊晾、加工，不能及时

加工的需保鲜处理。

记录管理

应建立种植记录制度，有效记录种植过程各关键环节的活动情况，实现数据可追溯性。记录应至少

保持2年。

5 加工环境质量控制

厂区环境

按 GB 32744 的规定执行。

厂房及设施

按 GB 32744 的规定执行。

加工设备

加工设备达到食品加工的要求，不应使用铅及铅锑合金、铅青铜、锰黄铜、铅黄铜、铸铝及铝合金

等易造成茶叶铅、铜等重金属污染材料制造的设备器具。大宗茶类加工设备的炉灶间、热风炉设在加工

车间墙外，有压锅炉另设锅炉间。燃油设备的油箱、燃气设备的钢瓶和锅炉等易燃易爆设施与加工车间

至少留有3m的安全距离。强烈震动的加工设备采取必要的防震措施，可分离安装的大型风机设在车间外，

车间内噪声低于85dB。所有器具和工具应清洗干净后使用。新购设备要清除材料表面的防锈油。每个茶

季的开始，对加工设备进行清洁、除锈和保养。定期润滑零部件，每次加油应适量，不得外溢。

加工用水

加工用水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

灭菌消毒

加工场所要定期消毒，保持环境卫生；加工设备要在每季生产开始或结束后及时灭菌消毒。

产品包装、贮存

5.6.1 包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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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GB 4806.8、GH/T 1070 的要求，产品包装标识应符合GB/T191的规定，标签应符合GB 7718

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修改<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的决定》的规定。

5.6.2 贮存

应符合GB/T 30375 的要求。半成品或成品按级别、生产日期的不同，分类储存。

5.6.3 产品包装

产品应包装出厂，产品包装标识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6 产品质量控制

质量追溯

生产批号作为生产过程各项记录的唯一性编码，应包含产地、产品类型、田块、采收时间、加工批

次等内容。每个生产批号有记录。

质量控制

6.2.1 质量控制应符合 GB/T 32744、GB/T 20014.12 的规定。

6.2.2 绿色食品还应符合 NY/T 288 的规定。

6.2.3 有机产品还应符合 GB/T 19630 的规定。

生产记录

应建立记录制度。对采购、加工、储存、运输、入库、出库和检验等各个环节进行活动记录，以证

实所有的操作符合相应的要求，各种记录的格式宜规范，内容要齐全，实现数据可追溯性。记录应至少

保留2年。

产品质量控制

6.4.1 建立产品质量检测制度。配备必要的茶叶感官审评和理化检测设备，并定期检查设备，计量器

具每年至少校准 1次，做好质量内控。对无检测能力的项目定期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验。

6.4.2 建立不合格产品管理制度。建立不合格产品隔离、标识、处置、召回等制度，不合格原料及半

成品禁止进入下一步生产程序。

6.4.3 建立产品管理档案。按产品批次建立产品管理档案，包括产地环境、品种、生产记录和质量检 测

报告。保存所有审评记录、检验检测报告、不合格产品处置记录、仪器设备检定校准证书。产品管理 档

案保存至少 2年。

6.4.4 茶叶卫生质量应符合 GB 2762、GB 2763 的规定。

7 生产管理控制

组织管理

7.1.1 生产单位应树立茶叶全程质量控制管理理念，制定发布并贯彻落实各项规章制度，配备足够的

人员并赋予其岗位职责和工作权限，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设备，建立健全体制机制。

7.1.2 组织结构宜采用方块图的形式表述，明确职责和权限。管理文件正式实施后，从管理者到每位 员

工对照执行，不得违反。文件修订更新和换版颁布应遵循相应程序进行。

文件管理

7.2.1 建立符合生产需要的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制定生产全过程要素的管理文件，包括质量管理文件

和操作规程。质量管理文件包含组织机构图及人员岗位职责、质量管理措施及内部检查内容，编制适用

于茶叶生产的人员培训、生产计划、操作规程、卫生要求、设备设施、档案管理、产品追溯等制度或规

范，规范茶叶产地环境保护、投入品购买与使用、有害生物综合防治、采收、加工、包装和储运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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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从生产基地到产品销售全过程质量受控管理。

7.2.2 制度文件应分类存放在工作室内，有关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种植计划应在相应工作区域醒目 位

置显示。

员工管理

7.3.1 人员配置

根据生产需要配备必要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生产人员。质量管理人员负责生产过程质量控制，

技术人员负责技术操作规程的制订、技术指导和培训工作，生产人员按照技术规范要求从事生产活动。

配备具有专业技能的应急处置人员和必要的防护设备。

7.3.2 培训考核

及时对员工进行法律法规、岗位技能、安全生产、公共卫生等培训，每人每年培训不少于40学时。

生产人员上岗前应经过生产技能培训，掌握生产技术和操作技能；应急处置人员应具备应急处置能力并

受过应急培训。制定员工技能考核和业绩考核办法，明确员工岗位责任，定期实施员工考核。

7.3.3 卫生健康

从事茶叶加工、包装的人员上岗前及每年均应进行健康检查并取得健康合格证。加工、包装人员应

保持个人卫生，进入工作场所要戴口罩、洗手、更衣、换鞋、戴帽，离开车间时换下工作衣、帽和鞋，

不得使用指甲油、香水等影响茶叶品质的物品，不应佩戴手表、戒指等饰物。在加工和包装场所禁止用

餐、吸烟、随地吐痰。

内部自查

7.4.1 建立内部自查制度，设立内部检查员岗位，承担全程质量控制的管理文件修订工作，开展全程

质量控制管理的内部检查。

7.4.2 每年自查不少于 2 次，对自查发现的不符合项应采取有效的整改措施，并保存书面自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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