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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为了对昌宁县古茶树实行科学规范的管理、养护和复壮，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中对昌宁树保护的要求及县古茶试验方法采用了现行的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本标准中附录 A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昌宁县农业农村局提出并负责解释。

本标准由保山市农业农村局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昌宁县农业农村、昌宁县茶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昌宁县古树茶保护

与开发协会、昌宁县茶叶技术推广站。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有权、王平盛、张德恩、宿迷菊、段学良、李 湘、洪 志、张子宁 、赵

必长、杨 恺、王洪斌、翁德富、李明红、施玉菡、赵彬娣

本标准替代 DG5305/T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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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宁县古树茶保护技术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昌宁县古茶树对保护的术语定义、管理、复壮、有害生物防治、防腐、修补与加固、

支撑、采摘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昌宁县古茶树保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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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T 5197 有机茶生产技术规程

NY 5199 有机茶产地环境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昌宁古茶树

昌宁古茶树是指分布于昌宁县域内树龄百年以上的茶树。

3.2 树冠投影面

树冠所覆盖的地面面积，即树冠外缘的垂直投影面。

3.3 复壮

对生长衰弱的古茶树通过改善其外在生长条件和自身营养状况，促进其生长，以达到恢复树木正常

生长并增强树势的技术措施。

3.4 防腐处理

通过涂抹防腐剂等措施防止古茶树腐烂。

3.5 硬支撑

指从地面到古茶树斜体支撑点用硬质柱体支撑的方法。

3.6 拉纤

指在古茶树主干或大的侧枝上选择一牵引点，在附着体上选择另一牵引点，两点之间用弹性材料牵

引的方法。

3.7 一类保护古茶树

基径>80cm、树高>10m；居群中物种繁多，生态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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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二类保护古茶树

基径50cm～80cm，树高>5m；生态环境优越，人工干预少。

3.9 原生态古茶园

古茶树生长于高山上，地表植物相对完整，多数茶树基径在 10 cm～35cm，树高 3m～6m。每亩约

10 株，数量稀有。人工干预少，植被覆盖良好，生态环境优越。

3.10 生态古茶园

古茶树生长于高山上，原始地表植物已被除去，多数茶树基径在 10 cm～25cm，树高 2.5～4.5m。

每亩约 20株。有一定的人工干预，生态环境良好。

4 认定与监测

4.1 认定

昌宁古茶树由昌宁县人民政府指定的机构认定。

4.2 监测

定期监测古茶树长势和营养状况。

4.3 一类保护古茶树必须一树一档，经县人民政府公示批准，统一编号、建档实施数字化监控。除纸

质档案外，还要建立电子档案，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实行计算机网络动态监测管理。

4.4 根据古茶树等级逐株制定管理方案，县、乡（镇）、村落实责任单位、责任人。

4.5 古茶树建档登记见附录 A。

5 防护

5.1 防护标志

在古茶树周围醒目位置设立保护标志。标识牌为：一类保护古茶树红色，二类保护古茶树蓝色。

5.2 标示牌内容

5.2.1 标明古茶树种名、学名、科属、保护等级、树龄、挂牌时间、编号。

5.2.2 对古茶树的历史、文化、科研和旅游价值等进行说明。

5.2.3 禁止攀折、砍枝、移植。

5.3 标志牌规格和材质

120cm×100cm，材质不限。

5.4 悬挂要求

悬挂标示牌需经乡镇及其上级人民政府指定的专业机构批准、备案。置于古茶树根盘范围5米处。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96135/11961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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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防护范围

5.5.1 划定古茶树保护区域不小于树冠垂直投影外延 5m 的范围；树冠偏斜的，还应根据树木生长的实

际情况设置相应的保护区域。对生长环境特殊且无法满足保护范围要求的，须由专家组论证划定保护范

围。

5.5.2 古茶树树冠以外 5m 范围内为古茶树生长环境保护范围，在生长环境保护范围内的新、扩、改建

建设工程，必须满足古茶树根系生长和日照要求，并在施工期间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5.5.3 在古茶树保护区域内，不得从事挖掘、取土、堆放各种材料（货物）、埋设管线、堆放或焚烧

杂物、倾倒废水和工业废渣、新建改建构筑物等任何有害树木生长的活动，不得设置排放污水的渗沟。

在保护区域内现存的构筑物，危及古茶树正常生长、生存的，经组织专家组论证后，报县人民政府批准，

由责任单位限期治理。

5.5.4 生长于平地的古茶树，裸露地表的根系应加以保护，防止践踏。生长于坡地且树根周围出现水

土流失的古茶树，须由专家组论证后采取砌石墙（干砌）护坡、填土护根等措施，护坡高度、长度及走

向据地势而定。生长于河道、水系边的古茶树，应根据周边环境用石墙、木桩等进行护岸加固，保护根

系，防根系被水渍；主干被深埋的古茶树，应进行人工清除堆土，露出根茎部。

5.5.5 古茶树保护区域环境保护参照 NY 5199《有机茶产地环境条件》执行。

6 养护

6.1 日常养护

6.1.1 水分管理

保持古茶树保护区域土壤原生态。对一、二类保护的古茶树，在气温过高、日照强烈、空气湿度小、

蒸腾强度大、尘埃严重时，应灌水、用秸秆覆盖或安装自动微喷系统保持土壤水分。

6.1.2 肥培管理

6.1.2.1 营养测定。一类保护古茶树每年进行一次叶片的营养测定，二类保护古茶树、古茶园每二年

进行一次。依据测定结果，制定施肥方案。

6.1.2.2 施肥。

A、方法。以树干为中心，在树冠覆盖边缘垂直的地面开环形施肥沟，施肥沟深 30cm 左右，施后盖土。

B、品种。经无害化处理的牲畜粪便、厩肥和堆肥。

C、数量。每年每株古茶树>50kg。

D、时间。9月～11 月。

6.1.2.3 种植绿肥培肥土壤。在离古茶树根茎 50cm 外采取点播或撒播的方法种植豆科绿肥，在盛花期

直接翻埋和刈割翻埋，翻埋深度在 20cm 左右。

6.1.3 树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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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1 古茶树应结合通风采光和病虫害防治等进行整形，去除枯枝、断枝、劈裂枝、内膛枝过密枝

和病虫枝等，严禁对正常生长的古茶树的树冠进行重剪。对能体现古茶树自然风貌且无安全隐患的枯枝

应予以保留，但应进行防腐固化和加固处理。

6.1.3.2 整形宜避开伤流期。宜在抽芽前进行。

6.1.3.3 有纪念意义或特殊观赏价值的枯死古茶树，应采取防腐固化、支撑加固等措施予以保留，并

根据造景要求进行合理整形。

6.1.3.4 在科技部门的指导下，合理伐除或修整影响古茶树采光通风的古茶树保护区域内的草木。

6.1.4 土壤管理

6.1.4.1 松土：古茶树保护区域内的土壤有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和部分废弃构筑物的，应予以清理。

每年至少进行 1 次松土，松土时采取的措施应避免伤及根系。条件允许的应设置施肥沟，施有机肥和生

物肥，改善土壤的结构和透气性。

6.1.4.2 换土：生长在土壤条件差的古茶树，应采取换土处理，在树冠投影范围内，换土深度不少于

1m，每次换土面积不大于树冠投影面的三分之一。两次换土的间隔时间不少于一个生长季。施工过程中

及时将暴露出来的根用浸湿的草袋子覆盖，将原来的旧土与沙土、腐叶土、锯末、无害化有机肥和生根

剂混合均匀之后填埋其上。对处于排水不良土壤的古茶树，同时挖深 2m～3m 的排水沟，下层填以大卵

石，中层填以碎石和粗砂，再盖上无纺布，上面掺细砂和园土填平，使排水顺畅。

6.1.4.3 古茶树下配植的植被要优先选择有益于土壤改良和古茶树生长的地被植物，如豆科作物等。

6.2 有害生物防治

——参照NY 5199《有机茶产地环境条件》和NY/T 5197《有机茶生产技术规程》执行。

7 复壮

7.1 对长势衰弱的古茶树应进行光、热、水、土壤等状况的调查研究，制定复壮方案，供专家组论证。

古茶树的复壮应由有古茶树保护成功经验的茶叶科技机构进行。

7.2 当光照条件因建设因素产生突然变化，影响古茶树正常的光合作用时，应进行遮光和补光处理。

7.3 当环境变化导致古茶树局部温度过高造成热伤害时，应采取建防护墙，种植防护树（林带）和树

体喷雾等防护措施，并尽量去除热源。

7.4 待复壮古茶树，应进行土壤含水量的测定。由于人为或自然因素导致地下水位发生变化的，应及

时进行排水或浇水处理。对根部受到损伤或蒸腾强烈而导致缺水的，应实时进行叶面喷雾补水。对于生

长地的地下水位过高或土壤盐碱化的，可利用埋设盲管的方式降低地下水位或排盐。排水不良的要设渗

水井，雨季可酌情用泵加强排水。

7.5 由于人为或机械因素造成土壤板结或土壤孔隙大量堵塞而导致土壤结构变劣时，可通过松土、换

土、埋条和铺梯形砖等方法结合改良土壤结构，增加土壤的通透性。

7.5.1 换土及培肥：复壮古茶树换土及培肥参照（6.1.4.2）措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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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地面打孔：对无法拆除地面硬铺装置或无法进行大面积换土的，可在树冠垂直投影以内根据根

系生长情况酌情打通气孔。通气孔密度每平米一个，深度 50cm～200cm，直径 5cm～12cm。可结合观察

孔设置。

7.6 应根据土壤检测的结果制定土壤改良方案，并经昌宁县茶叶技术部门批准后实施。对于土壤贫瘠、

营养面积过小、发生污染的土壤，应通过松土、换土、施用肥料（复合肥、气肥、生物肥料）等措施进

行改良。

7.6.1 可通过复壮沟与通气管、渗水井等措施，改善地下环境，使其根系在适宜的条件下生长。复壮

沟应与通气管和渗水井相连，以利透气排水。也可以采用营养坑的方式，满足树木生长所需的营养元素，

从而达到复壮的目的。

7.6.2 叶面追肥法：每年进行 2 次～5次，遵守营养均衡原则，根据营养诊断结果确定肥料比例及浓

度，追肥一般在阴天、早晨或傍晚进行。

7.6.3 注杆施肥法。即采用插瓶、吊袋、加压施肥或用微孔注射的方法进行施肥，肥料配方应根据营

养诊断结果制定，可根据需要加入适量生长调节剂，也可使用市面上销售的注干施肥液，但均应经试验

后使用。

7.7 应对古茶树保护区域内的烟囱、垃圾焚烧点等污染源要进行清除。对保护区域外的污染源建议整

改。对已造成危害的，经专家论证采取补救措施。

7.8 可通过断根的方法刺激新根的发育和生长，一般在树冠垂直投影面的边缘进行。断根要在 2-3 年

内分步进行，或结合开挖施肥沟进行断根。断根时保留粗大的支撑根，断根处涂抹伤口保护剂和喷洒生

根剂。

7.9 因开花结果多导致树势衰弱的古茶树，可采用剪除或用生长调节剂处理等方式进行疏花疏果。

8 防腐、修补与加固

8.1 伤口处理

枝杆上因机械损伤、有害生物、冻害、日灼等造成的<25cm²的小伤口，应先清理伤口，喷洒2%-～

5%硫酸铜溶液或涂抹石硫合剂原液进行伤口处理，清理时避免损伤愈伤组织，待伤口干燥后，再涂抹专

用的伤口涂封剂或紫胶漆，或进行桥接。

8.2 防腐处理

8.2.1 古茶树树体因破损造成木质部腐烂甚至中空的，应进行防腐处理。

8.2.2 用硬刷刷除腐朽部位的杂质、浮渣，并喷洒 2%-5%硫酸铜溶液、涂抹 5%波美度石硫合剂原液或

50%多菌灵 500 倍液等进行伤口处理。伤口处理应清理到健康部位。

8.2.3 防腐固化处理前，对腐朽部位进行杂质浮渣等清除的预处理。预处理后在创面涂刷防腐固化液

2-3 遍，每遍间隔 2-3 天。涂刷防腐固化液应在晴天、创面干燥的情况下进行。

8.3 修补处理

8.3.1 预处理：古茶树上因腐烂产生的树穴应进行修补，修补前应做好排水、清创和消毒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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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树穴修补分为开放法、填充封口法和封口法等。推荐采用开放法。

8.3.2.1 开放法。预处理结束后，进行防腐固化处理，涂防护剂。每年定期进行清腐、防腐固化处理，

经常检查洞内的排水情况，防护剂每隔半年涂抹一次。如树穴很大，完全敞开，只剩下周围树皮的古茶

树，采用“丰”字型柱体方式修补，在树穴内竖“一笔”做支撑，横“三笔“做树身的拉靠，在树洞中

形成“丰”字状，树洞过大的还可酌情增加支撑横条。

8.3.2.2 填充法

A、假填充法：假填充法介于开放法和填充法之间，也可满足树穴修补后必要时打开观察内部生长情况

的要求。首先清理树穴并消毒，同时给树穴沿开创边整形。将整形后的树穴边缘树皮切掉 10cm～15cm

深。钉上钢丝网或纱窗，用水泥混合物（加 107 等胶合剂最好）涂在网上，厚度 10cm～15cm，干后再

涂上一到二层紫胶漆，干透即可。也可加贴一层棉布，刷一层腰果漆或清漆，如此反复，至 10 层～15

层。涂封工作完成后应在表面涂上树皮色纹或年轮色纹进行装饰，并再涂紫胶漆等防水涂料进行防护。

B、发泡材料填充法：利用低温发泡剂（聚氨酯泡沫）良好的伸缩性能和耐久性能进行填充的一种方法。

清理、消毒树穴和整修穴口形状后，削去穴口边缘树皮 1cm 宽，盖上铝板等覆盖物密封洞穴，上留一孔。

从孔中注入聚氨酯发泡剂，直至发泡剂溢出，待其硬化后，取下覆盖物，用刀削成所需形状，其表层应

在形成层之内，涂上伤口途封剂或树漆。

8.4 加固措施

8.4.1 螺纹杆加固法

螺纹杆直径1cm～2cm。树体劈裂处打孔，螺纹杆穿过树体，两头垫铁片和橡胶圈，拧紧镙母。螺栓

及垫片应与树干木质部紧密结合，以达到加固和以后愈合体遮盖螺栓的目的。中间露空的螺纹杆应涂防

锈漆防止生锈。大树穴可每隔30cm～80cm用螺纹杆重复加固但上下杆要错开，避免伤害同一方位的输导

组织。伤口应及时消毒，涂上紫胶漆等伤口涂封剂。加固处理后的树穴可覆盖钢丝网等防护。

8.4.2 铁箍加固法

主干有裂缝的，用2个半圆铁箍固定，铁箍与树干间用塑胶等软性材料铺垫。

9 支撑

9.1 支撑对象

对树干严重中空、树体明显倾斜或易遭风折的古茶树，应采用支撑加固法。支撑柱的造型和材质设

计应考虑古茶树的景观需求，符合古茶树的整体造景和便于茶树生长。

9.2 支撑方法

支撑措施有硬支撑、螺纹杆加固支撑法和拉纤等。

9.2.1 硬支撑：在树干或树枝的重心上方，选择受力稳固的点作为支撑点；支柱顶端的托板与树体支

撑点接触面要大，托板和树皮间垫有弹性的橡胶垫，支柱下端应埋入水泥浇筑的基座里，基座应埋入地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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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螺纹杆加固支撑法：螺纹杆加固支撑点一般在树干或树枝的重心上方，具体应根据树干、树龄、

材质、结构（空穴）和摇动幅度等确定。支撑杆的粗细要依其所要支撑的重量并参考本地最大的风压和

雨荷值来确定。螺纹杆加固支撑有 3 种形式。

9.2.2.1 固定式：适于已有空穴或不会再动摇的主枝干。

9.2.2.2 伸缩式：适于较小分枝，能抵消部分因为摇动面而引起支撑管对树木的挤压和摩擦。

9.2.2.3 套管式：适于中小枝干，作用介于上两种形式之间。

9.2.3 拉纤：拉纤分为硬拉纤和软拉纤。

9.2.3.1 硬拉纤常使用直径约6cm，壁厚约 钢管，两端压扁后打孔。铁箍常用宽约12cm，厚约0.5～1cm

的扁钢制作，对接处打孔。钢管和铁箍外涂防锈漆，再涂与树木颜色相似的色漆。安装时将钢管的两端

与铁箍对接处插在一起，插上螺栓固定，铁箍与树皮间加橡胶垫。

9.2.3.2 软拉纤采用直径8mm～12mm的钢丝，在被拉的树枝或主干的重心以上选牵引点，钢丝通过铁箍

或者螺纹杆与被拉树枝连接，并加橡胶垫固定，系上钢丝绳，安装紧线器与另一端附着体套上。通过紧

线器调节钢丝绳松紧度，使被拉树枝（干）可在一定范围内摇动。随着古茶树的生长，要适当调节铁箍

大小和钢丝松紧度。

10 采摘

10.1 采摘范围

一类保护古茶树进行保护性采摘。二类保护古茶树、古茶园可进行适量采摘。

10.2 采摘时期

一、二类古茶树，春季采，夏秋季不采摘；古茶园春季合理采，夏秋季适量采。

10.3 采摘要求

10.3.1 采摘部位：以采摘古茶树中下部为主，适当采摘顶冠叶；

10.3.2 采摘数量：每三个芽头，采其一；

10.3.3 采摘标准：一芽二、三叶，留 1～2 片真叶，杜绝采鱼叶和马蹄。

10.3.4 古茶园的采摘，应坚持留叶采，确保叶面积指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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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昌宁县古茶树建档登记表

省（区、市）

编号
树种

中文名： 别名：

学 名：

科 属

位置
县 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 社（组）

小地名：

地理坐标 经度 纬度

树龄 真实树龄 年 传说树龄 年 估测树龄 年

树高 米 胸围 米 基径 米

冠幅 平均 米 东西 米 南北 米

立地条件
海拔 米； 坡向 度； 坡位 部

土壤名称： ；紧密度：

生长势 （1）旺盛 （2）一般 （3）较差 （4）濒死 （5）死亡

树木特殊

状况描述

权属 （1）国有 （2）集体 （3）个人（4）其他 原挂牌号：第 号

责任单位或个人

保护现状及建议

古茶树历史传说或名

木来历

树种鉴定记载

照片
远景 1、近景 1、树干特写 1 叶片特写 1、花果特写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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