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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植酸可溶性有机肥影响茶叶品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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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温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  201400) 

摘  要: 目的  研究腐植酸可溶性有机肥对浙江省内不同地区不同茶树品种鲜叶内质成分和品质的影响。方法 

在杭州西湖区和绍兴兰亭两地, 分别对群体种及薮北种进行不同的施肥处理, 并采集茶鲜叶测定其内质成分

含量。结果  相对于对照组, 叶面施肥处理可以显著提升茶叶中游离氨基酸的含量, 下调酚氨比。结论  叶面

施肥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茶叶品质, 具有一定推广使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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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soluble humic acid organic fertilizer on tea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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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soluble humic acid organic fertilizing on tea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quality. Methods  Two species Longjing and Soubei (in Xihu district, Hangzhou and Lanting 

district, Shaoxing, respectively) were fertilized with soluble humic acid by different treating. Then leaves were 

picked and analyzed for chemical components. Results  Compared to control, the levels of free amino acids 

rised significantly with foliage fertilizing, which helped increasing the taste of fresh and brisk. Conclusion 

Foliage fertilizing can partly increase tea quality, which means soluble humic acid organic fertilizer having the 

value for application on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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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腐植酸主要是由死亡生物物质经过微生物的降

解和转化以及地球化学的一系列过程形成和积累起

来的一类成分复杂的天然有机物质。腐植酸使用范围

广泛, 横跨多个行业, 尤其是在农业领域备受推崇。

目前腐植酸已经应用于改良耕地土壤[1-2]、增强农作

物的抗逆特性[3-5]、提高农作物对养分的利用效率[6]、

提升农作物产量或品质等[7-9]。 

对茶树合理施肥可以满足茶树生长需要, 提升

茶叶的内质成分, 改良茶园土壤, 提高茶叶产量。世

界各产茶国在取得茶叶高产优质的综合性农业技术

措施中, 施肥的效应尤为显著, 因此, 各产茶国都十

分重视茶园施肥[10]。本研究所使用的腐植酸可溶性

有机肥是将蚯蚓发酵液与黄腐植酸及其他营养要素

进行有机复配, 使肥料具有营养全面、生态环保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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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且已获得农业部肥料登记证(农肥 2009临字 4068

号)。浙江是中国主产绿茶的第一大省, 本研究在浙

江省内选取了两个地区不同的两个品种的茶叶, 进

行腐植酸施肥处理试验, 探究腐植酸可溶性有机肥

对茶叶内质成分和品质的影响, 为腐植酸可溶性有

机肥进一步在茶叶领域的推广使用提供一定的科学

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实验材料 

2.1.1  施用肥料 

对茶树的施肥处理均使用腐植酸可溶性有机肥, 

由上海温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肥料的成分: 腐植酸含量 41 g/L, 大量元素含量

303 g/L, 总氮含量 161.2 g/L, 磷含量 36.2 g/L, 钾含

量 105.8 g/L, 游离氨基酸含量 133 g/L。 

2.1.2  实验地区及品种 

杭州西湖区: 群体种; 绍兴兰亭: 薮北种。 

2.2  实验仪器 

DHG-9070A 型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上海精宏

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AL204 型电子天平(梅特勒- 托

利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DK-S24 型电热恒温水浴锅

(上海精宏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UV-2102PC型紫外可

见分光光度计 (尤尼柯 (上海 )仪器有限公司 ); 

SHB- AⅢ 型循环水多用真空泵(杭州大卫科教仪器有

限公司); 1525 Waters HPLC 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

Waters公司) 。 

2.3  实验组设置及处理 

分别在杭州西湖区(群体种)和绍兴兰亭(薮北种)

进行, 西湖区施肥处理如表 1所示, 绍兴兰亭施肥处

理如表 2所示。 

各选半亩地(该实验茶园每 8 行一亩, 每三行设

定为一个方案区域, 约 0.5 亩), 固肥需开沟施用, 每

个实验处理重复 2次。其他常规管理的同品种、同地

域茶树为对照组。 

每两行茶树, 三行地垄为一个试验区域, 每个

试验区域间隔一行茶树。施肥后茶园用标记标示, 便

于后期采茶时能识别。 

2.4  茶鲜叶处理及内质成分的测定 

鲜叶达到当地茶叶加工标准时开始采摘, 西湖

区实验采摘标准为一芽一叶, 绍兴兰亭区采用机采

鲜叶方式采摘。采摘的茶鲜叶进行蒸汽杀青和热风干

燥处理, 按照茶样制备国标 [11]进行样品磨碎, 磨碎

样作为待测样品。 

茶多酚及儿茶素[12]、咖啡碱[13]和游离氨基酸[14]

的测定均参考国标方法。 

酚氨比=茶多酚含量/游离氨基酸含量。 

2.5  数据处理 

数据使用Excel 2007进行描述性分析, SPSS 19.0

进行显著性分析, 以 P≤0.05为差异显著; P≤0.01为

差异极显著。数据均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 

3  结果与分析 

3.1  施肥处理对杭州西湖区茶叶内质成分的影响 

施肥处理对杭州西湖区群体种内质成分的影响

如表 3所示。 

从表 3中可以看出, 与对照组相比, 喷施腐植酸

肥料均能提高茶叶游离氨基酸含量, 其中叶面施肥

处理组的游离氨基酸含量有显著性差异(P≤0.05), 根

部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表明叶面施肥处理可以

明显提升茶叶中游离氨基酸的含量。从酚氨比的数据

可以看出, 根部或者叶面使用腐植酸肥料后, 酚氨比

有所降低, 但差异不显著, 表明施用腐植酸肥料有提

高茶叶鲜爽度的趋势, 但需要进一步通过实验验证。 

3.2  施肥处理对兰亭地区茶叶内质成分的影响 

施肥处理对于绍兴兰亭薮北种内质成分的影响

如表 4所示。 

表 1  西湖区不同组别处理方式 
Table 1  Different treatments of each group in Xihu district tea garden 

组别 1 2 3 

处理组 对照组 根部施肥 叶面施肥 

施肥方式 按照常规方式施用 20 kg/亩, 兑清水 100倍稀释浇灌根部 2 kg/亩, 兑清水 500倍稀释喷雾于茶树树冠 

施肥时间 萌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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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绍兴兰亭不同组别处理方式 
Table 2  Different treatments of each group in Lanting district tea garden 

组别 1 2 3 4 

处理部位 根部 根部 叶面 根部 叶面 
对照组 

施肥方式 固肥 根浇肥 固肥 叶面肥 固肥 根浇肥 叶面肥 

注: 固肥: 125 kg/0.5亩, 冬季一次施用, 兑清水稀释 100倍使用; 根浇肥: 30 kg, 分 3次施用, 每次 10 kg; 时间分别为 1、2、3月, 兑清

水稀释 100倍使用; 叶面肥: 每次 0.5 kg, 在茶叶萌动期开始, 连续 4次, 每次间隔 10 d左右, 兑清水 500倍稀释喷雾于茶树树冠。对照

组均按照当地习惯施肥(施用菜籽饼)。 

表 3  西湖区群体种内质成分测定结果( x ±SD) 
Table 3  Chemical content of Longjing species in Xihu district tea garden 

组别 游离氨基酸% 茶多酚% 儿茶素% 咖啡碱% 酚氨比 

1 1.73±0.18a 19.16±1.32 9.39±1.08 2.72±0.12 11.16±1.60 

2 1.93±0.20ab 19.03±0.31 9.98±0.44 2.81±0.09 9.93±1.07 

3 2.17±0.02b 19.52±0.82 9.96±0.53 2.62±0.06 9.00±0.32 

注: 不同组之间标注不同字母表示存在显著性, P≤0.05。 

表 4  绍兴兰亭样品内质成分结果( x ±SD) 
Table 4  Chemical content of samples in Lanting district tea garden 

组别 茶多酚% 游离氨基酸% 儿茶素% 咖啡碱% 酚氨比 

1 18.16±0.38A 1.08±0.01a 7.89±0.71 1.71±0.25a 16.81±0.40a 

2 14.87±0.02b 1.35±0.01B 8.66±0.07 2.11±0.03B 11.01±0.11B 

3 14.19±0.05c 1.07±0.01a 8.59±0.24 2.04±0.09c 13.26±0.14C 

4 16.24±0.05D 0.98±0.01C 8.37±0.06 2.02±0.04d 16.57±0.23a 

注: 不同组之间标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存在显著性, P≤0.05; 标注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存在极显著差异, P≤0.01。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 3 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与对

照组相比 , 在茶多酚和游离氨基酸上均存在极显

著差异 (P≤0.01), 在咖啡碱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P

≤0.05), 酚氨比固肥+叶面肥处理组和固肥+根浇

肥+叶面肥处理组与对照组相比存在极显著差异(P

≤0.01)。表明 3种不同的施肥处理均能提升茶叶中

游离氨基酸的含量 , 固肥+根浇肥的处理则提升了

茶多酚的含量。除固肥+根浇肥处理组外 , 其他施

肥处理均能下调茶叶的酚氨比 , 使茶叶鲜爽味提

升, 苦涩味下降。 

4  讨  论 

提质增效、安全保障是我国茶产业转型升级的重

点, 生态茶园是我国茶园建设和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为广大茶农寻找、研制、推广适合生态茶园可持续建

设的、安全、环保、高效、低成本的有机肥料, 是新

常态下广大茶叶科技工作者努力的方向。开展腐殖酸

可溶性有机肥在茶园的田间试验, 也是为广大茶农、

茶企筛选目标中的有机肥。 

本研究在浙江省内两个不同地区, 对不同品种

的茶树开展了腐植酸可溶性有机肥的施肥处理, 并

比较了不同处理方式对茶叶内质成分的影响。从前期

试验结果可以发现, 叶面施肥处理均能使茶叶中游

离氨基酸的含量明显升高,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下调

茶叶的酚氨比, 从而提高绿茶品质。 

绿茶的品质如何, 茶汤滋味的鲜醇度是其中一

个关键指标。绿茶鲜(大部分氨基酸的滋味表现)、醇

(酚氨比)滋味的构成[15]要求茶多酚含量适度, 氨基酸

含量要高, 酚氨比值要低。茶树叶面使用腐植酸可溶

性有机肥后可以提高茶叶的游离氨基酸含量, 提高

茶叶滋味的鲜醇度,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提高茶

叶品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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