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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县茶叶生产的气候分析 

陈兴元，陈桂林1
 

(宜宾市宜宾县气象局，四川宜宾 644600) 

【摘 要】宜宾县茶叶优势得天独厚，是一个具有 3000 多年茶叶生产历史的古老茶区，但气象灾害对茶叶生产

影响较大，本文通过对茶叶生长的气象条件、宜宾县气候特征及主要农业气象灾害和宜宾县茶树生长的气象条件等

进行分析，对气候资源利用，提出了气象灾害对策建议。有利于提高茶叶品质及产量，对加快茶叶产业发展和县域

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气象条件；茶叶生产；对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S571.1       【文献标识码】A 

宜宾县是一个具有 3000多年茶叶生产历史的古老茶区，属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是南丝绸之路的起点。宜宾县位处四川盆

地南缘，地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金沙江、岷江横穿全县区域，水系发达，沟壑纵横，得天独厚的湿润气候，起伏的山峦，造

就了宜宾县茶业的地理资源优势。日照、温度、降水量、地形地势等气候生态条件都非常适宜茶树的生长发育，出产的茶品质

上好，受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商家的追捧和消费者的青睐。 

宜宾县茶叶优势得天独厚，但气象灾害对茶叶生产影响较大，本文通过对茶叶生长的气象条件、宜宾县气候特征及主要农

业气象灾害和宜宾县茶树生长的气象条件等进行分析，对气候资源利用，提出了气象灾害对策建议。有利于提高茶叶品质及产

量，对加快茶叶产业发展和县域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 茶树生长的气象条件分析 

茶叶的产量和品质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气象条件是主要的外在因素，气候因素对茶叶的产量和品质的影响非常大。茶树属

茶科、茶属、多年生常绿植物。茶树的生物学特性是喜温暖和湿润的环境，炎热干旱和寒冷的环境对茶树的生长有很大的影响，

茶树的生长对气候条件的要求很高。 

1.1温度（热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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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对茶树生长期起着决定性作用，茶树喜温怕寒，适宜在温暖的环境中生长，在生长过程中对温度有较高的要求。≥10℃

的活动积温 4000〜7000℃：均适宜茶树生长，以 5500℃：左右为最适宜。当日平均气温稳定在 10℃左右时，茶芽萌动，气温回

升快，茶芽、叶片生长加快；气温上升到 14~16℃：时，茶芽伸长、叶片展开；17〜25℃时新梢生长旺盛，15~25℃，新梢生长

量随着气温的升高而增加。当日平均气温在 20.0℃，此时是茶叶生长旺盛阶段；如果日平均气温超过 30.0T，茶梢的生长速度

减慢。如果持续高温>35.0℃以上持续几天，茶树生长发育将会受到严重影响，还可能会出现灼伤枝叶。秋季的气温低于 14.0℃

后，茶梢也就逐渐停止生长；在冬季时，日平均气温<10.0℃，茶树将会进入冬眠；茶树对冬季的低温冻害表现较为明显。 

1.2水分条件（降水、湿度） 

在整个生长过程中，水分是茶叶的重要组成部分。茶树喜湿润，在降水量 600~6000mm的地区均能生长，最适宜的年降水量

约为 1500mm，其生长季要求月降水量在 100mm 左右，同时茶树又怕涝，土壤含水量以最大持水量的 80%~90%为宜，如高于 93%，

茶树会出现烂根现象，这就需要注意排水。 

空气湿度与茶树生长密切相关，茶树生长最适宜的空气相对湿度为 80%左右，茶叶稳产、高产的空气湿度要求为 70%~90%;

若小于 50%，新梢生长就会受到抑制，低于 40%，对茶树生长不利；茶叶采摘前 20 天的平均空气相对湿度在 80%时茶叶产量高、

质量好，若低于 60%,则茶叶减少，叶质也粗硬，品质降低。因而茶树生长对空气湿度的要求较高。 

1.3光照条件 

茶树生长具有耐阴喜阳、喜光怕晒的特性，茶树的生长、茶叶质量对光照强度、光照时间、光质都有较高的要求。茶树有

机体中的 90%~95%杆物质是通过光合作用从太阳辐射能中取得的能量。茶树自幼苗出土形成叶绿体后即开始光合作用，在叶绿素

的作用下，通过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合成有机物质，供茶树生长需要。由于茶树具有耐阴习性，又忌强光直射，适宜生长在漫

射光多的环境中，在具有适宜遮阴条件下生长的茶树芽叶内含物丰富，持嫩性好，且氨基酸含量增加，茶多酚含量少。因此，

适宜的光照强度不仅可以提高茶叶产量，尤其是对提高茶叶的优良品质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2 宜宾县茶树生长气候条件分析 

2.1宜宾县气候特征 

根据 2002~2016 年气象观测资料对宜宾县气象四要素进行分析，可知历年数据值为：年平均气温为 18.7℃，年平均降雨量

964.2mm，年平均相对湿度 78%;年平均日照 1033.9h。宜宾县的气候具有冬暖、春早、夏热、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水热同季的

气候的特点。 

2.1.1热量资源 

宜宾县境内除海拔 1300米以上的地区，大部地方年平均气温 13~18℃，年≥10℃：活动积温 3700℃：以上，浅丘、河谷在

5000℃以上，最多可达 5900℃；浅丘、河谷日平均气温全年都是通过 0℃的生长期，≥10℃日数在 280 天左右。春季气温回升

快，2~4月气温以每月 3~5℃的速率递增。多数地方平均气温稳定通过 10℃的开始日期在 3月上旬，最早可出现在 2月上旬。最

高气温≥35℃日数在 15天以下。 

2.1.2降水资源 

宜宾县年降雨量在 1000 毫米左右，多年平均蒸发占各地年总降雨量的 60%，蒸发量相对较低，水资源较丰富。全年降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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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集中在 4〜9 月，占全年 80%以上。雨热同步，常年 5〜9 月，多年平均月降水量达到 100 毫米以上，满足茶叶生产水分需求，

但 3〜4月降水不足 100毫米，春茶生产水分资源相对不足。宜宾县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夜雨率较高，夜雨日占总雨日的 80%

左右，最高可达 90%以上。夜雨在季节中的分布无论是夜雨日还是夜雨量各地都以春季为最高、夏季次之。春季夜雨率高，一定

程度弥补春茶生产季节降水资源不足的问题。 

2.1.3光照资源 

宜宾县年总日照时数 1100 小时左右，年日照百分率 20%左右，在全国属于日照时数较少地区之一，但本区域热量资源比较

丰富，根据农业气象光温补偿原理，热量条件的优势可以部分补偿喜阴植物生产中光照的弱势。同时，就茶叶生产而言，宜阴

天多、太阳辐射强度小、多漫射光的光照条件。 

2.2宜宾县主要农业气象灾害 

天气条件的变化是引发茶叶生长的不利气候因素，宜宾县茶叶生长的不利气候因素（气象灾害）有倒春寒、霜冻、雪冻、

高温、干旱等气象灾害。气象灾害导致茶树生长受阻，造成茶树叶片变色、枯萎，甚至茶树死亡。茶叶生长的不利气象灾害既

具有气象特征上的普遍性，又具有区域分布上的特殊性。掌握其发生发展规律，通过科学的气象预测预报，在灾害发生前进行

有效的预防、灾害中适时防护、灾后及时补救，可以有效地减轻对茶叶生产的影响。 

2.2.1冻害（倒春寒、霜冻、雪冻） 

宜宾县茶树冻害主要有霜冻、倒春寒、雪冻几种。在气候过于寒冷或气候变化异常的特殊低温年景，茶园易遭受冻害。 

霜冻是指秋冬春季天气晴朗之夜，冷空气快速下沉伴随地表快速辐射冷却，地面气温骤降至 0℃及以下时，造成茶树嫩梢组

织内产生冰晶致使茶树生长过程受阻，使茶树出现生长停止、叶片焦枯等冻害现象。惊蛰春分时节，茶树开始萌芽或已抽发新

梢，此时发生霜冻对茶树危害严重，将造成春茶减产。 

倒春寒是指初春（2月末 3月初）气温回升较快，而在春季后期（4月初）气温较正常年份偏低的天气现象。初春气候多变，

阴雨天气、冷空气侵袭、持续冷高压控制下晴朗夜晚的强辐射冷却易造成倒春寒。如果冷空气太强，可使气温猛降 10℃及以下。

造成茶树嫩梢生长寒害导致茶树生理代谢过程受阻，嫩芽受冻出现发红发紫，使茶树出现生长停止、新叶焦枯、新芽褐变等冻

害现象。茶芽叶对低温更敏感，在茶叶生长期内气温急剧下降 5〜10℃时，茶芽即遭受寒害，若气温降到 0℃，茶芽就不能开放，

降到 0〜2.5℃时，受其冻害而出现大部分死亡。 

雪冻是指降雪过后，气温回升积雪融化的过程中或紧接化雪之后再遇低温，造成茶树的叶片和枝梢结冰，叶片变色、枯焦

的冻害现象。积雪也有非常有利的一面，俗语说瑞雪兆丰年，一是保暖土壤，低温可防当温度很低时，积雪的保温作用往往能

保护茶树免受深度冻害。二是冻死病虫及虫卵，减少害虫。三是对茶园还可保水积水。 

宜宾县春季气温回升快，但春温不稳，极易出现春季低温。在低海拔地区，常年 3~4 月日平均气温低于 10℃：且最低气温

低于 5℃：的低温天气的年出现频率在 50%以上。在海拔较髙的髙山区域，春季低温的出现频率更高。低海拨地区偶尔年份会有

雪冻，海拔 1000m以上区域基乎每年都有雪冻。 

2.2.2高温、干旱 

干旱是因降雨量过少，土壤有效水分含量不足，茶树吸收的水分不足以维持树冠蒸腾的消耗，当土壤水分下降到田间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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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60%~70%时，茶树生长发育受阻，低于 60%时，茶树旱象明显，出现枯叶，严重的叶片焦黄，进一步加剧则导致自新叶到老

叶叶片失水枯绿、自新梢到根系的逐步萎蔫干枯，最后整株死亡。 

热害是由太阳辐射形成气温极高、辐射强、空气湿度小的高温天气，引起茶树叶温升高，导致茶树叶片变色枯死。在晴热

高温天气，太阳辐射极强，对于幼苗茶树常导致幼苗自芽叶杆至根枝而死亡；对于成龄茶树，叶片的水分蒸发太快，叶温上升

过高，导致新叶叶片受损，出现焦斑，然后整叶枯焦、落叶，茶树成叶叶片灼伤，由绿变黄到淡红变色失绿、失水焦脆，然后

嫩梢干枯，再由茎向根发展，根表皮与木质部之间褐变，最后茶树死亡。热害与旱害往往同时出现，连续数天可严重危害茶园，

在茶园管理要上注意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关系。 

宜宾县干旱情况，使用 MCI 指数进行干旱统计，春旱出现年频率 63%，其中重旱 23%，特旱 20%;夏旱出现年频率 41%，其中

重旱 17%，特旱 7%;伏旱出现年频率 31%，其中重旱 7%，特旱频率 7%。春旱出现频率较高，但重特旱出现频率达到 43%，且对春

茶影响较大。 

宜宾县除河谷地带，一般地区年最高气温≥35℃日数在 15天以下。低海拔地区高温期（连续三天最高气温≥35℃或日平均

气温≥30℃)出现年频率达到 60%以上。因此，对于低海拔地区的茶园，高温天气的影响较大。 

2.2.3湿害 

茶园湿害是指因排水不良或地下水位过髙，土壤过湿达到水饱和或接近饱和而遭受的危害，造成茶树根系吸收根量减少，

输导根逐渐霉死，直接影响茶树枝叶生长受阻的现象。茶园湿害主要与土壤、地形、降水及地下水位等因素相关。当土壤质地

黏、透水性差，存在不透水层或难透水层，或地势低洼等，当降水强度大致使雨水滞留积聚，集水面较大、雨水大量渗漏地表

层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湿害，即茶园产生湿害的原因。 

湿害主要是从茶树根系开始，其症状表现为受害茶树根层浅薄，根系吸收根量减少，新梢生长缓慢，枝叶瘦小，稀疏；湿

害严重时细根腐烂发霉、粗根内部变黑。根系受损后，引起茶树芽叶萎缩、脱落，枝条短小稀疏、分枝发白，树势不发育，生

长缓慢甚至停止生长逐渐落叶枯死。 

宜宾县湿害不严重，茶园从选址时就很注重湿害防护，茶园大多都是在坡地，但低海拔地区也有部分茶园存在湿害危险。 

2.3宜宾县茶树生长的气象条件分析 

宜宾县位于四川盆地南缘，长江上游，金沙江、岷江下游；地形南北长、东西窄，地势西南高、东北低，西部为大小凉山

余脉，南部为云贵高原北坡，东北属盆中方山丘陵区，海拔 270〜1418 米；独特的地势，形成了特殊的气候环境即全县气候温

和，土地肥沃，属亚热带季风型湿润气候，县境内气候存在一定差异。根据茶树生长对气候条件的要求，以热量资源为主，水

分资源为辅，以宜宾县≥10℃的活动积温及平均温度为依据，对宜宾县各茶区进行茶树生长气象适宜性分析。 

2.3.1 越溪河早茶区，东大陆（大塔、花古、白花、观音、柳嘉等）低海拔丘陵地带，年平均气温 17Τ以上，年≥10℃活

动积温 5300℃，全年最高气温≥35℃：的高温日数超过 10 天，稳定通过 10℃的时间多年平均是 3 月上旬初，在 2 月下旬到 3

月上中旬已经大量采摘春茶，清明前便能喝上新茶（宜宾好茶之人喜爱喝明前茶)。本区域热量充沛，气候温暖，热量条件好，

开春时间早，适宜茶树生长，现有茶园面积占全县茶园总面积的 46%，是宜宾县的主产茶区之一。该区域茶叶采摘期长，茶树种

植能够获得高产，且成茶上市早，是发展早茶的适宜区域。但该区春、夏旱频率较高，盛夏季节容易遭受高温热害，茶叶品质

不如高山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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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向家坝生态茶区，间于早茶区与中山茶区，包括安边、普安、横江、复龙等，年平均气温 15〜17℃：，年≥10℃活

动积温 4700~5300℃：，全年最高气温≥35℃的高温日数不足 10天， 

稳定通过 10℃的时间在 3 月上旬未，开采期相应稍迟，3 月中下旬开采摘。该区域全年水分、热量分布都较均，多云雾、

漫射光，是低山浅丘地带向深丘递进的地区，该区热量条件较好，能形成一定的茶叶产量，同时茶叶品质也较好。 

2.3.3 黄山（天宫山）自然生态茶区，高山茶区，海拔 900m~1200m，包括蕨溪、龙池、商州等，年平均气温 13〜15℃，全

年最高气温≥35℃的高温日数不足 5 天，年≥10℃活动积温 4000~4700℃，高山茶区开采期较迟，一般在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

本区主要是高山地带，立体气候明显，降水量充沛，空气湿度大，山间云雾缭绕，是优质茶叶生产的最适气候区。现有茶园面

积占全县茶园总面积的 45%，是宜宾县的主产茶区，是全国生态茶园示范基地。高山茶区在茶叶生长期太阳直接辐射少，以散射

光为主；既无高温热害，又无低温危害，温度升降慢，变化小，适温时间长，茶树生长良好、有利于茶叶中含氮化合物和芳香

物质的合成和积累，使氨基酸、蛋白质增多，所采制的芽叶品质优。但该区因为海拔较高，冬春气温低，尤其是分布在海拔 1000

米以上的茶园，需要注意防御冷冻害。 

满足宜宾县茶树新梢生长气象条件的时期是 1 月中旬到 2 月下旬，新梢生长最易受早春温度变化的影响，若 1 月中旬至 2

月气温回升快且稳定，春茶开采期早，2~4 月没有出现“倒春寒”，春茶采摘高峰期相应提早，产量集中。若早春气温低，则春

茶开采期推迟，若出现较强“倒春寒”，春茶将减产，且影响夏茶、秋茶。倘若春茶生长期冷暖空气交替出现，则春茶产量受

较大影响。 

总的来说，2~4 月正值宜宾春雨季节，一般该季节适宜的温度和充沛的雨量非常有利于茶叶生长，春茶产量品质均好，约占

全年总产量的 50%，个别年份稍差。5月底到 9 月下旬热量条件较好，但降水存在分配不均，同时旱热、涝渍等灾害性天气影响，

对茶叶产量有所影响。因此受气候影响，宜宾县的茶叶产量一般是春茶比较平稳，夏茶、秋茶变化幅度较大。在宜宾县茶树年

发育期的 2~10 月期间，若是风调雨顺，冻害、旱情、涝渍不明显，则茶叶产量相对更高。 

3 对策建议 

茶叶生长气象灾害的防护，首先是茶园规划，依据多年气象观测数据，分析区域气象灾害的不同类型程度，合理布局茶园

种植，选择适宜的茶树品种，做好防护措施；其次是气象部门科学及时做好气象灾害的预测预报，茶园管理人员及时了解气象

灾害的预测预报信息，并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护措施，做到灾前重点预防，灾期严加保护，灾后突击补救。 

3.1冻害的防护措施 

茶树冻害的程度受降温幅度、速度，低温延续时间、风力大小、空气湿度大小及地理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就要求茶

园管理人员掌握气候特点、天气变化情况，了解未来的长、中期天气预报，有针对性地加强茶园管理，增强茶园抗寒能力，做

好低温冻害对茶树的直接袭击的防护。对于 1~2 年生幼龄茶园，实行埋土越冬是一种有效实用的防寒措施，可确保茶苗不受冻

害的危害。如倒春寒已经降临，可再用竹竿或木枝悬挂稻草覆于茶树枝梢上，可获得很好的保护效果。对于成龄茶园主要是加

强茶园管理，培育健壮树势。比如施足肥、进行预防性修剪，可采用茶园土壤覆盖、茶丛覆盖、茶园熏烟、喷灌防霜、设施栽

培等都能起到良好的防冻效果。其次是根据常年冻害情况和防冻害措施与如何合理利用天气预报信息相结合，比如寒潮天气预

报一般包括降温幅度多大、降温速度快慢、降温延续时间多长，这就给茶园管理者在冻害来临之前，采用预防性措施做好茶园

防冻害处理。 

3.2旱害和热害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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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园的旱害和热害可预防性做好保水工作，根据天气气候变化情况、气象预报信息，因地制宜对茶园进行科学管理，提高

茶树抗旱能力，采取有效供水和降温是旱害和热害的有效防护措施；对于幼龄茶园，应加强苗期管理，可用稻草或杂草进行地

面覆盖，可保持土壤水分、降低土壤温度；可插枝遮阴，提髙荫蔽度；对于成龄茶园，可采用深耕改土、铺草覆盖、合理灌溉

（须选择在早上或地温不高的时候进行）、营造防护林和遮阴树等防护措施。此外还可采取在旱期分次培土护蔸，可降温保水；

合理种植和利用绿肥，增加茶园土壤肥力，可防护茶园旱热灾害；水浇稀释人、畜粪类，可以直接润土抗旱；采用雾化喷灌也

是预防旱害热害很好的措施。 

3.3湿害的防护 

茶园湿害防护主要是排水，依据气象预报信息做好事先预防，茶树湿害的症状是发展快，显现慢，根据气象雨情通报，雨

水滞留积聚要及早发现，及时排出，当从茶树表观上发规严重的湿害症状时，茶树的损害已非常严重，可能无法挽回，及时了

解气象信息，做好事先预防极为重要。其次是改良土壤，针对土壤质地黏、透水性差进行改造，对存在不透水层或难透水层，

采取排出渍水的手段更经济。对于新建茶园应避免建在地下水位较高、有不透水层、可能发生湿害的地块上。 

茶园遭受气象灾害后须根据气候变化、气象预报信息及时开展补救措施，比如加强茶园肥水管理，使抽发的新枝快速恢复

茁壮；及时修枝剪叶，修剪失去活力的受害部分，促发新枝成长；树冠培育，在茶树受害后的恢复期，以培管为主，在骨杆枝

形成后，实行合理留叶采摘，重新培养好树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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