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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茶省份茶园土壤酸化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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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中国知网收集截止 2021年包含中国茶园土壤 pH值的文献，涉及了 18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

全国茶园土壤平均 pH 值为 4.56,茶园土壤平均 pH 值最低的省份为重庆市，仅为 4.17,最高的省份为河南省，达到

5.42;茶园土壤 pH值处于 4.5～5.5区间的有安徽、广东、广西、贵州、海南、河南、湖南、山东、陕西、西藏、云

南和浙江12个省份，其余6个省份茶园土壤平均pH值均低于4.5,全国处于最适宜植茶pH值范围的茶园仅为32.75%,

茶园 pH值分布在不同海拔高度和不同茶品种茶园间有所区别。 

【关键词】：茶园土壤 酸化 植茶省份 海拔 茶品种 

【中图分类号】:X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563(2022)03-0081-05 

0 引言 

茶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长期以来有着大量的饮用人群和可观的经济效益，且近些年来为响应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种植茶

树作为目前脱贫的民生产业之一，因此植茶越来越受关注，茶园面积逐年增加。2019年我国茶园面积达 3123hm2,同比增长 4.6%,

过去 10年复合增速达 5.5%,其中云贵川三省茶园面积最大；2019年国内茶叶产量达 278万吨，同比增长 6.4%,过去 10年复合增

速达 7.4%,其中福建、云南、湖北、四川等地产量居全国前列。在茶产业规模扩大的同时，由于氮肥的不合理施用、碱性阳离子

被吸收和淋失、植茶年限的增加和酸雨等原因，导致茶园土壤酸化加剧。茶树是喜偏酸性的植物，以土壤 pH4.5～5.5为最适宜，

土壤过酸使土壤中盐基性阳离子减少，茶树生长会受到抑制，进而影响茶叶产量和品质，土壤过碱茶树生长停滞，严重时会死

亡。我国土壤酸化具有面积大、分布广、酸化程度高和危害大等特点，有研究表明，我国酸化土壤面积达 2亿 hm2,约占全国总面

积的 23%,强酸性土壤环境中，土壤肥力下降，重金属毒性增加，严重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及我国农业未来发展，掌握我国植

茶省份的的土壤酸化现状，为改善茶园酸化制定科学的方案，为茶产业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2,3,4,5]

。 

20世纪就有关于我国茶园土壤不断酸化的研究报告，马立峰等报道了苏、浙、皖茶园最适宜茶树种植面积由 1991年的 59.4%

下降到了 1998 年的 20.3%;2008 年湖南省茶叶研究所对茶园近 20 年来的土壤养分进行调查，几乎没有 pH 值高于 5.0 的茶园土

壤，且 pH<4.0的茶园土壤占比增加到了 43.2%;2008—2009年贵州普通茶园土壤 pH值为 4.60;江苏省典型茶园土壤 pH<4.0的占

比由 2003—2005 年的 12.5%增加到 2008—2010 年的 42.8%;到了 21 世纪初，我国 13 个植茶省份的茶园土壤调查报告显示，

pH<4.5 的占比超过 72.3%,且我国目前茶园土壤酸化速度为每年 0.05 个单位。颜鹏等收集了 99 篇截止 2016 年有关我国茶园土

壤酸化的文献，总结出我国茶园土壤 pH值为 4.73[6,7,8,9,10,11,12]。 

收集各植茶省份最新茶园土壤酸化文献，分析酸化现状，并与前人所做研究结果进行对比，了解当前土壤情况及预测未来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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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响应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同时，给防治茶园土壤酸化提供有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各植茶省份茶园土壤酸化情况为研究对象，从中国知网上收集截止 2021年每个植茶地区最新茶园土壤文献报告，

共 120 篇，土样取样点数 20 个以上为文献筛选标准，取样方法主要有多点混合法、S 型布点法和梅花布点法。其中同时包含江

苏、浙江茶园土壤文献报告 1篇，同时包含湖北、湖南茶园土壤文献报告 1篇；筛选出 47篇文献用于分析 pH值在<4.5、4.5～

5.5和>5.5三个范围的土样分布情况；筛选出 30篇包含茶园海拔信息文献用于分析茶园土壤酸化程度与海拔之间的关系；筛选

出 16篇包含茶园茶品种信息文献用于分析茶园土壤酸化程度与茶品种之间的关系，以上述数据作为分析数据集。 

1.2数据处理 

使用加权平均的方法综合计算出不同省份及全国茶园土壤平均 pH 值。使用 Origin2018 和 Excel2013 完成对我国植茶省份

茶园土壤酸化情况分析。 

2 结果 

2.1全国各植茶省份茶园土壤 pH值 

从中国知网收集截止 2021 年 120 篇包含中国茶园土壤 pH 值的文献，涉及了 18 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文献数量最

多的是福建省，22篇；其次为贵州省，13篇。海南省最少，1篇。所取土壤样品数最多的为福建省，15565个土样；其次为河南

省，为 3561个土样。土壤样品数最少的为海南省，20个土样，其次为广西省的 36个土样，全国总土壤样品数为 32057。全国茶

园土壤平均 pH值为 4.56,茶园土壤平均 pH值最低的省份为重庆市，仅为 4.17,最高的省份为河南省，达到 5.42;重庆市和浙江

省两个地区的最低土样 pH2.51均为全国最低，严重酸化。一般情况下将土壤 pH值 4.5～5.5视为植茶最佳范围，处于区间的有

安徽、广东、广西、贵州、海南、河南、湖南、山东、陕西、西藏、云南和浙江 12个省份，其余 6个省份茶园土壤平均 pH值均

低于 4.5(表 1、表 2)。从图 1可看出酸化严重的重庆、福建、湖北、江苏、江西和四川 6 个省份所处区域与我国华中酸雨区、

西南酸雨区及华东沿海酸雨区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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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全国酸雨区分布图 

表 1各植茶省份茶园土壤平均和最低 pH值 

省份 文献数量 土样数量 平均 pH值 pH最小值 

安徽 3 3466 4.65 3.39 

重庆 3 49 4.17 2.51 

福建 25 15565 4.31 2.85 

广东 3 160 4.89 3.61 

广西 2 36 4.67 4.06 

贵州 13 1590 4.64 2.89 

湖北 12 1891 4.27 3 

海南 1 20 4.58 4.58 

河南 9 3561 5.42 3.01 

 

表 2各植茶省份及全国茶园土壤平均和最低 pH 

省份 文献数量 土样数量 平均 pH值 pH最小值 

湖南 6 655 4.64 3.52 

江苏 7 646 4.37 3.26 

江西 6 1212 4.21 2.93 

四川 3 170 4.38 3.25 

山东 4 110 5.36 3.8 

陕西 4 821 4.9 4.19 

西藏 3 95 5.2 4.55 

云南 9 599 4.91 3.3 

浙江 9 1411 4.8 2.51 

全国 122 32057 4.56 2.51 

 

2.2全国土壤样品 pH值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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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 可看出，全国土壤样品 pH值的分布趋势，共涉及 47 篇文献，18222 个土样，pH<4.5的土样数为 11416,占全国土样

的 62.65%,4.5<pH<5.5的土样数为 5971,占全国土样的 32.75%,pH>5.5 的土样数为 835,占全国土样的 4.6%。表明全国接近三分

之二的土壤酸化严重，适宜植茶土壤面积呈显著下降趋势，亟需采取措施进行改善。 

2.3不同海拔高度茶园土壤样品 pH值分布 

从图 3(a)可看出，不同海拔高度茶园土壤样品 pH值分布有所不同，共涉及 30篇文献，在海拔小于 300m的茶园中，茶园土

壤样品 pH 值处于最适宜区间 4.5～5.5 的茶园个数为 4,pH<4.5 的茶园个数为 6;在海拔位于 300～1000m的茶园中，茶园土壤样

品 pH值处于最适宜区间 4.5～5.5的茶园个数为 5,pH<4.5的茶园个数为 5,pH>5.5的茶园个数为 1;在海拔大于 1000m的茶园中，

茶园土壤样品 pH 值处于最适宜区间 4.5～5.5的茶园个数为 7,pH<4.5 的茶园个数为 2。表明茶园土壤酸化程度随着海拔高度的

增加有所缓解，这可能因为茶树是菌根植物，在不同海拔下生长有所区别，导致根系释放的有机酸含量不同[13,14]。 

 

图 2土壤样品 pH值分布图 

 

图 3不同海拔高度茶园土壤 pH值分布与不同茶品种茶园土壤 pH值图 

2.4不同茶品种茶园土壤样品 pH值 

从图 3(b)可看出，不同茶品种茶园土壤样品 pH值有所差异，共涉及 16篇文献。整体上来看，绿茶茶园土壤 pH值最高，为

4.89,处于茶树种植最适宜范围，其次为白茶茶园，pH值为 4.24,铁观音茶园最低，pH值仅为 4.13。表明茶园土壤酸化程度会受

到不同茶品种的影响，这可能与不同茶品种的根际土壤真菌群落多样性和丰富度不同而导致的[15]。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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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园土壤的持续酸化是阻碍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国茶园土壤 pH 值降低了 0.47～1.43 个单

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茶园土壤平均 pH为 4.56,低于颜鹏等人收集截止 2016年有关全国茶园土壤文献研究中的全国平均

pH4.73,低于全国森林土壤平均 pH5.74;比我国主要经济作物土壤平均 pH值低 1.02个单位。从全国范围来看，各省茶园平均 pH

值和最低 pH值差异大，平均 pH值最高的河南省比最低的重庆市高 1.25个单位，海南省和西藏自治区的土样最低 pH值为 4.58、

4.55,比重庆市与浙江省的最低 pH2.51 分别高 2.07 和 2.04 个单位，表明处于西南酸雨区的重庆市茶园土壤酸化在全国最为严

重，重庆市和浙江省部分地区茶园土壤酸性极强。 

全国茶园土壤类型有下蜀黄土、黄沙土、粗骨土壤、水稻土、赤红土、石灰土、棕壤、冷沙黄壤、白沙土、潮土、砖红土、

冲积土和褐色土，最常见的土壤类型为红壤、黄壤、黄红壤、黄棕壤及酸性紫色土，山东省与河南省茶园平均 pH值高，主要是

因为这两个地区碱性土壤多，而处于西南及南部的省份红壤类茶园较多，且土壤类型本身为酸性，淋溶作用强，保水和保肥能力

差，所以茶园土壤平均 pH 值均低于 5.0;所收集文献中包含年平均降雨量的，均在 1000mm 以上，表明茶树生长需要充沛的雨水

条件。 

从茶园 pH值的分布也反映出了茶园土壤的酸化程度和趋势，全国仅有 32.75%的茶园处于最佳植茶范围，将近三分之二的茶

叶酸化严重，已经不再适宜种茶，呈现出了高 pH值茶园逐渐减少，低 pH值茶园逐渐增加的趋势，有研究表明，江西、福建、湖

南、浙江和广东茶园土壤平均 pH值小于 5.5的占比分别为 100%、96.9%、93.7%、86.0%和 93.0%。此外本研究发现在不同海拔高

度和不同茶品种之间的茶园土壤酸化程度有所不同，这可以成为改善茶园或者缓解茶园土壤酸化的切入点；导致茶园土壤酸化

的原因分外因和内因，外因主要有酸雨、酸沉降和施肥，其中氮肥的施用贡献率高达 80%,内因主要有茶树释放的有机酸和植茶

年限，随着植茶年限的增加，酸化程度加重，土壤酸化后交换性盐基离子含量下降，细菌含量下降，真菌、益生菌和病原菌含量

增加，导致茶多酚等茶品质含量下降，进而影响茶叶品质和产量。所以需要根据茶园具体酸化情况制定相应措施进行改善，保证

民生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4 结论及改善措施 

4.1结论 

我国酸雨区基本覆盖 18个植茶省份，全国植茶省份茶园土壤平均 pH 值为 4.56,茶园土壤平均 pH 值最高的为河南省，达到

5.42,最低的为重庆市的 4.17,最低土样 pH为浙江和重庆的 2.51,部分土壤酸性极强，重庆市为酸化最严重省份，全国处于最适

宜植茶 pH值范围的茶园仅为 32.75%,茶园平均 pH值在不同海拔高度和不同茶品种之间的茶园土壤酸化程度有所差异。 

4.2改善措施 

(1)施加有机肥。 

施用有机肥可有效避免酸性肥料的使用，且有机肥有机质含量高，营养丰富，可增强土壤抗逆性。 

(2)添加生物质炭。 

生物质炭可增加阳离子交换量和有机碳储备量，提高保水保肥能力，与其他物质形成稳定化合物。 

(3)添加石灰石。 

石灰石撒到土壤中可中和酸性物质，提高土壤缓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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