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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茶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广西是发展茶产业的理想区域,也是中国重点茶区之一。本文从基本

情况、种质资源及茶树品种情况、茶类分布情况3个方面分析了广西茶产业发展的现状,指出产业发展存在的

主要问题,预测了广西茶产业的发展趋势,从品种选育、茶树栽培和茶叶加工3个方面对产业未来的主要技术

创新方向进行了展望,以期为广西茶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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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产业具有融合一二三产业的天然属性,近年来

我国茶产业得到快速发展,生产规模、综合产值不断

提升,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1,2]。广西种茶历史已有2
 

000多年,14个设区市

48个县产茶(包括代用茶)[3,4],得天独厚的地理位

置、气候环境及丰富的茶树资源都为发展优质高产茶

叶提供了有利条件。广西是发展茶产业的理想区域,
也是中国重点茶区之一。目前广西茶产业正处于转

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广西茶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当前存在的

主要问题,预测广西茶产业的发展趋势,思考如何利

用已有优势,顺应产业发展趋势,并从品种选育、茶树

栽培和茶叶加工3个方面对产业未来的主要技术创

新方向进行展望,以期为广西茶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1 产业现状

1.1 基本情况

  广西茶叶生产区主要集中在百色市、柳州市、贺
州市、梧州市、钦州市,占全区生产面积的76.88%。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广西实有

茶园面积142.44万亩(1亩≈666.67
 

m2),在全国18
个主要产茶省(自治区、直辖市)位列第12,相比于

2020年的118.23万亩,增幅20.48%;年产干毛茶约

10.28万吨,位列全国第10,相比于2020年的8.47

821



广西科学院学报,2023年,39卷,第2期
 

Journal
 

of
 

Guangxi
  

Academy
 

of
 

Sciences,2023,Vol.39
 

No.2

万吨,增幅21.40%;干毛茶总产值位列全国第12,总
产值 从 2020 年 的 82.76 亿 元 增 加 到 2021 年 的

98.30亿元,增幅18.78。此外,中国海关数据统计显

示,2021年广西进口茶叶约0.17万吨,出口约0.16
万吨[5]。总体来说,广西茶产业的规模稳步扩大。

1.2 种质资源及茶树品种情况

  滇、桂、黔毗邻区为茶树起源中心[6],广西地跨西

南、华南两个茶区。作为茶树三大起源中心之一,广
西茶树的形态、生物学特征及遗传多样性丰富[7,8]。
按照张宏达分类系统,广西茶树包括4个系8种5变

种,按照闵天禄分类系统,广西茶树包括5种6变

种[6,912],其中,防城茶(Camellia
 

fangchengensis)、
膜叶茶(C.leptophylla)、光萼厚轴茶(C.crassico-

lumna
 

var.multiplex)为广西特有。杨世雄团队在

柳州地区(该行政区划已于2002年撤销)发现广西第

8种茶组植物“光萼厚轴茶”后认为,在物种水平上广

西是国内目前拥有最多茶组植物的省区[13,14]。

  广西野生茶种质资源类型多样、分布广泛。凌

云、隆林、西林、百色右江区、德保等桂西地区主要为

乔木型,上思、扶绥等桂西南地区以小乔木型为主,金
秀、桂平、贵港港北区等桂中地区为小乔木型、灌木

型,昭平、贺州八步区、苍梧等桂东地区乔木、小乔木、
灌木3种树型均有,龙胜、融水等桂北地区以小乔木

型、灌木型为主[6,1518]。栽培茶树由野生茶树驯化而

来,广西人民通过对各地野生茶资源的自发利用,逐
渐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群体种,包括桂西的凌云白毫

茶、巴平大叶茶,桂东的开山白毛茶、苍梧县群体种,
桂南的南山白毛茶、桂平西山茶、扶绥姑辽茶、灵山

种、宁明大叶茶、上林安塘种,桂北的龙脊茶、宛田大

叶茶、资源大叶茶、三江牙己种以及桂中的白牛茶等。
目前已选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无性系茶树良种

有桂绿1号、桂香18号、桂香22号、尧山秀绿、桂红

3 号、桂 红 4 号、桂 热 1 号、桂 热 2 号、桂 职 1
号等[3,1922]。

1.3 茶类分布情况

  广西是中国重点茶区之一,主产绿茶、黑茶(六堡

茶)、红茶三大传统茶类,再加工茶类花茶(茉莉花茶、
桂花茶)及各类特色代用茶(广西虫茶、广西甜茶、绞
股蓝茶、苦丁茶、藤茶、石崖茶等)。中国茶叶流通协

会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广西三大传统茶类产量为

绿茶3.93万吨、六堡茶3.90万吨、红茶2.02万吨,
分 别 占 全 国 对 应 茶 类 总 量 的 2.12%、9.83%、

4.65%;茉莉花茶产量约8.00万吨,占全国茉莉花茶

总产量的80%以上,位居全国第一[5]。其他特色代

用茶产量虽少,但因各具特色,也深受消费者喜爱。
六堡茶、茉莉花茶等作为广西代表性优势茶类,近年

来得到持续发展,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先后出台

相关政策,明确以“一花”(茉莉花茶)、“一黑”(六堡

茶)、“三红”(昭平红、三江红、百色红)、“四绿”(桂平

西山茶、覃塘毛尖、南山白毛茶、昭平绿)[23]为基础,
大力推进广西六堡茶及特色优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打造广西千亿元茶产业,助推茶业增效、茶农增收致

富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2 存在问题

2.1 种质资源丰富,但挖掘利用不足

  广西茶树种质资源丰富,有紫叶(高茶多酚)、红
叶、红茎(高花青素)、白叶(高氨基酸)、叶片轮生状、
立体分枝状、特大树冠(高产性状)、叶厚且柔软富光

泽(高抗性状)、早芽和特早芽(产品上市早、高效益)
以及高咖啡碱、低咖啡碱等优异、特异性状。庞大的

地方群体种及野生茶资源构成天然的种质资源库,可
为本地茶科技原始创新、新品种选育及新产品开发提

供丰富素材。目前区内相关科研院所已开展大量资

源调查收集工作,在桂林、南宁、龙州、融水、金秀、昭
平等地建成多个资源圃,收集保存茶树种质资源上千

份,但后续挖掘利用尚不足,主要原因是目前区内育

种手段仍以传统选择育种和有性杂交为主,选育周期

长、效率低,所耗费的人力、财力、物力成本高,难以适

应快速发展的市场对多样化茶树品种的客观需求,同
时遗传特性研究、分子标记开发[24]、特色基因挖掘等

深层次研究推进缓慢,带来育种目标与产业需求脱节

等问题。育种技术的创新成为制约区内茶树育种的

“卡脖子”问题,目前选育出适制我区特色茶的无性系

良种较少,优异、特异性状形成机制不明,种质资源利

用成果尚不显著。

2.2 外引良种比重过大,本地良种推广不足

  广西启动茶树良种选育工作较晚,20世纪70年

代末起,为促进茶产业快速发展,从云南、福建、浙江

等茶产业发展较快的省份陆续大量引进云南大叶种、
福云6号、福鼎大毫、龙井43、乌牛早等品种。目前

区内云南大叶种约12万亩,均为有性系且已进入衰

退期;福云6号近50万亩,是区内名优茶的主要原料

来源[3];其他品种合计约20万亩,外引茶树品种占全

区茶园总面积的65%以上。然而,目前区内自主选

育的无性系茶树良种推广力度严重不足,推广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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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区内茶园总面积的1%,一直未形成地方特色优

势品种当家的结构布局。

  品种是形成产品特色的基础,对产业的支撑作用

巨大[25],品种外引必然使加工技术多参照引种地,这
导致广西红茶、绿茶在国内市场上面临同质化产品

多、产品特色不鲜明且与引种原产地无抗衡竞争优势

的困境。广西本地品种主要为群体种有性系,群体种

农艺性状各异,属于良好的选育材料,但也给高档茶

加工及机械化、标准化加工带来更多限制。无性系茶

树的推广,尤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方特色品种的

更新换代是摆在广西茶人面前的一个大问题,结合当

前广西六堡茶产业发展的契机,需要从茶树品种推广

开始慎重考量规划并进行顶层设计。

2.3 机械化程度较低,多元化发展及产业链延伸

不足

  广西茶产区多位于偏远山区,由于受地势地形、
企业生产规模等限制,缺乏结合区内品种现状及本地

资源特点的配套加工技术及装备研究,自主科技支撑

较弱。目前区内茶叶生产从栽培管理、植保作业、采
摘、初制到精制,整个产业链机械化、智能化程度较

低,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对技术和设备的依赖程度

较低,茶叶品质不稳定,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严重。
特别是六堡茶、茉莉花茶等地方特色代表茶类的加工

均以依赖自然条件、经验式的“传帮带”生产模式为

主[26,27],工艺参数的竞争化水平及产品质量稳定性

受到严重制约。

  广西茶叶加工以初制为主,多作为代工生产或原

料茶,精深加工及多元化利用尚显不足。随着外出务

工人数的增多及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力日益紧

缺,茶叶初制阶段生产成本逐年攀升,弃采现象越来

越严重。一方面,随着产业规模和消费需求不断增

大,原有生产方式和技术水平不能满足现有产业的发

展速度和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价格和产品质量稳定

性是再加工及深加工企业采购原料时所考虑的主要

因素,区内茶饮加工企业及六堡茶、茉莉花茶两大茶

类加工企业,因本地毛茶原料尤其是地方特色品种的

毛茶原料价格偏高且质量稳定性不足,多选择从区外

采购茶坯,这严重限制了本地茶产业链的延伸发展。

2.4 加工企业规模较小,质量安全隐患仍然存在

  广西茶园整体分布较分散,生产经营主体仍以小

农户为主,区内规模以上企业较少。茶叶质量安全是

茶产业持续发展的保证,与消费者的健康息息相

关[28,29],广西目前小作坊式加工厂居多,由于缺乏专

业管理人才,茶叶种植、生产管理整体都较粗放。广

西茶季期间以高温高湿天气为主,容易出现茶树病虫

害,乱用、滥用农药现象时常发生,加上作坊式加工厂

生产环境普遍较差,生产设备落后,生产管理水平和

制茶技术人员素质不高,安全卫生意识不足,茶叶包

装、运输、贮藏等环节存在问题多,整个生产加工过程

管理尚不规范,导致茶叶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仍然

存在。

2.5 品牌建设持续加强,但带动效应仍不明显

  近年来,广西各产茶区开始注重品牌建设工作,

2004年起先后有大瑶山甜茶、凌云白毫茶、大新苦丁

茶、南山白毛茶、西山茶、六堡茶、三江茶、横县茉莉花

茶、昭平茶、姑辽茶、平乐石崖茶、桂林桂花茶、开山白

毛茶、金秀红茶、龙脊茶、覃塘毛尖茶、龙州乌龙茶等

一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茶产品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登记保护或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陆续

形成一批影响力逐步扩大的品牌,如梧州六堡茶、凌
云白毫茶、三江春、昭平茶、桂平西山茶等[3,30],但与

其他产茶省份相比,品牌带动效应尚不明显,“桂茶”
系列品牌影响力仍不大。广西现有品牌存在多、小、
散、弱,品牌经营体系不强,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不足的

问题。目前正在打造的广西六堡茶区域公用品牌刚

起步,《2021 中国茶叶区域 公 用 品 牌 价 值 评 估 报

告》[31]显示,品牌收益位于前20位的茶叶区域公用

品牌中,广西无一品牌入围,排名最前的梧州六堡茶

品牌价值32.34亿元,仅居全国茶叶区域品牌价值第

25位。

2.6 学科建设起步晚,缺乏高层次专业人才

  广西开设茶学专业较晚,贺州学院、梧州学院分

别于2016年、2017年开始设立茶学专业,此前无专

门培养茶学本科专业人才的高校,至今尚未开展硕士

及以上高层次研究人才的培养工作,自主培养的本地

高层次茶学专业人才不足。区内从事茶叶研究与技

术推广服务的机构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茶叶科学研

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广西南亚

热带农业科学研究所、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广西绿异

茶树良种研究院及梧州市六堡茶研究院等。近年来

各单位逐步重视高层次茶学专业人才的引进与培养

工作,由于起步晚,目前尚未形成覆盖全产业链的科

研人才体系,区内发表茶叶相关的SCI等高水平文

章、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支持尚

少。高层次人才的缺乏成为区内茶叶研究深度不足、
产业发展理论支撑薄弱、技术创新缓慢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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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展趋势

3.1 茶叶生产布局区域化,茶园建设现代化

  以广西区域资源优势为依据,划定适宜不同茶类

的主要生产区和茶树种植区域,形成从品种、加工工

艺到产品风格具备地域特色的茶类布局;配套选育并

推广区域特色茶专用加工品种,适时淘汰衰老、低产、
病弱茶树,更替主栽当家品种;茶园建设标准化、现代

化水平不断提高,基于物联网信息、绿色防控、可追溯

体系等技术的智慧茶园、数字化茶园是未来的趋势。

3.2 茶叶生产加工机械化,大型连续化生产线与小

型智能单机协同发展

  生产加工机械化是茶叶生产现代化的基础[32],
劳动力短缺和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倒逼茶叶生产方式

从劳动密集型向机械化、智能化转变[1],“机器替人”
需求紧迫。从广西茶园分布特点出发,发展茶叶高效

节本田间生产、机采机制、茶园作业及茶叶加工机械

化技术,大型连续化生产线与小型智能单机协同发

展,是广西茶产业适应现代化生产方式、实现技术密

集型转型的必然趋势。

3.3 产品需求多元化,产业业态趋向多样融合

  未来茶叶市场及消费者需求趋向多元化、个性

化,茶产品结构将更加多元化以适应消费的需求[33],
优质、特色、便利的茶产品更具竞争力,随着消费者对

健康、功能属性的关注,茶叶消费从过去单一的饮茶

向吃茶、用茶、玩茶、事茶等多用途转变,茶产业也向

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根据需求变化不断调整

区域产品结构,创造新的消费需求,促进茶产业一二

三产业融合,不断延伸产业链、价值链,是适应市场变

化的必然趋势。

3.4 产业发展标准化,科技支撑作用凸显

  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等科技创新在支撑茶产

业发展中作用日益凸显,标准化与科技创新紧密联

系、互为支撑,广西茶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标

准的引领助力。广西无论是在种质资源管理利用、栽
培、植保还是在茶叶加工、品质评价等产业链各领域

都面临技术的特殊性与适用性问题,制定能突出广西

茶产品、加工工艺区域特色和差异化且具备实用性的

系列标准,建立覆盖全产业链的“桂茶”标准化体系,
是提高广西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竞争力及推进茶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3.5 市场竞争品牌化,从茶产品迈向茶品牌竞争

  品牌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是茶产业发展的动

力,也是消费者决策过程中的关键依据。好的品牌可

以推动产业快速发展,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目前大

部分行业和企业已经迈进品牌竞争的时代。广西茶

叶产品特色明显,加上多民族、优生态、早春茶等优

势,集中力量打造广西六堡茶、茉莉花茶等富有地方

特色的“桂茶”品牌,推动广西产品向广西品牌转变,
让品牌带动、引领产业发展,是推动茶产业转型升级、
促进茶产业集群发展的必然趋势。

4 技术展望

4.1 品种选育

4.1.1 育种基础理论研究

  育种基础理论的创新是指导育种实践,育成突破

性品种的关键[25]。基于广西地方茶树资源的特异性

(如极低咖啡碱、极高氨基酸,红芽、紫芽等芽叶色泽,
杏仁香、荷叶香、槟榔香等不同香型,抗病、抗虫等抗

逆性),挖掘与目标性状紧密关联的基因,开展重要关

键功能基因的定位、克隆、表达调控机理等研究,从分

子水平解析特色性状的遗传调控规律;鉴定分析特异

种质资源的化学物质基础、功能成分及代谢产物;开
展广西特色茶树资源的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以及

生物信息学研究,开发适用的关联分子标记,构建广

西茶树资源遗传图谱,建立广西核心茶树种质资源的

遗传基因库。

4.1.2 育种应用研究

  继续加强广西茶树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与创新

利用,尤其加大珍稀濒危、地方特有资源的收集力度。
充分利用广西资源优势,选育特色鲜明、多抗、功能成

分富集、定向适制及适宜机采的茶树品种;选育适合

开发新兴茶饮料和超微茶粉、营养高效的茶树品种;
结合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倍性育种、基因编辑等现代

技术手段开展广西茶树资源的创新利用。转变“选育

什么做什么”的传统选育种思路,树立“需要什么选育

什么”的新思路,定向选育、培育有地方特色的茶树品

种,重点推广自主知识产权良种,逐渐形成以本地特

色茶树良种为当家主栽品种的格局,将资源优势转变

为产业优势,为下一步我区茶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竞

争力、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4.2 茶树栽培

4.2.1 栽培基础理论研究

  研究茶树生长发育与光、温、水、气等环境因素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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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探究不同特色茶树品种或资源对水分、养分

的利用特点及影响茶叶品质形成的生物学机制,分析

春茶阶段茶树储藏氮素再利用的分子机制,揭示广西

“早春茶”的奥秘;开展茶树高温、干旱等逆境胁迫响

应机制研究,探索逆境条件下茶树生长代谢变化与适

应胁迫的分子机制;研究分析广西不同茶区土壤肥力

特点,结合不同产区适栽品种的需肥特点开展茶园健

康土壤的定向培育,为不同产区茶树专用肥创制及土

壤改良提供理论依据;利用二代、三代测序技术等开

展茶园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与功能研究,比较不同产

区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差异,从茶树根际土壤中筛选

和分离具有固氮、抑草、溶磷、溶钾、分泌生长素、提高

抗性、耐胁迫等各种功能的促生菌,结合功能微生物

开展茶园绿色肥料的创制与应用。

4.2.2 栽培应用研究

  研究茶园覆盖技术、间作套种技术,为茶园杂草

生物防控、肥力高效利用、综合效益提升等探索适宜

的模式;研究广西不同产区茶园病虫草害等有害生物

的发生规律,建立系统的病虫草害监测体系,为广西

茶园有害生物分布研究、预警测报和防治提供依据,
便于针对性地开展绿色防控研究,增强茶树病虫草害

防控的预见性和计划性;建立以作物或靶标有害生物

为主线的绿色防控技术模式,组装关键技术产品,形
成全程绿色防控体系,发展生态茶园模式,推进广西

茶叶“三品一标”建设;针对广西山地众多、地形复杂

的特点,结合农机与农艺技术,从垦植、耕作、施肥、植
保、灌溉、修剪、采摘等环节研制适用山地茶园的轻简

智能型农机设备,提高茶园机械化作业水平,为实现

“机器替人”、推进茶园现代化建设奠定基础;结合各

产区特色茶因地制宜打造集科普、旅游、文化宣传、产
品推荐等为一体的三产融合全产业链条,配合其他特

色产业合力发展,实现产业集聚、多产业协调发展,促
进广西茶产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4.3 茶叶加工

4.3.1 加工基础理论研究

  针对广西六堡茶、茉莉花茶及地方传统特色茶产

品,研究加工过程中在制品含水率、色泽、形状、容重

等物理特性,为实现茶叶数字化生产奠定理论基础;
挖掘广西六堡茶、茉莉花茶、虫茶等特色茶风味品质

的色、香、味关键特征成分,探明其在加工过程中的动

态衍变规律及形成机制,为产品风味、特定组分定向

化调控及加工工艺的精准化把控提供理论依据;研究

地方特色茶类加工过程中微生物对茶叶品质形成的

影响及作用机制,为加工过程中的“促益避害”提供科

学依据;研究原料、关键加工工序对广西特色茶色、
香、味品质形成的内在机理,反向指导品种选育,同时

为调节工艺技术、把握产品走向提供理论依据;利用

光学、电学、计算机信息学等技术,结合电子鼻、电子

舌、计算机视觉等智能感官仪器,建立广西茶叶品质

数据量化评价体系;开展特色茶类功能及健康属性的

科学评价,为不同消费者科学饮茶提供依据。

4.3.2 加工应用研究

  研究加工过程中在制品理化状态在线快检、数字

化表征及智能感知技术装备,通过与制茶设备组装,
实现数字化指导茶叶生产,促进茶叶加工从传统经验

模式转型到数字可控化生产模式;开发适应广西山地

茶园、野生茶及茉莉花的轻便型智能采摘装备,利用

图像识别、光电技术区分茶树芽叶状态,开展名优茶

机采设备及采茶机器人等研发;针对广西特色茶传统

技艺建立技术档案,开发配套适用装备,保证产品特

色的同时,提升智能化、机械化水平,用现代化方式传

承特色传统技艺,实现“传统现代化”;加速淘汰煤炭、
柴、油等非清洁能源,开发清洁新能源应用于茶叶加

工装备,为推进广西茶叶加工向绿色、节能、安全、清
洁方向发展提供保障。研究茶叶感官风味和品质组

分的调控技术,建立茶叶加工参数对风味品质形成影

响的预测模型,科学指导茶叶加工;针对地方特色六

堡茶从原料拼配到渥堆发酵,再到陈化等各阶段开展

不同香型快速、稳定出香技术;针对特色茉莉花茶开

展快速高效窨花、茶饮原料茶加工、茉莉花养花过程

香气收集及花渣高效利用等技术研究;针对特色虫茶

开展虫源定向引化、饵料工业化生产等研究;将现代

微生物发酵技术融入传统茶叶发酵过程,对主要益生

菌进行分离、纯化,优化组合定向接种,调节改善加工

品质与优化工艺;通过加工设备、工艺流程、技术参

数、品质变化的精准控制,为茶叶定向加工奠定基础。

  此外,可结合地方特色类茶资源发展保健功能代

用茶产品、衍生产品、跨界产品,开发适应不同消费群

体饮茶方式的茶产品,满足消费者由单纯追求风味向

风味与保健兼顾转变的需求;融合传统茶叶加工与现

代食品加工理念,开发抹茶、超微茶粉、即泡茶、茶食

品等精深加工茶产品,从喝茶到吃茶,拓展广西茶的

消费边界;有机整合原料、工艺、装备,创制特色风味

新产品,拓展消费群体;开展茶花、茶果、修剪后枝叶

等茶资源高值化、全值化和梯次化利用研究,使产业

融合发展;开展茶叶拼配技术研究,从形态拼配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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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拼配,结合拼配、茶饮专用原料茶等开展夏秋茶高

值化利用研究,为特色鲜明、品质稳定的“桂茶”发展

之路提供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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