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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六堡茶品质提升关键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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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西六堡茶身为历史悠久的名茶，近年来市场规模持续扩张，却面临原料品质参差不齐、

加工技术存在短板、仓储方式欠妥等状况，为改善品质，从种植、加工、仓储等环节发力，精心

选育优良茶树品种，科学开展茶园管理，严格规范加工流程，大力提升技术水准，优化仓储环境，

采用科学仓储手段。构建覆盖全产业链的质量管控体系，着重强化技术创新与人才培育，经此一

系列举措，茶叶品质大幅提升，产业发展潜力进一步释放，为六堡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技

术支撑与明确发展方向，对推动茶叶产业转型升级有着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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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消费升级叠加，健康养生需求攀升，

广西六堡茶以“红、浓、陈、醇”风味与保健

特性脱颖而出，产业发展一路向好，品质提升

难题重重，原料优劣不一、加工技术波动、仓

储管理不足，严重阻碍产业前行，这种形势下，

探寻六堡茶品质提升核心技术迫在眉睫。深入

钻研种植、加工、仓储等全产业链各环节，融

入新理念新技术，挖掘品质提升可行路径，有

望打破发展桎梏，推动六堡茶产业跃上新台阶，

为地方经济繁荣、茶文化传承注入全新动力。

1 广西六堡茶品质现存问题深度解析

1.1 茶叶原料品质差异问题

六堡茶原料品质状况不一，不少茶园茶树

品种繁杂无序，各品种茶叶内含物质含量大相

径庭，使得制成茶叶的口感与香气难以稳定。

研究表明，摊青时间过短或过长都会导致茶叶

内含成分失衡，影响最终品质。茶园管理方式

粗放随意，施肥毫无科学规划，氮、磷、钾等

营养元素配比失调，根本无法契合茶树生长需

要。茶树修剪既不及时又不合理，生长态势受

到明显抑制，发出的芽叶瘦弱细小，所含有效

成分严重不足，茶叶采摘标准杂乱无章，采摘

下来的鲜叶老嫩程度不一，如此一来，原料品

质差异愈发显著，给六堡茶整体品质带来极大

负面影响
[1]
。

1.2 加工环节技术缺陷问题

因缺少精确的温度与时间把控方式，杀青

程度极难掌握，杀青不足或过度的状况频发。

杀青不足时，茶叶内的酶活性未能得到有效遏

制，致使茶叶色泽暗沉无光、香气青涩寡淡；

杀青过度则会让茶叶表面焦糊，香气与口感大

打折扣。渥堆发酵技术也存在欠缺，发酵过程

里温度、湿度、氧气含量等关键指标难以精准

调节，使得茶叶发酵程度不一，茶叶品质参差

不齐，进而出现茶汤浑浊不清、香气怪异刺鼻

等诸多问题。

1.3 仓储环节的不合理之处

仓储环节是六堡茶品质转化的关键所在，

温湿度控制不当成为突出问题。温度、湿度过

高或过低，均会致使茶叶陈化节奏紊乱，或加

速或延缓，难以形成优质的品质特征，通风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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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不良极易造成茶叶受潮霉变，滋生难闻异味。

仓储空间规划与布局欠妥，茶叶堆放方式不科

学，同样会干扰茶叶的陈化进程，影响转化效

果，部分仓储环境卫生管理松懈，外界污染物

容易侵入，使得六堡茶品质进一步受损，严重

制约其品质提升与价值体现。

2 优化种植技术提升原料品质

2.1 优良品种选育与推广

相关部门与科研机构需强化对六堡茶优

良品种选育的投入力度，深度剖析本地气候、

土壤等自然环境要素，精准筛选契合本地生长

的茶树品种。例如，《广西六堡茶“八新双增”

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示范》项目收集了 273

份地方种、野生种茶树种质资源，筛选出适制

六堡茶新品系 7个，新登记茶树新品种 4 个。

像苍梧群体种、桂青群体种等已在当地展现出

良好适应性与品质优势的品种，可开展进一步

的优化培育工作[2]。

2.2 科学茶园管理措施

在施肥管理领域，需充分运用专业土壤检

测仪器，定期且细致地分析土壤肥力状况，依

据茶树萌芽期、采摘期、休眠期等不同生长阶

段对养分的差异化需求，精确调配有机肥与化

肥的施用比例，在萌芽阶段，适度增加氮肥施

用量，以此刺激枝叶茁壮成长；在采摘时期，

着重补充磷钾肥，有效提升茶叶内在品质，在

茶树养护环节，定期开展修剪工作。依据茶树

生长特性，将茶树高度精准控制在合理区间，

塑造科学的树冠形态，保障茶树间通风顺畅、

光照充足，充分促进光合作用，为茶树生长储

备充足养分，进而提升茶叶品质，病虫害防治

方面，大力推行绿色防控技术。巧妙利用害虫

趋光性、趋化性特点，布设太阳能杀虫灯、性

诱捕器进行诱杀；释放害虫天敌，维持茶园生

态系统平衡；选用生物农药，在高效防治病虫

害的，显著减少化学农药残留，确保茶叶质量

安全，为生产绿色、健康的六堡茶原料筑牢基

础。

3 规范加工流程保障茶叶品质稳定

3.1 明确加工标准与规范

采摘鲜叶立规矩，选晴天上午露水散净时

段，专采一芽二、三叶且芽叶完整鲜叶，剔除

过嫩过老叶片，确保原料品质始终如一，杀青

依茶叶品种与采摘时节精准调控温度时间，温

度维持在 180-220℃区间，时长控制在 3-5 分

钟，杀青程度恰到好处，赋予茶叶鲜绿光泽、

清扬香气，揉捻注重力度把握与时间把控，先

轻揉 10-15 分钟，再重压 20-30 分钟，促使茶

叶细胞破裂、茶汁充分渗出，为后续发酵筑牢

根基。渥堆发酵是塑造六堡茶独特品质核心，

严格把控温度、湿度、氧气含量与发酵时长，

发酵温度稳定在 35-40℃，相对湿度保持

80-90%，每隔 3-5 天翻堆一次，历经 15-20 天

达成均匀发酵效果，干燥环节采用低温慢烘工

艺，温度恒定在 60-70℃，持续烘焙至茶叶含

水量低于 12%，避免茶叶焦糊，留存醇厚风味，

这些关键工序标准化设定，让六堡茶加工全程

规范有序，保障产品质量稳定可靠[3]。

3.2 提升加工技术水平

安排加工人员上专业培训课，行业专家和

资深制茶师傅来教。课程讲茶叶基础、加工原

理、操作技巧、质量把控，办实践工作坊，让

加工人员感受不同参数加工效果，明白工艺要

点，支持加工人员参与行业交流，学各地先进

制茶法，开眼界提技能。大力引进先进加工设

备
【3】

。自动化杀青机有温控系统，能实时监

测调温，杀青效果稳定，配备发酵控制系统，

靠传感器监测渥堆发酵温湿度、氧气量，自动

调控，防人工操作致发酵不均。用现代化干燥

设备，智能控温定时，提效率保茶叶品质。例

如，苍梧县沁怡六堡茶业专业合作社引入智能

化设备后，生产效率比手工提高了 18 倍，陈

化时间缩短 30%，年产量翻了 1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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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善仓储管理促进品质提升

4.1 优化仓储环境控制

建设专业仓储空间，仓库选址要远离潮湿

闷热、污染源多的区域，挑选地势高、通风优

良的地段。仓库内部精心设计结构，具备良好

隔热防潮性能，采用保温材料搭建墙体与屋顶，

降低外界温湿度波动对仓储茶叶的影响。温湿

度调控设备是把控仓储环境的核心，温湿度传

感器均匀分布在仓库各个角落，实时采集数据

并传输到中央控制系统。根据六堡茶陈化需求，

夏季高温时利用空调制冷将仓库温度稳定在

25℃，冬季寒冷时借助暖风机适当提升温度。

湿度管理方面，湿度高于70%启动除湿机工作，

低于 60%则使用加湿器调节。仓库顶部和侧面

合理开设通风口，安装防虫防尘滤网，配置排

风扇定时运转，每天上午和下午各通风 2-3 小

时，保持空气流通防止茶叶受潮。运用空气净

化设备清除仓库内异味与有害气体，同时引入

智能化仓储管理系统，通过物联网传感器动态

监测仓储环境，实现温湿度的精准调控。例如，

智能化仓储管理系统使六堡茶出口检测通过

率从 82%提升至 98%，2024 年欧盟订单量同比

增长 210%。

4.2 科学仓储方法运用

仓储六堡茶时，采取分层堆放与分类存放

是明智之举。分层堆放需严格依据茶叶的具体

种类、品质等级以及生产年份进行细致分层，

将新制茶叶安置在较低层面，便于日常取用；

而陈年茶叶则放置于较高位置，以此减少频繁

翻动对其品质造成的不良影响，每层之间务必

预留出 10-15 厘米的间隔空间，从而有效促进

空气流通，为茶叶的自然陈化创造良好条件，

在货架的挑选过程中，应优先选用木质或不锈

钢材质的货架，坚决避免使用那些可能会散发

异常气味的塑料货架，分类存放要求按照茶叶

的不同品种类别、独特香型特征以及原料等级

标准进行明确分区，将由不同茶树品种制作而

成的六堡茶分别存放，防止相互之间串味；把

具有陈香型和参香型特点的六堡茶分隔储存，

确保各自独特的香气得以完整保存。每个存放

区域都必须做好清晰明确的标识工作，详细标

注茶叶的具体名称、所属批次以及准确的生产

日期等关键信息，从而极大地方便日常管理与

快速查找。建立健全完善的检查制度，规定每

周至少要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检查，检查工作

从观察茶叶的外观形态开始，仔细查看是否存

在受潮、发霉、变色等异常现象，对于出现受

潮情况的茶叶，若程度较轻，可及时将其转移

至通风条件良好的地方进行自然干燥处理；若

受潮情况较为严重，则需要进行特殊的专业处

理或单独存放，以免影响到其他茶叶的品质。

打开部分茶叶包装，嗅闻茶叶的香气来判断是

否有异味产生。随机抽取少量茶叶进行冲泡品

鉴，认真检查茶汤的色泽表现、口感体验和滋

味特点是否处于正常状态，一旦发现存在问题

的茶叶，必须及时进行妥善处理，将其与正常

茶叶进行有效隔离，并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具

体原因，进而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凭借科学

合理的仓储方法与严格规范的检查制度，切实

保障仓储茶叶在陈化过程中品质能够稳步提

升，最终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六堡茶产品。

5 提升六堡茶品质的综合策略实施

5.1 构建全产业链质量管控体系

在种植环节，农业部门携手相关监管机构

全方位强化对茶园的监督检查力度，严格规范

茶树种植过程中农药、化肥的使用标准，要求

茶农详细且准确地记录每次施肥、用药的具体

种类、操作时间以及使用剂量，定期抽取土壤

和茶叶样本进行专业检测，确保有害物质残留

量符合国家标准，大力推广绿色种植技术，积

极鼓励茶农使用有机肥料，并采用生物防治病

虫害的科学方法，从源头上为茶叶原料的质量

安全筑牢防线，制定极为严格的加工车间卫生

标准，明确要求加工企业必须定期对所有生产

设备进行全面清洁和专业消毒，确保整个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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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完全符合卫生规范要求。对杀青、揉捻、

渥堆发酵、干燥等关键生产工序，专门设立质

量检测点，对加工过程中的各项参数进行实时

监测，运用先进的传感器技术，对渥堆发酵过

程中的温度变化、湿度波动以及时间进程进行

精准把控，一旦监测到参数偏离标准范围，系

统立即发出警报并及时进行调整修正，建立完

善的产品出厂检验制度，只有各项严格质量指

标检测的六堡茶产品，才能够获得进入市场流

通的资格。利用智能化设备对仓储空间的温湿

度变化、通风状况等进行 24 小时实时监测，

确保仓储环境始终符合六堡茶的陈化需求，对

仓储茶叶实施定期盘点和质量抽检工作，一旦

发现受潮、发霉等问题，迅速采取有效措施进

行妥善处理，精心建立从茶园到茶杯的全产业

链质量追溯系统，为每一批次的六堡茶赋予独

一无二的追溯码，消费者只需扫描追溯码，即

可全面获取茶叶的种植产地、准确采摘时间、

详细加工工艺、仓储信息等丰富内容
[4]
。

5.2 强化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

为提升六堡茶品质，政府设立专项科研基

金，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投身相关技术研究。

聚焦金花菌形成与调控、渥堆发酵工艺优化等

难题，组建科研团队协同攻关，科研机构凭借

理论优势，探究微生物在发酵中的作用，挖掘

新菌种；企业以生产经验为依托，提供试验样

本与应用场景，加快成果转化，大力培养人才，

多途径构建高素质产业人才队伍，高校与职业

院校开设六堡茶专业课程，覆盖种植、加工、

品鉴、营销等领域，培育专业人才。对在职人

员，定期举办技能培训与进修班，邀专家讲解

前沿种植、加工、检测技术，企业开展“传帮

带”，老师傅向年轻员工传授技艺，在人才引

进上，政府与企业出台优惠政策，吸引茶叶领

域高端人才，以丰厚薪酬、优质科研环境和广

阔发展空间，招揽微生物学、食品科学专业博

士、博士后，引进管理与营销人才，提升企业

管理与市场竞争力。借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双

轮驱动，为六堡茶品质提升提供技术和人才支

撑，推动产业稳健发展[5]。

结语

广西六堡茶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却受原料、

加工、仓储等环节品质问题制约。实施优良品

种选育推广，从源头把控；开展科学茶园管理，

规范种植操作；规范加工流程，严格各工序标

准；优化仓储环境，保障茶叶陈化；构建全产

业链质量管控体系，全程监督。这一系列关键

技术落实后，六堡茶品质显著提高。技术创新

与人才培养双管齐下，为产业发展注入持久动

力，不断推动这些技术应用完善，能让六堡茶

产业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加速标准化、现

代化进程，实现经济效益攀升与文化价值弘扬

的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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