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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机“智”造向未来

在松阳茶机产业园的现代化厂房内，全自动智

能扁茶炒制机正在演绎“数字茶艺”。微电脑控制

系统如同经验老到的炒茶师傅，将杀青温度精确控

制在±1℃，200组/秒的数据流在设备间奔腾。“过去

老师傅靠手摸锅温，现在机器比人还精准。”浙

江上河茶叶机械有限公司负责人魏碧华捧

起刚炒制的扁形茶，无论是色泽还是香

气，都与手工茶毫无二致。他告诉记者，

这款炒制机通过模拟龙井茶传统工艺

曲线，使干茶色泽均匀度提升20%，茶

汤清澈度也有所提升。

安吉龙王山茶叶开发有限公司的

数字化生产线，则是另一番科技景象。

拥有12道工序的智能控制系统如同交响

乐团，传感器网络实时监测茶叶含水率、色

泽变化，自动调整加工参数，使人工成本降低

60%，产品优品率提升至92%。

“过去炒茶要守通宵，现在设定好参数就能睡

安稳觉。”炒茶师傅王大伯望着自动化流水线，语气

中满是感慨。

在安吉的炒茶工艺革新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

是区块链溯源技术的应用。在该公司数字化生产

线末端，机械臂正将包装好的茶叶贴上区块链溯源

码。“消费者扫码后，茶园实景、加工参数、质检报告

等数据跃然屏上。这杯‘科技茶’，让消费者喝得明

白、喝得放心。”公司负责人潘元清告诉记者，该溯

源系统通过“一茶一纹”识别技术，将茶饼纹理特征

与区块链存证绑定，实现从种植到销售的全流程可

视化。

上面这些案例正是浙江茶产业以机械赋能开

辟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的生动缩影。它不仅体现了

效率跃升，更在于产业生态的重构——茶机企业与

茶农形成利益共同体，科研院所与生产企业共建创

新联合体，政府与市场实现同频共振。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去年全省茶园亩

均产值达9266元，居全国茶叶生产主要省份首位；

规模以上茶机生产企业有50余家，茶机种类达100

多种，茶机生产量、销售额占全国总量的65%以上，

总产值43亿元，茶机种类、生产量、销售额均为全国

第一。

演绎现代新工艺

今年春茶采摘季，遂昌县黄沙腰镇海拔近千米

的生态茶园里，不时响起轻快的机械嗡鸣声。茶农

背着新式便携采茶机穿梭在茶园中，梳叶状刀片划

过茶树顶端，嫩绿的芽尖纷纷落入集茶袋中。

对于和茶叶打了多年交道的基地负责人吕新根

而言，这场“指尖革命”来得正是时候。“春茶采收就

是和时间赛跑。这款便携式采茶机首创梳叶分区切

割和原位立姿输送技术，有效保障茶叶匀整度与产

量，破损率控制在5%以内。”吕新根告诉记者，基地

现有8台便携式采茶机，一起“出动”的话，1小时能

采16-20公斤茶青，效率抵得上5名熟练工，成本也

随之降低了。

而在杭州西湖龙井核心产区，AI采

茶机器人正在茶园接受识别精确

度测试。“你现在看到的这款机

器人，在采茶、行进、识别等方

面比之前都有了升级。采茶

方式模拟人工，以轻柔捏、

切、提、抛的动作，快速、准

确地将嫩芽收入存储盒。”

浙江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

院副教授贾江鸣指着控制台

上的识别率曲线介绍，机器的

夜间作业模式也特别实用，试验

数据表明，夜间作业成功率、效率甚

至高于白天，让采茶不再受时间限制。

这款由浙江理工大学团队研发的机器人，通过

深度学习算法，建立不同成熟度的识别模型，已实现

鲜叶分级采摘功能，其识别准确率达到85%以上。

浙江面对全省78%茶园位于丘陵山地的现实，

通过实施农业“双强”行动，大力推行农艺农机融合

示范项目，全面推动产业双向变革。

在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的茶叶农艺农机融

合示范试验基地，传统茶园1.2米的种植行距被拓宽

至1.8米，梯田坡度和排水系统均被重构，这些改变使

得大型农机具能在坡度25度以下的区域自由作业。

“这套新模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格局。”该示范

基地建设主体——浙江骆驼九宇有机食品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周杨波告诉记者，基地通过农艺农机融

合，解决了原有茶叶生产加工中存在的连续化程度不

高、异物处理能力不强等痛点，梳理并形成一整套茶

园全程机械化管理模式和配套管理规范。

随着该模式的持续推进，目前，该基地提升农

事作业效率3倍。此外，该模式还入选农业农村部

第二批特色经济作物适宜品种全程机械化生产模

式和典型案例，成为全国丘陵茶园改造的“技术蓝

本”。

机械化转型带来的不仅是效率变革，更重塑了

与产业配套的服务体系。1小时完成1000亩茶园喷

洒作业，这数字背后是新昌县茶保姆现代化农事服

务中心的智慧结晶。

“我们服务中心现在投入使用的植保无人机有

12台，另外还有川崎、小茗等110台采茶机，同时还

可以为茶农们提供机检、机修等服务。”茶保姆现代

化农事服务中心负责人程晓林告诉记者，目前，中

心服务面积近2万亩，与40多家茶企、8个村建立服

务合作关系。

重塑管理新格局

重构“指尖”新范式

□本报记者 杨怡

在第七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上，一批茶园新装备让人大饱眼福。双机械臂采茶机器人、四足机器狗助力西湖龙井核心产区单日采摘量达人工采

摘量的3倍，同步实现山地运输智能化；从茶园管理到加工的全链条装备，让茶香更浓郁……

在浙江这片孕育了西湖龙井、安吉白茶等茶叶名品的土地上，茶机不仅是替代人力的工具，更成为推动产业质效跃升的核心引擎。

从高山茶园到智能化车间，从传统手工到AI赋能，浙江茶产业正以茶机创新为突破口，构建起覆盖采摘、管理、加工的全产业链智能化体系。

茶叶分选机茶叶分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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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白茶安吉白茶

加工流水线加工流水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