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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成长、行业壮大的必要条件是什么？是
创新力。

松阳茶机企业的数量不在多，在于精，且每
一家都在行业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凭借卓越的创
新意识、日新月异的技术以及精准的市场开拓战
略，它们逐渐从地方性品牌晋级为全国性的行业
领衔者。

松阳茶机行业的成功，离不开企业对市场的
敏锐感知。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松阳干茶
主要依赖手工制作，但随着茶叶市场的不断演
进，传统模式已很难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
求。因此，一批有远见的企业家将目光投向生产
端，以茶农的生产需求为创新依据，提前布局茶
叶加工机械行业，“细微之处见风范，毫厘之优
定乾坤”。

这种对细节和品质的把握能力，成为行业的
“标配”。早期，松阳茶机企业生产的茶叶加工
设备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力投入，但机械
结构简单；后来，企业不断突破技术瓶颈，逐渐
实现了设备的自动化、智能化，突破了传统机械
的操作局限。这些新型设备不仅能有效提高生
产效率，还能在确保茶叶品质的同时大大降低人
工成本。

比如上河茶机生产的茶叶加工流水线设备，
集成了数据分析、数字程序控制、高低压脉冲等
自动控制系统，可以精准操控送料速度、点位检
测、缺料判断、要料判断等，确保每一批茶叶都
能在最佳的温度和时间内完成加工。这种精细
化控制，无疑为茶叶的产量和品质多加了一道保
险，成为许多茶叶生产商的首选。

在市场拓展的进程中，松阳茶机的表现同样
亮眼。通过与省内外经销商的紧密合作，松阳茶
机成功在全国市场站稳了脚跟。无论是在产量
需求较大的四川等地，还是对茶叶品质有较高要
求的浙江、福建等地，松阳茶机企业的现代化茶
叶加工设备都得到了广泛认可。

如今，松阳茶机已经成为茶叶加工设备领域
的“重量级选手”。然而，这一成就并未让当地
企业家安于现状。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在快速变
革的市场环境中，技术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生
命线。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唯有通过持续研发
投入、工艺革新和产品升级，才能巩固现有优
势，开拓新的增长点。这种居安思危的远见，正
是推动松阳茶机企业不断向高端化迈进的内在
动力。

创新，成就行业领衔者
本报记者 付名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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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松阳，15.32万亩生态茶园绵延如画，背后是一条年产值逾
百亿元的产业链支撑。

得天独厚的自然馈赠，只是故事源起的部分。从产业视角切
入，它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变革，技术与市场在这片土地上交织
成独特的风景。

茶叶机械行业的崛起，是这场变革最生动的注脚。从蹒跚起
步到如今的领军地位，松阳的茶机企业经过近 20年风雨历练，以
精密工艺和先进设备不断推动茶叶生产的迭代。

然而，技术升级并非孤立的存在，市场布局同样至关重要。
为了将创新成果推向全国，松阳的茶机企业主动出击，与湖

北、四川、贵州等地的经销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在持续优化
销售网络的同时，不断提升产品在各地市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在此进程中，技术与市场实现了深度共振。凭着双轮驱动的
力量，松阳茶机企业稳步攀向“塔尖”，成为行业内不可忽视的力
量。

发现新赛道

从萎凋机的细节调控，到全自动智能炒茶机的精准火候，科
技的力量正在改变茶叶从绿芽到香茗的转化方式，缩短了这一过
程中的每一秒钟。

然而在 16年前，这些现代化设备在茶农与茶商的眼中几乎
是难以想象的存在——茶叶加工依赖传统手工艺，手工经验和感
官判断仍是当时茶叶加工的主流。

“过去，茶农白天采茶，傍晚摊青晾晒，夜里争分夺秒炒茶，
第二天凌晨还得赶到市场卖茶。高强度的劳作下，利润却很微
薄。”2009年，从事汽修行业的魏碧华在探亲时发现，传统制茶工
艺低效又费力，虽然市场上已经出现半自动扁茶炒制机，但机型
陈旧、效率不高，于是他萌生了研发全自动智能扁茶炒制机的念
头。

怀揣着改变茶农命运的梦想，魏碧华投身书海，埋头钻研各
类机械与自动化控制的书籍。此后，他踏上了跨省寻访之路，往
返于湖北、江苏、广东等地，与科研企业和机械零部件加工厂合
作设计图纸、选购配件，试验了 500多个机械部件。

试验、推倒、重来、再试验……2009年 9月，魏碧华按传统手
工扁茶炒制工艺原理设计的全自动智能扁茶炒制机首度问世。
这台机器炒出了第一锅完美符合生产标准的扁形茶，很快被茶农
接受。彼时，国内全自动智能扁茶炒制机领域几乎是空白，而这
一突破无疑为茶产业打开了新的大门。

这一成功试水，激发了魏碧华的创新热情。2010年，浙江上
河茶叶机械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松阳茶叶机械产业的故事由此发
端。此后，“上河茶机”享誉不断，成为松阳首家晋级“国字号”的
高新技术企业。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创新的故事没有结局，新的创意
总能成为下一场蝶变的起源。

2020年，“上河茶机”又研发推出了智能扁形茶连续化加工
成套设备，采用微电脑控制茶叶的炒制过程，在没有人工作业的
环境中能精确控制茶青的进料量、锅内温度、杀青时间、炒板下
压量，自动完成出茶、清理炒板、加油等流程。不仅如此，设备还
具有自动自检、自动报警、自动停机等智能功能，成为国内首创
的全自动智能炒茶机，极大提升了茶叶生产的效率与质量。

凭借着一流的技术和品质，“上河茶机”的年销量超过了
4000台。从最初萌芽到崭露头角，在反复试错、迭代的过程中，
松阳茶机产业初现雏形。

迭代新工艺

在松阳，茶叶机械产业正逐步走向标准化的工业新时代。随
着同类企业不断涌现，市场竞争也愈发激烈。

如何在角逐中呈现“过人之处”？松阳县振跃茶叶机械有限
公司交出了独特的答卷。

“早期的理条机加热方式依赖传统的煤炭燃烧，这种方式不
仅对空气造成污染，产生的烟尘还会影响干茶色泽、香气。“振跃
茶机”负责人吴振平告诉记者，为了攻克这一难题，企业研发团
队在设备中置入了电加热组件，不仅提升了加热效率，还极大地
提高了环保性能。

技术突破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加热组件的温控精度、均匀
性等细节，直接影响茶叶的品质。经过不断试验优化，团队最终
找到了理想的解决方案——将理条斗划分为多个规格相同的单
锅，通过配置电加热组件和往复振动装置，成功解决了加热不均
匀的问题，并降低了能耗。

然而，随着技术不断升级，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尽管自动

化程度得到提升，但理条机在工作完成后的操作依然需要手动
介入——提拉理条斗以倾斜其位置倾倒茶叶。这一过程不仅
烦琐且容易损坏设备。吴振平意识到，理条机的自动化程度仍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一次出行中，吴振平意外地得到了灵感。观察到公交车车
门已经由传统的手拉方式升级为电动开启的设计时，他注意到车
门开关时发出的“呲”声是由气缸产生的。这个细节激发了他的
思考：是否可以将气缸技术应用到理条机中？于是，他着手试
验，将滑轮组固定在支架上，并利用气缸的工作原理，配合风机，
设计出了一种“理条机气动出料机构”，以此解决了茶叶倾倒的
难题。

经过不断迭代，“振跃茶机”生产的自动理条机已成功更新至
第六代，性能和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

每一台现代化茶叶加工设备的诞生，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技
术与工艺的碰撞。表面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发明、小改进，背后却
蕴藏着行业发展的根本性突破。“振跃茶机”的成功不仅是技术
创新的体现，更是对茶叶机械产业深厚积淀的坚守与突破。正是
这种对技术的精益求精和对市场需求的敏锐洞察，造就了“振跃
茶机”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

拓展新版图

酒香也怕巷子深。即便是最精良的茶叶和设备，如果没有有
效的推广与销售，也难以跨越市场的重重障碍。近年来，松阳的
茶师们已经不再局限于本地的小圈子，他们带着茶叶与技艺走向
了全国，在茶叶市场开疆拓土。

2014年，松阳茶师翁建春来到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成立恩施州润翔农业有限公司。他的自我定位不只限于“茶
叶的收购者与销售者”，更是松阳茶业的传播者与推广者，扮演
着技术与服务的桥梁角色。

经过市场调查，翁建春发现，这个多山的地区茶园规模庞大、
茶树种类繁多，发展潜力巨大，但普遍存在生产与加工技术欠缺
问题，“当时，茶农主要生产胚茶等经济价值较低的干茶，所以我
引进了松阳香茶、银猴扁茶、银猴白茶等名优茶的加工技术及设
备，帮助茶农和茶商拓展市场空间。”

万事开头难。翁建春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打破恩施市
场上长期形成的行业惯性，尤其是面对“外地人”带来的新技术、
新设备时，当地茶商与茶农的疑虑。

思索再三，翁建春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走传统的“交钱
交货”销售路线，而是先行垫资，将松阳的茶机和先进制茶技术
带给当地茶企。不仅如此，他还免费提供技术支持与售后服务，
甚至承诺销售兜底，确保茶农与茶商在使用新设备的过程中不会
遭遇风险。这个“松阳方案”的推广，迅速打消了当地茶商的顾
虑，也使松阳茶机在恩施得以顺利推广。

第二年，投入开始显现回报。越来越多茶农和茶商选择这一
“轻资转型”模式。恩施豪啄茶叶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刘明月告诉
记者，从引进设备到技术普及再到销售，每一步都“顺利得不可
思议”。

数据最有说服力。去年，恩施州茶园面积已达 136.71万亩，
产量达 8.33万吨，分别同比增长 13.9%和 10.6%。在这样的市场
环境中，翁建春在当地收购了超过 80万斤茶叶，其中 90%销往松
阳。此外，制茶设备的销售额超过了 1000 万元，其中近四成是

“松阳制造”。
“茶叶的产区和市场不同，加工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因此我们

的设备需要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吴振平告诉记者，以四川
市场和浙江市场为例，在四川使用的茶机需要实现更灵活的温差
调控，而在浙江使用的茶机则对恒温要求更高，这些细节变化促
使着设备的升级与定制化，“哪怕是在同一台标准机上，也要能
做‘加减法’。”

过去，茶叶加工依赖的是老手艺人的技术水平，他们凭借着
多年积累的经验把控每一片茶叶的色泽和口感，但这种方式的结
果往往充满不确定性。现代化茶叶加工设备的出现，彻底打破了
这一局面。如今，茶叶的加工不仅可以做到更精准、高效，还能
实现品质可控。这些转变，让茶产业逐渐迈入工业化之路：在产
量上，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在品质上，我们看到了更高
的稳定性和市场适应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