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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速溶普洱茶行业现状, 为规范固态速溶普洱茶产业, 制定固态速溶普洱茶行业标准提供

市场依据。方法  通过对固态速溶茶国家标准与 55个速溶普洱茶生产企业 60个企业标准理化指标和安全性

指标的综合分析, 确定各理化指标的基本数值范围和企业标准涉及的安全性指标种类, 并对国家标准与相关

企业标准进行对比。结果  水分含量在 8%~15%的企业标准数量占调查企业标准总数的 61.36%, 总灰分含量

在 15%~25%的企业标准数量占调查企业标准总数的 78.82%, 茶多酚含量在 10%~20%的企业标准数量占调查

企业标准总数的 69.35%; 安全性指标可参考国家相关标准。结论  固态速溶普洱茶行业标准可结合现有固态

速溶茶国家标准和产业实际需求进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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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quo of instant Pu'er tea industry, so as to provide market basis for 

the regulation of instant Pu'er tea indus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stant Pu'er tea industry standards. Methods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physicochemical and safety indexes of the current national 

standard and 60 enterprise standards of 55 instant Pu'er tea production companies. The basic data ranges of 

physicochemical indexes and the types of safety indexes involved in enterprise standards were determined, and the 

national standard and relevant enterprise standard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enterprise standards accounted for 

61.36% which regulated moisture content ranged from 8%~15%, accounted for 78.82% which the content of total ash 

ranged from 15%~25%, and accounted for 69.35% which the content tea polyphenol distributed in 10%~20%. Safety 

indexes of enterprise standards could refer to the national standard. Conclusion  Considering all factors above, the 

industry standards of Pu'er tea can be set on the basis of the current national standard of instant tea and the actual 

demands of instant Pu'er tea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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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普洱茶是我国黑茶的典型代表之一, 起源于我国云

南古普洱府, 主产于昆明、西双版纳、临沧、思茅、下关

等地区。科学研究证实, 普洱茶具有多种保健功效, 尤其

是降脂减肥效果明显[1,2], 其生产历史悠久, 备受国内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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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喜爱[3]。为便于运输、贮藏及冲饮, 研制开发速溶普

洱茶很有现实意义[4]。速溶普洱茶是以成品茶、半成品茶、

次级茶或茶树鲜叶为原料, 通过提取、过滤、浓缩、干燥

等工艺过程加工而成的易溶于水的固态茶制品, 具有方便

快捷、安全卫生的特点, 适应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需求。 

速溶茶粉加工属于茶叶深加工范畴。速溶茶粉基本保

持了茶叶原来的色、香、味, 同时具备了卫生、高雅、营

养、方便等特点, 深受国内外消费者青睐, 是国内外当前

最受欢迎的一款饮料[5]。速溶茶粉起源于国外。随着速溶

咖啡的迅速发展, 在 20 世纪 40 年代, 英国饮料行业首先

进行了速溶红茶的试制, 标志着速溶茶制造业的诞生[6,7]。

我国速溶茶研制生产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 发展至今, 

速溶茶生产已初具规模, 产品行销国外, 深受外商和海外

侨胞的好评[8,9]。就云南地区而言, 近年以固态速溶粉为主

的速溶普洱茶生产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10,11], 销售额

也逐年增长, 以云南天士力帝泊洱生物茶集团有限公司为

例, 2015年销售额接近 5000万元。当前市场产品并无通用

产品质量标准, 各企业产品的质量检测多以企业标准进行

内部控制, 相应的行业标准或通用标准的缺失, 从长远来看, 

不利于产品的规范监管和地理标识特色产品品牌优势打造。 

2015年11月2日颁布实施的国家标准GB/T 31740.1-2015 

《茶制品 第 1部分: 固态速溶茶》, 主要针对市场供需量

相对较大的速溶绿茶和速溶红茶[12]。随着速溶茶制品国家

标准的实施推行, 其对规范速溶茶企业产品市场的作用不

言而喻。受消费升级需求影响, 速溶普洱茶市场近年来呈

扩增态势, 从地域性产品不断升格和扩张, 速溶普洱茶相

关系列标准制修订的产业需求随之提上日程。通过调研、

了解速溶茶生产企业产品及其标准状况, 研究制定速溶普

洱茶的行业标准乃至国家标准, 规范速溶普洱茶及其制品

市场, 对于促进我国普洱茶深加工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化地理资源优势为市场品牌竞争力, 为争取国际、国内速

溶茶相关标准话语权具有深远的意义。 

本文通过公开渠道广泛收集了云南省速溶普洱茶生

产企业标准, 并对其列出的各项质量指标进行系统归纳, 

结合现有标准及相关研究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以期为下一

步建立速溶普洱茶行业标准提供指标参考和依据。 

2  企业标准汇总 

在云南卫生监督信息网[13]上以速溶茶、茶粉、茶珍、

茶膏为关键词进行检索, 共筛选了 55 个企业的 60 个企业

标准。 

 
表 1  云南省速溶普洱茶生产企业名录 

Table 1  Instant Pu'er tea production enterprises in Yunnan province 

序号 企业名称 企标名称 

1 昌宁双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速溶茶粉 

2 楚雄宏桂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固态速溶茶 

3 楚雄州百草岭药业发展有限公司 速溶茶 

4 红河唐人生物发展有限公司 含茶制品(速溶茶) 

5 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云春茶厂 茶膏 

6 昆明宝特药用植物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速溶茶 

7 昆明贡福茶制品有限公司 固态速溶茶 

8 昆明古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速溶茶 

9 昆明古木兰茶业有限公司 固态速溶茶 

10 昆明茗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固态速溶茶 

11 昆明七彩云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固态速溶茶 

12 昆明七彩云  南庆沣祥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速溶茶、茶膏 

13 昆明仁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固态速溶茶 

14 昆明元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速溶茶(含茶制品) 

15 芒市德凤茶业有限公司 普洱茶膏 

16 勐海县云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普洱茶膏(粉) 

17 勐海昱申源生态茶厂 固态速溶茶 

18 普洱茶王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固态速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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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序号 企业名称 企标名称 

19 普洱康提茶业暨生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固态速溶茶(含茶制品) 

20 普洱淞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固体速溶茶 

21 普洱天福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普洱茶粉 

22 双江帮木红军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速溶茶 

23 嵩明天植天然植物深加工有限公司 固态速溶茶 

24 腾冲县高黎贡山生态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速溶茶 

25 寻甸牧业工商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 普洱速溶茶 

26 玉溪市太和生物开发有限公司 固态速溶茶 

27 玉溪市维和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速溶茶 

28 玉溪紫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固态速溶茶 

29 云南大唐汉方制药有限公司 固态速溶茶 

30 云南德凤茶业有限公司 普洱茶膏 

31 云南滇泊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固态速溶茶 

32 云南滇隆制药有限公司 固态速溶茶 

33 云南贡润祥茶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茶膏 

34 云南古斯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速溶茶 

35 云南国道茶科技有限公司 速溶茶 

36 云南国健药业有限公司 调配茶珍(固体饮料) 

37 云南花果叶植物开发有限公司澄江分公司 茶膏 

38 云南聚能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同兴号茶业分公司 茶膏 

39 云南龙蛉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茶膏(粉) 

40 云南龙润药业有限公司爱伲食品厂 固态速溶茶、茶珍(固体饮料)、调配茶粉(固体饮料)

41 云南芒市三十六道水速溶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速溶茶 

42 云南纳西泉食品饮料有限责任公司 固态速溶茶(含茶制品) 

43 云南恰兴商贸有限公司 速溶茶 

44 云南瑞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速溶茶 

 
 

速溶茶粉 

45 云南省黎明农工商联合公司茶厂 固态速溶茶 

46 云南省普洱市新利生物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普洱速溶茶 

47 云南十木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洱茶珍(速溶茶) 

48 云南松德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固态速溶茶 

49 云南天士力帝泊洱生物茶集团有限公司 即溶普洱茶珍、帝泊洱牌卓清速溶茶 

50 云南西双版纳州古茶山茶业有限公司 固态速溶茶 

51 云南怡天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速溶茶粉 

52 云南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固态速溶茶 

53 云南雨竹轩科技有限公司 固态速溶茶(含茶制品) 

54 云南御茗堂科技有限公司 茶膏 

55 云南云溪植物制药有限公司 速溶茶 

注: 企业名称以音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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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标识指标分析 

3.1  理化指标分析 

企业产品内质控制的指标主要是水分、灰分、茶多酚、

咖啡因、粗多糖、没食子酸、溶解度 7 项, 其中众企业标

准中对水分、灰分、茶多酚皆有规定, 咖啡因、粗多糖、

没食子酸、溶解度则属于自主选择(4个企业规定了咖啡因

含量, 2个企业分别规定了粗多糖含量和没食子酸含量, 12

个企业规定了溶解度)。考虑前述各项指标对制修订相关行

业通用标准的参考价值重要性排序, 本研究仅对行业关注

度较高的水分、灰分、茶多酚含量进行分析, 数据分布规

律见图 1~图 3。 

水分是速溶茶产品的一个重要品质指标, 高水分会

影响速溶茶的品质保持, 甚至可能导致结块现象发生。而

且多数的速溶红茶和速溶绿茶的水分含量都在 2%~8%之

间[14]。由图 1 可见, 所调查企业产品水分含量指标值从

5%~20%皆有存在, 其中水分含量规定为 8%、10%、12%、

15%的企业数量总和占调查企业总数的 61.36%。而在高玉

萍等[14]的研究中, 大多数速溶红茶和速溶绿茶的水分含量

集中分布在 4%左右, 且国际 ISO 速溶茶国际标准中水分

最大限量要求为 6%[15]。考虑到速溶普洱茶生产企业标准

制定的保守性, 结合速溶普洱茶生产工艺开展贮藏稳定性

研究, 合理化限定水分指标, 以标准为企业生产提供科学

指导方有意义。 

总灰分同样也是速溶茶产品的重要理化指标。总灰分

在国际标准中的规定值为 20%[15], 同样在高玉萍等[14]的研

究中, 大多数速溶茶样品(主要为速溶红茶和速溶绿茶)的

总灰分含量处于 5%~20%之间。在调查研究中也得到了类似

的结果, 由图 2可见, 所有调查企业规定的灰分含量阈值控

制范围为 5%~30%, 其中规定总灰分含量标准为 15%、16%、

18%、20%、25%的企业数量总和占到调查企业总数的

78.82%。上述分析表明, 多数企业认为速溶普洱茶中的总灰

分合理区间应在 15%~20%之间, 也符合国际标准限量, 也

是我国速溶普洱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先天优势。 

茶多酚是速溶茶中的主要成分, 其成分与组成对口

感滋味影响较大。高玉萍等[14]的研究中, 在众多的速溶茶

样品(主要为速溶红茶和速溶绿茶)中茶多酚含量集中在

20%~35%之间。而在调查中发现(图 3), 企业对速溶普洱茶

中茶多酚含量标准规定在 7%~50%之间, 其中规定茶多酚

含量为 10%、15%、20%的企业标准数量总和占调查企业

总数的 69.35%。速溶普洱茶中茶多酚含量相对偏低, 这与

原料茶品种和特定加工工艺要求造成的品质差异有关。经

上述标准的整体分析, 速溶普洱茶中茶多酚通常接受的含

量范围在 15%~25%之间。 
 

 
 

图 1  速溶普洱茶水分含量分布图 

Fig. 1  Distribution of instant Pu’er tea moisture content 
 

 
 

图 2  速溶普洱茶灰分含量分布图 

Fig. 2  Distribution of instant Pu’er tea ash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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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速溶普洱茶茶多酚含量分布图 

Fig. 3  Distribution of instant Pu’er tea polyphenol content 
 

3.2  安全指标分析 

通过研究上述所有企业的 60 个企业标准发现, 共涉

及 21项指标, 分别是: 水分、灰分、茶多酚、咖啡因、粗

多糖、没食子酸、溶解度、铅、砷、汞、铜、乙酰甲胺磷、

杀螟硫磷、六六六、滴滴涕、三氯杀螨醇、氰戊菊酯、乐

果、稀土、甲基毒死稗、氰戊菊酯。 

其中铅、砷、汞、铜、乙酰甲胺磷、杀螟硫磷、六六

六、滴滴涕、三氯杀螨醇、氰戊菊酯、乐果、稀土、甲基

毒死稗、氰戊菊酯 14项为安全性指标, 主要根据国家相关

标准制定相应限量标准。 

针对提取助剂如乙醇以及加工辅料的使用限定, 在

现有企业标准中并不多见。 

4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对 55家企业的 60个标准进行调查分析得

知, 速溶普洱茶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修订时, 应重视对水

分、灰分、茶多酚 3 个主成分指标的系统研究, 多数企业

标准中规定水分含量 8%~15%, 灰分含量 15%~20%, 茶多

酚含量 15%~25%, 但有关水分含量的限定, 差异较大, 按

照 ISO 速溶茶国际标准中水分最大限量为 6%, 对于速溶

普洱茶来说, 现阶段指标应以通行或类似产品标准为参

考依据。由于黑茶总灰分含量高于其他茶类的现状, 总灰

分指标应选取较高指标 ; 其余主要指标选取可以结合

GB/T 31740.1-2015《茶制品 第 1 部分 固态速溶茶》一

并考虑。有关速溶普洱的生产工艺和助剂, 现有报道并不

多见, 但有机溶剂及其他辅料的添加对产品品质的影响

也不容忽视。 

当前由于没有相应的国标和行标, 部分企业在制定

产品内控标准时, 并未对不同批次和形态产品进行研究分

析, 指标的制定有失准确, 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长远

来看, 不利于企业产品竞争优势的凸显, 企业有责任对差

异化产品进行货架期贮藏稳定性研究, 以避免商业纠纷。 

本研究认为下阶段针对不同企业产品进行数据分析, 

建立速溶普洱茶主要成分和特征成分数据库, 结合国际国

内相关产品标准和技术工艺规程, 以保证各项指标的规范

性和合理性, 为行业标准制定提供编制依据。 

本研究主要针对企业标准样本现状进行分析, 企业

认定的层次以及生产企业品控要求不同, 出于实际利益考

量, 速溶普洱茶产品质量状况未必与标识指标值相吻合, 

而且差异化标识成分如儿茶素总量、咖啡碱、茶色素等的

合理性, 亟需从企业或市售产品入手, 大量采集速溶普洱

茶样品进行理化分析, 并对原料和加工助剂引入的质量安

全危害因子进行研究, 形成信息数据库, 确保理化指标制

定的科学性和严谨度, 从而使行业标准制定的更加合理, 

规范速溶普洱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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