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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泾阳茯砖茶》跟踪 

评价分析 

舒  静 1*, 辛  乐 2, 樊  成 1, 李宏梁 2, 郑玉红 1, 王  瑛 1 

(1. 陕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西安  710048; 2. 陕西科技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 西安  710021) 

摘  要: 目的  了解 DBS61/0006-201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泾阳茯砖茶》落实执行情况, 验证标准相关指标

及指标值。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指标验证和专家咨询形式对 DBS61/0006-2014 展开跟踪评价与验证相关指

标。结果  26 家企业的调查问卷显示此标准科学性、合理性和可实施性较好。26 份样品指标验证指标合格率

≥96%。结论  标准的整体框架设置合理, 指标验证结果显示标准指标设置相对科学合理, 部分指标需根据跟

踪评价结果作进一步修订。建议加大对监管部门、中小企业的标准培训力度和深度, 发挥媒体在标准宣贯中

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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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ing evaluation analysis of The reg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Jingyang 
Fuzhuan tea in 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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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get informed abo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DBS61/0006-2014 The reg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Jingyang Fuzhuan tea, and verify standard related indexes and index values of the standard. 

Methods  Questionnaires, index validation and expert consulting were used to verify standard related indexes and 

index values of the standard and launch tracking evaluation. Results  A total of 26 questionnaires from 

enterprises showed that this standard was scientific, reasonable and feasible. The qualified rate of index 

verification was more than 96%. Conclusion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the standard sets up reasonably. The 

results of the index verification show that the standard indicators setting is relatively,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Whereas, some of the indicators need to be further revis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racking evaluat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increase the potency dimension and depth of the training of the standards to the supervision 

departments and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nd the media also need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propaganda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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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既是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

估、预警和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修订

完善食品安全标准和对食品安全实施监督管理的科学依据, 

同时也可推动标准的宣传与贯彻[1,2]。根据《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二条规定,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会

同同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农业行政等部门, 分

别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评

价, 并根据评价结果及时修订食品安全标准[3]。 

泾阳茯砖茶是陕西省地理标志产品, 其生产已然成

为促进陕南茶区茶产业快速发展和泾阳县经济发展的主导

产业, 省委、省政府制定的《陕西省茶叶产业发展规划》, 

明确提出打造“茯茶”这一传统品牌[4]。同时为加快泾阳茯

茶地方标准和产品商标的制定修订工作, 投入 30 亿元建

设以休 闲 和民 俗 文 化 为 一 体 的 茯 茶 小 镇 项 目 。 故

DBS61/0006-201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泾阳茯砖茶》 [5]

的跟踪评估工作十分必要。为了解陕西泾阳茯砖茶质量

卫生状况 , 指导泾阳茯砖茶可持续发展 , 本文采用问卷

调查、指标验证和专家咨询方法对 DBS61/0006-2014 进

行跟踪评价。 

2  材料及方法 

2.1  对象与材料 

选取泾阳 26 家茯砖茶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或食品生产

技术人员 26 人为问卷调查对象。 

取样自陕西省泾阳县 26 家茯砖茶生产企业, 采用不

同季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样品, 共 26 份, 每份采样量不

少于 1000 g。 

本次调查对象和茯砖茶样本取样基本涵盖了陕西省

全部茯砖茶生产企业, 调研结果可以客观、公正的评估

DBS61/0006-201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泾阳茯砖茶》。 

2.2  实验内容 

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表回收后对其进行原始数据的

统计, 分析总结数据, 了解该标准认知情况及对标准的意 

见和建议。 

指标验证: 通过指标验证(感官指标: 外形、内质; 理

化指标: 水分、总灰分、茶梗、非茶类夹杂物、水浸出物、

冠突散囊菌; 卫生指标: 六六六、滴滴涕、乙酰甲胺磷、

氯氰菊酯、溴氰菊酯、氯菊酯、氟氰戊菊酯)了解企业对该

标准实施情况, 以及指标限量值设定是否科学、合理。 

2.3  数据处理 

采用 Excel 及 SPSS 软件, 从问卷调查情况、标准技

术指标验证情况, 对 DBS61/0006-2014《食品安全地方标

准 泾阳茯砖茶》实施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与讨论 

3.1  问卷调查情况 

3.1.1  问卷调查企业及人员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 最高学历大专及以

下的占到了 68%, 总体偏低。从业时限为 5 年以内的占到

了 78%左右, 10 年以上的占 13%。被调查对象基本为集体/

民营企业人员, 企业规模较小, 多在 10~99 人, 年销售在

1999 万以内占 95%。 

3.1.2  被调查人员对 DBS61/0006-2014 一般性评价 

被调查人员对 DBS61/0006-2014 一般性评价如表 2 所

示, 标准的满意度较高, 认为整体可操作性较好, 内容较

为合理、科学, 此标准有必要发布。本地方标准的发布执

行对企业的影响主要为产品配方的重新调整、更好产品标

签, 培训成本增加和整体管理成本增加, 企业为执行标准

采取的措施有加强原料的控制, 调整茶生产工艺, 更换设

备, 加强管理等。 

3.1.3  被调查对象对 DBS61/0006-2014 的技术性评价 

调查对象对 DBS61/0006-2014 技术性评价如表 3 所统

计数据。调查对象对于标准的技术性评价满意度和认可度

较高, 但其中调查对象对于原辅料名称的合理性满意度较

低, 还有极少数调查对象表示不了解技术性指标。被调查

对象认为, 对于生产用水的要求容易执行、产品质量等级

名称较为准确、感官描述用于较为准确、理化指标较为合

理、卫生指标较为合理、出厂检验项目设置较为合理。 

 
表 1  26 家茯砖茶生产企业及调查人员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situations of 26 Fuzhuan tea production enterprises and persons in the investigation 

学历 
占比 
(%) 

工作年限
占比 
(%) 

所在部门 
占比
(%)

企业性质 
占比
(%)

企业人数 
占比 
(%) 

年销售额 
占比
(%)

大专以下 68 2 年以下 39 研发部门 0 国营/国有企业 0 10 人以下 4 200 万元以下 36 

本科 32 2~5 年 39 法规部门 5 集体/民营企业 96 10~99 人 78 200-1999 万元 59 

硕士 0 5~10 年 9 质量管理部门 95 外资企业 0 100~299 人 18 2000-5999 万元 5 

博士 0 10 年以上 13 检验部门 0 合作社 4 300 人及以上 0 6000 万元及以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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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6 家茯砖茶生产企业及调查人员对 DBS61/0006-2014 的一般性评价 
Table 2  General evaluation of 26 Fuzhuan tea production enterprises and persons in the investigation about DBS61/0006-2014 

 整体满意度(%) 可操作性评价(%) 合理性(%) 标准问答必要性 比例(%) 

5 50 50 70 有必要 88 

4 46 46 30 无所谓 8 

3 0 0 0 没必要 4 

2 0 0 0 不了解 0 

1 0 0 0   

0 4 4 0   

注: 问卷形式打分制, 从 5~0 依次降低合理性、准确性和可操作性。5 为完全合理、完全准确或可操作性强; 1 为完全不合理、完全不准

确和无可操作性; 0 为不了解。   

 
表 3  26 家茯砖茶生产企业及调查人员对 DBS61/0006-2014 的技术性评价 

Table 3  Technical evaluation of 26 Fuzhuan tea production enterprises and persons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DBS61/0006-2014  

指标 5 4 3 2 1 0 

生产工艺(%) 75 21 0 0 0 4 

原辅料名称(%) 48 35 13 4 0 0 

生产用水要求(%) 71 29 0 0 0 0 

等级名称(%) 67 29 4 0 0 0 

感官描述准确性(%) 54 42 4 0 0 0 

理化指标合理性(%) 67 25 4 0 0 4 

注: 问卷形式打分制, 从 5~0 依次降低合理性、准确性和可操作性。5 为完全合理、完全准确或可操作性强; 1 为完全不合理、完全不准

确和无可操作性; 0 为不了解。  

 
 

3.2  标准技术指标验证情况 

指标验证是通过检验来验证指标项设置和指标值确

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的手段。它包括样品采集、保存与送

样、实验室检验、结果分析应用等环节[6]。在陕西省泾阳

采集 26 家生产单位的茯砖茶样品共 26 批次 , 按照

DBS61-2014 要求进行全项目指标检测验证, 包括感官检

验、水分、总灰分、茶梗、非茶类夹杂物、浸出物、冠突

散囊菌、卫生指标(六六六、滴滴涕、乙酰甲胺磷、氯氰菊

酯、溴氰菊酯、氯菊酯、氟氰戊菊酯)、铅、稀土总量。 

26 份泾阳茯砖茶样品的感官指标检测结果比对, 合

格率 100%。26 份泾阳茯砖茶样品的理化指标和卫生指标

检测结果与 DBS61/0006-2014 比对分析如表 4 所示。26 份

样品在冠突散囊菌检测合格率为 96%; 稀土总量含量合格

率为 96%; 其他指标检测数据合格率为 100%。 

3.3  存在问题 

3.3.1  原料限制问题 

DBS61/0006-2014 范围的原表述为本标准适用于以黑

毛茶为原料的茯砖茶。问卷调查中 58%被调查对象认为原

料名称限制不完全合理, 提出茯砖茶原料不应局限于黑毛

茶。同时, 本次 26 份样品实际原料不只是黑毛茶, 少部分

是以黑毛茶为原料, 大部分是以黑毛茶和陕青茶的混合为

原料 , 部分直接用晒青毛茶作为原料。按照 GB/T 

30766-2014《茶叶分类》[7], 黑茶和绿茶都应该可以作为泾

阳茯砖茶的原料, 按照 GB/T 24614-2009《紧压茶原料要

求》[8], 黑毛茶、老青茶、四川边茶、云南晒青茶都可以

作为泾阳茯砖茶的原料。GB/T 9833.3-2013《紧压茶 第 3

部分: 茯砖茶》[9]的原料主要为黑毛茶, 且这是一个推荐标

准。一个地方标准要符合当代情况, 不能仅局限于传统上

的概念, 要与时俱进[10]。 

3.3.2  理化指标中水分指标值问题 

26 份泾阳茯砖茶样本中水分指标检测数据见表 4, 分

析表明, 水分含量平均值为 7.86%, 最低值为 6.1%, 最高

值为 8.8%, 泾阳茯砖茶的水分含量与等级没有直接关系, 

说明 DBS61/0006-2014 对于泾阳茯砖茶的水分含量指标可

以统一定为 12%。另外, 水分含量高的产品容易杂菌(白霉

和黑霉)生长[11]。 

3.3.3  理化指标中冠突散囊菌检测取样方法问题 

26 份样品在冠突散囊菌检测合格率为 96%。冠突散

囊菌的数量和质量是人们评判茯砖茶品质优劣的重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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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12], 但一般茶叶并没有微生物指标, 就茯砖茶中冠突散

囊菌检测的必要性和具体检测方法仍然饱受争议, 湖南省

发布的 DB43/T 569-2010《安化黑茶 茯砖茶》[13]把茯砖茶

的冠突散囊菌指标注为参考指标, 不做强制要求。目前, 

茯砖茶中冠突散囊菌检测使用 GB 4789.15 《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方法》[14], 该

方法未注明如何取样, 金花菌位于泾阳茯砖茶的砖面和砖

底的中部, 砖表面 1 cm 区域一般不长金花菌, 故取样不正

确, 极易造成金花菌漏检。后续工作中将进一步探讨茯砖

茶中冠突散囊菌检测方法的研究。 

3.3.4  标签标示问题 

目前标签标识未标明生产原料, 生产日期和包装日

期。企业应对泾阳茯砖茶原料进行明示, 另外, 茯砖茶属

于发酵茶, 在企业库房存放时间越长, 品质一般越高, 故

应标注当年的生产日期和出厂销售的包装日期, 如果只标

示生产日期, 消费者就获得不了出厂销售的正确信息[15]。 

4  讨  论 

目前, 我国已建立起了以国家标准和企业标准为主

体, 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为补充的茶叶标准体系[16]。故标

准的跟踪评价尤为重要, 本次 DBS61/0006-2014《食品安

全地方标准 泾阳茯砖茶》跟踪评价结果如下:  

4.1  总体评价 

本标准实施以来, 在指导和规范陕西省泾阳茯砖茶

生产企业生产管理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 是支持产业发展

的重要技术标准。该标准实施时间不长, 随着《食品安全

法》[3]、《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17]等规定的颁布, 以

及生产技术的发展, 应科学、合理修订地方标准。调查表

明, 26 家泾阳茯砖茶生产企业均认为 DBS61/0006-2014 整

体合理、可操作性强; 指标验证表明, 26 份样品 96%符合

标准规定。通过跟踪评价, 说明该标准设定及相应指标与

指标值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能有效规范和指导茯砖茶

生产企业的健康发展。 

4.2  DBS61/0006-2014 指标修改建议 

(1)水分含量指标可统一定为 12%。 

(2)冠突散囊菌的检测增加“五点法”取样, 即在一整

块茯砖茶选取 5 个点, 中心部位一个点, 离边 2~5 cm 处选

取 4个点, 然后 4个点用工具从面到底分割(比如钻洞)平均

取样各 5 g, 将 25 g 样品混合后, 按 GB/T 4789.15 的规定

执行。 

(3)建议标签标识中增加原料、生产日期和包装日

期项。  

4.3  进一步加强食品标准宣贯培训 

建议食品监管部门加强 DBS61/0006-2014 的权威解

读、宣贯、培训, 调查发现, 有极少数茯砖茶生产企业在

执行标准过程中 , 对有关规定或指标与指标值设定不理

解。食品监管部门应通过专业培训、权威网站等形式加强

DBS61/0006-2014 宣贯, 及时解疑释惑, 不断提升茯砖茶

生产企业在执行标准中的认知和应用能力。 

 
表 4  泾阳茯砖茶理化和卫生指标验证结果 

Table 4  Chemical and hygienic indexes verification results 

指标 

特一级 特二级 普茯 

最低 最高 平均 指标 

不合

格样

本数

最低 最高 平均 指标

不合

格样

本数

最低 最高 平均 指标

不合

格样

本数

水分(%) 7.8 8.6 7.82 ≤12 0 7.2 8.8 7.88 ≤14 0 6.1 8.8 7.88 ≤14 0 

总灰分(%) 6.1 6.2 6.14 ≤7 0 6.0 6.2 6.13 ≤7.5 0 6.0 6.3 6.18 ≤8.0 0 

茶梗(%) 4.9 9.1 6.6 ≤10 0 5.5 8.6 6.83 ≤15 0 5.2 7.2 6.24 ≤20 0 

长于 30 mm 的 

茶梗含量(%) 
0.1 0.4 0.24 ≤0.5 0 0.2 0.4 0.25 ≤1.0 0 0.2 0.2 0.2 ≤1.0 0 

非茶类夹杂物(%)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水浸出物(%) 35.0 40.6 37.1 ≥35 0 30.4 37.2 35 ≥30 0 27.8 42.1 36.8 ≥25 0 

农药残留* 均未检出 

铅(mg/kg) 0.74 1.55 1.15 ≤5.0 0 0.80 1.14 0.99 ≤5.0 0 0.55 1.44 0.99 ≤5.0 0 

稀土总量(mg/kg) 0.74 2.10 1.14 ≤2.0 1 0.8 1.24 1.07 ≤2.0 0 0.55 1.47 1.16 ≤2.0 0 

注: 农药残留项目及指标: 六六六≤0.2 mg/kg、滴滴涕≤0.2 mg/kg、乙酰甲胺磷≤0.1 mg/kg、氯氰菊酯≤20 mg/kg、溴氰菊酯≤10 mg/kg、

氯菊酯≤20 mg/kg、氟氰戊菊酯≤20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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