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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市售茶叶中铅、铬污染状况调查 

赵  馨, 马  兰, 苗  虹*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北京  100021) 

摘  要: 目的  了解市售茶叶中铅、铬两种重金属元素的污染状况, 调查茶叶中铅、铬的本底值, 为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提供数据支持。方法  从 7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采集了 420 份茶叶样品, 样品包含人们日常消费

的主要茶叶品种, 采用 GB 5009-12-2010和 GB 5009-123-2003中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对样品中的铅、铬

两种元素的含量进行测定, 依据 GB 2762-2012茶叶中铅的限量和 NY 659-2003中铬的限量对结果进行判定。

结果  茶叶中铅的检出率为 90.7%, 超标率为 0.48%, 铬的检出率为 93.1%, 超标率为 0.71%, 合格率略高或持

平于 2005~2009 年监测结果。不同产地、不同品种、不同包装形式的茶叶之间铅铬含量存在差异。结论  市

售茶叶中铅、铬两种重金属元素的总体污染较低, 但个别样品存在铅、铬含量超标现象, 应引起适当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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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lead and chromium in tea from some markets in China 

ZHAO Xin, MA Lan, MIAO Hong* 

(National Center for Risk Assessment of Food Safety, Beijing 10002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ontamination status and investigate the background value of 

lead and chromium in tea, providing the data support for food safety risk monitoring. Methods  The 420 tea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7 provinces of China, including the main varieties which are regularly consumed 

by people. The contents of lead and chromium in these tea samples were determined by graphite furnace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metry (GFAAS) with GB 5009-12-2010 and GB 5009-123-2003. The results were evaluated 

by comparison to the limit for lead and chromium regulated by China Food Safety Standard GB 2762-2012 and 

NY 659-2003. Results  The detection rate of lead is 90.7%, of which 0.48% of the total exceeded the residue 

limit of 5 mg/kg regulated in GB 2762-2012,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chromium is 93.1% with the violation 

rate of 0.71%. The contamination levels were comparable or a little bit higher to the monitoring results acquired 

from 2005 to 2009. There were some difference of lead and chromium content in the aspects of place of 

production, the variety and the style of package. Conclus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residue levels of 

lead and chromium in tea was acceptable, however, there were still few samples did not comply with the 

residue limits according to GB 2762-2012 in the aspect of lead and chromium, which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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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具有降血脂、降血压、防癌等保健作用[1-2]。

随着人们对茶叶保健作用的了解, 饮茶的安全问题

更加受到关注。茶叶在生长过程中对环境中的铅、铬

具有富集作用[3], 铅、铬通过污水灌溉、大气环流等

方式污染环境, 这使得茶叶中重金属铅、铬重金属含

量呈上升的趋势。 

铅可造成人体多系统和器官的损害, 主要累及

神经、造血、心血管、消化、泌尿和免疫系统。其中

神经和免疫系统对铅更为易感, 其功能的异常可严

重影响人体抵抗感染性因子或肿瘤细胞因子的能力, 

增加疾病的易感性[4]。儿童更是铅危害的易感人群, 

血铅增高对儿童体格发育及其动作行为、语言能力的

发展等 29个方面存在负面影响[5]。 

铬参与人体糖和脂肪代谢, 对人体的健康有着

重要的生理功能[6], 同时铬对人体的危害也不容忽视, 

人体通过各种途径接触或摄入过量含铬化合物均可

能引起肾脏损伤, 引起肾功能及尿中酶和蛋白含量

的改变, 严重的可能导致肾脏坏死[7]; 也有研究表明

某些癌症可能与长期接触铬有关[8]。且近年来有不法

商贩为了改善茶叶的色泽, 以次充好, 用工业染料美

术绿(又称铅铬绿)对陈茶或过期的茶叶进行染色, 以

谋取更大的非法经济利益。美术绿的主要化学成分为

PbCrO4、PbSO4和 PbCrO4·PbO的混合物。0.5 g的美

术绿染料加到 100 g茶叶中就能使茶叶中的铬含量达

到几十个 mg/kg, 铅含量超过 100 mg/kg。为了了解

目前国内市场销售的茶叶中重金属铅、铬的污染状况

以及是否存在铅铬绿染色茶叶的非法添加行为, 进

行了此次调查。从北京市、河北省、江西省、吉林省、

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浙江省等地的超市、茶

叶零售店和茶叶批发市场采集了茶叶样品, 采用石

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进行了检测, 为进一步清

理整顿市场秩序提供基础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来源  

在北京市、河北省、江西省、吉林省、青海省、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浙江省等地随机采集了市售的 420 份

茶叶样品, 茶叶原产地为安徽、福建、浙江等 16 个省, 

采样地点涵盖了超市、茶叶零售店和茶叶批发市场。 

1.2  分析方法  

按照 GB 5009.12-2010《食品中铅的测定》[9]和

GB/T 5009.123-2003《食品中铬的测定》[10]中石墨炉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进行测定。 

1.3  评价依据 

依照 GB 2762-2012《食品中污染物限量》[11]对

铅含量结果进行判定 : 铅≤5.0 mg/kg; 依据 NY 

659-2003《茶叶中铬、镉、汞、砷及氟化物限量》[12]

对铬含量结果进行判定: 铬≤5.0 mg/kg。 

1.4  数据统计 

检测数据分别按照总体情况, 不同类别, 不同

产地, 不同包装形式进行了数据统计, 分别计算了检

出率, 超标率, 中位值, 平均值等指标, 低于检出限

的检测结果以检出限的一半计[13]。  

2  结果与讨论 

2.1  茶叶中铅、铬检测概况 

在 420 份茶叶样品中, 381 份检出铅元素, 检出

率为 90.7%, 检出的样品铅含量为 0.024~22.2 mg/kg, 

其中 2 份样品的铅含量超标, 超标率为 0.48%。420 

份茶叶样品的铅平均含量为 0.734 mg/kg。 

在 420 份茶叶样品中, 391 份茶叶检出铬元素, 

检出率为 93.2%, 检出的样品铬含量为 0.025~7.33 

mg/kg, 其中 3 份样品铬含量超标, 超标率为 0.71%。

420 份茶叶样品的铬平均含量为 0.645 mg/kg。 

2.2  不同类别茶叶中铅、铬含量 

按照不同类别将检测的茶叶样品分为绿茶、红

茶、花茶、乌龙茶、黑茶 5 大类, 各类茶的铅含量结

果见表 2, 铬含量结果见表 3。2份铅含量超标样品分

别为绿茶(22.2 mg/kg)和黑茶(5.04 mg/kg), 黑茶中铅

含量的中位值和平均值是 5 类茶叶中最高的, 分别为

0.840 mg/kg和 1.03 mg/kg; 3 份铬含量超标样品分别

为红茶(7.33 mg/kg)、乌龙茶(6.43 mg/kg)和黑茶(6.20 

mg/kg), 黑茶中铬含量的中位值和平均值也是 5 类茶

叶中最高的, 分别为 0.91 mg/kg和 1.35 mg/kg。 

2.3  不同产地茶叶中铅、铬含量 

根据茶叶的原产地不同对茶叶进行分类比较(采

样量在 10 份以下的省份未单独分类, 合并为其他, 

包括台湾、山东、陕西、湖南、湖北、贵州、广东), 

铅含量结果见表 4, 铬含量结果见表 5。2份铅含量超

标样品原产地分别为贵州(22.2 mg/kg)和云南(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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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茶叶中铅、铬含量的总体情况 
Table 1  Constituent ratio of lead and chromium content in tea samples 

元素 检测份数 < 2 (mg/kg) 占总样品数比例(%) 2~5 (mg/kg) 占总样品数比例(%) > 5 (mg/kg) 占总样品数比例(%)

铅 
420 

403 95.95 15 3.57 2 0.48 

铬 408 97.14 9 2.14 3 0.71 

 
表 2 各类茶叶中铅含量结果 

Table 2  Lead content in various kinds of tea samples 

茶叶 

品种 

检测 

份数 

检出 

份数 
检出率 

(%) 

超标 

份数 
超标率 

(%) 
平均值 
(mg/kg) 

中位值 
(mg/kg) 

含量范围 
(mg/kg) 

绿茶 285 247 86.7 1 0.35 0.666 0.500 0.024~22.2 

红茶 42 42 100 0 0 0.799 0.650 0.080~2.40 

乌龙 35 35 100 0 0 0.973 0.750 0.190~4.26 

花茶 37 37 100 0 0 0.784 0.580 0.152~4.39 

黑茶 21 20 95.0 1 4.76 1.03 0.840 0.150~5.04 

合计 420 381 90.7 2 0.48 0.734 0.574 0.024~22.2 

 

表 3  各类茶叶中铬含量结果 
Table 3  Chromium content in various kinds of tea samples 

茶叶 

品种 

检测 

份数 

检出 

份数 
检出率 

(%) 

超标 

份数 
超标率 

(%) 
平均值 
(mg/kg) 

中位值 
(mg/kg) 

含量范围(mg/kg) 

绿茶 285 268 94.0 0 0 0.569 0.480 0.025~3.05 

红茶 42 36 85.7 1 2.38 0.790 0.380 0.048~7.33 

乌龙 35 32 91.4 1 2.86 0.617 0.360 0.070~6.43 

花茶 37 34 91.9 0 0 0.692 0.690 0.072~2.93 

黑茶 21 21 100 1 4.76 1.35 0.910 0.120~6.20 

合计 420 391 93.1 3 0.71 0.645 0.480 0.025~7.33 

 
表 4  不同产地茶叶中铅含量结果 

Table 4  Lead content in tea sample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产地 
检测 

份数 

检出 

份数 
检出率

(%) 

超标 

份数 
超标率 

(%) 
平均值 
(mg/kg) 

中位值 
(mg/kg) 

含量范围 
(mg/kg) 

浙江 125 115 92.0 0 0 0.720 0.640 0.060~4.06 

云南 41 33 80.5 1 2.44 0.598 0.310 0.080~5.04 

安徽 67 57 85.1 0 0 0.579 0.403 0.024~3.33 

福建 80 79 98.8 0 0 0.841 0.744 0.140~4.26 

江苏 27 24 88.9 0 0 0.668 0.540 0.124~2.52 

四川 15 13 86.7 0 0 0.700 0.760 0.188~2.26 

江西 12 11 91.7 0 0 0.492 0.335 0.180~1.28 

广西 13 12 92.3 0 0 0.835 0.609 0.029~4.39 

河南 11 10 90.9 0 0 0.436 0.503 0.152~0.877 

其他 29 27 93.1 1 3.45 1.29 0.530 0.074~22.2 
 



2708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第 5卷 
 
 
 
 
 

 

 
 

mg/kg), 3 份铬含量超标样品原产地分别为浙江(7.33 

mg/kg)、福建(6.43 mg/kg)和云南(6.20 mg/kg)。 

2.4  不同包装茶叶铅、铬含量 

根据茶叶在销售时的包装类型不同, 将茶叶分

为散装和定型包装两种, 散装茶叶铅的检出率要比

定型包装茶叶的高约 10%左右, 而对于铬检出率, 散

装茶叶要低于定型包装茶叶的 10%, 详见表 6。 

2.5  是否为非法添加的判定 

美术绿染料中的铅和铬的含量比为 5~7。根据美

术绿染料的理化性质, 如果被用来进行茶叶染色, 且

能达到非法获利的效果, 其染色后的茶叶中铅、铬含

量必然超过铅和铬的限量标准。因此当铅、铬含量均

超标时, 首先通过计算铅铬含量比值是否为 5~7初步

判定是否非法使用美术绿染色, 再通过对干茶叶和 

茶汤的颜色及形态等感官检查来综合判定是否添加

美术绿。通过茶叶中铅含量和铬含量的测定结果, 未

发现同时检出铅、铬均同时超标的茶叶样品, 因此初

步推断在此批样品中无非法添加铅铬绿的行为。 

3  讨  论 

从此次调查的结果来看 ,  铬的合格率达到了

99.3%, 铅的合格率达到了 99.5%, 明显高于 2005 年

我国茶叶质量安全状况调查中铅的合格率(89.5%), 

略高或持平于 2006~2009 年(98.4%、98.9%、99.3%、

98.0%)[14]。不同原产地的茶叶之间铅和铬的含量存在

一定的差异: 浙江省的调查结果与其他文献[15]报道

的该地区的铅(<1%)和铬(<1%)超标率差异不大。从

茶叶品种分类结果看, 铬超标的 3 份样品均为发酵 

 
表 5  不同产地茶叶中铬含量结果 

Table 5  Chromium content in tea sample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产地 
检测 

份数 

检出 

份数 
检出率 

(%) 

超标 

份数 
超标率 

(%) 
平均值 
(mg/kg) 

中位值 
(mg/kg) 

含量范围 
(mg/kg) 

浙江 125 116 92.8 1 0.80 0.676 0.630 0.028~7.33 

云南 41 40 97.6 1 2.44 0.913 0.580 0.110~6.20 

安徽 67 62 92.5 0 0 0.561 0.439 0.045~2.80 

福建 80 70 87.5 1 1.25 0.555 0.372 0.048~6.43 

江苏 27 26 96.3 0 0 0.611 0.430 0.025~3.05 

四川 15 14 93.3 0 0 0.62 0.620 0.027~1.91 

江西 12 12 100 0 0 0.504 0.370 0.170~1.58 

广西 13 13 100 0 0 0.549 0.570 0.034~1.20 

河南 11 11 100 0 0 0.527 0.480 0.190~1.10 

其他 29 27 93.1 0 0 0.763 0.560 0.209~2.64 

 
表 6  散装与定型包装茶叶中铅、铬含量比较 

Table 6  Lead and chromium content in single packaged tea samples and bulk packaged tea samples 

包装 

类型 
元素 

检测 

份数 

检出 

分数 
检出率 

(%) 

超标 

份数 
超标率 

(%) 
平均值 
(mg/kg) 

中位值 
(mg/kg) 

含量范围 
(mg/kg) 

散装 
Pb 

236 
224 94.9 1 0.42 0.683 0.610 0.029~5.04 

Cr 208 88.1 1 0.42 0.600 0.495 0.025~6.20 

定型包装 
Pb 

184 
156 84.8 1 0.54 0.799 0.510 0.024~22.2 

Cr 183 99.5 2 1.09 0.702 0.464 0.046~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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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半发酵茶(红茶、黑茶、乌龙茶各占 1 份), 可能与

茶叶的制作工艺有关。从不同包装茶叶铅、铬含量结

果来看, 散装茶叶铅的检出率高出定型包装茶叶检

出率约 10%, 而铬的检出率约低 10%, 这可能是由于

散装茶叶暴露在外的时间较长, 在运输和销售等环

节中容易受到灰尘中铅的污染造成的, 而定型包装

茶叶的铬检出率偏高可能与包装过程中的污染有关。

在此次调查中有 1 份茶叶样品铅含量高达 22.2 

mg/kg, 远超过其他茶叶样品中的铅含量, 通过对其

详细信息进行分析, 推断可能与其加入中药成分绞

股蓝有关。 

通过此次茶叶中铅、铬污染调查, 未发现铅铬绿

染色茶叶样品, 从一定程度上说明, 此类掺假行为较

少。但由于受采样量和采样地域的限制, 并不能排除

此类非法添加行为仍然存在, 因此建议仍应继续加

强茶叶中铅、铬污染监测。 

4  结  论 

此次调查的茶叶样品原产地涵盖了我国主要的

茶叶产区, 采样地点涉及到东北、华北、华东和西部

地区的超市、茶叶零售店及茶叶批发市场。调查结果

表明我国茶叶的铅、铬污染状况总体上较低, 但仍有

少部分茶叶中铅、铬含量较高, 需要引起相关部门的

重视。通过对此批茶叶中铅, 铬污染调查, 未发现铅

铬绿染色的茶叶样品。 

致谢: 本次调查得到了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北省石家庄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青海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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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制品加工与贮藏”专题征稿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们饮食需求的多样化发展，作为主要蛋白质来源的肉制品的需求量将会越来越

大，到 2015年，我国肉类产量将达到 8500万吨，同时国内外对肉制品加工技术研究的也在不断深入，区别

于传统肉制品的新型肉制品的研发使得肉制品具有更好的风味、更高的营养价值。但是在肉制品的加工及贮

藏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如有害物质的产生、致病菌的存在等食品安全问题。 

鉴于此，本刊特别策划了“肉制品加工与贮藏”专题，由东北农业大学的孔保华教授担任专题主编。孔保

华教授现任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院长，同时兼任中国畜产品加工常务理事，肉品加工分会副主任，中国

农学会农产品加工分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食品科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农副产品加工分会副

理事长，黑龙江省天然产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黑龙江省发酵工程学会理事，全国屠宰加工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委员，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体系畜产品加工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肉品科学、水产品科学和

技术的研究。本专题主要围绕肉制品加工关键技术、肉制品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新型肉制品研究开发（低

盐、低脂、功能性肉制品等）、加工过程中有害物质的产生规律、调控机理和检测技术、肉制品中致病微生

物的检测及防控措施、加工高新技术的应用、肉制品的质量安全研究和风险评估等方面或您认为领域内的有

意义的内容进行论述，计划在 2014年 11月出版 

 本刊编辑部及孔保华教授特邀请各位专家为本专题撰写稿件，以期进一步提升该专题的学术质量和影响

力。综述、实验报告、研究论文均可，请在 2014年 10月 20日前通过网站或 E-mail投稿。我们将快速处理并

优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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