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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5年广州市售普洱茶铅残留状况分析 

余  超*, 李迎月, 何洁仪, 刘于飞, 陈坤才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州  510440) 

摘  要: 目的  掌握广州市售普洱茶铅残留状况, 为开展普洱茶铅风险评估积累基础数据, 为普洱茶监管提

供参考。方法  2013~2015 年, 在广州市区域范围内批发市场、零售店、餐饮单位、超市以及网店 5 类场所

采集 418 份样品, 按照 2013 年《国家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风险工作手册》食品中铅、镉、铜测定电感耦合等

离子体质谱法标准操作程序进行铅残留量测定。结果   所有样品铅残留量均未超标 , 检测结果范围是

0.06~4.74 mg/kg, 中位数为 0.47 mg/kg, 均值为 0.56 mg/kg, P95 1.26 mg/kg, 检测结果处于 0~1.0 mg/kg 之间样

品占比 91.38%, 处于 1.0~2.0 mg/kg 之间样品占比 6.70%, 处于 2.0~3.0 mg/kg 之间样品占比 1.20%, 处于

3.0~4.0 mg/kg 之间样品占比 0.48%, 处于 4.0~5.0 mg/kg 之间样品占比 0.24%; 其中, 铅残留量介于 2.0~     

5.0 mg/kg 的共占比 1.92%。结论  广州市 5 类销售场所来源普洱茶铅残留量较低, 未发现铅超标样品, 居民

正常饮用普洱茶铅暴露风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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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lead residues of pu’er teas from 2013–2015 in Guangzhou city 

YU Chao*, LI Ying-Yue, HE Jie-Yi, LIU Yu-Fei, CHEN Kun-Cai 

(Guangzhou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Guangzhou 51044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tatus of lead residues in pu'er tea sold in Guangzhou and accumulate basic 

data for the risk assessment,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supervision of pu’er tea. Methods  A total of 418 pu’er tea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wholesale markets、retail stores、catering units、super markets and online sellers in 

Guangzhou from 2013-2015. The concentrations of the lead in the samples were determined by ICP-MS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in accordance with 2013 National Handbook on Risks of Food Pollution and Hazardous Factors. 

Results  The lead residues in all samples were not exceeded the standard. The detection results ranged from 0.06 mg/kg 

to 4.74 mg/kg, with the median of 0.47 mg/kg, the mean of 0.56 mg/kg and P95 1.26 mg/kg. The percentage of samples 

in the range of 0.01.0 mg/kg was 91.38%, 1.02.0 mg/kg was 6.70%, 2.03.0 mg/kg was 1.20%, 3.04.0 mg/kg was 0.48%, 

4.05.0 mg/kg was 0.24%. Among them, 1.92% of the lead residues ranged from 2.0 mg/kg  to 5.0 mg/kg. Conclusion  

The lead residues in pu’er tea from five types of sales places in Guangzhou are relatively low.There is no samples 

exceeding the lead standard, and the risk of lead exposure of residentsto normal drinking pu’er tea is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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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广东是全国最大的茶叶消费省份, 人均茶叶消费量

居全国首位, 普洱茶消费量占据全国 7 成, 以广州、东莞

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城市为普洱茶主要消费地。茶叶中

铅残留问题是当前消费者关注的焦点, 四川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 2016 年一项抽检结果显示, 一批次茶叶铅含

量为 330 mg/kg, 超过标准值 66 倍[1], 引起了消费者的广

泛关注[2], 湖南省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检出 3 批次

2017 年生产的茅岩莓茶铅项目超标[3]。非职业接触人群

体内铅主要来源于食物, 铅通过食物链富集后被人体吸

收, 进而影响造血系统、神经系统和肾脏[4,5]。我国茶叶

中有害重金属残留问题主要是铅超标, 其中以紧压茶的

铅含量相对较高 [6], 茶叶中重金属铅的污染来源主要为

土壤的污染、化肥的使用、茶叶生长环境中大气污染等, 

且茶树本身对铅的吸收特性较强, 造成茶叶中铅含量的

绝对值相对较高[7]。因此, 对茶叶中铅残留情况开展监测

与风险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为掌握广州市售普洱茶铅残留状况, 了解普洱茶铅

残留分布情况, 本文于 2013~2015 年对广州市 5 类销售场

所来源普洱茶样品开展铅残留监测, 以期为广州市售普洱

茶饮用安全风险评估提供数据支持。 

2  材料与方法 

2.1  样品来源 

采集批发市场、零售店、餐饮单位、超市、网店 5 类

场所的普洱茶样品, 包括不同类别(熟茶和生茶)、不同形态

(饼茶、散茶、砖茶、沱茶)、不同年份的普洱茶样品。 

2.2  采样方法 

以普通顾客购买方式在广州市 8 个区采集 418 份普洱

茶样品。其中批发市场采集 156 份, 零售店采集 88 份, 餐

饮单位采集 61 份, 超市采集 58 份, 网店采集 55 份。 

2.3  检验方法 

使用 Agilent 7700 Series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依据

2013 年《国家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风险工作手册》[8], 采用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ICP-MS)对普洱茶进行铅残留量检测。 

2.4  评价方法 

依据 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

物限量》[9]进行评价, 检测结果大于 5.0 mg/kg 判定为超标。 

2.5  实验室质量控制 

检验方法参照相应国家工作手册 , 在重复性条件

下获得的 2 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超过算术平均

值的 20%。标准物质与样品按相同方法同时进行消解 , 

每批样品至少分析 1 个标准物质, 若测定的标准物质结

果 落 在 给 定 范 围 之 外 , 则 所 测 结 果 视 为 无 效 , 需 重 新 

检测。 

2.6  统计分析 

通过 Microsoft Excel 表汇总数据, 使用 SPSS 13.0 统

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在描述普洱茶铅残留分布情况时, 

使用残留量范围(最低检测值~最高检测值)、中位数(检测

值从高到低按顺序排列, 位次居中的数值)、均值(检测值的

平均水平)、P95(百分位数, 表示检测值小于 P95 数值的占比

95%)等统计指标描述。在分析普洱茶样品铅残留量分布特

征时, 根据监测结果将铅残留量划分为≤1.0 mg/kg、>1.0~

≤2.0 mg/kg、>2.0~≤3.0 mg/kg、>3.0~≤4.0 mg/kg、>4.0~

≤5.0 mg/kg 共 5 个区间范围进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广州市售普洱茶铅残留状况  

对 418 份样品进行检测, 未发现超标样品, 检测结果

范 围 0.06~4.74 mg/kg, 中 位 数 为 0.47 mg/kg, 均 值 为   

0.56 mg/kg, P95 为 1.26 mg/kg(见表 1)。 

3.2  广州市售普洱茶中铅残留量分布范围 

铅残留量≤1.0 mg/kg 的占 91.38%, >1.0~≤2.0 mg/kg

的 占 6.70%, >2.0~ ≤ 3.0 mg/kg 的 占 1.20%, >3.0~ ≤     

4.0 mg/kg 的占 0.48%, >4.0~≤5.0 mg/kg 的占 0.24%。其中, 

残留量范围介于 2.0~5.0 mg/kg 的占 1.92% (见表 2)。 
 

表 1  2013~2015 年广州市售普洱茶铅残留状况分析表 

Table 1  Analysis of lead residues in Pu'er tea from 2013 to 2015 in Guangzhou 

项目 样品数/份 残留量范围/(mg/kg) 中位数/(mg/kg) 均值/(mg/kg) P95/(mg/kg) 

类别 
生茶 112 0.06~1.15 0.27 0.3004 0.6305 

熟茶 306 0.06~4.74 0.53 0.6575 1.3730 

形态 

饼茶 203 0.06~3.13 0.41 0.4784 1.1500 

散茶 165 0.17~3.96 0.50 0.6177 1.5490 

砖/沱茶 50 0.15~4.74 0.56 0.7252 2.3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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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项目 样品数/份 残留量范围/(mg/kg) 中位数/(mg/kg) 均值/(mg/kg) P95/(mg/kg) 

采样场所 

超级市场 58 0.06~1.20 0.46 0.4721 0.9225 

批发市场 156 0.10~3.13 0.43 0.5276 1.3600 

零售店 88 0.06~2.29 0.46 0.5178 1.1940 

餐饮单位 61 0.26~3.96 0.63 0.7687 2.1180 

网店 55 0.11~4.74 0.48 0.5947 1.2920 

年份 

≤5 年 182 0.06~1.42 0.43 0.4552 1.1192 

＞5 年 90 0.15~4.74 0.47 0.6221 1.8045 

不详 146 0.14~3.96 0.52 0.6576 1.6020 

合计 418 0.06~4.74 0.47 0.5618 1.2605 

 
表 2  2013~2015 年广州市售普洱茶铅残留量分布范围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lead residues in Pu'er tea from 2013 to 2015 in Guangzhou 

因素 样品数/份

≤1.0 mg/kg >1.0~≤2.0 mg/kg >2.0~≤3.0 mg/kg >3.0~≤4.0 mg/kg >4.0~≤5.0 mg/kg

份数 占比/% 份数 占比/% 份数 占比/% 份数 占比/% 份数 占比/%

类别 

生茶 112 111 99.11 1 0.89 0 0.00 0 0.00 0 0.00 

熟茶 306 271 88.56 27 8.82. 5 1.63 2 0.66 1 0.33 

形态 

饼茶 203 187 92.12 15 7.39 0 0.00 1 0.49 0 0.00 

散茶 165 152 92.12 9 5.45 3 1.82 1 0.61 0 0.00 

砖沱茶 50 43 86.00 4 8.00 2 2.00 0 0.00 1 1.00 

采样场所 

超级市场 58 56 96.55 2 3.45 0 0.00 0 0.00 0 0.00 

批发市场 156 140 89.74 14 8.97 1 0.64 1 0.64 0 0.00 

零售店 88 82 93.18 5 5.68 1 1.14 0 0.00 0 0.00 

餐饮单位 61 54 88.52 3 4.92 3 4.92 1 1.64 0 0.00 

网店 55 50 90.91 4 7.27 0 0.00 0 0.00 1 1.82 

年份 

≤5 年 182 171 93.96 11 6.04 0 0.00 0 0.00 0 0.00 

>5 年 90 80 88.89 7 7.78 1 1.11 1 1.11 1 1.11 

不详 146 131 89.73 10 6.85 4 2.74 1 0.68 0 0.00 

合计 418 382 91.38 28 6.70 5 1.20 2 0.48 1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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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本次开展的普洱茶铅残留专项监测, 所得监测结果

能够较好地代表广州市售普洱茶铅残留整体状况, 一是监

测样品数量较多, 样本量的确定参考了统计学中常用样本

量计算公式[10], 监测采样考虑的影响因素包括类别、形态、

场所、年份等, 每一种影响因素采集的样品量均超过 30 份, 

符合统计分析的最小样本量要求。二是使用了《国家食品

安全风险监测工作手册》规定的 ICP-MS 法检测茶叶中铅

含量, 该方法灵敏度高、准确性好[7,11], 已被列入 2017 年

实施的 GB 5009.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中的标准检测方法。三是本次监测设置的质量控制程序确

保了检测结果的稳定可靠。 

对 418 份普洱茶样品监测结果显示, 广州市售普洱茶

中铅残留量较低, 大部分茶叶样品铅残留量低于 1 mg/kg, 

占比为 91.38%。铅残留量平均值为 0.56 mg/kg, 低于高海

荣[12]的研究结果, 但高于古树普洱茶的铅含量值[13], 主要

原因是茶叶样品的选择不同, 如熟茶、砖沱茶样品占比较

高, 可能就会导致铅残留量均值较高, 古树茶生长在山中, 

不施加化肥, 土壤污染程度低, 蓄积的铅也会相对较少。

我国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茶叶铅限量为 5.0 mg/kg[9], 

本次监测未发现铅残留超标样品。农业部制定的有机茶铅

限量值为 2.0 mg/kg[14], 本次监测普洱散茶中铅残留量介

于 2.0~5.0 mg/kg 的样品占比 1.92%, 与杨婉秋、徐丹先等

的监测结果相似[15,16]。茶叶浸泡试验结果显示, 茶叶中铅

溶 出 到 茶 汤 的 比 例 较 低 , 其 中 紧 压 茶 的 总 浸 出 率 为

23.3%[17]。由于普洱茶铅本底含量低, 且茶叶经冲泡后铅浸

入茶汤的量很小, 加上茶叶不属于居民经膳食暴露于铅的

主要食品品种 [18], 正常饮用普洱茶带来的铅暴露风险很

小。本文对 2013~2015 年广州市 5 类销售场所来源普洱茶

样品进行铅残留监测, 为广州市售普洱茶饮用安全风险评

估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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