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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茶叶标准以探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系统中 

茶叶分类问题 

万玉萍, 杨昆玲, 飞志欣, 王  瑾*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昆明  650022) 

摘  要: 根据近几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中茶叶的分类及结果分析, 结合茶叶标准综合分析茶叶分类存在

的问题及对结果分析的影响, 发现监测的茶叶分类和国家标准存在不一致现象、茶叶标准种类繁多、茶叶分

类标准中对各分类的定义内容不够全面、监测中有的类别从标准中找不到合适的分类, 导致监测中分类不太

合理或是各年的分类出现不一致的现象等问题。建议整合茶叶标准, 完善大类的、通用的茶叶标准, 细化、明

确标准中各分类的定义, 包括茶树品种、生产工艺、产地等都能给出比较详细的说明, 像普洱茶这类具有地域

特性的各地的地理标志产品, 在总的茶叶分类中也应有明确的分类。有了科学、完善、合理的茶叶分类标准, 才

能使茶叶监测前后分类一致, 便于数据查询, 让分析结果更具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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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ea standards and discussion on the tea classification in food 
safety risk monitoring system 

WAN Yu-Ping, YANG Kun-Ling, FEI Zhi-Xin, WANG Jin* 

(Yunna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Kunming 650022,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and results analysis of tea in the national food safety monitoring in 

recent years. Combined with the tea standard, the problems in tea classific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n the result 

analysis were analyzed. It was found that the classification of tea monitored was inconsistent with the national 

standards,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tea standards, the definition of each classification in the tea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is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some categories in monitoring can not find appropriate classification from the standard, 

As a result, the classification in monitoring is not reasonable 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different years is inconsistent. It 

is Suggested that integrating tea standards, perfecting the general and universal tea standards, detailing and clearly 

defining each category in the standard, giving a mor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ea varieties, production technology, 

origin, etc. should be done. Such as Pu’er tea, which is a produc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re should also be a clear classification in the gener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tea. Only with a scientific, 

perfect and reasonable tea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make the classification of tea monitoring 

consistent, facilitate data query, and make the analysis results more compa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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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已经作为保障人民群众的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被写入《食品安

全法》[1]。食品安全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明确写出“承担食

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的技术机构应当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可

靠,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结果表明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 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将相关信息通报同级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 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组织开展进一

步调查”。可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重要性。要想保证数据的

真实可靠, 必须从计划制定、样品采集、检测、数据上报到最

后的结果分析每个环节缺一不可, 而在这个当中样品的分类至

关重要。如果食品分类不一致, 导致分析问题产生偏差, 不能

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准确的分析结果, 不能为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和标准制定修订、跟踪评价等提供科学依据。 

茶叶种类繁多, 在 GH/T 1119-2015《茶叶标准体系表》[2]

中, 统计的已发布的、正在制定的和待定的茶叶标准有 58

项, 再加工茶类标准 35项, 存在茶叶品种多, 标准数目多的

现象。茶叶工艺复杂, 目前国内茶叶分类标准不能囊括众多

的茶叶品种, 以致出现很多的地方标准, 而这些标准之间又

缺乏全面、协调、统一的考虑, 对于茶树品种、工艺等的描

述不够细化, 有的名称找不到依据、没有明确的定义, 导致

有的茶叶在监测中找不到合适的分类, 因为分类的不同可

能导致同样的数据产生不同的分析结果。 

本文针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具体工作中遇到的茶叶

分类问题, 对茶叶标准以及分类问题进行归纳讨论, 建议

标准更细化、更完善, 制定统一的分类原则, 监测应用时

应在现有标准上尽量按标准统一分类, 以便使监测做得更

完善、分析更准确, 数据更具可比性, 更好地为政府决策

提供科学依据。 

2  茶叶标准中的茶叶分类及问题讨论 

2.1  任务来源及分析方法说明 

云南省自 2010 年至今, 每年均按照《食品安全法》

赋予的职责和国家要求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 监测

的依据为《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手册》[35]及各类国

家标准, 文中对监测过程中遇到的茶叶类别不好分类、分

类不一致等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分析, 寻求更合理、更规

范的茶叶分类, 保证分析结果的连续性和准确性。 

2.2  茶叶标准及分类 

GB/T 30766-2014《茶叶分类》[6]标准中将茶叶分为茶

叶类和再加工茶叶类, 其中又将茶叶分为 6 大类, 将再加

工茶分为 4 类。分类原则: 以加工工艺、产品特性为主, 结

合茶树品种、鲜叶原料、生产地域进行分类。 

表 1 为 GB/T 30766-2014 标准中的分类, 各类茶叶的

原料及生产工艺。 

在茶叶的 6 类产品中仅黑茶有渥堆的工艺, 也就是说

有渥堆工艺的茶, 我们把它划分为熟茶(黑茶), 红茶有发

酵的工艺, 除了红茶和黑茶外, 其他 4 类茶叶无发酵工艺

的说明。 

GB/T 14456《绿茶》的标准有 6 个部分, “第 1 部分: 基

本要求”[7], 另外 5 部分有按茶树品种分的“第 2 部分: 大叶

种绿茶”[8]、“第 3 部分: 中小叶种绿茶”[9]; 有按形状分的

“第 4 部分: 珠茶”[10]、“第 5 部分: 眉茶”[11]; 有按工艺分的

“第 6部分: 蒸青茶”[12]。其他有各种地方标准, 安吉白茶[13], 

江西绿茶[14], 贵州绿茶分了 5 个部分, 除了“第 1 部分: 基

本要求”[15]外, 还按形状分了 4 类[1619]等, 。 

其他类茶还有红茶 [2022]、黄茶 [23]、白茶 [24]、乌龙    

茶[2531]、黑茶[3236]等各类茶的总的标准, 以及细分下去的

各种地方标准、地理标志产品等标准, 如红茶类的 DB53/T 

856-2018《地理标志产品 昌宁红茶》[37]、DBS 61/0015-2016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陕西工夫红茶》 [38]、团体标准

T/HNTI 01-2018《湖南红茶 红碎茶》[39]等; 黄茶类的团体

标准 T/YYCX 001-2019《岳阳黄茶》[40]等; 白茶类的 GB/T 

22109-2008《地理标志产品 政和白茶》[41]等; 乌龙茶类的

DB35/T 943-2009《地理标志产品 福建乌龙茶》[42]、DB52/T 

1102-2016《贵州青茶(乌龙茶)》[43]等; 黑茶类的 DB43/T 

659-2011《安化黑茶 黑毛茶》[44]等。 

茶叶品种繁多, 存在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

等众多标准。 

2.3  再加工茶标准及分类 

GB/T 30766-2014《茶叶分类》中将再加工茶分: 紧压

茶、袋泡茶[45]、花茶、粉茶[46] 4 类。 

其中紧压茶的标准有 GB/T 9833-2013《紧压茶》[4755]

下的 9 个标准以及 GB/T 31751-2015《紧压白茶》[56]共 10

个紧压茶的标准。 

表 2为 GB/T 9833-2013 标准中的茶叶分类, 以及各类

紧压茶的原料及生产工艺。 

10 种紧压茶在原料上的差别: 花砖茶、黑砖茶和茯砖

茶原料均为黑毛茶; 紧茶、沱茶、康庄茶和金尖茶的原料

均为晒青毛茶; 青砖茶的原料为老青茶, 老青茶是指湖北

地区的黑茶; 米砖茶为红茶压制; 紧压白茶的原料为白茶

(白毫银针、白牡丹等)。 

10 种紧压茶对原料产地的说明: 仅康砖茶和金尖茶

说明原料产地为四川雅安及周边地区, 其余 7 类紧压茶对

产地均未说明。 

10 种紧压茶在工艺上的差别: 花砖茶、黑砖茶、茯砖

茶和紧茶在定义上有“渥堆”的工艺, 其余 6 类茶无渥堆工

艺的说明, 其他的工艺包括整理、筛分、拼配、蒸汽压制

定型、干燥、包装等基本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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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种紧压茶在标准定义上无差别的是: 花砖茶、黑砖

茶和茯砖茶在定义上除茯砖茶多了一步“发花”的工艺, 这

3 种茶在定义上完全一致; 康庄茶和金尖茶除名称上的区

别, 原料、产地、工艺描述完全一致。 

2.4  普洱茶标准及分类 

GB/T 22111-2008《地理标志产品 普洱茶》[57]中按加

工工艺把普洱茶分为生茶和熟茶, 按外观形态又可进一步

把普洱茶分为散茶和紧压茶, 如表 3 所示。 

 
表 1  GB/T 30766-2014 茶叶分类及工艺 

Table 1  GB/T 30766-2014 Classification and process of tea  

类别 分类 原料 工艺 

茶叶 

绿茶 鲜叶 杀青、揉捻、干燥 

红茶 鲜叶 萎调、揉捻(切)、发酵、干燥 

黄茶 鲜叶 杀青、揉捻、闷黄、干燥 

白茶 特定茶树品种的鲜叶 萎调、干燥 

乌龙茶 特定茶树品种的鲜叶 萎调、做青、杀青、揉捻、干燥 

黑茶 鲜叶 杀青、揉捻、渥堆、干燥 

再加工茶 紧压茶、花茶、袋泡茶、粉茶 茶叶 特定工艺 

   
表 2  紧压茶分类及工艺 

Table 2  Classification and process of compressed tea 

标准 紧压茶分类 原料产地说明 原料 生产工艺 

GB/T 9833.1 花砖茶  黑毛茶 毛茶筛分、半成品拼配、渥堆、蒸汽压制成型、干燥、成品包装 

GB/T 9833.2 黑砖茶  黑毛茶 毛茶筛分、半成品拼配、渥堆、蒸汽压制成型、干燥、成品包装 

GB/T 9833.3 茯砖茶  黑毛茶 毛茶筛分、半成品拼配、渥堆、蒸汽压制成型、发花、干燥、成品包装

GB/T 9833.4 康砖茶 
四川雅安 

及周边地区 

做庄茶及金玉茶

(晒青毛茶) 
毛茶整理、半成品拼配、蒸汽压制定型、干燥、成品包装 

GB/T 9833.5 沱茶  晒青毛茶 匀堆筛分、拣剔、半成品拼配、蒸汽压制定型、干燥、成品包装 

GB/T 9833.6 紧茶  晒青毛茶 匀堆筛分、拣剔、渥堆、拼配、蒸汽压制定型、干燥、成品包装 

GB/T 9833.7 金尖茶 
四川雅安 

及周边地区 

做庄茶及金玉茶

(晒青毛茶) 
毛茶整理、半成品拼配、蒸汽压制定型、干燥、成品包装 

GB/T 9833.8 米砖茶  红茶 筛分、蒸汽压制定型、干燥、成品包装 

GB/T 9833.9 青砖茶  老青茶 蒸汽压制定型、干燥、成品包装 

GB/T 31751 紧压白茶  

白茶 

(白毫银针、白牡

丹、贡眉、寿眉)

整理、拼配、蒸压定型、干燥 

注: 表示原产地不确定。 

 
表 3  普洱茶分类及工艺 

Table 3  Classification and process of Puer tea  

名称 
分类 

工艺 
按工艺分 按外观形态分 

普洱茶原料 晒青茶 鲜叶→杀青→揉捻→解块→日光干燥 

普洱茶 

生茶 普洱茶生茶紧压茶 晒青茶精制→蒸压成型→干燥 

熟茶 

普洱茶熟茶散茶 晒青茶后发酵→干燥→精制→包装 

普洱茶熟茶紧压茶 
普洱茶(熟茶)散茶→蒸压成型→干燥→包装 

普洱茶生饼→后发酵→普洱茶(熟茶)紧压茶→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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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标准定义及分类, 做为原料的晒青茶不是普洱茶

(生茶)的散茶, 晒青茶的工艺和绿茶一致, 应属于绿茶, 晒

青茶压制成紧压茶就称之为普洱茶(生茶), 普洱茶(生茶)

没有散茶。普洱茶熟茶的紧压茶可以是普洱茶熟茶的散茶

压制而成, 也可以是普洱茶生茶的茶饼经后发酵而成。 

普洱茶分类为: 普洱茶(生茶)紧压茶、普洱茶(熟茶)

散茶和普洱茶(熟茶)紧压茶 3 类。   

2.5  监测上报中发现的茶叶分类问题讨论 

2.5.1  比较监测上报系统和《茶叶分类》标准分类的情况 

《茶叶分类》标准[6]中茶叶分为 6 类, 监测系统中“茶

叶”项下加了一类花茶, 按《茶叶分类》标准花茶应该属于

再加工茶类。 

《茶叶分类》标准中没有青茶, 只有乌龙茶, 而监测

系统中分出了“青茶(半发酵茶, 乌龙茶)”, 把乌龙茶和普

洱茶生茶归在了青茶下。 

《茶叶分类》标准中黑茶类只分了云南黑茶, 并未对云南

黑茶包括哪些进行说明, 没有对普洱茶进行分类, 监测系统把

普洱茶(生)分到青茶下, 把普洱茶(熟)分到黑茶下, 但并没有对

普洱茶熟茶的散茶和紧压茶进行分类。 

监测系统中加了一类“代用茶”, 是为了监测茶叶类似

饮品的风险。 

监测系统中没有粉茶类。具体见表 4. 

2.5.2  监测中分类前后出现不一致情况, 普洱茶类分类不

明确 

存在归类不一致的情况或分类不明确的情况, 2016 年

前监测系统中没有普洱茶分类, 当时分类不明确, 把所有

的普洱茶不论生茶、熟茶都分到了黑茶类中, 当时监测中

普洱茶的原料晒青茶却要求分到了绿茶类。 

2017 年系统中在“青茶(半发酵茶、乌龙茶)”下分出了

“普洱茶(生茶)”, 在“黑茶”下分出了“普洱茶(熟茶)”。但是

概念不十分明确 , 认为“普洱茶(生茶)”有散茶和紧压茶 , 

均报在此项下, “普洱茶(熟茶)”的散茶和紧压茶也均报在

“黑茶-普洱茶(熟茶)”下。 

2019 年监测紧压茶时发现, 普洱茶分类在紧压茶下

的 10 个类别中归类困难。经讨论国家要求“普洱茶(生茶)

紧压茶”报沱茶, “普洱茶(熟茶)紧压茶”报黑砖茶。 

3  讨论及建议 

3.1  建议细化和整合标准, 完善、统一茶叶分类标准 

建议国家对茶叶的分类标准进一步细化完善, 把标准

中的“特定茶树品种”、“特定工艺”等不明确的描述进一步细

化明确, 工艺可以再细化描述, 除工艺外应该罗列每一类茶

的茶树种类、产地, 对细类的标准进行整合。可以在总的、

大的这个标准中找到依据, 很特殊的再制定具体的分类标

准, 这样不至于标准太多太乱, 也避免有的品种找不到分类

的依据, 或是因为标准里面描述不太吻合而难以归类, 在何

华丽等[58]杭州不同种类市售茶叶中 9,10-蒽醌含量调查及膳

食暴露研究的报告中茶叶分类为乌龙茶, 而在陈涛等[59]福

建省 2017~2018 年茶叶中 9, 10-蒽醌检测方法与结果分析的

报告中茶叶分类为青茶, 出现了分类描述的不统一。 

因为茶叶不同于其他的食品, 它有很强的工艺上的

特性, 还有茶树种类和产地的差异, 而且种类繁多, 应建

立合理、完善的分类系统。 

建议出台一个茶叶的综合查询标准, 包括茶树品种、

生产工艺、统一的名称定义等, 建立统一、规范、分类更

科学、更详细的分类标准, 能包含现有的各类标准分类查

询这样一个体系。定时更新, 大家在查找标准时不至于因

标准太多、混乱而不知所措, 监测、结果分析时才有统一

的依据, 监测结果才更具可比性、更具指导意义, 这样就

不会出现把安吉白茶归成白茶类的错误, 在郑丽等[60]几种

茶叶提取物对高脂饮食小鼠肥胖的预防作用的报告中把安

吉白茶作为白茶的代表品种, 而在安吉白茶的标准中明确

指出安吉白茶属绿茶类产品。由此可见, 现在的分类比较

混乱, 急需要统一、科学的茶叶分类标准。 

3.2  建议监测系统的茶叶分类按《茶叶分类标准》

分类 

建议监测系统按茶叶分类标准进行分类, 分茶叶类

(绿茶、红茶等 6 类)和再加工茶类(紧压茶、花茶、袋泡茶、

粉茶)2 大类。为了监测其他茶叶类似饮品类, 可以加一类

“其他类型茶叶(包括代用茶等)”。 

监测系统“茶叶”项下有 7 类, 比标准中多了 1 类“花

茶”, 应把“花茶”分到再加工茶类。 

监测系统中“茶叶”项下的“青茶(半发酵茶、乌龙茶)”

和标准不符, 标准无此分类, 应按标准直接写“乌龙茶”, 

在“青茶(半发酵茶、乌龙茶)”项下的“普洱茶(生)”也不应放

于此, 如果是普洱茶的原料晒青毛茶按工艺来讲应放于

“绿茶”项下。 

监测系统中“黑茶”只分了“普洱茶(熟)”和“其他黑茶”, 

和标准中分类(湖南、湖北、安化、广西、云南黑茶和其他

黑茶)也不符, 在监测系统和标准中未对普洱茶熟茶和云南

黑茶做具体的说明, 实际上普洱茶熟茶属于云南黑茶, 但普

洱茶熟茶包括普洱茶熟茶的散茶和普洱茶熟茶的紧压茶 2

类, 按紧压茶的定义, 所有紧压成型的都应该分到紧压茶下, 

所以“普洱茶(熟)”在“黑茶”项下只能是“普洱茶(熟)散茶”。 

3.3  建议整合、完善紧压茶的 9 类标准, 明确普洱

茶的分类。 

3.3.1  紧压茶的分类建议 

《紧压茶》标准下的 9 类标准按原料来讲有红茶、黑

毛茶、晒青毛茶、老青茶 4 类茶为原料; 按工艺来讲 5 类紧

压茶是经过渥堆发酵的, 只有康砖茶、金尖茶、沱茶 3 类未

写有渥堆、发酵工艺; 从茶叶原料的产地来看, 只有康砖茶

和金尖茶标有明确的地域性(四川雅安及周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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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监测系统中茶叶的分类和《茶叶分类》标准中分类的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between tea classification in monitoring system and tea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监测系统中的分类 《茶叶分类》标准中的分类 

大类 次类 细类 再细类 大类 次类 细类 

茶及 

茶制品 

茶 

叶 

绿茶 — 

茶叶 

绿茶 炒青、烘青、蒸青、晒青绿茶共 4 类 

红茶 — 红茶 红碎茶、小种红茶、工夫红茶 

黄茶 — 黄茶 芽型、芽叶型、多叶型 3 种 

白茶 — 白茶 芽型、芽叶型、多叶型 3 种 

青茶 

(半发酵茶、乌龙茶) 

普洱茶(生)和 

其他青茶共 2 类 
乌龙茶

闽南、闽北、广东、台式(台湾)乌龙茶和 

其他乌龙茶 5 种分类 

黑茶 
普洱茶(熟)和 

其他黑茶共 2 类 
黑茶 

湖南、四川、湖北、广西、云南黑茶和 

其他黑茶 6 种分类 

花茶 —    

  

再加工茶

花茶 — 

袋泡茶 — — 袋泡茶 用过滤材料包装制成的茶叶 

紧压茶 
紧压茶标准下 

的 9 类及紧压白茶 
— 紧压茶 按定义为所有压制成型的茶叶 

代用茶 
花、叶、果实、根茎、

混合类共 5 类 
— 粉茶 — 

其他类型茶叶 — — 
 

注: —表示无。 

 

按《茶叶标准》上写的分类原则应该是以加工工艺、

产品特性为主, 结合茶树品种、鲜叶原料、生产地域进行

分类。《紧压茶》标准下的 9 类标准存在有缺乏共性、分类

不明确、从标准字面上无法区分、有的茶叶(比如普洱茶紧

压茶)在《紧压茶》标准下找不到合适的归类等现象。 

3.3.2  普洱茶的分类建议 

普洱茶的紧压茶有熟茶和生茶之分, 按普洱茶的定

义及分类, “普洱茶生茶紧压茶”与 GB/T 98833.5-2013《紧

压茶 第 5 部分: 沱茶》比较吻合, 原料都为晒青毛茶, 都

是未经过渥堆发酵工艺, 但沱茶形状比较局限, “普洱茶生

茶紧压茶”大多为饼茶, 可以把“普洱茶生茶紧压茶”划为

沱茶类; “普洱茶熟茶紧压茶”和“紧压茶中紧茶”较为接近, 

原料都为晒青毛茶, 都有渥堆发酵工艺, “普洱茶熟茶紧压

茶”可以划为“紧茶”类。但这 2 类茶叶的划分都应该从定

义、名称和类别上进行整合。 

3.3.3  总的茶叶分类建议 

建议按茶叶分类原则对标准进行整合和完善, 按茶

叶最主要的特性渥堆、发酵等进行大类的划分, 再在其中

加以茶树品种、产地等特性进行分类。不应该出现像康砖

茶和金尖茶这样除了标准名称不一样, 其余部分(范围定

义等)完全一致的情况; 对黑毛茶的茶叶种类应该有细化

说明, 目前问题是黑毛茶指所有种类的茶叶经过发酵后茶

叶, 但明显晒青毛茶又是单独划分出来的, 出现分歧; 对

青砖茶的原料老青茶应该有个定义, 在现有的标准上查不

到什么是老青茶。另外, 建议增加普洱茶紧压茶的分类。

总之, 建议分类明确后, 监测系统中的历史数据应该进行

调整, 以保证任何时候进行统计分析的结果都是一致的。 

4  小  结 

综上所述, 食品的分类是做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

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应以认真、严格的态度去学习标准, 

善于发现问题、及时做好记录、提出有关探讨、寻求改善

方法、上报有关部门、寻求解决方法, 使风险监测结果更

为合理、准确、具有可比性, 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加有力的

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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