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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标准编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一）标准编制的背景

贵州是我国唯一兼具高海拔、多云雾、冷凉气候、无污

染的全境高原茶产区。截止 2018 年底，贵州茶园面积 751.95

万亩，其中投产茶园面积 561 万亩；产量 36.2 万吨，总产

值 394 亿元；产业带动贫困户人口 45.2 万人，脱贫人口 8.9

万人。茶产业是贵州最重要的农业产业、富民产业。

2017 年，贵州绿茶因“翡翠绿、嫩栗香、浓爽味”的独

特品质获得农业部（现农业农村部）颁发的国家级农产品地

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成为全国第一个省级茶叶类地理标志

产品。2018 年 10 月，为促进贵州绿茶产业发展，做强做大

贵州绿茶，提升贵州绿茶品牌竞争力，成为贵州产业脱贫攻

坚的样板，“贵州绿茶”获得了农业农村部 2018 年国家级农

产品地理标志示范样板创建点。2018 年，省委黔党发 22 号

《关于建设茶业强省意见》文件中明确提出要通过“贵州绿

茶”为引领，构建“省级公用品牌+核心区域品牌+企业品

牌”的贵州茶品牌体系。

自 2014 以来，在“贵州绿茶”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保护产品的申报和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贵州茶产业

宣传推介活动的过程中发现，泡茶方式麻烦、复杂和冲泡方

式不当导致茶不好喝，已成为大众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



群体不喜欢茶、不消费茶的两大重要原因。同时，已有研究

表明，口腔能承受的最高温度建议在 50-60℃之间，超过 60℃

易造成多种口腔、食道的健康隐患。传统杯泡法由于茶水不

分离，若冲泡后直接饮用会因为茶汤温度太高带来健康隐

患；若待茶汤降到适口温度再饮用，则因茶叶浸泡时间过长

严重影响茶叶香气和滋味，甚至苦涩、不好喝。

消费者的大量丢失，严重制约贵州茶产业的发展。因此，

研究一种能简单方便地冲泡出一杯好喝的茶、健康品饮一杯

茶，还原泡茶饮茶“好喝、健康”的最基本要求；同时有利

于凸显贵州茶品质的茶叶冲泡方法，成为贵州茶业届关注的

焦点。

（二）标准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贵州冲泡”方法最初是在贵州茶产业多年的推介、普

及和传播实践中提炼出的一种较为抽象的茶叶冲泡方法。是

相对于传统绿茶冲泡方法，“80-85℃水温、3g 茶 150mL 水（即

茶水比 1：50），茶水不分离，头泡茶需要洗”而提出的一个

相对概念，即“多投茶、高水温、快出汤、茶水分离、不洗

茶”。该方法提出后，多次组织专家开展科学试验，印证其

科学性。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以讨论会、冲泡大赛、斗茶赛、

品茗活动、茶文化“六进”活动等多种形式开展了大面积、

多层次、多角度的推广和论证，不断完善和丰富了“贵州冲

泡”方法的定义、具体内容和参数等。

在近 5 年的不断推广实践和论证中，“贵州冲泡”方法

得到业内人士和消费者的广泛认可，认为该方法简单易行、



可操作性强，是一种能简单冲泡出一杯好喝的茶和健康品饮

一杯茶的方法。同时该方法能充分表现贵州茶色、香、味的

特点，有更好的传播性和普及性，能快速拉近茶叶与消费者

之间的距离，吸引更多人关注茶、喜欢茶、消费茶。“贵州

冲泡”方法的使用和推广在贵州茶的宣传推介、茶文化的普

及推广等方面起了非常突出的作用。

本标准的编制对“贵州冲泡”方法及其具体内容进行了

定义，对冲泡用茶、用水、茶具的选择提出了要求，对冲泡

的程序进行了规范，对冲泡中水温、茶水比和冲泡时间的参

数进行了合理建议。该标准的制定，对向全民展现以贵州绿

茶为代表的贵州茶的品质，弘扬贵州茶文化，助推贵州茶营

销和贵州茶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标准编制过程

（一）前期准备阶段

2014 年底，在“贵州绿茶”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

护产品的申报和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贵州茶产业宣传

推介活动的过程中，逐渐提炼出一个较为抽象的冲泡方法，

即“多投茶、高水温、快出汤、茶水分离、不洗茶”。

自 2014 年底起至今，“贵州冲泡”方法在全国范围内以

讨论会、冲泡大赛、斗茶赛、品茗活动、茶文化“六进”活

动等多种形式，不间断地开展了大面积、多层次、多角度的

推广、论证和实践，得到了业内人士和消费者的广泛认可。

2016 年在贵州省农业农村厅领导下，省绿茶品牌发展促

进会在全省范围内选取了绿茶，红茶等 100 只茶样，组织有



关专家从理化成分检测和茶叶感官审评两方面开展“贵州冲

泡”方法科学试验，对该方法的科学性进行了初次论证，并

初步得到“贵州冲泡”方法中冲泡水温、冲泡时间、茶水比

的参数范围。

（二）标准起草阶段

2018 年 6 月，由贵州省绿茶品牌促进会组织召开了《贵

州茶叶冲泡品饮指南》标准讨论会，确定了标准编制小组成

员，明确了标准制定的具体工作和分工。《贵州茶叶冲泡品

饮指南》标准编制工作正式启动后，编制小组了解学习与本

标准编制内容相关的要求、相关国家、行业标准以及法律法

规等资料，讨论标准结构，开展冲泡试验，形成《贵州茶叶

冲泡品饮指南》讨论稿。

（三）标准审查阶段

2019 年 11 月，编制小组向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

标准审查申请。

三、编制原则

(一)规范性

本标准按照 GB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对“贵州冲泡”方法及其具体

内容进行了定义，对冲泡时的茶叶、用水、茶具的选择提出

了要求，对冲泡的程序进行了规范，对冲泡中水温、茶水比

和冲泡时间的参数进行了合理建议。

（二）创新性

本标准编制重点提出一种针对大众消费者的，简单快



捷、可操作性强的茶叶冲泡和健康的饮用方式，既能让大众

消费者快速方便地冲泡出一杯好喝的茶、健康的品饮一杯

茶，同时能更好地凸显贵州茶品质特点。

（三）协调性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多次组织专家进行反复试验，并

以多种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调研和推广，广泛征求专家、

同行、大众消费者的意见，完善标准内容。期间，编制组多

次召开专题会，发扬民主、充分讨论、协商的精神，最终取

得一致意见。

（四）先进性

本标准在重点考虑如何简单健康地冲泡品饮一杯好喝

贵州茶的基础上，结合最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相关法律

法规、管理规定进行编写，弥补针对大众消费者简单健康泡

茶喝茶方面标准的空白。

四、标准的框架和主要内容

本标准涉及以下 5 个方面的内容：（1）范围；（2）规范

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4）要求；（5）程序和方法。

标准第一部分“范围”中，对贵州茶叶冲泡方法的术语和定

义、要求、冲泡方法、品饮方法以及适用范围进行了规定。

标准第二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对本标准中涉及的规

范性文件进行了说明。标准第三部分“术语和定义”中，对

贵州冲泡方法的具体内容，即对“高水温、多投茶、快出汤、

茶水分离、不洗茶”进行了具体解释。标准第四部分“要求”

中，对适用贵州冲泡方法的茶品、泡茶用水、器皿及环境进



行了简述。标准第五部分“程序和方法”中，对冲泡流程进

行描述，对冲泡水温、茶水比、冲泡时间等参数进行描述；

并结合贵州茶的特点，针对茶的香气、滋味及汤色的品质特

征，对品饮方法进行了描述。

五、“贵州冲泡”方法较传统冲泡方法的优势

2018 年 6 月和 7 月，在“贵州冲泡”方法前期试验结果

和推广实践的基础上，省绿茶品牌发展促进会组织专家，针

对以贵州绿茶为代表的贵州茶的冲泡建议参数、“贵州冲泡”

方法与传统冲泡方法比较等重点内容开展试验。本次试验样

品为市售的具有贵州代表性的绿茶、红茶样品，在茶青原料

上，覆盖独芽至一芽一叶到一芽二三叶；从品类上覆盖扁形、

卷曲形和颗粒型茶；从产地上覆盖黔北茶区、铜仁茶区、黔

南茶区、黔东南茶区。通过科学的试验，进一步印证了“贵

州冲泡”方法的科学性，得到了“贵州冲泡”方法建议参数。

（一）高水温、多投茶、快出汤的优势

试验结果显示，在水温、冲泡时间、茶水比各种参数组

合试验结果中，高水温（沸水）、多投茶（4g/5g/6g）、快出

汤（20s/30s/40s）冲泡出的茶汤感官审评得分明显高于冲

泡水温 80℃、90℃、3g 投茶量的组合冲泡出的茶汤的感官

审评得分。

7 个试验茶样不同水温、冲泡时间、茶水比参数组合冲

泡后的感官盲评试验结果显示，7 个茶样得分排名前三的共

21 个组合参数中：高水温（沸水冲泡）的有 18 组，约占排

名前三组合的 86%；多投茶（多于常规 3g 投茶量，即 4g、



5g、6g 投茶量）的有 19 组，约占排名前三组合的 90%；相

较传统规茶水不分离或冲泡 1 分钟以上，所有组合冲泡时间

均为快出汤（详见表 1）。

表 1 7 个茶样正交试验感官盲评排名前三组合一览表

序号 试验茶样

盲评得分排名

1 2 3

1 湄潭翠芽 4g/沸水/30s 5g/80℃/30s 4g/沸水/30s

2 绿宝石 5g/沸水/30s 5g/沸水/40s 6g/沸水/25s

3 阡纤美人 5g/沸水/40s 6g/沸水/40s 4g/沸水/40s

4 风冈锌硒毛峰 4g/沸水/30s 5g/沸水/25s 5g/沸水/40s

5 黎平扁形绿茶 3g/90℃/30s 3g/沸水/20s 4g/沸水/30s

6 都匀毛尖 4g/沸水/30s 5g/沸水/30s 4g/沸水/25s

7 遵义红 4g/90℃/40s 4g/沸水/30s 5g/沸水/40s

（二）茶水分离冲泡法的优势

传统杯泡法，即 3g 茶分别用沸水、90℃、85℃、80℃

茶水不分离冲泡茶叶与茶水分离冲泡对比试验结果显示：在

室温 25℃下，若待茶汤温度自然冷却到建议饮用温度（55℃）

时，茶汤滋味明显过浓、苦涩，较茶水分离的茶汤滋味得分

普遍低 10 分以上（100 分制）。若在茶的香气滋味都较好时

饮用，则茶汤温度远高于 60℃。长期饮用超过人体口腔耐受

极限温度的茶汤时，会对人体带来健康隐患。因此，试验结

果充分表明了茶水分离在茶叶冲泡中的科学性和必要性。

（三）不洗茶的品质优势

茶作为一个健康的日常饮品，干净安全是最重要的基



础。一些人认为通过“洗茶”可以洗掉茶叶生产、运输和销

售环节中可能产生的灰尘、农残等物质。事实上，合格的茶

产品是不需要“洗”的，所谓的“洗茶”反而会洗掉茶中的

营养物质；如果是农残、重金属、灰尘超标的不合格茶产品，

只依靠冲泡前的“洗茶”，是无法洗掉这些物质的。贵州林

茶相间的茶园环境，冷凉的气候，最严格的茶叶质量安全管

控，全程清洁化的生产线，决定了贵州茶的干净、不需要“洗

茶”的优秀品质。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

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目前，国内暂无针对茶叶冲泡和品饮的国家标准，相关

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均为针对标准发布地地标茶产品的推

荐性标准，如 DB35/T 1543-2015 武夷岩茶冲泡及品鉴方法、

DB43/T 656-2011 安化黑茶冲泡及饮用方法等。我省发布的

DB52/T 645-2010 茶叶冲泡品饮指南，只针对绿茶、红茶、

乌龙茶和茉莉花茶，不针对六大茶类的冲泡；对大地标产品

贵州绿茶的三种主要类型没有进行分别研究和设置冲泡参

数；主要针对传统冲泡方式，没有提出“高水温、多投茶、

快出汤、茶水分离、不洗茶”的概念，不能满足大众消费者

在各种场合均能方便、快速冲泡出一杯好喝的茶，并健康品

饮的需求。本标准是在以贵州绿茶为主，兼顾六大茶类的基

础上，通过广泛的调研和试验，针对广大消费者的冲泡、品

饮需求进行编制的。

七、专利及涉及知识产权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及知识产权。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

本标准在整个制定过程中未发生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地方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的发布实施，对贵州茶叶冲泡和品饮起指导性作

用，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的地方标准发布实施。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无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十一、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贵州茶叶冲泡和品饮具有指导意义，建议相关单

位及企业组织专项标准宣贯活动进行系统的学习，并开展多

元化、多层次、多角度的宣传活动向大众消费者宣传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