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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本书按照《茶艺师国家职业标准》对初、中级茶艺师应具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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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目前世界上有６０多个国家生产和种植茶叶，有１６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３０亿左右的人口饮用茶，茶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饮料。在利
用茶叶的过程中，中国人不仅创造了千姿百态、内质各异的茶品和各具风格的饮

用方法，而且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熔铸到茶叶的冲泡和品饮之中，使之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茶艺。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茶艺不仅从内容和形式上日臻丰富和完善，而且

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各具民族特点、地域特点的茶文化形态。茶文化交流已

经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值得我们每个中国人引以自豪的。

国家昌盛则百业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茶产业进入了前

所未有的黄金时期，同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对茶艺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２００２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了《茶艺师国家职业标准》，并将“茶艺师”
列为国家职业工种。以此为契机，各地的茶艺教育，包括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得

到了快速发展。本书作为中等职业教育旅游类专业系列教材，是重庆大学出版

社根据目前中等职业学校开设茶艺专业课和公共选修课的需要，组织云南旅游

职业学院、四川省旅游学校、湖北省旅游学校、湖南张家界旅游学校等职业院校

从事茶艺教学的教师共同编写而成的。

本书依据《茶艺师国家职业标准》对初、中级茶艺师所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和

基本技能的要求，主要阐述了茶叶基础知识、茶文化基础知识、茶艺基础知识、茶

艺表演基础知识和茶艺师服务礼仪与销售知识，并且在内容安排上，注重了基础

知识的讲授和基本技能的训练，突出实用性。为此，我们特别聘请从事茶艺师培

训工作多年，实践经验比较丰富的刘亚梅和杨晶两位女士参加编写。本书适合

开设茶艺专业课和公共选修课的职业院校学生以及其他参加初、中级茶艺师职

业资格鉴定的茶行业从业者、爱好者学习使用。

本书由各参编者分工撰写，具体分工为：第１章１．１，１．２节和第４章由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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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职业学院张伟强编写；第１章１．３，１．４节由杨晶编写；第２章２．１，２．２节由
湖北省旅游学校刘晓芬编写；第２章２．３节由湖南张家界旅游学校周晓红编写；
第３章３．１，３．２，３．３节由四川省旅游学校谭文编写；第３章３．４节由刘亚梅、杨
晶编写；第５章由云南旅游职业学院陈海燕编写。最后由主编负责统稿。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有幸聘请云南农业大学龙润普洱茶学院教授、硕士生导

师蔡新老师为本书主审。蔡新教授于百忙之中拨冗对本书的编写体例和专业知

识点提出了极富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我们全体参编人员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２０１５年出版社组织参编人员对该书进行修订。
由于时间仓促和编者的疏漏，书中难免有缺憾和不足，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

正，以便在修订时更正。

最后，感谢编委会及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给予的关心、支持和帮助！

编写组

２０１６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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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导读】

茶艺的核心是茶，通过学习本章，要求掌握有关茶树的起源、发展、形态特征

和茶叶的加工、分类、储藏以及饮茶与健康的知识，全面了解茶叶的相关基础知

识，为后面的学习打好基础。

【关键词汇】

茶树的起源　茶叶的加工与分类　茶叶品质的鉴别　饮茶与健康
【问题导入】

茶树的起源和传播情况是怎样的？茶叶是如何加工制作出来的？茶叶有哪

些种类？如何鉴别茶叶的真假优劣？饮茶与健康有什么关系？以上这些问题，

是学习本章需要掌握的知识点。你不妨在学习完本章后对照以上问题检查自己

的学习成果。

１．１　茶树的起源与传播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的国家，世界各国的茶叶都是由中国直

接或间接地传播出去的。世界各国对茶的称谓也源于中国。

１．１．１　茶树起源于中国

茶是采用茶树上生长的芽和叶加工制作成的饮料。茶树在植物学的分类系

统中属于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纲，原始花被亚纲，山茶目，山茶科，山茶属茶

种植物。瑞典植物学家林奈在１７５３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将茶树的最初学
名定为Ｔｈｅ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Ｌ．，后修订为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Ｌ．。其中，Ｃａｍｅｌｌｉａ的意思是
山茶属，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的意思是中国种，学名本身就指出茶树是原产于中国的山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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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１９５０年，我国植物学家钱崇澍根据国际命名和茶树特性研究，确定茶树
学名为Ｃａｍｅｌｌｉ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Ｏ．Ｋｕｎｔｚｅ。

全世界山茶科植物共有２３属３８０余种，中国就有１５属２６０多种，大多分布
在云南、贵州、四川和鄂西山地，可见茶树原产地是我国西南地区。唐代陆羽在

《茶经》中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据古植物学家研究，茶树大约诞生于第三纪至第四纪，距今６０００万～７０００
万年。随着地质、气候的变化以及茶树的传播，茶树从最初的原种发展形成热带

型的大叶变种和温带型的中、小叶变种。但它们的祖先原来就生长在我国西南

地区。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树的国家。汉代典籍中记载有“神农尝百

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传说。神农氏是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氏族首

领。按此推算，中国人发现和利用茶叶已经有近５０００年的历史。晋代常璩在
公元前３５０年左右所写的《华阳国志·巴志》一书中记载，周武王伐纣时，巴蜀
（今四川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用茶叶作为“贡品”，而且当地已经有了人工栽

培的茶园。这个时期距今已有３０００多年。以上这些资料充分说明，在远古时
期，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开始认识和利用茶树了。

我国还是世界上野生大茶树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作为茶树起源的最重要的

实物证据是野生的古茶树。我国历史文献中记载了古代南方地区分布着很多古

茶树。陆羽在《茶经》中记载：“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至今，在

我国西南山区还分布着很多古老的野生大茶树。

据统计，在我国１０个省（区）已发现的２００余处野生茶树中西南地区就占了
７０％以上，且干径在１ｍ以上的特大型珍稀野生大茶树几乎全部分布在云南。
它们是茶树原产地的活见证，是茶文化的宝贵遗产，也是茶叶科学研究的重

要资源。

世界各国对茶的称谓源于中国。“茶”字的形、音、义是中国最早确立的。

我国古代典籍中，茶的名称很多。西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称茶为“羈诧”，杨

雄在《方言》中称茶为“踜”，此外还有“荼”“
!

”“茗”等。到了唐代中期，“茶”

字开始出现，其称谓也随之逐步统一。从此，“茶”字的形、音、义就确定下来并

一直沿用至今。

世界各国对“茶”字的发音，无论是由陆路传播的“ｃｈɑ”，还是由海路传播的
“ｔｅ”，皆起源于我国“茶”“茶叶”的读音。

所以说，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是世界茶叶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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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茶树的形态特征

现代植物学对茶树的科学描述是：“茶，一名‘茗’，山茶科，常绿灌木。叶革

质，椭圆形、长椭圆、卵形或披针形，边缘有锯齿。秋末开花，花１～３朵生于叶
腋，白色，有花梗。蒴果扁球形，有三钝棱。广泛栽培于中国中部至东南部和西

南部。性喜湿润气候和酸性土壤，耐阴性强。”茶树是由根、茎、叶、花、果等器官

所组成的。它们分别有不同的生理功能。

１）根　　

茶树根为轴状根系，由主根、侧根、细根、根毛组成。根的主要生理功能是固

定植株，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和营养物质，将这些物质运输到地上部，并具储藏和

合成等功能。茶籽萌发时，胚根生长而成主根，主根上产生的各级大小分支，叫

侧根。茶树幼嫩细根的根尖上有许多根毛，依靠它吸收肥和水。

２）茎

茎由种子胚芽和叶芽发育而形成，是连接茶树各器官的部分，也是形成新的

茎、叶、芽的部分。茶树的茎部一般分为主干、主轴、骨干枝、细枝，直到新梢。主

干是区别茶树类型的依据，分枝以下部分称为主干，分枝以上部分称为主轴。

由于主干的特征和分枝部位的高低不同，可将茶树树型分为乔木型、半乔木

型和灌木型３种。枝条是生长着叶子的茎，初期尚未木质化的枝条，称为新梢或
嫩梢。新梢柔软，茎绿色，生有茸毛。

３）叶

叶是茎尖的叶原基发育而来的，是进行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呼吸的主要器

官，也是加工茶叶的原料。

茶树叶片可分为鳞片、鱼叶和真叶。一般所说的茶叶即指真叶。真叶的大

小、色泽、厚度和形态各不相同，并因品种、季节、树龄、立地条件及农业技术措施

等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叶形有卵圆形、椭圆形、长椭圆形、倒卵形、圆形、披针形等。其中，以椭圆形

和卵形居多。叶面有光暗、粗糙、平滑之分，叶表面通常有不同程度的隆起。叶

质有厚薄、软硬之分。叶尖形状有长短、尖钝之分，分为锐尖、钝尖、渐尖、圆尖等

种。叶缘有锯齿，一般有１６～３２对；锯齿上有腺细胞，老叶脱落后留下褐色疤
痕；叶脉呈网状，有明显的主脉，侧脉伸展至叶缘２／３处向上弯曲呈弧形并与上
方侧脉相连。叶片在茎上的着生状态分上斜、水平、下垂３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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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的大小以叶面积表示或以叶长乘叶宽表示。通常，计算叶面积的简便

方法是叶长×叶宽×０．７（系数），单位以ｃｍ２计，茶树品种分为大叶种、中叶种、小
叶种即以此为依据。

面积在５０ｃｍ２以上的称特大叶种；面积在２８～５０ｃｍ２的称大叶种；面积在
１４～２８ｃｍ２的称中叶种；面积在１４ｃｍ２以下的称小叶种。

叶片上的茸毛（即一般说的“毫”）是茶树叶片形态的主要特征之一。茶树

新梢上顶芽和嫩叶的背面均生长有茸毛。茸毛多是鲜叶细嫩、品质优良的标志。

随着叶片成熟，茸毛逐渐稀短脱落。

４）花

花是茶树的生殖器官，由花托、花萼、花瓣、雄蕊、雌蕊等５部分组成。属完
全花。

茶花为两性花，有芳香味。多为白色，少数呈淡黄或粉红色。花瓣通常为

５～７瓣，呈椭圆形或倒卵形，基部相连，大小因品种不一而不同。

５）果实

果实是茶树种子繁殖的器官。茶树果实为蒴果。

由茶花受精至果实成熟，约需１６个月，从６月起，同时进行着花与果发育的
两个过程，“带子怀胎”也是茶树的特征之一。

成熟果实的果皮为棕褐色，外种皮为栗壳色，内种皮为浅棕色。茶果形状视

种子数目而异，每果一粒的略呈圆形，两粒的呈椭圆形。种子粒数的多少是由子

房室数和胚珠数及发育条件而定的。

１．１．３　茶树的繁殖与茶叶采摘

１）茶树的适生条件

茶树的适生条件，主要是指气候和环境中的阳光、温度、水分和土壤等条件。

（１）阳光
茶树具有耐阴的特性，喜光怕晒。光照强度不仅与茶树光合作用和茶树的

产量有紧密的关系，而且直接影响着茶叶的品质。一般来说，生长在植被茂盛的

高山或云雾缭绕环境中的茶树，茶的品质往往比平地的好。因此，有“高山出好

茶”的说法。

（２）温度
温度是茶树生长发育的基本条件。茶树喜暖怕寒，最适宜茶树生长的温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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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２０～３０℃。当气温低于１０℃时，茶芽停止萌发，处于冬季休眠状态。若温度
较低，茶树会受到严重的冻害。如果气温高于３５℃，茶树生长也会受到抑制。

（３）水分
茶树对湿润条件较为适应。一般适宜种茶地区要求年降水量在１５００ｍｍ

左右，空气相对湿度在８０％左右。水分不足或过多，都会影响茶树的生长、茶叶
产量和茶叶品质。

（４）土壤
茶树生长所需要的养料和水分都来自土壤。适宜种茶的土壤对土质结构的

要求是：土质疏松，通气性、透水性良好，且ｐＨ值为４．５～６．５的酸性土壤。

２）茶树的繁殖

茶树繁殖有有性繁殖与无性繁殖两种方法。有性繁殖是利用茶籽进行播

种，也叫种子繁殖；无性繁殖亦称营养繁殖，是利用茶树的根、茎等营养器官，在

人工创造的适当条件下，经培养使之形成一株新的植株，包括扦插、压条和

分株等。

传统栽培采用有性繁殖的方法。其操作简便易行，劳动力消耗较少，成本较

低，茶苗有较强的生命力。但有性繁殖难于保持原有品种的特性，其后代易产生

变异。

现代茶园种植面积大，要求茶树特性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所以普遍采用无性

繁殖。茶树无性繁殖一般采用扦插繁殖的方法。无性繁殖栽培的苗木能充分保

持母树的特征和特性，苗木的性状比较一致，有利于茶园管理，有利于扩大良种

的数量。

３）茶叶采摘

茶叶采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茶叶的产量和品质。采摘方法包括人工采摘

和机械采摘两种。传统采摘为人工采摘，生产效率低，成本较高，适宜制作高档

名优茶。现代化的机械采摘生产量大，成本较低，但质量比人工采摘的低，存在

芽叶破碎、混杂和老梗老叶，以及匀净度差的问题，适宜制作中档茶和大宗茶。

茶叶采摘的总体要求是合理采摘。具体要求为按标准采、及时采、分批采和

留叶采。

（１）按标准采
按标准采指根据不同的需要按照一定的鲜叶嫩度标准来采摘。大体上有细

嫩的标准、适中的标准、偏老的标准、粗老的标准四大类。

细嫩的标准适用于名优茶的采摘，对鲜叶的嫩度和匀度要求较高，大多只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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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萌的壮芽或初展的一芽一、二叶。

适中的标准适宜大宗红、绿茶的采摘，对鲜叶的嫩度要求适中，一般采摘一

芽二、三叶和幼嫩的对夹叶。

偏老的标准适宜乌龙茶的制作，采摘时须等新梢生长近成熟，叶片开度达到

八成，采下带驻芽的二、三片嫩叶。

粗老的标准主要用于黑茶、晒青茶等边销茶。对鲜叶的嫩度要求较低，主要

采用粗老的叶片。采摘一芽四、五叶或对夹三、四叶的均可。

（２）及时采
根据新梢芽叶生长情况及时地按标准将芽叶采摘下来。

（３）分批采
分批多次采是提高茶叶品质和数量的重要环节。根据茶树茶芽发育不一致

的特点，采摘时先采达到标准的芽叶，未达到标准的待茶芽生长达到标准时再

采，这样既有利于提高茶叶产量和质量，也有利于茶树的生长。

（４）留叶采
留叶采指在采摘芽叶的同时，把若干片新生叶子留养在茶树上。茶叶既是

收获对象，又是茶树制造有机物、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实行留叶采，可使茶树

持续生长健壮，不断扩大采摘面，是稳定并提高产量和质量的有效措施。

１．１．４　中国茶叶的对外传播

由于地理环境和交通运输条件的制约，中国茶叶向外传播，经历了一个先由

原产地扩散到我国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再辐射到邻近的韩国、日本、俄罗斯、

印度、斯里兰卡等周边国家，然后传播到世界的漫长过程。

１）传入朝鲜、日本

朝鲜半岛北端与中国辽宁、吉林两省接壤，彼此来往较为方便，文化交流也

较频繁。据朝鲜史料记载，公元８２８年，朝鲜派使者金大廉入唐朝贡，唐文宗赐
茶籽。金大廉便由中国携回茶籽，种于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此后，朝鲜茶叶

种植业不断发展，逐步实现了自给自足。目前，韩国仍以生产绿茶为主。

茶叶传入日本是由日本派往大唐留学的僧侣带回国的。延历二十四年（公

元８０５年），日本高僧最澄赴中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学习佛教，返日时，带回茶
种。种在日吉神社旁边，成为日本最早的茶园。平城天皇大同元年（公元８０６
年），日本高僧空海又来中国学佛，回国时也携带了不少茶籽，种植于京都高山

寺等地。因此，最澄和空海两人被认为是日本茶树种植的始祖。嵯峨天皇于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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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六年（公元８１５年）四月巡幸近江滋贺县的唐琦，经过梵释寺时，该寺大僧都
永忠亲手煮茶进献，天皇赐以御冠。天皇巡幸后，下令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

地种茶，作为贡品，日本茶叶生产从此开始繁荣起来，并由寺庙传到民间。

２）传入欧美各国

茶叶传入欧美各国主要有海路和陆路两条途径。海路传播主要是通过南

海，沿印度支那半岛，穿过马六甲海峡，通过印度洋、波斯湾、地中海，输往欧洲各

国。陆路传播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到蒙古，转道恰克图，一路输往中亚，阿拉伯

世界，一路输往俄国。

１５５９年，威尼斯作家拉马锡在其所著的《中国茶》和《航海旅行记》书中有
中国茶叶的记载。但直至半个世纪后的１６１０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才从中国运
茶回欧洲销售。１６４４年，英国人在厦门设立商务机构，专门贩茶。以后，瑞典、
荷兰、丹麦、法国、西班牙、德国、匈牙利等国商船，纷纷来到中国运茶叶，并转道

销往欧洲。１７１５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英国商船来华逐年增加。
中国茶叶向英国的出口量也逐年增大。１７７６年，美国独立后，美国第一条来华
商船“中国皇后”号于１７８４年到达中国。采购茶叶近４０万ｋｇ。１７８４—１７９０年，
中国出口美国的茶叶量仅次于英国。１７８９—１７９０年来华船只就达１４艘，共贩
茶近１８１４３．７万ｋｇ。

俄罗斯虽然与我国北方领土接壤，但饮茶历史要比其他国家晚得多。从

１８１４年开始尝试种植，但收效甚微。直到１８８３年，才从中国湖北运回了１２０００
株茶树苗和大批茶籽，陆续在各地种植，并取得成功。到１８９８年，就已有茶厂开
始用机器生产自己种植的茶叶了。

茶叶传入欧洲时，最早是以绿茶为主，但从遥远的中国运输茶叶到欧洲需要

在海上航行１２～１５个月时间，茶叶容易变味，即使没有发霉，其色香味也大打折
扣。而红茶属于全发酵茶，可以长期保存而不会变质，而且红茶不易掺假，于是

就逐渐取代了绿茶。据统计，１８世纪初英国进口的茶叶５５％是绿茶，到了１８世
纪中期，红茶就占了６６％。于是，英国人就越来越喜欢喝红茶，红茶中又以武夷
茶占多数。目前，８０．１％的英国人天天喝茶。

３）传入印度、斯里兰卡

１８３４年，英国派戈登往中国内地调查种茶、制茶技术。他收购了大批武夷
山茶籽，于１８３５年运往印度加尔各答，同时还派四川雅州的茶师传习种茶、制茶
技术。１８３６年，印度又在阿萨姆省建立数所茶苗圃，开设小制茶场，并试制成
功。后来，又派人到福建厦门购买茶籽种植。１８３９年，成立了专门负责发展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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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的阿萨姆公司。１８４８年，英国人福顿又从中国内地购买大批茶苗，雇佣了８
名制茶工人。１８５０—１８５１年，共向加尔各答运去２０万株茶苗及大批茶籽。从
此之后，印度茶叶生产才开始走上正轨。

经过近２００年的发展，印度的茶叶生产实现了机械化和科学化。成为位居
世界前列的茶叶大国。据统计，２０１４年，印度的茶叶总产量为１１８．４８万 ｔ，居世
界第二。

印度生产的茶叶，９６％以上是红茶，只生产少量的绿茶。印度也是世界上最
大的茶叶消费国家，年消费量为６０万ｔ，人均年消费量为６４０ｇ。

斯里兰卡原来名叫锡兰，位居印度南端，是个岛国。锡兰人饮茶的历史比较

晚，在１８２４年才有人开始引种茶树。１８５４年，锡兰成立了茶叶种植者协会，开
始发展茶叶生产。

１８８７年以后，锡兰茶叶进入发展期，紧随印度之后完成了茶叶生产机械化
进程，私人的小茶园也陆续被大的股份公司所代替，茶叶种植面积再度膨胀。于

是，锡兰茶叶大量出口，成为世界重要产茶区之一。２０１４年，茶叶总产量为３３．８
万ｔ。

由中国人首先发现和利用的茶叶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饮料。目前，世界上

有６０多个国家生产和种植茶叶。其中，主产国有亚洲的中国、印度、斯里兰卡、
印度尼西亚、日本、土耳其、越南；非洲的肯尼亚；欧洲的俄罗斯和拉丁美洲的阿

根廷等。２０１４年，全球茶叶产量５０２．６万 ｔ，比２０１３年增长０．６％。从地区看，
亚洲茶叶产量占世界总产量８４．７％，非洲占１３％，与２０１３年基本持平。从国家
看，中国茶叶产量 ２０９．２万 ｔ，比 ２０１３年增长 １０．３３％，占全球茶叶总产量
４１．６％，比２０１３年略有增长。茶叶产量位居前十的其他国家分别是：印度、肯尼
亚、斯里兰卡、越南、印度尼西亚、土耳其、阿根廷、日本和孟加拉国。

除了满足生产国的需要之外，大量茶叶还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农产品。世

界茶叶的年出口量在１００万ｔ左右，２０１４年，全球茶叶出口量１８２．５万ｔ，比２０１３
年减少３．５万 ｔ，下降 ２％。其中，肯尼亚茶叶出口 ４９．９万 ｔ，比 ２０１３年增加
５０３３ｔ，继续保持世界第一；斯里兰卡出口３１．８万 ｔ，比２０１３年增加８６８６ｔ，名
列第二；我国出口３０．１ｔ，比２０１３年减少３万ｔ，名列第三。而欧洲、北美洲则是
世界上茶叶的主要进口地区。欧洲的俄罗斯和英国、亚洲的巴基斯坦和非洲的

埃及是世界上茶叶的主要进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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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中国茶叶的分类与加工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茶叶，也是最先掌握制茶工艺的国家。在茶叶生产

加工的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制作出了千姿百态的茶叶，其种类堪称世界茶

叶之最。

１．２．１　茶类的演变

在利用茶叶的漫长过程中，茶类的演变经历了咀嚼鲜叶、生煮羹饮、晒干收

藏、蒸青做饼、蒸青散茶、炒青散茶、白茶、黄茶、黑茶、乌龙茶、红茶、现代再加工

茶等阶段。

最早利用茶叶是从咀嚼鲜叶开始的，三国时出现了蒸青做饼；到唐代，蒸青

做饼的工艺日臻完善，炒青工艺萌芽；经过宋、元，到明代，绿茶工艺得到完善；发

展到清代，绿茶、白茶、黄茶、黑茶、青茶、红茶六大茶类品类齐全。

１．２．２　中国茶叶的分类及品质特点

世界各地对茶类的划分不尽相同。欧美国家由于茶叶种类较少，习惯上把

茶叶分为绿茶（ｇｒｅｅｎｔｅａ）、红茶（ｂｌａｃｋｔｅａ）和乌龙茶（ｏｏｌｏｎｇｔｅａ）。日本普遍按
发酵程度把茶叶分为不发酵茶（绿茶类）、半发酵茶（白茶、黄茶和乌龙茶类）、全

发酵茶（红茶类）和后发酵茶（黑茶类）４类。我国茶类众多，目前被广泛采用的
分类方法是将中国茶叶分为基本茶类和再加工茶类两个大类。基本茶类包括绿

茶、黄茶、白茶、青茶、红茶、黑茶六大茶类。其具体类别如图１．１所示。

１）绿茶的分类及品质特点

绿茶的基本特征是叶绿汤清，属于不发酵茶。根据杀青方式和最后干燥方

式的差别，分为炒青绿茶、烘青绿茶、晒青绿茶和蒸青绿茶四类。用热锅炒干称

为炒青，用烘焙方式进行干燥的称为烘青，利用日光晒干的称为晒青，鲜叶经过

高温蒸气杀青的称为蒸青。除此之外，还有半烘炒茶和半蒸炒茶等。

（１）炒青茶
按茶的形状区分，可分为长炒青、圆炒青和扁炒青。以长炒青的产地最广、

产量最多。



１０　　　

中国茶叶

基本茶类

绿茶

炒青

长炒青：杭炒青、屯炒青、婺炒青等

扁炒青：龙井、大方等

圆炒青：
{

平水珠茶

烘青
毛烘青

特种烘青：黄山毛峰、{ 太平猴魁等

晒青：滇青、川青、陕青等

蒸青：煎茶、













玉露等

红茶

工夫红茶：祁门红茶、滇红工夫、宜红、宁红、湖红等

红碎茶：叶茶、碎茶、片茶、末茶、Ｃ．Ｔ．Ｃ等

小种红茶：
{

正山小种

乌龙茶

闽北乌龙：武夷岩茶、闽北水仙等

闽南乌龙：安溪铁观音等

广东乌龙：凤凰单枞等

台湾乌龙：包种茶、冻顶乌龙、
{

白毫乌龙等

白茶：白毫银针、白牡丹、贡眉、寿眉等

黄茶

黄大茶：霍山黄大茶等

黄小茶：北港毛尖等

黄芽茶：君山银针、
{

蒙顶黄芽等

黑茶：湖南黑毛茶、湖北老青茶、四川做庄茶、广西六堡茶、

























云南普洱茶等

再加工茶

紧压茶：砖茶、沱茶、饼茶、篓装茶等

花茶：茉莉花茶、桂花茶、玫瑰花茶等

速溶茶：速溶红、绿茶、乌龙茶、普洱茶等

罐装茶水：液体茶

袋泡茶：袋泡红、绿茶、















































乌龙茶等

图１．１　中国茶叶分类

①长炒青。传统主产区是浙江、安徽和江西三省，以小叶种茶树品种为主。
浙江有杭炒青、遂炒青和温炒青；安徽有屯炒青、芜炒青和舒炒青；江西有婺炒

青、赣炒青和饶炒青等。有时还按外销产品的称谓，分别称为杭绿、屯绿、

婺绿等。

长炒青的品质特征是：高档茶条索紧结、浑直匀齐、有锋苗，色泽绿润；内质

香气清高持久，滋味浓醇，汤色黄绿、清澈明亮，叶底嫩匀、黄绿明亮。其中以婺

炒青和屯炒青品质为佳。

②圆炒青。圆炒青是我国绿茶的主要品种之一，历史上主要集散地在浙江
绍兴市平水镇，因而称为“平水珠茶”，毛茶又称为平炒青。外形呈颗粒状，高档

茶圆紧似珠，匀齐重实，色泽墨绿油润；内质香气纯正，滋味浓醇，汤色清明，叶底

黄绿明亮，芽叶柔软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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