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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六堡茶质量管理与安全控制体系的构建

【摘要】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饮茶大国，茶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是人们待客和送礼的佳品。现阶段，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茶叶得到了快速发展，其出口量呈现出上升的状态，不过，在这一阶段中，一些问题也随

之出现，比如茶叶质量较低，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此种问题的出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利于我国茶叶出口工作的正常

开展。笔者结合多年工作经验，以六堡茶产业为案例，深入分析茶叶质量管理与安全控制体系的构建，希望可以给相关专业

人员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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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六堡茶产业链是由多个环节组成的产业链系统，包

括产品研发、茶树种植、茶园管理、鲜叶采收、茶叶初

制、原材料采购、茶叶精制加工、茶叶包装、产品贮运、

流通 / 分销、消费者沟通等。正确地进行产业链质量安

全风险检查与评价，对产业链各环节和节点的质量安全

进行规范管理有重要意义，可降低产业链各环节带来的

质量安全风险，防止食品质量安全事故发生。

1  六堡茶产业生产中的主要风险

在刘堡茶产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依据风险来源，

往往可以将风险分为管理类、法规类、技术类和操作类

等 4 种主要类型的风险因素。针对各种风险因素的具体

情况，分别阐述如下：

1.1  管理风险

在管理风险中，主要指因管理不到位而造成的风险，

如制度流程缺失、合同条款缺失、不当引起的风险。在

六堡茶产业的生产经营中，管理风险是一类影响非常大

的风险因素，对整个茶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只有

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系统，严格落实相应的规章制度，

才能有效地规避管理风险。如若茶叶生产管理体系不健

全，不仅会影响生产管理效率，还会对茶叶的生产质量

产生严重的干扰。

1.2  法规风险

茶叶生产虽然相对比较简单，也存在着一些法规风

险。具体而言，茶叶生产的法规风险指因违反国家法律

法规、标准等而造成的风险，如在茶叶种植过程违法使

用化肥，过量使用化肥，加工中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

标签标识不符合法规标准、资质证照过期、未经许可生产、

超许可范围生产等。这就要求在六堡茶产业的生产中，

成立相应的法规部门，加强对茶叶生产监管法律法规的

研究，严格按照国家和行业的相关标准指导茶叶的生产、

包装、运输和销售等环节，避免法规风险。

1.3  技术风险

茶叶生产流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技术风险，具体

指工艺技术不合理、现有技术的局限性所造成的风险，

如工艺流程设计不当而造成的风险。在茶叶质量管理中，

工艺技术是提升茶叶产量品质的关键因素，对开拓产业

产品市场、提升品牌营销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在茶叶生

产中，技术管理至关重要，企业要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

入力度，设计出科学的生产体系，用以指导茶叶的流程

化生产，规范茶叶生产体系，提升茶叶生产质量。

1.4  操作风险

茶叶生产中的操作风险指在具体生产实践过程中，

操作人员操作不当所造成的风险，如操作失误、未按流

程操作等行为，都会对整个茶叶生产体系造成严重的干

扰。在茶叶质量管理体系中，操作流程繁多，对操作人

员的专业素质要求相对比较高。如若操作人员在具体操

作中出现失误等因素，就会对产业的整体质量造成严重

的影响。所以，为了有效应对操作风险，要加强对技术

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制定科学的操作手册，监督每一位

操作人员严格按照手册进行操作，有效把控操作质量，

杜绝违规操作现象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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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六堡茶产业生产中风险等级

依据行业经验、产品特性、自身管控水平等利用 LC

法等科学评价方法，综合分析各环节食品质量安全风险

的严重程度和发生的可能性，做出最终的风险程度等级

判断。风险程度等级共划分为三级：I 级风险，可能造成

食品安全事故，风险程度最高；II 级风险，可能造成质

量隐患，风险程度较高；III 级风险，可产生次品及其他

问题 ,风险程度一般。各等级风险示例如下表 1：

表 1  六堡茶产业生产中的风险等级
等级 指标

I 级
农药残留、重金属超标；违规使用添加剂；生物毒素
超标；人为蓄意破坏和恶意投毒的风险识别不全。

II 级
异物；水分等超标的质量风险；产品净含量不合规；
直接接触产品的包装物受到污染；标签不合规。

III 级 包装封口不整齐；包装物不整洁。

3  各环节风险分析与控制措施环节

3.1  前端环节

⑴在茶叶产品研发项目管理中，包括客户需求分析

调研、实验方案、产品测试、制度工艺标准、包装设计。

在茶叶生产前端环节中，要加强对茶叶市场的调研和分

析，既要深入调查当前市场上受欢迎的茶叶品种，又要

掌握当下最前沿的茶叶生产制作工艺标准，归纳总结为

本厂的生产规程，用以指导茶叶的生产、包装等前端环节。

⑵在产业生产的原辅料采购管理进程中，要加强对

采购标准、供应商评估和准入、入库检验等流程的监督

和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建立严格的准入机制，加

强对供应商的筛选和考核，严格控制原材料进场的标准，

杜绝任何不达标的原材料进入生产环节，从源头上减少

质量问题的产生。一旦发现了供应商提供不达标的原材

料，必须将其纳入黑名单管理。

3.2  生产环节

⑴茶叶种植与采收。在茶叶的种植与采收过程中，

要把握住重要节点的生产质量和安全，例如茶叶品种和

繁殖材料选择、茶园环境、灌溉施肥、农药选择与使用、

茶树修剪、鲜叶采收、鲜叶储运。改善茶园生态环境，

要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水、大气、植被等自然生

态环境，不破坏生物多样性，保持茶园生态环境的自净

能力，保持茶园的绿色、清新、美丽。根据无公害茶叶

和有机茶的生产技术操作规程和产品质量要求，施肥可

以促进茶树生长，提高产量和品质，有利于改善和提高

土壤肥力，但不会对茶树和茶园环境造成污染。茶园灌

溉由于污染物和农药、化肥等有害物质随水流通过田间

而迁移，可能对茶树及其周围环境造成污染。因此，在

茶园灌溉时，必须监测灌溉水的水质。肥料使用应符合

NY/T496 要求。农家肥等有机肥料在施用前应经无害化处

理。不得使用城市垃圾、卫生垃圾与有害工业废弃物。

宜多施有机肥料，化学肥料与有机肥料应配合使用，避

免单纯使用化学肥料和矿物源肥料。宜施用茶树专用肥。

茶园管理、采摘和加工过程中动力机械和设备产生的燃料

和排放物不得对茶园环境和生态造成危害，采茶机应使用

无铅汽油和机油，防止污染茶叶、茶树和土壤。燃油必须

储存在密封的金属容器中，以避免溢出并污染茶园。

⑵初制。茶叶生产的初制必须控制重要节点，诸如

摊晾、杀青、揉捻、干燥、储运。手工采茶者应采用清洁、

通气性良好的竹编、网眼茶篮或篓筐，并保持衣服清洁，

手不应接触不卫生的物品。在特殊情况下，采茶前应再

次清洗。采摘人员应按要求采摘，注意保持芽叶新鲜、

干净、完整。严禁将茶籽、茶花、老茶壳甚至杂草带入

鲜叶，这将直接影响茶叶的质量。收集新鲜树叶的容器

必须干净透气。我们鼓励用竹制或藤制的天然材料制成

的篮子或篮子盛放新鲜茶叶，以防止茶叶因压力和温度

升高而变质。采下的鲜叶应妥善防护，不能暴晒、雨淋；

应及时运抵茶厂，防止变质。运输鲜叶的工具应清洁卫生。

运输时禁止与其他易污染的物品混运。鲜叶在储存和运

输过程中应轻轻放置和按压，以免损坏鲜叶。鲜叶摊晾

车间应保持清洁、阴凉、通风，鲜叶应及时收集并均匀

摊铺，严禁堆放。

⑶精制。茶叶精制的重要节点有筛切、风选、拣剔。

在茶叶的精制生产流程中，要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提

升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加强对生产线的监督和管理。

在具体生产实践中，相关工作人员必须认真负责，筛选

出符合相应指标要求的精制茶出来，为茶叶的精品品牌

推广奠定坚实的基础。

⑷压制。六堡茶的拼配、渥堆、汽蒸、压制、陈化

等节点统一归为压制环节。六堡茶作业节点多，所有节

点都对生产环境有严格的要求，需要防止由外部环境和

人员因素带入的各种污染风险，必须把握好茶叶压制生

产环境，按照技术标准对茶叶进行各工序作业，生产出

合格的茶叶。

⑸包装。茶叶包装的重要节点有标签标识、生产日

期打印、包装、打包 / 装箱、金探、出厂检验。选用无

害食品包装材料和标签，所有包装材料和标签不得被农

药、杀菌剂、防腐剂等化学品污染。茶叶包装应尽量避

免人工操作，避免手直接接触茶叶，选择全自动机械包

装封口设备。

3.3  后端环节

⑴产成品库存管理：主要包含入库管理、在库管理、

出库管理等环节。

⑵流通 / 分销：主要包含物流管理、经销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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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诉等环节。

3.4  对各环节使用《风险识别控制表》进行分析和采取

对应解决措施（表 2）

在应对管理风险时，要对企业生产制度流程进行完

善，建立起科学可行的质量监管措施，统一和规范茶叶

生产技术标准，以此来指导茶叶的生产。通过以规章制

度对生产过程进行规范，有效规避因管理不善而导致的

管理风险，从本质上保障了茶叶的生产管理水平。

在应对产业生产技术风险时，可以成立相应的技术

生产科，研发茶叶生产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工艺，总结

产业生产实践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并不断对其进行改良

和完善。在具体生产实践过程中，要及时将总结的方法、

经验和教训传授给一线的生产工人，对他们的生产行为

进行指导，规范和统一生产技术标准。

在应对企业的操作风险时，通过人员培训，加强人

员行为习惯培养。在茶产业的生产中，要定期展开技术

培训，对一线操作人员进行技术交底，规范操作人员的

操作行为，纠正操作人员的不规范行为，避免对茶叶生

产造成严重干扰。

4  节点指标确定及监测

4.1  节点

节点指产业链中一项工作与另一项工作之间的链接点。

⑴原料指标监测。感官指标、理化指标、农残指标、

重金属指标。

⑵成品指标监测。感官指标、理化指标、农残指标、

重金属指标。

⑶包材指标监测。内包材指标、外包材指标。主要

为棉纸、铝箔袋、金属罐、陶罐。

4.2  节点分析与检测

在风险分析的基础可使用《节点分析与检测表》对

节点检测控制。具体而言，检测的主要指标有感官分析、

铅、农残、水分、总灰分、碎末、茶梗和水浸出物等的

实际含量。见表 3、表 4。

表 3  成品节点分析与检测表

检验项目 合格判断标准 检验标准

感官
外形（条索、整碎、净
度、色泽）、内质（香
气、滋味、汤色、叶底）

茶叶感官审评方法

铅 ≤ 5�0mg/kg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铅的测定

农残 7�2�2 要求 GB 2763 规定的方法
水分 ≤ 14�0%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表 2  风险识别控制表

序号 环节
风险识别 风险控制

风险描述 风险类型 风险等级 主要控制措施 控制标准名称

总灰分 ≤ 8�0%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碎末 ≤ 3�0% 茶粉末和碎茶含量测定

茶梗
≤ 3%（特级 / 一级）、
≤ 6�5%（二级 / 三级）、
≤ 10�0%（四级 - 六级）

紧压茶第 1 部分：花砖茶

水浸出物
≥30�0%（特级/一级）、
≥28�0%（二级/三级）、
≥ 26�0%（四级 - 六级）

茶 水浸出物测定

表 4  包材节点分析与检测表

检验项目 检验标准
外观 材质、尺寸、标识、色差、检验报告、数量

感官
GB 480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
材料及制品

荧光性物
质

GB 31604�4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
制品纸、纸板及纸制品中荧光增白剂的测定

甲醛
GB 480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
材料及制品、GB 31604�4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甲醛迁移量的测定

总砷
GB 31604�3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
制品 砷的测定和迁移量的测定

总铅
GB 31604�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
制品 铅的测定和迁移量的测定

大肠菌
群、沙门

氏菌
GB 14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霉菌
GB 478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六堡茶生产是一个系统化、流程化的生

产过程，对每一个流程的要求都非常高，只有严格把控

每一个流程的生产质量，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六堡茶产业的

整体质量水平。对于六堡茶质量安全法律法规体系而言，

其建设不单单是长期的制度工作，并且还要求有关部门对

其进行支持，然后在茶叶生产和销售各个环节过程中，政

府部门需要发挥出较高的优势，在协调和引导的作用下，

利用其优势来促进六堡茶生产工作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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