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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茶叶审评与检验》经过1979年第一版、1985年第二版、2000年第三版修订后，现在进入了第四版修
订。
     本次修订扩大了修订队伍，参加编写的学校有湖南农业大学(主编单位)、浙江大学、安徽农业大学
、西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
主编由施兆鹏教授担任，副主编由黄建安教授担任。
本次修订结构上未作大的更动，有些章节技术较规范，并已达到程序化、标准化，因此内容上未作大
的修改，只是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
鉴于目前全国茶叶实物标准向茶文字标准过渡的时期，因此把原茶叶标准样和茶叶检验标准两章合并
，第七章茶叶化学检验中，增加茶叶农药残留检验和重金属检验两节。
附录中选录了一些茶叶产品和茶相关标准，以便查阅。
并适当增加一些茶外形彩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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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是茶叶的祖国，从发现茶到利用茶至今已有4000年的历史，茶“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
兴于唐，盛于宋”，后传人世界各国，目前全世界已有30亿人饮茶。
茶之所以为越来越多的世人青睐，是由于它有许多有益于人体健康的成分。
茶初饮苦涩，而后甘甜，味感丰富，既益思明智，又清凉解渴，客来敬茶成为中国人民传统的好客习
俗。
　　我国茶叶品种花色繁多，有绿茶、红茶、黑茶、黄茶、白茶及青茶六大茶类，每大茶类又分百十
种品种花色；还有再加工的花茶、砖茶以及深加工的各类速溶茶、液体罐装茶等。
每大类的每个等级的商品茶，都有自己的品质特征和品质标准，衡量它们的品质和确定其价格，都必
须经过审评检验进入流通渠道。
茶叶审评检验，是茶叶品质的一面镜子，全面、客观地反映着茶的品质水平。
　　一、茶叶审评与检验的重要性　　茶叶审评与检验是一门研究茶叶品质感官鉴定和理化检验的应
用型学科。
它贯穿着茶叶的栽种、加工、贸易及科学研究全过程。
是茶学本科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
　　茶叶审评与检验，对茶叶生产起着指导和促进作用，对科学研究起着一个客观评定的作用，一向
被看成茶叶生产的中枢。
茶叶生产的特点在于茶鲜叶不是最终产品，而需要经过加工，塑造品质，才能进入市场。
因此，每个加工环节都存在着品质问题，每个工序都要经过品质鉴定才能进入下道工序，成品要对照
国家或地方标准进行品质检验，才能进人市场。
从中又可以发现各加工工序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办法，在科学研究及其成果鉴定中，往往要经过审
评检验来确认成果的可靠性及评定其等级高低。
　　茶叶的贸易，必须用审评与检验手段来确定品质及价格，正确的审评检验，能准确无误地执行国
家好茶好价、次茶次价的价格政策。
审评检验无误，不会发生品质纠纷，可以维护我国信誉，保持良好的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
审评检验无误，可使边区兄弟民族饮好茶，加强民族团结。
茶叶审评与检验是一项技术性工作，但技术性中体现政策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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