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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红茶加工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本标准的编制是根据生产实际需要，结合前期产品试验过程所总结的经验，

由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提出，与协作单位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江苏

省农业推广总站、宜兴市农业农村局、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苏州市吴中区东

山镇农林服务中心、仪征农业农村局、溧阳市天目湖茶叶研究所、南京雅润茶业

有限公司、宜兴九香茶业有限公司、苏州吴侬茶叶有限公司、江苏鑫品茶业有限

公司、扬州聚源春茶叶有限公司共同起草，提交至江苏省农学会，由学会团体标

准专业技术委员会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完成了的立项审查，经审查，本标准符

合立项要求，准予立项。

本标准的初稿的编制与前期产品创制实验主要由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的杨亦

扬、李荣林、艾仄宜负责；协作单位的马圣洲、赵飞、邢瑶、徐建陶、李松、李

浩宇、姚满昌、徐玉琴、魏爱华、熊金芳、宋甫林、尹娟和张春主要负责前期产

品创制实验与标准的修改。

二、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江苏省茶叶加工以名优茶为主，占总产量 70—80%，夏秋茶、中低挡茶叶资

源被大量浪费。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利用夏秋茶原料加工红茶，开发新产品，江

苏省红茶产量年增长率 20%以上。随着效益提升，产量增加，江苏红茶已初具产

业化规模，进行标准化加工是保证红茶品质的必要环节，也是江苏茶叶加工的发

展趋势。为了促进江苏地区红茶生产技术水平的进步，提高产品的质量，形成相

对稳定的品质风格，有必要制定适用于本地区生产水平的加工技术规范。

建立“江苏红茶加工技术规程”不仅能填补我省红茶加工技术规程的空白，

还对发展绿色高效农业、提高茶叶质量安全水平，进一步扩大红茶生产规模化和

经营产业化水平，建立引导规范产业发展的标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三、主要起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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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制定的工作基础是江苏省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资金“江苏红茶品质提

升关键技术”研究成果。小样制成后邀请了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等有关茶叶专家及江苏省茶

产业技术体系的专业人员进行了品鉴，试制的产品同时也在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内

通过多次茶叶活动分赠给农业科技工作者品鉴，听取了专家们和消费者的建议。

标准起草小组根据专家和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特色和品质提出的意见建议，经多

次开展加工试验改进，不断调整工艺参数，形成了本技术规范。

根据江苏省市场管理局发布的“关于组织申报 2021年度江苏省地方标准项

目的通知”精神，由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组织本领域专家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小组，

小组成员包括企业主要管理人员，生产技术人员，专家顾问。小组工作人员以标

准化导则为指南，根据以往的工作试验积累，结合生产实践，编制了《江苏红茶

加工技术规程》的初稿，并请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南京市农

业部农村局有关专家、领导初步审阅并修改后，形成了讨论稿。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进行编写。标准中对江苏红茶加工场所、鲜叶要求、

加工工艺要求的规范是江苏红茶加工所必需的，标准的设置也参考了茶叶加工技

术规范。

标准参数的设置主要依据前期生产性试验所积累的数据，试验过程中对消费

者提出的建议也给予了充分重视，对茶叶科学研究最新成果做了全面借鉴，国内

外正式发表的科学论文或一些审查中的专利（尚未授权）提及一些加工参数，虽

然有不少关于红茶加工的内容，但是针对江苏红茶的加工研究较少，且与我们的

试验结果不尽一致，只具有参考作用，不能成为本标准的参数设定依据。文本描

述中对茶叶加工过程的通用技术要求予以简述，尽量避免重复，而对江苏红茶加

工所特有的技术参数则尽可能详细描述。本标准提出的江苏红茶加工技术是多年

的实践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研究后加以确定的，具有坚实的研究基础。

萎凋环节加入了光照增香程序，将最新研究成果光控萎凋技术列入了萎凋

操作程序中。在产品形态上提出根据需要借用名优绿茶的造型技术可以加工成条

形、卷曲形、颗粒形或其它特异造型的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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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没有发生重大环节有异议的情形。

六、采标情况

本标准的结构和指标的设置认真参考了国家标准和农业农村部等制定的行

业标准。

目前全国与红茶加工技术相关的标准较多，福建、云南、贵州等省为了推进

本地区红茶的发展都相应制订了具有本地特色的红茶技术标准。但关于江苏地区

的红茶加工标准还较少，而此处仅列举了国家标准和江苏省地方标准，具体如下：

1、国家标准——GB/T 35810-2018 红茶加工技术规范

2、江苏省地方标准——DB3205/T 233-2015 苏州红茶加工技术规程、DB32/T

3859-2020桂花红茶加工技术规程。

《红茶加工技术规范》为本标准重要参考，根据其体系、内容，结合江苏省

红茶的加工工艺，编制了相关内容。

七、贯彻标准的措施和建议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江苏省，但鼓励邻近省份采纳本标准。涉及规定的加工机

械及其配置可根据生产规模大小进行调整，标准中只规定了获得理想加工要求的

技术指标，以便生产者选择。生产者在实施本标准之前应接受一定的培训，熟练

掌握加工技巧，否则难以生产出符合要求的产品，也因此，本标准颁布后的宣传

贯彻、技术指导显得特别重要。

江苏省农业推广总站、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宜兴市农业农村局、苏州市

吴中区东山镇农林服务中心、仪征农业农村局作为省、市、县、镇行政区划区域

的农业技术培训和推广单位，具有强大的宣传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溧阳市天目

湖茶叶研究所、南京雅润茶业有限公司、宜兴九香茶业有限公司、苏州吴侬茶叶

有限公司、江苏鑫品茶业有限公司、扬州聚源春茶叶有限公司作为各主要产茶区

优势龙头企业，具有实施生产技术标准的丰富经验；两者合作可充分发挥优势，

促进江苏红茶新标准的实施，推进江苏红茶品质提升。

八、预期效益分析

茶业是江苏省十六大农业主导产业之一，产业规模渐趋稳定。茶叶加工种类

虽以绿茶为主，但生产比例有所下降，红茶则呈上升趋势，从 2015年的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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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到 2019年的 25.2%，表明茶业生产厂家对红茶产生的效益较为认可，越来

越多茶叶企业推出红茶产品或增大红茶产量。2013-2016年，江苏红茶连续多年

基本维持在 2400~2500吨，而 2017年起红茶产量逐年上涨，2019年红茶产量达

到 3600吨，同比增长 44%~50%。按照此规模估算，若将江苏红茶品质进一步提

升后可产生 1-2亿元产值。因此，制定江苏红茶加工技术规程，提升江苏红茶品

质将有效提升经济效益。

九、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