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固态速溶茶》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背景和意义

茶是东方文明的结晶，是东方智慧的表达，是全球公认的健康饮品，目前全

球有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近 30 亿人喜欢饮茶，年销售 210 亿美元，随着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茶文化、茶叶深加工和东方文明一同转移。我国是茶

的故乡，不仅品种繁多，有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和黑茶等，而且种

茶、制茶技术传承已久，饮茶文化盛行几千年，说明人们很早之前就已经意识到

茶对人类健康的重要作用。茶中主要成分除了糖类、蛋白质、游离有机酸、脂类

外，还有钙、磷、铁、锡等多种矿质元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等多

种维生素，以及茶多酚、茶氨酸、茶多糖、咖啡因等功能性物质，这些物质对人

体生长发育和生命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茶叶消费发展势头良好，预计在未来 5年内将以每年 2.8%+的增长率持

续提升，到 2025 年市场规模将突破 450 亿欧元；中国市场不甘示弱，消费占比

逐年攀升，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市场地位。我国绝大部分茶是国内消费为主。其

中，茶叶消费形式为喝掉、存茶陈化、收藏投资，还有不少成为库存茶。

速溶茶(Instant Tea)又名可溶茶、结晶茶、茶精等,以成品茶叶或茶鲜叶为

原料,提取水溶性成分精制成一种没有茶渣,用热水、凉水、甚至冰水即冲即溶的

茶制品，是一种新型的茶叶深加工产品。近几十年以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

人们养生意识的加强，消费者对茶叶产品的需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迫切要

求改变消费品的种类与结构，生产出方便、快捷、安全、卫生、营养的消费产品。

速溶茶以其健康、快捷、方便、卫生的特点迎合现代饮料消费时尚。速溶茶分为

冷溶型速溶茶和热溶型速溶茶，不仅保留茶的主要风味和有效成分, 而且冲水即

溶，还能用牛奶、白糖、香料、果汁等调味，深受茶消费者的喜爱，还填补了茶

叶产品线的空缺。有关资料报道，随着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茶叶市场出现供过

于求的现象，给传统茶业生产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速溶茶的产生，不仅解决了中

低端茶叶市场供过于求的行情，而且丰富了茶叶的产品种类，为茶叶资源深度开

发利用提供了可能。



速溶茶不仅因其方便快捷的特点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还是原味茶饮料、

调味茶饮料和奶茶的主要原料之一。国际市场上速溶茶的价格约为干茶的 10 倍。

并且越是发达国家，消费量越大，如美国速溶茶消费量约占茶叶消费量的 1/3，

每年大约 3万吨。

固态速溶茶既是资源型产品，又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撑，创新要求高。随着国

民对固态速溶茶的需求越来越大，固态速溶茶在市场上得到了良好的反馈，已逐

渐被市场认可，而国内固态速溶茶企业规模偏小，品牌弱，行业的兼并联合机会

增大。并且固态速溶茶行业尚处于比较粗放发展阶段，技术水平、生产装备及生

产方式的信息化水平亟待提高。

目前,固态速溶茶越来越受到年轻消费群体的喜爱，市场上兴起了固态速溶

茶的热潮，极大带动了固态速溶茶生产企业的发展，尤其是来自浙江、安徽、江

苏、福建等省市生产企业。很多企业致力于采用优质原料、不断优化加工工艺、

提高产品质量，以在市场中博取一席之地、推动行业良性发展。然而经标准工作

组调研发现，目前，国际上固态速溶茶标准是基础和方法标准，而无产品质量标

准。即固态速溶茶规范（ISO 6079：1990）、固态速溶茶水分测定（ISO 7513：

1990）、固态速溶茶总灰分测定（ISO 7514：1990）、固态速溶茶松散容重与压紧

容重的测定（ISO 6770：1982）、茶和固态速溶茶 咖啡碱测定（液相色谱法）/

（ISO 10727：2002）。国内固态速溶茶标准有国家标准 GB/T 31740.1《茶制品 第

1部分：固态速溶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行业标准 QB/T 4067《食品工业

用速溶茶》。食品工业用速溶茶行业标准是 2010 年发布和实施，至现在已经有

10 多年，标准部分内容已经无效。国家标准：茶制品 第 1部分：固态速溶茶是

2015 年发布和实施的，标准内容只规定了固态速溶红茶与固态速溶绿茶产品的

要求，没有规定固态速溶乌龙茶、固态速溶黄茶、固态速溶白茶、固态速溶黑茶、

固态速溶花茶、固态速溶混合茶等产品的要求。很多企业执行企业标准，很难直

观反映产品质量及水平，产品及其品牌市场竞争力不足、对行业监管而言也存在

一定困难。因此不乏有些企业仅仅为了追求利润，采用价格低廉的原料，以次充

好，对食品安全管理惘然不顾，导致目前市场上的固态速溶茶产品质量良莠不齐，

不利于消费者正确识别和行业可持续发展。

因此，迫切需要制定《固态速溶茶》团体标准，不仅可以弥补目前固态速溶



茶产品质量标准的空白，还可以解决企业各自制定企标带来的监管难统一的问题，

为固态速溶茶生产企业提供生产依据，为市场监管该类产品提供质量标准。通过

标准的提升来推动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引领同行一起提高固态速溶茶在国际市

场的占有率，从而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2、任务来源和主要工作过程

根据国标委、民政部《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和《浙江省食品工业协会团体标

准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杭州茗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茗宝生

物科技”）等单位向浙江省食品工业协会提出申请制定《固态速溶茶》团体标准。

2.1 标准立项

2022 年 4 月，浙江省食品工业协会正式受理了《固态速溶茶》团体标准制

定的项目申请。经组织专家召开立项论证通过，《固态速溶茶》团体标准于 2022

年 6 月正式立项——《关于发布浙江省食品工业协会第九批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

（浙食协〔2022〕26 号）》，并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进行公告。

2.2 标准起草制定

标准起草工作组首先查阅了国内外相关产品的技术文档、标准，并对国内固

态速溶茶产品生产企业进行了充分调研，按照“团体标准”标准制订框架要求，

以国家标准 GB/T 31740.1《茶制品 第 1部分：固态速溶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轻工业行业标准 QB/T 4067《食品工业用速溶茶》为基础，设置反映产品质量水

平、营养健康需要的特征性指标，编制标准草案，组织开展标准征求意见、标准

立项会等，几经研讨及内部征求意见后，形成了标准文本，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2022 年 8 月 21 日公开征求意见。

2.3 意见征集处理

......

2.4 标准审定及修改

......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1、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原则：第一、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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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遵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相关行业



标准，促进行业发展，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是标准制定的首要原则，同时考虑固态

速溶茶产品的特性，体现经过现代加工工艺技术水平，最大程度保留营养价值，

并符合当下大众消费人群口味。

《固态速溶茶》团体标准的定位为“国内一流，国际领先”，本次标准制订

遵循原料的品质筛选、严格控制茶叶浸提、过滤、干燥等工艺，对固态速溶茶粉

的原材料选用、产品品质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

和贮存及质量承诺等关键点提出了基本要求。标准中对主要原材料进行规定，充

分体现了团体标准的优质选材。对加工工艺进行严格要求，体现了精细加工。为

了保证产品安全，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加以控制，从源头抓起，能准确的反

映原材料的安全性；同时为了满足顾客特定需求，增加了咖啡碱的要求，提高产

品应用领域的同时提高产品的一致性；随着顾客对服务质量的日益重视，本标准

增加了产品可追溯性方面的承诺。这对政府监管、行业规范、产业发展起到了重

要的支撑作用。

2、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标准主要内容包括：固态速溶茶的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生产加工过

程的卫生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的要求。

本标准确定依据如下：

（1）基本要求根据浙江省食品工业协会团体标准的相关要求而定。

（2）技术要求主要参考国家标准 GB/T 31740.1《茶制品 第 1部分：固态

速溶茶》、行业标准 QB/T 4067《食品工业用速溶茶》。

3、术语和定义

标准规定了固态速溶茶是以茶叶或茶鲜叶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食品添

加剂、食品加工助剂以及食品辅料（如麦芽糊精），经水提（或采用茶鲜叶榨汁）、

过滤、浓缩、干燥等工序制成的速溶茶产品。本标准规定根据所选用的原料茶品

种和产品风味特征，分为速溶绿茶、速溶红茶、速溶乌龙茶、速溶白茶、速溶普

洱茶、速溶花茶和其他速溶茶。按照产品溶解性，分为冷溶型速溶茶和热溶型速

溶茶。按照产品特征成分，分低咖啡碱速溶茶、高茶多酚速溶茶、高氨基酸速溶

茶、高茶黄素速溶茶。



4、技术要求

（1）原料要求

生产固态速溶茶产品的各种茶原料应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配料

及其他辅料、食品添加剂等均应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

（2）感官要求

本产品的感官要求和检验方法按照国家标准 GB/T 31740.1《茶制品 第 1部

分：固态速溶茶》的规定，具有该产品应有的滋味、气味，无异味块，具有该产

品应有的特征外形，无结块，无酸败，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物。

（3）理化指标

本团体标准以提升产品性能、用户体验为目的，拟完善固态速溶茶产品品类，

拟修订固态速溶茶理化指标。国家标准内容只规定了固态速溶红茶与固态速溶绿

茶产品的要求，没有规定固态速溶乌龙茶、固态速溶黄茶、固态速溶白茶、固态

速溶黑茶、固态速溶花茶、其他固态速溶茶等产品的要求。本团体标准在国家标

准基础上，增加了固态速溶乌龙茶、固态速溶黄茶、固态速溶白茶、固态速溶黑

茶、固态速溶花茶、固态其他速溶茶等产品品种，完善了固态速溶茶产品品类。

固态速溶茶中的茶多酚含量、水分、灰分参照国标 GB/T 31740.1《茶制品 第

1部分：固态速溶茶》的规定。固态速溶乌龙茶、固态速溶黄茶、固态速溶白茶、

固态速溶黑茶、固态速溶花茶、固态速溶混合茶中的茶多酚含量参照行业标准

QB/T 4067《食品工业用速溶茶》。本产品增加了铅的指标，铅含量≤4.5mg/kg。

污染物限量参照 GB 2762中固体饮料的规定，农药残留限量参照 GB 2763中茶

的规定。

为满足不同消费者需要，本产品规定了低咖啡碱速溶茶的理化指标，当固态

速溶红茶、固态速溶黄茶、固态速溶白茶、固态速溶黑茶、固态速溶混合茶中的

咖啡碱含量小于等于 0.5 g/100g，固态速溶绿茶、固态速溶乌龙茶、固态速溶

花茶咖啡碱含量小于等于 1 g/100g 时为低咖啡碱速溶茶。

具体如表 1所示：

表 1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红茶 绿茶 乌龙茶 白茶 黄茶 黑茶 花茶 其他茶

茶多酚（g/100g） ≥ 15.0 20.0 15.0 10.0 10.0 10.0 15.0 10.0



灰分（g/100g） ≤
热溶型 20.0 15.0 20.0

冷溶型 35.0 20.0 35.0

咖啡碱（g/100g）

≤

速溶茶 15.0

低咖啡碱

速溶茶
0.5 1 1 0.5 0.5 0.5 1 0.5

水分/% ≤ 6.0

铅（以 Pb计）/mg/kg ≤ 4.5

其它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 GB 2762的规定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应符合 GB 2763的规定

（4）微生物限量

食品质量（尤其是微生物）的要求关于食品安全问题，本标准指定的产品微

生物要求，高于国标，对标食品饮料标准，如致病菌指标，参照 GB 29921 预包

装食品中致病菌限微生物限量。此外，对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霉菌的限量作出

了规定。具体如表 3 所示。

表 3 微生物指标

项 目 指 标

菌落总数，CFU/g ≤ 1000

大肠菌群，MPN/g ≤ 3

霉菌 CFU/g ≤ 50

致病菌(沙门氏菌) 不得检出

（5）其他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当速溶茶用作液体饮料的原料时，

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应参照 GB 2760 中“食品分类号 14.05 茶、咖啡、植物饮料

类”，用量按稀释倍数符合用量要求；当速溶茶用作固体饮料的原料时，使用的

食品添加剂应参照 GB 2760 中“食品分类号 14.06 固体饮料类”的要求。

三、标准中涉及的专利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但本标准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

的协调性

该标准从固态速溶茶产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参考了国内外相关资料，充分遵

循标准“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科学性、规范性”的编制原则，考虑到先进

企业的技术水平，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可认证性。本标准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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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和要

求撰写。在制定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国内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固态速溶茶产

业的特点，在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严于产品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

五、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建议作为自愿采用的团体标准发布实施。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通过审核、批准发布之后，建议组织力量对本标准进行宣贯，建议率

先在固态速溶茶生产企业中应用实施，逐渐带动行业内其他企业积极采用本标准，

并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改进建议反馈给起草组，以便进一步对本标准修订

完善。建议本标准自发布 1个月内开始实施。

七、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2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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