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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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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标准规定了《西双版纳红茶》的术语和定义、加工产地、环境、原料、工艺以及产品的分类、品

质要求等。

本标准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茶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茶业

协会、勐海茶业有限责任公司、勐海陈升茶业有限公司、勐海雨林古茶坊茶叶有限责任公司、勐海县茶

业协会、勐海六大茶山古茶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今大福生态茶业有限公司厂长、西双版纳勐海神益

茶业有限公司、云南茶树王茶业有限公司、云南中吉号茶业有限公司、勐海晋德茶业有限公司、勐海合

和昌茶业有限公司、云南斗记茶业有限公司、勐海县福海茶厂、云南臻字号茶业有限责任公司、勐海县

云河茶厂、勐腊县易武茶叶协会、西双版纳同顺祥茶业有限公司、勐腊县易武同兴号茶厂、西双版纳州

茶叶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云南农垦集团勐海八角亭茶业有限公司、勐海无墨记茶业有限公司、勐海海诚

茶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勐海可以兴茶业有限公司、杨聘号茶叶有限公司、勐海书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中茶(勐海)茶业有限公司、勐海云福祥茶业有限公司、西双版纳州茶业协会、景洪基诺山泽韵号茶庄、

西双版纳大渡岗茶叶实业总公司、景洪市茶叶协会、勐海七彩云南茶厂有限公司、云南西双版纳州古茶

山茶业有限公司、西双版纳同庆号普洱茶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西双版纳普文茶业有限责任公司、西双版

纳祥源易武茶叶有限公司、勐腊象明曼松则道茶业有限责任公司、勐腊县象明权记号茶庄、西双版纳百

年倚邦编年史茶厂、西双版纳尚礼香传茶业有限公司、勐海鹏程茶厂、勐海可为茶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西双版纳罗益茶业有限公司、勐海峥稀茶业有限公司、西双版纳明成科技有限公司、西双版纳金荟实业

有限公司、勐巴拉古茶坊、勐海县绿色发展中心、西双版纳金谷树商贸有限公司、勐海树中王茶坊、西

双版纳州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勐海压箱底茶叶有限公司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汪云刚、杨桂华、李保卫、徐迹、林洪明、毕学瑞、李浩灿、郑向前、沈倩、

霍燕满、常建杰、王明学、李彦瑾、周海林、杨文伟、刀建华、胡祖艳、范承胜、邵爱菊、陈柳滨、燕

勇、阮殿蓉、万平、吴星辉、蔡辅亮、许继刚、邓国、钟广林、贺辉、汤凯琳、童爱明、杨新源、邱明

忠、申玉哲、李建华、余建、张腾元、赵育怀、李宏、颜艺华、林泉辉、闫春波、周方勇、郑锦、张永

刚、泽白、余文进、郑明敏、江立新、郭顺云、张鸿飞、李朝康、邓雅然、郑光福、左华、李伟、卢文

举、权晓辉、李春良、吴作鹏、杜琼芝、罗意钦、林圣皓、赵晴、杨政杰、戴望伟、余闻道、林松、金

明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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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红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西双版纳红茶的术语和定义、产品类型与实物标准样、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西双版纳州辖区内茶树的鲜叶，包括芽、叶、新梢为原料，经萎凋、揉捻、发酵、

晒干等特定工艺过程制成的红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8302 茶 取样

GB/T 8303 茶 磨碎试样的制备及干物质含量测定

GB/T 8305 茶 水浸出物测定

GB/T 8311 茶 粉末和碎茶含量测定

GB/T 9833.1 紧压茶 第一部分：花砖茶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23776 茶叶感官审评方法

GB/T 30375 茶叶贮存

GH/T 1070 茶叶包装通则

NY/T 1999 茶叶包装、运输和贮藏通则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云农通告[2019]第 9 号《云南省茶叶初制所建设管理规程(试行)》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5）第75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西双版纳红茶 Xishuangbanna bllack tea

以西双版纳辖区内茶园茶树鲜叶为原料，经过萎凋、揉捻、发酵、造型或不造型、晒干、整理、蒸

压定型干燥或不蒸压定型干燥、包装等特定工艺制成的红茶（以下简称“西双版纳红茶”）。按外观形

态分为西双版纳红茶散茶、西双版纳红茶袋泡茶和西双版纳红茶紧压茶。

3.2 西双版纳红茶散茶

以西双版纳茶树芽、叶、嫩稍为原料，经萎凋、揉捻、造型或不造型、晒干、拣剔等特定工艺制成

的红茶产品。按照制作工艺和产品的特点差异，可分为西双版纳红茶、西双版纳特形工艺红茶。



T/BNCY XXX—2023

2

3.3 西双版纳红茶紧压茶

以西双版纳红茶散茶为原料，经拼配匀堆、蒸压定型、干燥等工艺制成的红茶产品。

3.4 西双版纳红茶袋泡茶

以西双版纳红茶散茶或西双版纳红茶紧压茶为原料，经拼配匀堆、包装等工艺制成的红茶产品。

4 类型和实物标准样

4.1 类型

西双版纳红茶按外观形态分为西双版纳红茶散茶、西双版纳红茶袋泡茶、西双版纳红茶紧压茶。

4.1.1 西双版纳功夫红茶根据原料要求的不同，分级为单芽、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六个等

级。

4.1.2 西双版纳晒红茶根据原料要求的不同，分级为芽型、芽叶型、多叶型三个等级。

4.1.3 西双版纳红茶紧压茶不分等级。

4.1.4 西双版纳红茶袋泡茶不分等级。

4.2 实物标准样

4.2.1 西双版纳红茶散茶

根据西双版纳红茶散茶的品质要求，制作实物标准样，每三年更换一次，实物标准样为每种产品品

质的最低界限。

4.2.2 西双版纳红茶紧压茶

以西双版纳红茶散茶对应，由企业生产留存，实物标准样为每种产品品质的最低界限，每两年更换

一次。

4.2.3 西双版纳红茶袋泡茶不分等级，不做实物标准样。

4.2.4 西双版纳红茶特定形状工艺茶不做实物标准样。

5 要求

5.1 鲜叶

5.1.1 采自西双版纳辖区内的茶树鲜叶，鲜叶应保持芽叶完整、新鲜、匀净、无污染，不得混入来自

规定范围外的茶树鲜叶、不得掺入非茶类物质及劣变的鲜叶。

5.1.2 红茶按照产品分级对鲜叶的采摘要求符合表 1 规定。

表 1 产品分级对鲜叶采摘要求

等级 鲜叶组成

芽型 一芽一叶≥90%，一芽二叶≤10%

芽叶型 一芽二、三叶≥70%，同等嫩度其他芽叶≤30%

多叶型 一芽三、四叶≥50%，同等嫩度其他芽叶≤50%

5.1.3 采用清洁、无污染、通透性好的盛具，装叶量以不影响茶叶品质为宜。应采取措施防止鲜叶变

质和杜绝混入有异味、有毒、有害物质。

5.2 红茶的初制

5.2.1 加工工艺要求：鲜叶按本标准 5.1.2 分级归堆后，按照西双版纳红茶的加工工艺：萎凋、揉捻、

发酵、造型或不造型、晒干、等对鲜叶进行茶叶初制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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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茶叶初制生产加工管理：按云农通告[2019]第 9 号《云南省茶叶初制所建设管理规程(试行) 》

执行。

5.2.3 生产加工原料时不得加入任何添加剂或其他非茶类的物质。

5.3 加工工艺流程

5.3.1 西双版纳红茶散茶

鲜叶→萎凋→揉捻→发酵→造型或不造型→干燥（晒干）→拣剔→包装等。

5.3.2 西双版纳红茶紧压茶

西双版纳红茶散茶→称量→蒸压成型→干燥→包装等。

5.3.3 西双版纳红茶袋泡茶

西双版纳红茶散茶或紧压茶→整理→称量→包装等。

5.3.4 加工环境

符合GB 14881的规定。

5.4 质量要求

5.4.1 基本要求

色、香、味正常，无劣变、无异味。洁净，不含非茶类物质及添加剂。

5.4.2 西双版纳红茶感官品质

5.4.2.1 西双版纳红茶散茶的感官品质特征应分别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西双版纳晒红茶散茶的感官品质特征

级别

项目

外形 内质

条索 整碎 净度 色泽 香气 滋味 汤色 叶底

芽型
肥壮紧

结芽毫

显

匀齐 洁净 乌褐油润，金

毫显露

甜香浓郁

强烈持久

甜醇鲜

爽

红艳明

亮，或泛

紫

肥嫩多芽红匀

明亮、紫红或红

匀明亮

芽叶型 肥壮紧

实

匀整 较净，稍

有嫩茎

乌褐油润，

有毫紫褐油润

花、果香味

浓郁持久

鲜浓醇

甜

红艳尚明

亮或泛紫

肥嫩有芽，紫红

或红匀明亮

多叶型
肥壮尚

实

较匀

整

尚净，有

筋梗

乌褐尚润，稍

有毫紫褐润

香尚浓纯

较持久

醇甜 红亮 叶张柔软、紫褐

或尚匀

特形工

艺茶

特定形状，完整、匀齐且产品标示的等级应符合以上同级别要求

5.4.2.2 西双版纳红茶紧压茶

西双版纳红茶紧压茶外形色泽金黄显豪或乌褐润或紫褐润，形状端正匀整、松紧适度、不起层脱面，

洒面茶包心不外露；内质香气纯正，滋味鲜甜回甘到醇甜，汤色黄红明亮或泛紫到褐红，叶底柔软尚匀。

5.4.2.3 西双版纳红茶袋泡茶

西双版纳红茶袋泡茶滤袋外形完整，冲泡后不破溃、不漏茶，香气纯正，滋味醇和，汤色红亮或褐

红。

5.4.3 理化指标

西双版纳红茶的理化指标应符合表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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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西双版纳红茶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散茶 紧压茶 袋泡茶
水分（质量分数）/% ≤ 10.0 13.0

a
10.0

总灰分（质量分数）/% ≤ 7.0 7.5 7.0

粉末（质量分数）/% ≤ 0.8 - -

水浸出物（质量分数）/% ≥ 36.0 35.0 32.0
a
注：净含量检验时计重水分为 10.0%；

5.4.5 安全性指标

西双版纳红茶安全性指标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 4 西双版纳红茶安全性指标

项 目 指 标

铅（以 Pb 计）/mg/kg ≤ 2.0

农药残留限量指标 应符合 GB 2763 的规定

其他污染物限量指标 应符合 GB 2762 的规定

注：其他安全性指标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5.4.6 净含量

净含量应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第75号令《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取样和试样制备

6.1.1 取样按 GB/T 8302 的规定执行。

6.1.2 试样制备按 GB/T 8303 的规定执行。

6.2 感官审评按 GB/T 23776 的规定审评。

6.3 理化指标检验

6.3.1 水分按 GB 5009.3 的规定执行。

6.3.2 总灰分按 GB 5009.4 的规定执行。

6.3.3 粉末按 GB/T 8311 的规定执行。

6.3.4 水浸出物按 GB/T 8305 的规定执行。

6.4 安全性指标检验

6.4.1 铅（以 Pb 计）检验按 GB 5009.12 的规定执行；

6.4.2 其他污染物检验按 GB 2762 的规定执行；

6.4.3 农药残留检验按 GB 2763 的规定执行；

6.5 净含量检验

净含量检验按JJF 1070的规定执行，西双版纳红茶紧压茶计算按GB/T 9833.1中附录C的规定执行。

7 检验规则

7.1 组批 以同一原料、同一工艺、同一规格、同一生产周期内所生产的产品为一批。

7.2 检验抽样：按 GB/T 8302 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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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检验

7.3.1 出厂检验

每批产品出厂前应对出厂检验项目进行检验，经检验合格，签发合格证后方可出厂。出厂检验项目

分别为：

a) 散茶：感官品质、水分、粉末、净含量。

b) 紧压茶、袋泡茶：感官品质、水分、净含量。

7.3 型式检验

产品正常生产情况下，每半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规定的全部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

时，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a) 当原料、生产工艺有较大改变时；

b)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一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c) 停产半年以上，又恢复生产时；

d) 国家法定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7.4 判定规则

7.4.1 检验结果的全部项目均符合本标准规定的要求，判定为合格；检验结果中有任一项不合格时，则

判定为不合格。

7.4.2 在符合本标准的贮存条件下，西双版纳红茶感官品质会发生转化，本标准 5.4.2 规定的感官指

标除功夫红茶外仅作为该产品出厂检验时的判定依据。

7.4.3 对检验结果有异议时，可进行复检。凡劣变、有污染、有异气味指标不合格的产品，均不得复检；

其余项目不合格时，可对备样进行复检，也可按 GB 8302 加倍取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以复检

结果为准。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产品标签应符合GB 7718的规定。真实反映产品的属性

（如：西双版纳红茶散茶（类型）或西双版纳红茶紧压茶、配料、净含量、生产者经销者名称、地址及

联系方式、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产品标准号、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标签、标识文字须

清晰可见。

8.2 包装

8.2.1 包装应符合 GH/T 1070 的规定。包装应牢固、洁净、防潮，能保护茶叶品质，便于长途运输。

8.2.2 接触茶叶的内包装材料应符合 GB 4806.7 或 GB4806.8 的规定，包装容器应干燥、清洁、卫生安

全、无异味。

8.3 运输

应符合 NY/T 1999 的规定。

8.4 贮存

贮存应符合GB/T 30375的规定。

8.5 保质期

在符合本标准8.4规定的条件下，西双版纳红茶适宜长期保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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