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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茶叶的储存→ （一）储存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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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茶叶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防光照：茶叶中含有色素和脂类物质。茶叶中的色素受到光线照射易褪色，会
使茶叶变色或失去光泽，而脂类物质在光照条件下易氧化，会产生很多异味物质，使
茶叶变味。因此，茶叶储存过程中要避免光线直接照射。
（2）防高温：茶叶在温度越高的环境条件下品质变化越快。因为温度越高，茶叶中
的氨基酸、糖类、维生素、茶多酚等物质的氧化作用越快，从而使得茶叶的质量、香
气、滋味降低。因此，低温储存已成为保持茶叶品质的有效手段。
（3）防潮湿：茶叶中含有很多亲水性成分，如茶多酚、蛋白质、糖类等，很容易吸
湿返潮。因此储存茶叶一定要保持干燥，可以在茶叶罐中加入干燥剂或是生石灰储存。
（4）防异味：茶叶具有很强的吸附性，极易吸收各种异味。因此茶叶贮藏过程中要
避免与有异味的物质一起存放，以免污染茶叶。



一、茶叶的储存→ （二）储存的常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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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茶叶的常用方法
茶叶必须妥善储存，才能减少外界环境对茶叶的形、色、香、味等品质的影响。

其储存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冷藏法
冷藏法是指将茶叶放入冰箱、冰柜或冷库中冷藏的储存方法。
冷藏法特别适合贮藏名茶及各种花茶。
用冷藏法贮藏茶叶时，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要防止冰箱中其他食品的气味（如

鱼腥味）污染茶叶；二是茶叶本身必须是干燥的。为了防止茶叶吸附异味和吸潮变质，
其包装的密封性能一定要好。



一、茶叶的储存→ （二）储存的常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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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罐藏法
罐藏法是将茶叶装入洁净的罐内（一般为铁罐或竹木盒，最

好有双层的盖子），最好装满而不留空隙，盖紧盖子并用胶布粘
好盖子缝隙，然后把茶罐装入两层尼龙袋内，封好袋口。为了更
好地保持罐内干燥，还可以在罐内放入1～2干燥剂。

用罐藏法贮藏茶叶需要注意两点：一是新买来的罐或盒往往
有油漆等异味，因此，必须先行处理，消除异味。二是装有茶叶
的铁罐或竹木盒应放在阴凉处，避免潮湿和阳光直射。 罐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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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袋藏法
袋藏法是指将茶叶放入袋中储存的储存方法，是储存茶叶最简便、最经济实惠的

方法之一。用柔软、干净的纸张（忌用使用过的纸，以免茶叶吸附油墨等异味）把茶
叶包装好，再装入食品袋或铝箔袋内，并尽量排出袋内空气，封好袋口后，再反向套
上另一个袋子，扎紧袋口，放在阴凉干燥处。

在使用袋藏法储存茶叶时，一定要保证茶叶本身是干燥的，还要保证包装袋的材
料密度高、质量好、没有异味和漏洞。

（4）瓶藏法
瓶藏法就是将热水瓶（也可用瓶胆隔层无破损的废弃热水瓶）或玻璃瓶洗净、晾

干，放入茶叶并装至七八成满，再塞入一团干净无味的纸条团以排出空气，最后塞紧
瓶塞，用白蜡或胶布封好，置于阴凉干燥处。



二、茶叶品质的鉴定→ （一）从外观鉴定品质

从外观鉴定品质

（1）条索：是指茶叶的外形规格。不同品类
的茶叶，具有不同的外形规格，这是区分茶叶
种类和等级的重要依据。例如，炒青呈条状、
珠茶呈圆形）、龙井呈扁条形、红碎茶为颗粒
形等。总的说来，条索紧、身骨重、圆（扁形
茶除外）而挺直，说明原料嫩、做工好、品质
优；如果条索松、扁（扁形茶除外）、碎，并
有烟、焦味，说明原料老、做工差、品质劣。

炒青 珠茶

龙井 红碎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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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形态
由于茶树品种有别，采摘标准各异，制作方法不同，所以茶叶的形态也十分丰富，
主要有以下几种。
（1）针形。外形圆直如针，如安化松针、白毫银针等。
（2）扁形。外形扁平挺直，如西湖龙井、茅山青峰、安吉白片等。
（3）条索形。外形呈条状稍弯曲，如紫阳毛尖、庐山云雾等。
（4）螺形。外形卷曲似螺，如碧螺春、普陀佛茶等。
（5）兰花形。外形似兰，如太平猴魁、兰花茶等。
（6）片形。外形呈片状，如六安瓜片、齐山名片等。
（7）束形。外形成束，如江山绿牡丹、婺源墨菊等。
（8）圆珠形。外形如珠，如泉岗辉白、涌溪火青等。
此外，茶叶还有半月形、卷曲形、单芽形等形态。

茶百科

二、茶叶品质的鉴定→ （一）从外观鉴定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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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形态鉴赏



从外观鉴定品质

（2）嫩度：是决定品质的基本因素，主要看芽头嫩叶比例，有无锋苗和毫及条索的光糙度等。
一般来说，芽头嫩叶比例大，含量多，有峰苗，白毫显露，表示茶叶原料嫩度高、做工好、
品质好。此外，不同品类的茶，对于嫩度的要求不同。
（3）色泽：干茶的色泽主要是从色度和光泽度两个方面来看。各种茶均有一定的色泽要求。
但无论何种茶类，品质优者均要求色泽一致、光泽明亮、油润鲜活。若色泽不一、深浅不同、
暗而无光，则说明原料老嫩不一、做工差、品质劣。
（4）净度：茶叶的净度是指茶叶中杂质含量的多少，是判定茶叶品质优劣的重要指标。茶叶
中的杂质通常包括两种：一种是茶类杂质，如茶片、茶梗、茶末、茶籽等；另一种是非茶类
杂质，如竹屑、木片、石灰、泥沙等。品质越高，茶叶中杂质的含量越少。
（5）匀度：茶叶的匀整是指茶叶的大小、长短、粗细的均匀程度 ，以匀整为好，断碎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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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茶叶品质的鉴定→ （一）从外观鉴定品质



从内质鉴定品质

（1）汤色：又称水色、汤门或水碗，就是
茶叶冲泡后，其内含成分溶解在沸水中的溶液所
呈现的色泽。观察汤色，主要从色度、亮度、清
浊度等方面来辨别，一般来说，凡属上乘的茶品，
都汤色明亮、有光泽。另外，汤温的下降和茶汤
中的茶多酚与空气中氧气的氧化反应，会导致茶
汤颜色加深，因而最好在10分钟以内观察汤色。

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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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度 亮度 清浊度

       色度是指茶汤的颜色。
通常情况下，汤浓则色深，
汤淡则色浅。此外，若鲜叶
处理不当，茶的汤色则不正。
例如，红茶发酵过度，汤色
会深暗；绿茶烘烤时间过长
或炒焦，汤色会黄浊。

       亮度是指汤色的亮暗程
度。茶汤亮度高，表明茶的
品质好。例如，名优红茶的
汤色通常红润明亮，且汤面
沿碗沿能够形成鲜明的“金
圈”。

       清浊度是指茶汤清澈或浑
浊的程度。品质好的茶，其茶
汤颜色应清澈见底、纯净透明，
不含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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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质鉴定品质



（2）叶底：叶底是指干茶经水冲泡后所展开的叶片。通过观察叶底，能够得知茶叶的叶
质老嫩、匀度，以及加工工艺与储存方法合理与否。优质的茶叶在冲泡后叶子会完全舒展，
嫩度、大小、厚薄、整碎比较统一，色泽明亮，闻时始终会有淡淡茶香；劣质茶叶的叶底
则不同。

优质茶叶的叶底  劣质（灼伤）茶叶的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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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质鉴定品质



（3）香气：茶人品茶，重在茶香。茶香就是茶叶本身和
冲泡后散发出来的香气，是茶叶品质好坏的重要评定指标
之一。
       闻茶香，首先要闻干茶本身的香气。茶的种类不同，
香气也不同。当茶泡好、茶汤倒出后，可以趁热打开壶盖，
或端起茶杯闻茶汤的热香，同时判断香气的优劣，以花香、
果香、蜜糖香等令人喜爱的香气为佳，而烟、馊、霉等异
味为劣。最后，待茶叶凉后，再次进行闻嗅，以辨别香气
的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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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质鉴定品质



（4）滋味：作为一种饮品，滋味的好坏是决定茶叶品质
的关键。通过尝滋味，能够辨别茶汤的味道、纯异及浓
淡等。好的茶喝起来甘醇浓稠，以微苦中带甘为佳，喝
后喉头甘润，齿间留香，回味无穷，能够给人带来舒适
的感受。茶类不同，对滋味的要求亦不同。
       在尝味前，最好不要吃会强烈刺激味觉的食物，以
保持味觉的灵敏度。在辨别滋味时，茶汤温度以40～
50℃最为合适。若茶汤温度过高，味蕾会受强烈刺激，
辨味力差；若茶汤冷却，则鲜味减弱，涩味加重。此外，
在品尝茶汤滋味时，动作要自然，速度不宜太快。在品
尝滋味浓重的茶后，需用温开水漱口，随后再品尝其他
茶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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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质鉴定品质



观谢谢 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