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压红茶》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是响应江西省茶业集团有限公司具体计划安排。针对紧

压红茯茶的技术更新和实际应用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制定相

应的规范来确保控糖降脂功能与浓郁风味。

2.起草单位

江西省茶业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经济作物研究所、江西省浮红

茶业有限公司

3.主要起草人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周鹏 男 董事长 江西省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贺望兴 男 助理研究员 江西省经济作物研究所

江新凤 男 副研究员 江西省经济作物研究所

李琛 女 助理研究员 江西省经济作物研究所

王礼献 男 助理研究员 江西省经济作物研究所

江健中 男 农艺师、常务副总 江西省浮红茶业有限公司

二、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近年来，随着全球茶文化的普及和消费者对健康饮品的追求，红

茶市场规模持续增长。据报道 2024 年我国红茶产量在总产量中占比

达到 14.2%，市场销售规模达到了约 857 亿元，占全国茶叶市场规模

的比重逐年上升。紧压红茶作为一种特色红茶产品，也受益于这一趋

势，其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产品供给更多元化，消费场景更丰富，在

市场上日益受到消费者青睐。但是，目前我省紧压红茶产品存在缺乏



统一的生产原料、加工工艺和产品品质等指标标准问题，导致市场上

紧压红茶的质量参差不齐，茶叶品质不稳定，产品外观、色泽、香气、

口感等方面指标各有千秋，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体验和满意度，严重

影响了紧压红茶市场的长远健康发展。

紧压红茶团体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有助于提升产品质量和附加

值，增加茶农的收入来源，助推乡村振兴和区域经济发展；有益于提

升消费者的购买体验和满意度，确保消费者购买的茶叶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保障消费者的健康权益；有利于推动茶产业向标准化、规范化、

品牌化方向发展，为茶产业提供新的发展方向，推动产业的创新和发

展，增强紧压红茶市场竞争力，进而实现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制定紧压红茶团体标准是非常有必要的，有助于规范

市场行为、提升产品品质、保障消费者权益、促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主要起草过程

本项目立项以来，成立了“紧压红茶”团体标准起草小组，标准

起草人员组成主要为从事茶叶加工、茶叶产品研发等方面的科研人

员，承担过相关的科技攻关和示范推广项目，有着较强的相关专业技

术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使得起草内容具有代表性和广泛性。起草

小组通过搜集资料、开展试验、调查研究等方法获得第一手材料，在

总结多年来紧压红茶生产实践和研究基础上，全面开展本技术规程的

编制工作。

1、标准内容的确立

为了制定好本标准内容，编写小组通过前往省内紧压红茶产区企

业、合作社和生产大户等地开展实地调研，组织邀请茶叶协会、行业



专家、消费者代表以及标准化专家参与、讨论标准内容，了解了当前

紧压红茶生产工艺、技术水平、质量现状和消费者口味偏好，再综合

各方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编制小组通过多次认真的讨论，明确了

本标准的内容。

2、标准的起草

根据标准内容首先起草本标准编写提纲，然后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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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格式规定起草了本标准草案，包括前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

压紧红茶的分类、要求、食品添加剂、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检

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及贮存等具体内容。

3、标准的制定

标准起草小组首先内部对标准草案进行评审，提出修改意见，对

评审意见进行汇总和分析后将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完善，然后将修改后

的标准草案函送给行业专家广泛征求意见，起草小组对专家的意见进

行了认真的归纳整理、分析研究和讨论，对专家们反馈的合理意见予

以采纳吸收，最终制定了标准草案。

四、制定（修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

规、标准的关系

1、编制原则

（1）生态优先原则：本标准在紧压红茶加工，产品质量检测等

过程中遵循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2）品质优先原则：本标准对紧压红茶制定了详细的原料要求、

茶样感官评价以及科学合理的理化指标等标准，确保紧压红茶具有优



异的产品品质。

（3）操作性强原则：本标准技术和指标简明扼要，便于生产者、

检验者和监管者在实际生产中准确理解和操作。

（4）科学合理性原则：本标准基于紧压红茶生产实践和相关科

学研究数据，广泛征求专家意见，设定技术指标和参数，确保标准的

科学性和合理性。

2、编制依据

本标准的编制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国家法律法

规要求，是推动地方茶叶特色产品保护和标准化进程，不断提升本地

茶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的具体举措，有助于茶企快速响应市场变

化，能够更迅速地根据市场的新需求、新技术和新趋势进行更新和调

整，助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标准是根据标准起草小组多年来紧压红茶生产试验科学研究

成果，生产企业、相关从业者的实践经验以及消费者的产品风味需求

等加以归纳总结，制定本团体标准中的技术指标和参数，保证了标准

的科学性和实际可操作性。编写格式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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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广泛的征求了茶叶、标准制定等方面专家，紧

压红茶生产企业、合作社，茶叶协会，消费者代表等的意见和建议，

在综合分析各方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编制小组通过多次认真的讨

论后，修改完善了本标准草案，确保了本标准的专业性。

3、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响应国家和地方政府关于标准化工作的号召，推动地方特

色产品的保护和标准化进程，不断提升本地茶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

力。同时标准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相关

法律和法规的规定。

经查询，目前我国尚没有制定紧压红茶相关的国家和地方标准，

导致紧压红茶没有统一的生产标准来参考，市场上紧压红茶产品质量

参差不齐。本标准立足我省实际，根据紧压红茶产业发展现状，因地

制宜提出技术指标，并在关键指标设置上高于国家和地方相关红茶标

准，同时，本标准结合项目研究成果以及消费者的产品风味需求，具

有较好的创新性。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标准内容共分 7 章，包括：压紧红茶的质量要求、食品添加剂、

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及贮存。

1、范围

本章中根据紧压红茶生产加工特点和产品质量要求，规定了本标

准的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中引用了相关 22 个标准和条例，基本覆盖了产品质量相关

技术要求。

3、质量要求

本章对紧压红茶的原料要求、感官要求、理化指标、安全指标、

净含量、卫生要求等作出了规范性规定。

4、食品添加剂



本章根据 GB 2760 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食品添加剂的种类和

使用量作出了规范性规定。

5、检验方法

本章根据设置的质量技术指标，提出了对应的标准检测方法。

6、检验规则

本章根据国家对产品质量检验管理要求，从组批、抽样、出厂检

验、型式检验以及判定规则等方面做出规定。

7、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本章根据相关国家标准对紧压红茶产品的标志、标签、包装、运

输、贮存以及保质期过程等做出规定。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征求的专家意见，未出现重大分歧。在标准草稿的验证过

程中，尊重科学，实事求是。项目组根据相关专家和单位的书面反馈

意见，对标准进行了调整和修改，确保了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权

威性。

七、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建议《紧压红茶》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理由如下：

1.填补我省紧压红茶标准空白：目前我省尚没有出台紧压红茶相

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将紧压红茶团体标准作为推荐

性标准实施，快速响应了消费市场对紧压红茶标准的需求，填补现有

标准空白，保障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2. 提高紧压红茶产品质量：本团体标准中的产品质量标准均是

课题组多年来开展紧压红茶生产试验以及示范推广的实践经验归纳



总结的成果，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安全、品质符合国家的标准，该标准

的实施会进一步的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市场良性竞争与创新，促使企

业不断改进生产工艺和提升产品质量，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3. 推动紧压红茶产业发展：通过自愿采用推荐性标准，促使企

业加强自我约束和管理，增强行业的自律意识，维护行业的良好秩序；

为行业提供一个参考指南，鼓励紧压红茶企业追求更高的品质和技术

水平，从而推动整个紧压红茶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标准要顺利实施，需要紧压红茶生产企业、政府职能管理部门

等密切合作。政府部门要持续优化颁布标准制定、发布流程，完善团

体标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强对团体标准的引导与监督，规范团

体标准发展；加强对标准宣传、推广工作，丰富宣传形式、渠道和载

体，广泛传播标准化理念、知识和方法，提高标准的认知度；加强标

准化试点示范项目建设，提高试点示范质量和效益，凝炼可复制、可

推广的实践经验和典型模式，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生产企业要高度重视标准化工作，将其纳入企业发展战略中，制

定详细的标准化工作规划和目标，确保标准化工作有序推进；加强对

全体员工标准化培训工作，提高员工的标准化意识和能力；建立一套

标准执行监督、奖惩机制，使员工能够自觉地遵守标准、执行标准。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