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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质量安全原生态红茶生产技术规程》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的文件精

神，遵循《江西省乡村产业振兴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

规定，加快实现江西省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有效推进江西省乡村振兴和农

业农村现代化，由江西农业大学等单位承担《江西质量安全原生态红茶生

产技术规程》团体标准制定任务。

2.起草单位

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大学，江西省食品安全质量协会，江西省农检中

心，江西经济作物研究所，江西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广东省瑞森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上饶金嘉隆茶业有限公司，江西燕山青茶业有限公司，

江西益香园茶叶有限公司，靖安宝珠峰茶叶有限公司，上犹犹江绿月嘉木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江西林恩茶业有限公司。

3.主要起草人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李明玺 男 副教授 江西农业大学农学院 主持

万春鹏 男 副研究员 江西农业大学农学院 参与

朱润平 男 副院长 南昌大学 参与

杨琳芬 女 研究员 江西省食品安全质量协会 参与

廖建 男 研究员 江西省农检中心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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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瑾瑾 女 研究员 江西省农检中心 参与

李勇 男 研究员 江西省农检中心 参与

姜新凤 男 副研究员 江西经济作物研究所 参与

谢枫 男 副研究员 江西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 参与

刘秋平 男 总经理
广东省瑞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参与

谢焘 男 总经理 上饶金嘉隆茶业有限公司 参与

罗建明 男 总经理 江西燕山青茶业有限公司 参与

修明岳 男 总经理 江西益香园茶叶有限公司 参与

杨修帧 男 总经理 靖安宝珠峰茶叶有限公司 参与

陈开敏 男 总经理
上犹犹江绿月嘉木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
参与

袁利人 男 总经理 江西林恩茶业有限公司 参与

二、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江西红茶作为江西省重要的特色农产品，是推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关键产业之一。当前，随着国内国际茶叶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

消费者对茶叶品质和安全性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为了提升江西红茶的整体

品质，增强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必须通过制定严格的质量安全标准，规

范生产流程，确保每一杯江西红茶都能达到高品质、原生态的要求。

目前，江西红茶的生产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规范的操作，导致产品质量

参差不齐。制定《江西质量安全原生态红茶生产技术规程》可以为生产者

提供明确的技术指导，规范种植、采摘、加工、包装等各个环节，确保产

品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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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是消费者关注的焦点。通过制定标准，可以加强对茶叶生产

过程中的农药残留、污染物限量等指标的控制，确保江西红茶符合国家食

品安全标准，保障消费者的健康。

制定标准是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江西质量安全原生态

红茶生产技术规程》的制定，将引导企业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推动江西红茶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

牌化方向发展。

因此，制定《江西质量安全原生态红茶生产技术规程》对于提升江西

红茶品质、规范生产过程、保障食品安全、推动产业升级、保护生态环境、

增强市场竞争力以及保障消费者权益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促进江西红

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

三、主要起草过程

本项目立项以来，成立了“江西质量安全原生态红茶生产技术规程”

团体标准起草小组，标准起草人员组成主要为从事茶树种植、茶叶加工、

品质调控等研究成员和技术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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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调研与数据采集、技术研

究等方法获得第一手材料，为标准制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标准内容的确立

为了做好本标准的起草工作，编写小组在江西省内主要红茶产区开展

了广泛的实地调研活动。调研对象包括从事红茶种植、加工、销售的企业、

合作社、茶农以及相关技术人员等。通过与他们的深入交流，收集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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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茶生产过程中的实际操作经验、技术难题以及市场需求等第一手资

料，为标准中技术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确立提供了详实的依据。编制小组通

过反复认真的讨论，确定了本规程编写提纲、规程内容、技术要求和指标。

明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确定了基本要求

和评价指标等技术要求。内容的研究尽可能全面，既要考虑一般性要求，

又要有针对性，同时又提出量化的指标，便于操作和使用标准。

2、标准的起草

根据标准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标准编写格式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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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来编写。

2024年09月，标准起草小组完成了技术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3、标准的制定

2024 年 10 月，起草小组将《江西质量安全原生态红茶生产技术规程》

函送给专家征求意见。该征求意见稿在广泛征求有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

起草小组对专家意见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对专家们提出的合理意见予

以采纳吸收。本标准的整个编制过程认真、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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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组充分依托自身在红茶生产技术和产品特点方面的深厚研究基

础，同时积极汲取来自生产一线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广泛查

阅并参考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资料与科研成果，这些资料涵盖了红茶种

植、加工、质量控制等多个关键环节，为标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提供了坚

实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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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充分考虑红茶生产实际情况，做到生产可行性，技术先进

性，指标准确性。

（1）科学性原则：本标准的制定以科学理论为基础，充分依据茶学

领域的研究成果、国内外先进标准以及江西省红茶产业的实际生产数据。

所有技术指标和操作规范均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确保其合理性与可行

性。

（2）规范可靠的原则：标准格式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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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内容上总结

课题组成果经验、广泛征求专家意见，使标准技术规范、可靠、先进，指

标准确，实践可操作性强。

（3）先进性原则：标准的制定紧跟红茶产业的最新发展动态，引入

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在茶树种植方面，倡导生态种植模式，推广

绿色防控技术，减少化学农药和化肥的使用，保护茶园生态环境；在加工

工艺上，结合现代科技手段优化传统工艺，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

时，标准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能够为江西省红茶产业的未来发展提供技术

引领。

（4）实用性原则：本标准注重实际应用，充分考虑了江西省红茶生

产者的操作习惯和技术水平。语言表述简洁明了，技术要求具体可操作，

确保生产者能够轻松理解和执行。

（5）可持续发展原则：本标准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于红茶生产的

全过程。在生态环境方面，强调茶园的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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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在经济层面，通过规范生产

流程、提高产品质量，增强江西红茶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产业经济效益的

提升；在社会层面，关注茶农和生产者的利益，推动产业升级，助力乡村

振兴，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2、编制依据

本标准是根据课题组多年来在江西红茶生产技术和产品特点方面的

科学研究成果，以及江西省内红茶生产企业、相关从业者的实践经验加以

归纳、总结，依据强调前瞻性和先进性及实用、有效、易于推广的原则编

写。编写格式严格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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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在涉及本标准的术语与定义、基本要求、评价指标等技术环节时，课

题组查阅了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以“生产安全、优质、

绿色的江西原生态红茶”为主要目标，既考虑到江西省红茶生产现状，又

兼顾了国内外绿色生态发展趋势。

查阅了大量国内相关技术标准和文献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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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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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4《茶 水分测定》、GB/T 8305

《茶 水浸出物测定》、GB/T 8306《茶 总灰分测定》、GB/T 8310《茶 粗

纤维测定》、GB/T 8311《茶 粉末和碎茶含量测定》、GB/T 14487《茶叶

感官审评术语》、GB/T 18797《茶叶感官审评室基本条件》、GB/T 23776

《茶叶感官审评方法》、GB/T 30375《茶叶贮存》、GH/T 1070《茶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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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通则》、GH/T 1071《茶叶贮存通则》等国家、行业和江西省地方标准。

本标准文本按照产品应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作为基本要求，对产品的基

本要求以及评价指标进行合理设置。

在编制过程中，课题组虚心请教，集众人智慧之大成。广泛向红茶产

业的专家学者、农技推广人员、生产管理技术人员等收集意见建议。向相

关部门专门发函协助征求意见建议，并通过微信群、江西红茶产业微信群、

“三品一标”微信群等多个渠道，广泛发布征求意见稿。同时，编写组专

程到江西省内多家红茶龙头企业现场调研，如庐山云雾茶厂、井冈山茶叶

有限公司等。在此基础上，编写组经历反复验证和修改，最终完成标准的

定稿。

3、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不存在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相冲突的情

况。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标准内容共分 10章，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茶树种植、鲜叶采摘、加工厂要求、加工工艺、质量要求、包装和标签、

运输和储存。

1、范围

本章中在适用性和实用性原则下，根据江西省内原生态红茶的生产与

加工要求，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中在安全性和环保原则下，引用了相关 22 个标准和条例，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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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了产品质量相关技术要求。

3、术语和定义

本章中在兼容性原则下，提出了术语和定义，保证了标准结构和形式

的准确性。

4、生产要求

本着安全、绿色、生态的原则，本章对江西省内原生态红茶的产地环

境、品种要求、种植管理等作出了规范性规定。

5、鲜叶采摘

本章对江西省内原生态红茶鲜叶采摘原则、采摘方法、鲜叶质量等作

出了规范性规定。

6、加工厂要求

本章规定了规定了加工厂应符合的相关标准，对加工厂的选址、布局、

环境卫生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明确了加工设备的选材、布局、清洁保

养等要求。这些要求为加工企业提供了明确的操作指南，有助于提升加工

技术水平，保障产品质量。

7、加工工艺

本章详细阐述了红茶加工的基本工艺流程，包括鲜叶采摘、萎凋、揉

捻、发酵、烘干等环节，并对每个环节的操作要点进行了说明。规范的工

艺流程是保障红茶品质形成的关键，有助于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

性。

8、质量要求

本章规定了江西质量安全原生态红茶的感官品质要求、理化指标、安

全要求。这些指标反映了茶叶的内在品质和加工水平，通过科学合理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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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设定，有助于确保江西红茶的品质达到一定标准，增强市场竞争力。

9、包装和标签

根据 GH/T 1070、GB 9683、GB 4806.8、GB/T 191、GB 7718、GB 2850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等做出规定。

10、运输和储存

对江西质量安全原生态红茶的运输和储存过程要求做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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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红茶生产企业、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监管部门以及消费者代表等企业的

现场调研意见，对标准进行了调整和修改，最终形成了报审稿。

七、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建议《江西质量安全原生态红茶生产技术规程》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

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加强宣传和培训的力度。以各种形式加强对本标准的宣传和培训，提

高“江西质量安全原生态红茶”产品标准的科学性和高效性。本标准的顺

利实施，有助于推动江西省红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江西质量安全原

生态红茶”品牌的市场竞争力，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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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2)GH/T 1070 茶叶包装通则

(3)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含第 1号修改单）

(4)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5)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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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8)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9)GB 9683 复合食品包装袋卫生标准

(10) GB 11767 茶树种苗

(11)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12)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13) GB/T 19630 有机产品 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

(14) GB 2850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15) GB/T 30375 茶叶贮存

(16) GB/T 32744 茶叶加工良好规范

(17) NY/T 225-1994 机械化采茶技术规程

(18)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19) NY/T 525 有机肥料

(20) NY/T 3934 生态茶园建设指南

(21) NY/T 5198 有机茶加工技术规程

(22) NY 5199 有机茶产地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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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乡村产业振兴协会团体标准《江西质量安全原生态红茶生产

技术规程》起草小组

2024 年 10 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