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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云南普洱茶铜含量现况研究

宁蓬勃 　郭抗抗 　王晶钰 　张彦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医学院 ,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目的 　了解云南普洱茶中铜含量的质量安全状况。方法 　采集云南普洱茶主产地的 150份普洱茶样品 ,

采用原子吸收光谱法进行检测。结果 　样品中铜含量为 1211～2219 mg/kg DW ,普洱茶铜含量在各主产地区之间、

在生熟茶工艺之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5)。结论 　普洱生茶和熟茶不同的工艺特点确会引起终产品中铜

含量的差异 ,但所有样品中铜含量均未超出国家最大限量标准 60 mg/kg DW ,不会造成铜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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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pper Con ten ts of Puπer Tea in Y unnan Prov 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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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Shanxi Yangling 712100, China)

Abstract: O 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copper in Chinese Puπer tea. M ethod　One hundred and

fifty Chinese Puπer tea samp les were collected from five regions of Yunnan p rovince, including 13 main origin of Puπer tea.

The copper content was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Standard method GB /T 5009113—2003. Results　The copper

contents were in the range of 121122219 mg/kg DW in all samp les. The copper contents of Puπer tea were varied both by

different regions (Xishuangbanna, Simao, L incang, Baoshan and Dali) of Yunnan p rovince and by different p reparation

methods ( raw tea or p repared tea) from the same origin. However, the safety was not affected. Conclusion　The copper

content in Chinese Puπer tea was in good quality and 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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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是茶叶中含有的人体必需的 8种微量元素之

一 ,必需从食物获得。根据中国营养学会制定的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 ”,成人每日适宜摄

入铜为 2 mg/d。虽然铜为人体所必需 ,但人体对铜的

需求量与中毒量十分接近。铜过量会引起肝脏损

伤 ;铜堆积于中枢神经系统可造成继发的失语、震

颤、人格改变和认知障碍等神经精神症状。茶作为

全球最广泛的饮品 ,重金属污染问题受到学者广泛

关注 [ 1 - 3 ]。近年来普洱茶产业快速发展 ,虽有学者

对国内绿茶等茶叶的金属富集情况进行相关调查研

究 [ 2, 3 ] ,但有关普洱茶中铜金属的研究却鲜有报道。

本研究首次大规模对列为云南地理标志产品 [ 4 ]的

普洱茶的铜含量进行测定 ,以此了解我国云南普洱

茶铜含量的质量安全现况。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本研究总计 150个样本 ,采自云南省的普洱茶

主要生产基地 ,包括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保山和大

理 5个地区的西双版纳普洱茶研究所、大益茶厂、黎

明茶厂、五一茶厂、帕卡、龙生、勐库戎氏、上茶茶艺

公司、龙润集团、清凉山茶厂、黄梨坡、大理南涧茶厂

和大理南涧黑龙潭共 13个生产基地。每个生产基

地遴选 2～4种 ,合计 30种代表性产品 ,其中生茶和

熟茶各半。每种产品随机抽取 5个样本。质控参考

品为国家茶叶标准物 ( GBW 07605)。

1. 2　方法

采用 GB /T 5009113—2003《食品中铜的测定》原

子吸收光谱法中的火焰原子化法 ,委托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测试中心进行检测。检测仪器为 : Solar M6型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美国热电公司 )。工作参数为 :灯

电流 510 mA,特征波长 32418 nm,光谱通带 015 nm,乙

炔流量 115 L /m in。方法检出限为 110 mg/kg。

2　结果

211　云南省普洱茶叶中铜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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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采集的全部样品中 ,所测铜的含量为

1211～2219 mg/kg DW (干重 ) (表 1 ) , 平均值为

1615 mg/kg DW。西双版纳、保山、、普洱、临沧、大理

普洱茶铜含量平均值分别为 1812、1618、1616、

1518、1512 mg/kg DW ,按照我国无公害茶叶铜限量

≤ 60 mg/kg DW的质量标准进行考核 [ 5 ]
,本次云南

省普洱茶各主产区样品铜含量均远低于该质量

标准。

表 1　云南省西双版纳、临沧、大理、保山、

普洱 5个地区普洱茶样品铜含量 (mg/kg DW )

　　地区 种类
普洱茶样品铜含量

1 2 3 4 5

西双版纳州 生茶 1713 1518 1610 1612 1711

1614 1613 1710 1616 1618

1516 1515 1419 1511 1519

熟茶 2219 2211 2212 2118 2211

1910 1914 1815 1814 1819

2010 2013 1913 1915 1911

临沧市 生茶 1218 1216 1310 1219 1219

1517 1513 1514 1418 1516

1717 1814 1816 1811 1715

熟茶 1619 1710 1713 1614 1617

1713 1915 1716 1715 1710

1315 1315 1316 1412 1319

大理州 生茶 1213 1213 1211 1211 1213

1313 1216 1219 1312 1518

1510 1511 1418 1510 1515

熟茶 1615 1610 1619 1710 1614

1613 1612 1610 1515 1613

1815 1715 1717 1718 1619

保山市 生茶 1516 1513 1515 1517 -

1615 1511 1612 1612 1517

1611 1518 1514 1512 1512

熟茶 2012 1814 1915 1810 1719

1811 1812 1718 1717 1718

1618 1710 1712 1712 1617

普洱市 生茶 1217 1213 1213 1312 1219

1516 1419 1518 1516 1418

1518 1612 1618 1619 1617

熟茶 1714 1715 1710 1617 1613

1913 1912 1817 1912 1914

1714 1918 1818 1912 1819

　　注 :“ - ”为未检。

2. 2　云南省不同茶叶主产区的普洱茶铜含量比较

分析

地理位置和环境不同 ,所在地区土壤和空气中

的重金属对茶叶富集影响也不同 ,这将会导致茶叶

中铜含量存在地区性差异。对云南省西双版纳、普

洱、临沧、保山、大理 5个地区各自的铜含量进行平

行比较 ,采用 SPSS1115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与临

沧、大理、普洱、保山 4个地区相比 ,西双版纳的普洱

茶铜含量高于这 4 地区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5) ;普洱、临沧、保山 3个地区普洱茶铜含

量在一个水平 ;大理地区普洱茶铜含量最低 (图 1)。

虽然云南省这 5个地区之间的普洱茶铜含量存在差

异 ,但是进一步分别考察这 5个地区的熟茶和生茶

样品的铜含量均远低于我国无公害茶叶铜限量

≤60 mg/kg DW的质量标准。因此 ,这种统计学上的

增高 ,尚不能评判西双版纳的普洱茶的铜污染情况 ,

目前我国云南 5个普洱茶主产地均未受到铜金属的

污染。

注 : a表示与普洱、临沧、保山、大理 4地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P < 0105) ; b表示与西双版纳、大理 2地区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P < 0105) ; c表示与西双版纳、普洱、保山 3地区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5)。

图 1　云南省不同茶叶主产地区的普洱茶铜含量的比较

2. 3　普洱生茶和熟茶铜含量比较分析

普洱生茶是用云南大叶种茶树鲜叶为原料 ,经

杀青、揉捻、日光干燥、蒸压成型等工艺制成 ;普洱熟

茶则是以云南大叶种晒青茶为原料 ,采用特定工艺、

经后发酵加工而成 [ 6 ]。两种茶叶在工艺上区别很

大 ,因此对云南省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保山、大理

5个地区 13个代表性生产基地的普洱茶熟茶和生

茶进行铜含量的比较分析。研究结果显示 ,熟茶样

品中铜含量平均值为 1817 mg/kg DW ,生茶样品铜含

量平均值为 1511 mg/kg DW ,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5)。熟茶和生茶的样品平均铜含量均远

低于我国无公害茶叶铜限量 ≤60 mg/kg DW的质量

标准 (图 2)。

普洱茶加工工艺的不同 ,必然对设备的要求也

不相同 [ 7 ]。励建荣等 [ 8 ]研究认为茶叶在生产和包

装过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重金属污染。潘文毅 [ 9 ]

在对乌龙茶鲜叶、毛茶及初制加工等主要工序样品

的铅含量分析研究中证实了乌龙茶初制加工过程存

在严重的铅污染。那么对于铅之外的另一种重金

属 ———铜 ,在普洱茶生茶和熟茶中含量差异显著 ,是

否因两种不同的加工过程中铜的污染所致 ? 进一步

对云南省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保山、大理每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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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a, b表示熟茶与生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105)。

图 2　云南省普洱茶生茶和熟茶铜含量比较

的普洱茶熟茶和生茶分别进行铜含量的比较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 , 5个地区的熟茶样品铜含量平均值

均高于生茶样品铜含量平均值 (图 3)。

注 : a表示西双版纳熟茶与生茶及其他地区普洱茶比较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P < 0105) ; b, e表示普洱、保山 2地区熟茶与生茶

比较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5) ; c, f表示大理地区熟茶与

生茶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5) ; d表示临沧地区熟茶

铜含量虽高于生茶 ,但无统计学意义 ; b, c, d, e同时分别表示在

部分地区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图 3　云南省 5地区普洱茶熟茶和生茶的铜含量比较

本研究中每组熟茶和对应的生茶均来自相同

的产地 ,熟茶和生茶原料来源相同 ,每个产地中普洱

熟茶和生茶的铜含量均不同 ,可见其受工艺影响很

　　

大。熟茶最主要的工艺特点是要经过后发酵 ,后发

酵过程中与铜络合的酶和卟啉类有机物发生分解导

致铜游离。因此 ,普洱熟茶和生茶不同的加工工艺 ,

确会引起终产品中铜离子含量的差异 ,但现行的工

艺不会造成铜污染。

3　讨论

我国云南地区自然环境得天独厚 ,具有生产普

洱茶的独特环境优势 ,本次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云南

地区普洱茶铜的质量安全控制在较理想的水平。对

相同来源的普洱生茶和熟茶进行对比研究得出 ,由

于普洱熟茶存在后发酵的生化工艺特点 ,确会造成

普洱生茶和普洱熟茶终产品铜含量的差异 ,但目前

这两种工艺不会引起铜污染。结合茶叶须浸泡饮用

无需吞服的特点和人群每日的茶品饮用习惯 ,普洱

生茶和普洱熟茶均为适宜的保健饮品 ,可以适当地

补充铜等微量元素 ,且不会产生影响人体健康的铜

金属富集毒害作用。

近年来鲜有大规模的单一品种的茶叶铜含量专

项调查 ,本研究针对普洱茶作为云南特有的地理性

标志产品的特点 ,采集覆盖云南普洱茶主产区的大

量样品 ,研究结果具有代表性 ,可供有关部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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