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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验推广
SHIYANTUIGUANG

无论是国家方面还是公民个人如今都对养生有了新的认识，
感悟和更胜以前的重视程度。茶叶因为其助眠，活血等各式各样
的养生功能在最近备受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从业人员的青睐。这
也就导致了一些无良商家浑水摸鱼，企图用劣等茶叶赚取高额利
润。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安全，维护市场秩序，我们必须要建立起
切实可行的茶叶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目前茶叶产业的安全追溯体
系存在哪些问题，又该怎样建立完善的体系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一、茶叶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可追溯体系的建设是一项具体而细致的工，工作量大，内容

繁杂。茶叶买卖行业在我国由来已久，茶叶早期就是中原大国对
外交流的重要商品之一。但在当时，以之前的条件，全部依靠人
力完全不可能做到对所有的茶叶产品的质量安全做到了如指掌。
通过人工记录不仅工作量大，用工成本也会更高，这将会导致企
业的利润空间被大大的压缩。同时因为人员具有流动性，对信息
的记录很可能存在偏差，无法准确实时地记录茶叶的实时情况。
在人与机器的对比中，记录查询难度较大，无法高效，准确，精
准地查询到茶叶的生产路径。

茶叶生产全产业链更换可追溯体系的建设需要的资金量大，
工程量大，难以被企业认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盈利是存活在
世界上必然要求，建立全产业链有效监管的可追溯体系。将对茶
叶的采摘，加工和运输环节等多方面提出更高的设备性要求。那
么企业将会根据要求更换设备，这些更换下来的设备将占比大量
的支出。因为可追溯要求。产品的全产业链可追溯，可回顾。必
然产生大量的数据以及产品的位置记录信息。由此，也将为资料
的运营和保存付出大量的代价。例如在运输中，茶叶从采摘到二
次加工的过程中进行运输。在运输设备上，包括装载设备中以及
卸载茶叶的过程中都需要配套。相对应的影像系统。同时，为了
保持影像的高质量，还必须使用高画质，稳定的高清录像系统。
而每一批次的茶叶，在这一相对应的环节中都需要完完全全的运
输过程录像。进入下一个环节。在仓储的过程中，全天候也需要
录像保存。直到深加工结束进入下一个仓储环节。每批次的精装
修茶叶中，必须拥有茶叶单独的身份码。通过这个单独的身份码
可以查询到茶叶的批次以及运输过程的所有环节。同时在二次加
工的全过程中都需要保证录像的完整性。随后还需要对加工录
像。进行智能分配剪切方便消费者观看。

表 1  不 同 种 类 茶 叶 质 量 安 全 合 格 率 调 查 表 及 简 单 分 析

茶类 茶样数（只） 合格数（只） 合格率（%）
绿茶 5628 5155 91.6
红茶 628 614 97.8

乌龙茶 3863 3498 90.6
白茶 166 161 97.0
花茶 2507 2384 95.1
黑茶 1303 1204 92.4

从表格可以看出我国茶叶种类繁多，质量合格率普遍较高，
但仍然存在可提升的空间。

二、茶叶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存在的必要性
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其中一个最主要的

表现就是品茶成了越来越多的人的爱好。茶叶售卖行业的发展突
飞猛进，成为当下几大巨头行业之一。发展机遇到来的同时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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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茶产品从开始种植到消费者手中，中间需要许多的步骤。茶叶生产过程涉及多个环节，所以要想保障茶产品的质量安全就必须要严格管控好这

一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建立茶叶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主要的作用就在于通过这样的体系形成一个完善，实用性强的茶叶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确保茶叶安全的

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借助当下信息技术建立起完善的茶叶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本文通过分析安全追溯体系的优势，寻求茶叶安全追溯体系建立的方法及应用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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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难以估计的潜在隐患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安全问题，这样
的问题一旦出现，将会千百倍地放大在大众的视野，不容我们大
意。同时由于近些年中国国力的发展，茶叶也正逐步走向世界各
国。茶叶在国际上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其质量的高低，安全与
否势必影响着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的好坏。我们必须要确保茶叶
的安全问题，树立好维护好我国的大国形象。与此同时，茶叶质
量的好坏也与国民的人身安全息息相关，确保茶叶质量无疑是对
购买者人身安全的尊重与保障。

三、茶叶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的应用
（一）建立茶园及负责人档案，传上互联网
在茶叶生产商开始生产茶叶时，有必要进行登记。这一环

节中有关登记部门应当要负起责任，做好监督把控工作，详细并
且准确地登记茶叶生产商的个人信息，并录入网络大数据系统，
建立起茶叶质量安全的可追溯体系。方便日后的质量安全检查工
作，能够迅速找到准确的生厂商信息以及生产流程中各个环节的
加工企业和企业负责人。相关部门除了要做到信息准确、公开外
还要尽力达到信息对等，及时更新。此外，还有必要每隔一段时
间对茶叶商的资格证进行核检，对其产品进行检查。

（二）为每一份茶叶产品附上“身份码”，方便查询
茶叶从种植到顾客手中，经历了数个生产流程，如单单是生

产就需要采摘，晾晒，摇筛，烘炒，揉捻等步骤，更别提还有运
输和销售过程的步骤了。在茶产品出现问题时，购买者难以知道
是哪个步骤出现了问题，安全监管部门也难以找出存在问题的步
骤的负责人。为茶产品添加身份码，将其从生产至到达购物者的
手中的每个流程都记录在身份码中。这样不仅方便了卫生监管部
门追责，监督生产销售流程，还能够传播茶叶文化。买到茶叶的
顾客可以通过扫描茶叶上的“身份码”了解茶叶的生产流程。

四、结束语
根据古今文字的记载，中华民族至少已经传承了五千年，但

有详细记载的却只有三千年的历史。但是，茶叶也具有三千年的
历史，足以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比肩。茶叶文化，饮茶文化更是随
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壮大，刻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血脉
当中，成为中华民族对外的形象代表。茶叶早在封建时期就传出
了中国，走向了其他国家，并深受其他国家国民的喜爱。为了保
障茶叶质量及安全，建立健全茶叶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是十分有必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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