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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叶作为最大众化的饮品 ,被誉为中国的“国

饮”。长期以来人们只重视茶的品味 ,而忽视了茶叶

中有害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铅在食品中主要表

现为慢性蓄积性危害 ,虽未见有茶叶引起铅中毒的

报导 ,但在日常卫生监测中经常发现茶叶含铅量超

过国家卫生标准 ,铅污染已成为影响茶叶卫生质量

和出口创汇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有关茶叶铅污染的

研究、报导较少。为此 ,我们于 2000 年 4～9 月对可

能影响茶叶含铅量的土壤、汽车尾气、农药、肥料、茶

叶机械 ,使用添加剂等 6 个因素进行调查研究。现

将结果分析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1 　调查对象　根据茶叶产地的地域分布 ,选择绍

兴具有代表性的 6 个产茶镇 ,各镇用随机方法确定

两个村 ,各村随机选择靠近公路边的农户茶园一块。

另外 ,该 6 镇中 6 家精制茶厂和 6 家粗制茶厂亦为

调查对象。

112 　茶园监测点的设定　每块茶园各设近点 (公路

边 50 m 以内) 、远点 (公路边 300 m 处) 两个监测点。

在远离公路 500 m 以上的非种植地设对照点。

113 　调查、采样 　在设定监测点内采集表层土和深

层土 (表层下 20 cm) 各 1 份 ,同时采集茶树嫩叶、老

叶各 1 份 ;对监测茶园的农药、肥料施用情况进行调

查、采样 (每一品种 1 份) ;对设定的茶厂制茶机械材

料质和制茶过程添加剂使用进行调查、采样 (每一品

种 1 份 ,机械材质采用刀刮法) ,并采集成品茶。

114 　检 品 的 检 验 　所 有 试 样 均 采 用 GBΠT

5009112 —1996 食品中铅的测定方法原子吸收法测

定。

115 　质量控制 　调查方案经可行性研究 ,县科委立

项。参与人员统一业务培训 ,统一调查方法、调查时

间。检品采用国家颁布的标准方法 ,统一编号 ,确定

专人 ,采用单盲法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1 　土壤含铅量测定结果 　本次调查共采集土壤

试样 72 份 ,其中茶园近点、远点、非种植地 (对照) 各

24 份 ,表层土、深层土各 36 份 ,其含铅量结果见表 1

和表 2。
表 1 　茶园及非种植地土壤含铅量 ( �x ±s) mgΠkg

地点 试样数 含铅量

近　　点 24 716988 ±316845 (1) (3)

远　　点 24 513721 ±215674 (2)

非种植地 (对照) 24 418917 ±211464

注 : (1) P < 0101 (茶地近点与远点比较)

(2) P > 0105 (茶地远点与对照比较)

(3) P < 0101 (茶地近点与对照比较)

表 2 　表层土与深层土含铅量比较 ( �x ±s) mgΠkg

地　　点 试样数 深层土 表层土 P

近　　点 12 915650 ±316821 518325 ±216886 < 0101

远　　点 12 611958 ±215766 415483 ±213798 > 0105

非种植地 (对照) 12 515200 ±210553 412633 ±211344 > 0105

　　从表 1 和表 2 结果分析 ,茶园土壤近点含铅量

高于远点 ,更高于非种植地 ,差异均有显著性 ( P <

0101) ;茶园土壤远点含铅量和非种植地土壤无显著

差异 ( P > 0105) ;表层土与深层土含铅量除近点有

显著性差异 ( P < 0101) 外 ,远点与非种植地均无统

计学差异 ( P > 0105) 。

212 　茶园茶叶含铅量测定结果　茶园各监测点采

集茶树嫩叶、老叶共 48 份 ,含铅量检验结果见表 3。

表 3 　茶园茶叶含铅量测定结果 ( �x ±s) mgΠkg

地点 试样数 嫩叶 (2) 老叶

近点 (1) 12 115225 ±01445 219712 ±019170

远点 12 019583 ±012156 211975 ±017721

(1) P < 0105 (近点茶叶与远点比较)

(2) P < 01001 (茶叶嫩叶与老叶比较)

　　表 3 显示 ,近点茶叶含铅量相对较高 ( P <

01005) ,而茶叶嫩叶无论近点、远点比老叶含铅量明

显偏低 ( P < 01001) 。

213 　土壤与茶园茶叶含铅量关联性分析　将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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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的土壤 (表层土、深层土) 、茶叶 (嫩叶、老叶)

检验数据取均值 ,建立一一对应关系 ,经相关性统计

分析 ,得 r = 0166 , P < 010005 ,表明土壤与茶叶含铅

量间有明显正相关关系存在。

214 　农药、肥料含铅量测定结果 　采集 7 个品种 29

份农药试样和 3 个品种 25 份肥料试样 ,均未检验到

铅含量痕迹。

215 　茶叶机械材质和添加剂铅含量测定结果　茶

叶机械以铁为主要材质 ,辅以铜质。经检验主要机

械材质 14 份 ,含铅量平均值为 154120 mgΠkg (10718

～21813 mgΠkg) 。茶叶制作中常用的添加剂为糯米

粉和食用滑石粉。本次调查共采检糯米粉 8 份 ,铅

含量均值为 1105 mgΠkg (0132～2135 mgΠkg) ,使用量

为 2 % ,食用滑石粉 4 份 ,铅含量均值为 0112 mgΠkg

(0109～0115 mgΠkg)使用量为 4 %。

216 　监测点茶园嫩叶与成品茶铅含量比较　采集

6 家精制茶厂各档成品茶 12 份 ,其含铅量为 114471

mgΠkg( �x ±s) ,与茶园直接采摘嫩叶含铅量进行两样

本均数比较 ,得 t = 11922 , P > 0105。表明 ,茶叶加

工前后铅含量不受茶叶制作过程添加剂和机械材质

的影响。

3 　讨论与控制措施

311 　茶叶源于土壤 ,土壤内含成分直接影响茶叶的

质量。本次调查表明土壤含铅量与茶叶含铅量显著

相关 ( P < 010005) ,是影响茶叶铅含量高低的主要

因素。由于植物具有蓄积作用 ,因此生长期越长 ,生

物蓄积越多。茶树老叶含铅量明显高于嫩叶 ,恰好

符合这一规律。历年来日常卫生监测结果表明用茶

芽 (嫩叶)制成的高档茶叶含铅量低 ,而用老叶或茶

梗制作的低档茶叶含铅量相对较高 ,也与本次调查

结果相吻合。因而大力发展优质高档茶 ,逐步减少

或淘汰低档茶 ,是今后发展名茶生产 ,提高茶叶卫生

质量 ,增强出口创汇竞争能力的主要方向 ,也是控

制绍兴茶叶铅含量的主要措施。

312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茶园近点无论土壤或茶

叶含铅量均偏高 ,且近点的表层土含铅量明显高于

深层土 ,远点及对照的表层土与深层土铅含量均无

统计学差异。这说明越接近公路的茶园相应铅污染

越重 ,且以来自空气降尘的表层污染为主。揭示汽

车含铅尾气排放沉积是造成土壤和茶叶含铅量升高

的主要原因。公路边茶园在规划或种植时应设置隔

离墙或隔离带 ,控制汽车尾气排放对茶园铅的污染。

313 　从农药、化肥、添加剂含铅量分析 ,由于其不含

铅或含铅量低 ,使用量少 ,对茶叶含铅量高低影响甚

微。茶叶机械虽然含铅量较高 ,但在茶叶加工过程

中大多为干式常温操作 ,且金属表面经氧化后形成

一层保护膜 ,其内在含铅难以溶解到茶叶之中。茶

园茶叶与成品茶含铅量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 P >

0105)表明 ,制茶机械不是影响茶叶含铅量的主要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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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超市食品卫生的问题、对策与管理效果

华小鹃

(无锡市卫生防疫站 ,江苏 无锡 　214002)

　　近年来食品超市发展迅速 ,成为城市中经销食

品的主要流通渠道之一。由于超市销售方式独特 ,

给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带来了许多新问题 ,为此我们

于 1997 年底对我市 52 家超市的食品卫生状况进行

调查。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监督管理措施 ,两年

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现报告如下。

1 　调查方法

针对超市中存在的主要食品卫生问题 ,在无锡

市区经营面积 200 m2 以上的 52 家超市 ,调查卫生

许可证、健康证、食品保质期、散装直接入口食品销

售卫生、盆装净菜的加工销售卫生、索证等情况。

根据超市特点和卫生要求制作调查表 ,采用到

现场调查形式 ,逐项登记。1997 年 11 月作第一次调

查 ,采取监督管理措施后于 1999 年 11 月进行第二

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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