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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泡时间对云南凤庆茶叶中金属元素溶出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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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ＩＣＰＭＳ法对云南省凤庆县所产的绿茶、红茶、普洱生茶、普洱熟茶及其不同浸泡时间的浸出液中
１０种金属元素（Ａｓ，Ｃｄ，Ｃｏ，Ｃｒ，Ｃｕ，Ｆｅ，Ｎｉ，Ｐｂ，Ｓｒ和 Ｚｎ）进行分析，研究不同浸泡时间下，金属元素的浸出规
律．结果表明，不同品种茶叶中各金属元素含量差异明显，含量高低顺序为：ｗ（Ｆｅ）＞ｗ（Ｚｎ）＞ｗ（Ｃｕ）＞
ｗ（Ｓｒ）＞ｗ（Ｎｉ）＞ｗ（Ｐｂ）＞ｗ（Ｃｒ）＞ｗ（Ｃｏ）＞ｗ（Ａｓ）＞ｗ（Ｃｄ）．不同浸泡时间所得浸出液中，Ａｓ和Ｃｄ均未检
出，Ｃｏ，Ｆｅ，Ｎｉ和Ｓｒ的质量浓度与浸泡时间呈正相关，Ｃｕ含量与浸泡时间呈负相关，Ｃｒ，Ｐｂ和Ｚｎ这３种元素
与浸泡时间无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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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是中国最大的茶叶产区之一，凤庆县位
于云南西北部，是著名的茶产地，其境内野生茶树和

栽培茶树数量众多［１］，凤庆县该类特有大叶种茶生

产的滇红茶、滇绿茶以及普洱茶广受人们喜爱，特别

是滇红茶，为红茶代表性品种，产量约占全国红茶产

量的２２％［１－２］．
饮茶通常将茶叶直接浸泡后慢慢饮用，茶叶的

浸泡时间长短差异较大，茶叶中金属元素随浸泡时

间变化的浸出规律如何，不同茶叶制品中金属元素

浸出情况是否一致，目前尚未见充分的报道．因此，

研究浸泡时间对茶叶中金属元素的溶出规律，可为

科学饮茶提供一定的建议，并为完善相关茶叶及饮

料标准提供数据基础．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仪器
２０１４年通过市场采购获得云南省凤庆县所产

红茶、绿茶、普洱生茶和普洱熟茶．
硝酸（Ｍｅｒｃｋ，优级纯）；高氯酸（国药，优级纯）；

实验用水为超纯水（ＭｉｌｌｉＱ纯水仪制备）；重金属多



元素混合标准溶液（Ａｓ，Ｃｄ，Ｃｏ，Ｃｒ，Ｃｕ，Ｆｅ，Ｎｉ，Ｐｂ，Ｓｒ
和Ｚｎ）购自美国安捷伦公司（８５００－６９４０）；Ｒｈ，Ｒｅ
标准溶液（国家有色金属及电子材料分析测试中

心）；Ｃｅ，Ｌｉ，Ｙ，Ｃｏ，Ｔｌ混合标准溶液（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
５１８８－６５６４）．
１２　仪器条件

ＩＣＰＭＳ工作条件．等离子体射频（ＲＦ）功率：
１５５０Ｗ；等离子体模式：Ｈｅ模式（碰撞反应池模
式）；采样深度：１００ｍｍ；蠕动泵：０１０ｒ／ｍｉｎ；载
气：１０３Ｌ／ｍｉｎ；雾化室温度：２℃；氦气流量：
４３ｍＬ／ｍｉｎ．

采用 Ｃｅ，Ｌｉ，Ｙ，Ｃｏ，Ｔｌ混合标准溶液为调谐
溶液，Ｒｈ，Ｒｅ标准溶液为内标溶液，分步测定标
准系列、空白溶液和样品溶液，经扣除空白后计

算结果．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茶叶中金属含量分析

精确称取茶叶干粉样品２０００ｇ，将其置于锥形
瓶中，然后加入比例为 Ｖ硝酸∶Ｖ高氯酸 ＝５∶１的混酸
３０ｍＬ，浸泡过夜，电热板加热消解至无色澄清透
明，加热赶酸，冷却后以２％硝酸溶液多次洗涤定容
至２００ｍＬ，待测．同法处理空白样品，每件样品做
３份平行．
１３２　茶叶浸出液中金属含量分析

分别准确称取茶叶样品２０００ｇ置于烧杯中，
加入沸水１００ｍＬ后，置于沸水浴中分别恒温浸泡
１０，３０，６０，１２０ｍｉｎ，倾倒出全部溶液，所得溶液加入
硝酸２ｍＬ酸化、浓缩，再定容至１００ｍＬ，待测．空白
样品同法制备，每件样品平行３份．各浸出液样品标
识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浸出液样品标识

　茶叶种类　 　　　　　　　　　　　　红茶　　　　　　　　　　　　 　　　　　　　　　　　　绿茶　　　　　　　　　　　　

浸泡时间／ｍｉｎ １０ ３０ ６０ １２０ １０ ３０ ６０ １２０

浸出液标识 Ｂ－１０ Ｂ－３０ Ｂ－６０ Ｂ－１２０ Ｇ－１０ Ｇ－３０ Ｇ－６０ Ｇ－１２０

　茶叶种类　 　　　　　　　　　　　普洱生茶　　　　　　　　　　　 　　　　　　　　　　　普洱熟茶　　　　　　　　　　　

浸泡时间／ｍｉｎ １０ ３０ ６０ １２０ １０ ３０ ６０ １２０

浸出液标识 ＰＥ－１０ ＰＥ－３０ ＰＥ－６０ ＰＥ－１２０ ＰＵ－１０ ＰＵ－３０ ＰＵ－６０ ＰＵ－１２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不同品种茶叶中金属元素分析
应用ＩＣＰＭＳ法对凤庆县所产的绿茶、红茶、普洱

生茶、普洱熟茶中金属质量分数进行测定，结果见表２．
对不同品种茶叶中金属含量测定结果进行分

析，可知所有茶叶中Ａｓ，Ｃｄ，Ｃｒ和 Ｐｂ含量均符合农
业部《茶叶中铬、镉、汞、砷及氟化物限量》（ＮＹ

６５９—２００３）（ｗＡｓ＜２０ｍｇ／ｋｇ，ｗＣｄ ＜１０ｍｇ／ｋｇ，
ｗＣｒ＜５０ｍｇ／ｋｇ）和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ＧＢ２７６２—２０１２）（ｗＰｂ＜５０ｍｇ／ｋｇ）要求．各元素
在茶叶中含量差异明显，Ｆｅ含量最高，其含量接近
Ｃｄ的 １０４倍，含量高低顺序表现为：ｗ（Ｆｅ）＞
ｗ（Ｚｎ）＞ｗ（Ｃｕ）＞ｗ（Ｓｒ）＞ｗ（Ｎｉ）＞ｗ（Ｐｂ）＞
ｗ（Ｃｒ）＞ｗ（Ｃｏ）＞ｗ（Ａｓ）＞ｗ（Ｃｄ），与文献报道的含
量顺序基本一致［３－５］．

表２　茶叶中金属元素含量

茶叶种类
元素及含量／（ｍｇ·ｋｇ－１）

Ａｓ Ｃｄ Ｃｏ Ｃｒ Ｃｕ Ｆｅ Ｎｉ Ｐｂ Ｓｒ Ｚｎ

红茶 ０６３１ ０１６８ ０９７０ ０７２８ ４１８８０ ２１１４００ １２３００ １３６７ １４０７０ ５４０４０

绿茶 ０３２５ ００３０ ０１６３ ０３６５ １７９４０ ９２９００ ５３４０ ０３０３ ８８００ ３１８８０

普洱生茶 ０２５９ ００３９ ０２２０ ０３７３ １４７５０ １７７４００ ３３２０ ０１８０ １１０５０ ３７６９０

普洱熟茶 ０３５９ ００５５ ０３２１ ０７２３ １８２４０ ２９６６００ ６５１０ １１１３ １２４００ ３７３５０

　　不同品种茶叶中金属元素含量差异显著，其中
Ａｓ，Ｃｕ，Ｎｉ和Ｐｂ元素在红茶中含量最高，在普洱生

茶中含量最低；Ｃｄ，Ｃｏ，Ｃｒ，Ｓｒ和Ｚｎ均表现为在红茶
中含量最高，在绿茶中最低；Ｆｅ元素在普洱熟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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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最高，在绿茶中含量最低．含量差异最大的 Ｃｏ
相对平均标准偏差为８９２０％，差异最小的 Ｓｒ相对
平均标准偏差仅为１９２３％，各金属元素含量差异
大小表现为：Ｃｏ＞Ｃｒ＞Ｐｂ＞Ｎｉ＞Ｃｕ＞Ｆｅ＞Ａｓ＞Ｃｒ＞
Ｚｎ＞Ｓｒ，含量差异大小可能与茶叶叶片成熟度［６］及

茶叶制作工艺有关［３，５，７］．
２２　不同浸泡时间浸出液中金属元素分析

对云南凤庆所产红茶、绿茶、普洱生茶和普洱熟

茶不同浸泡时间浸出液中金属元素质量浓度进行分

析，所得结果见表３．

表３　各浸出液中金属元素质量浓度

浸出液
元素及质量浓度／（μｇ·Ｌ－１）

Ａｓ Ｃｄ Ｃｏ Ｃｒ Ｃｕ Ｆｅ Ｎｉ Ｐｂ Ｓｒ Ｚｎ

Ｂ－１０ － － ６６６ ６４２ １７４００ ６６００ １４５００ ８００ ２０６０ ４６９００
Ｂ－３０ － － ６３１ ６９８ １５９００ ９４００ １５８００ ７０８ ２７０１ ５３５００
Ｂ－６０ － － ８８３ ６８３ １１４００ １３８００ １７９００ ７８５ ３０９２ ５６１００
Ｂ－１２０ － － ９０８ ７０３ １０７００ １３３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７９５ ３５７０ ５５６００
Ｇ－１０ － － １６６ ３０２ １９２００ ７６００ １２１００ ６６２ １７２０ ４３３００
Ｇ－３０ － － ２２５ ２９９ １９２００ ８４００ １１８００ ６６９ １７５７ ４０８００
Ｇ－６０ － － ２６６ ３２６ １５５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６３６ １４９１ ４０６００
Ｇ－１２０ － － ２５７ ３６９ １３２００ １４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６５５ ２８１６ ４１４００
ＰＥ－１０ － － １８６ １５４ １７０００ ６８００ ６６００ ３２０ １６３９ ４２７００
ＰＥ－３０ － － ２０５ １５７ １７１００ ９６００ ６９００ ５７３ １５１０ ４６６００
ＰＥ－６０ － － ３１１ １６７ １２０００ １６８００ ６７００ ７５８ ２１５４ ４３０００
ＰＥ－１２０ － － ３３６ １６９ １０２００ １６８００ ６９００ ７４８ ３２９４ ４４５００
ＰＵ－１０ － － １０２ ４５８ １９４００ １８９００ ８０００ ５２５ ６１０４ ３７０００
ＰＵ－３０ － － １３６ ４６７ １９２００ ２７０００ ７４００ ５８１ ７５６６ ３５０００
ＰＵ－６０ － － １６７ ４９２ １５６００ ２８９００ ７０００ ６０９ ７３０２ ３２７００
ＰＵ－１２０ － － ２２６ ５９６ １３０００ ３１７００ ８５００ ６５６ ９０５４ ３７９００

　　由表３可知，浸出液中 Ａｓ和 Ｃｄ均未检出．Ｃｏ，
Ｆｅ，Ｎｉ和Ｓｒ元素在不同种类茶叶浸出液中的质量浓
度均随浸泡时间的延长呈现小幅增长（见图１），Ｃｒ，
Ｐｂ和Ｚｎ这３种元素在不同浸泡时间的浸出液中质
量浓度无明显变化，Ｃｕ元素的质量浓度随浸泡时间
的延长呈现小幅减少．Ｓｒ在普洱熟茶中的浸出的质

量浓度远高于红茶、绿茶和普洱生茶，可能与普洱熟

茶的制作渥堆发酵有关［８］；Ｃｏ，Ｃｒ，Ｐｂ和 Ｃｕ在红茶
浸出液中的质量浓度最高，可能与红茶在高温全发

酵过程中，细菌代谢引起金属有效态增加有关．为控
制饮茶过程中重金属Ｎｉ的摄入，可适当减短茶叶浸
泡时间．

　　由表４可以看出，各金属元素在不同浸泡时间
的浸出液中，浸出率差异巨大，Ｃｄ和 Ａｓ均未浸出，
其他各金属元素浸出率高低顺序依次为：Ｎｉ＞Ｚｎ＞
Ｐｂ＞Ｃｏ＞Ｃｒ＞Ｃｕ＞Ｓｒ＞Ｆｅ．Ｃｏ，Ｃｒ，Ｆｅ，Ｎｉ，Ｐｂ和 Ｓｒ

的浸出率均随浸泡时间延长而增加，Ｃｕ随浸泡时间
延长而降低，Ｚｎ浸出率与浸泡时间无明显关系．Ｎｉ
浸出率最高，各浸出液中浸出率均超过７０％，与文
献［３，９］报道基本一致．

６３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表４　不同浸泡时间金属元素浸出率

浸泡时间／ｍｉｎ
元素及浸出率／％

Ａｓ Ｃｄ Ｃｏ Ｃｒ Ｃｕ Ｆｅ Ｎｉ Ｐｂ Ｓｒ Ｚｎ
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３４５ ３５５６ ３９４０ ２５６ ７４８５ ３８９３ １２４４ ５２７５
３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５７４ ３７０５ ３８４７ ３４９ ７６２３ ３８１６ １４６１ ５４６５
６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８５６ ３８１２ ２９３１ ４５９ ８０１９ ４７０８ １５１５ ５３５４
１２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１５６ ４１９７ ２５３５ ４８７ ８１８５ ４８１６ ２０２２ ５５７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浸出液中金属元素含量
进行相关性分析，以深入分析浸出液中各金属元素

间的作用互相，所得结果见表５．
由表５可知，Ｃｏ，Ｃｒ，Ｎｉ与 Ｚｎ元素之间强极显

著性正相关，与 Ｌｉ等人［１０］报道相似；Ｆｅ和 Ｓｒ之间

强极显著性正相关；Ｆｅ，Ｓｒ和 Ｚｎ之间中等显著性负
相关，说明 Ｚｎ元素溶出量的增加可能引起茶叶中
Ｃｏ，Ｃｒ和Ｎｉ等重金属元素溶出量的增加，同时可能
使Ｆｅ和Ｓｒ溶出量降低．

表５　茶汤浸出液中金属元素相关性

元素 Ｃｏ Ｃｒ　 Ｃｕ Ｆｅ Ｎｉ　 Ｐｂ　 Ｓｒ Ｚｎ　
Ｃｏ １０００ ０６６５ －０５３２ －０２９９ ０８３５ ０６５９ －０２４０ ０８７９

Ｃｒ １０００ －０１４１ ０２１１ ０７０４ ０４７９ ０３９４ ０３７４
Ｃｕ １０００ －０１８７ －０２１６ －０６２１ －００１２ －０４４６
Ｆｅ １０００ －０４２２ ００８１ ０９３８ －０５７３

Ｎｉ １０００ ０４９１ －０３１０ ０７５１

Ｐｂ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５０３

Ｓｒ １０００ －０５２２

Ｚｎ １０００

　　注：在００５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在００１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３　结论

云南省凤庆县所产红茶、绿茶、普洱生茶和普洱

熟茶中重金属含量均低于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合

格率 １００％．各元素含量差异明显，含量高低顺序
为：ｗ（Ｆｅ）＞ｗ（Ｚｎ）＞ｗ（Ｃｕ）＞ｗ（Ｓｒ）＞ｗ（Ｎｉ）＞
ｗ（Ｐｂ）＞ｗ（Ｃｒ）＞ｗ（Ｃｏ）＞ｗ（Ａｓ）＞ｗ（Ｃｄ）．不同浸
泡时间所得浸出液中，Ａｓ和Ｃｄ均未检出，Ｃｏ，Ｆｅ，Ｎｉ
和Ｓｒ元素的质量浓度与浸泡时间呈正相关，Ｃｕ元
素的质量浓度与浸泡时间呈负相关，而Ｃｒ，Ｐｂ和 Ｚｎ
这３种元素与浸泡时间无明显相关性．降低茶叶的
浸泡时间可控制茶叶中 Ｃｏ，Ｆｅ，Ｎｉ和 Ｓｒ的摄入，且
有利于Ｃｕ的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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