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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不同产区普洱生茶中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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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ＩＣＰＭＳ法对产自云南西部保山、大理、临沧和德宏４个地区的普洱生茶及其茶汤中 Ａｌ，Ａｓ，Ｂａ，
Ｃｄ，Ｃｏ，Ｃｒ，Ｃｕ，Ｆｅ，Ｍｎ，Ｎｉ，Ｐｂ，Ｓｒ，Ｔｉ，Ｖ和Ｚｎ这１５种金属元素含量进行分析，研究不同产区普洱生茶金属元
素浸出特征．结果表明，不同产区普洱生茶样品中各元素含量差异明显，含量高低顺序为：ｗ（Ｍｎ）＞ｗ（Ａｌ）＞
ｗ（Ｆｅ）＞ｗ（Ｚｎ）＞ｗ（Ｂａ）＞ｗ（Ｃｕ）＞ｗ（Ｓｒ）＞ｗ（Ｔｉ）＞ｗ（Ｎｉ）＞ｗ（Ｐｂ）＞ｗ（Ｃｒ）＞ｗ（Ａｓ）＞ｗ（Ｖ）＞ｗ（Ｃｏ）＞
ｗ（Ｃｄ）；茶汤中各元素含量高低顺序为：ｗ（Ｍｎ）＞ｗ（Ａｌ）＞ｗ（Ｚｎ）＞ｗ（Ｃｕ）＞ｗ（Ｆｅ）＞ｗ（Ｎｉ）＞ｗ（Ｂａ）＞
ｗ（Ｓｒ）＞ｗ（Ｃｒ）＞ｗ（Ａｓ）＞ｗ（Ｃｏ）＞ｗ（Ｐｂ）＞ｗ（Ｔｉ）＞ｗ（Ｖ）＞ｗ（Ｃｄ），金属元素溶出难易程度与其含量之间
无正相关关系，其中Ｎｉ和Ｚｎ较易溶出，Ｂａ，Ｆｅ和Ｓｒ较难溶出，Ｔｉ，Ｖ和Ｃｄ基本不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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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Ｍｎ）＞ｗ（Ａｌ）＞ｗ（Ｚｎ）＞ｗ（Ｃｕ）＞ｗ（Ｆｅ）＞ｗ（Ｎｉ）＞ｗ（Ｂａ）＞ｗ（Ｓｒ）＞ｗ（Ｃｒ）＞ｗ（Ａｓ）＞ｗ（Ｃｏ）＞ｗ（Ｐｂ）＞ｗ（Ｔｉ）＞ｗ（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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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ＮｉａｎｄＺｎｗｅｒｅｅａｓｉｅｒｔｏ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ｗｈｉｌｅＴｉ，ＶａｎｄＣｄｗｅｒｅａｌｍｏｓｔｉｎｓｏｌｕｂ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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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洱茶不仅富含氨基酸、茶多酚、维生素等多种
有机成分，还富含各种常量及微量矿物质［１］．近年
来，因其具有显著的减肥降脂、抗肿瘤、抗炎等功

效［２－４］，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作为云南地理标志
性茶叶，不同茶叶产区普洱茶不仅茶叶中常量、微量

和稀土等元素含量差异明显［５－９］，而且相应茶汤中

矿质元素含量差异也非常显著［８－９］．
随着环境污染加剧，人们对食品安全越来越重

视，目前茶叶中金属元素质量安全标准涉及Ｃｕ，Ａｓ，
Ｃｒ，Ｃｄ，Ｐｂ，Ｆｅ和Ｚｎ等元素限量（见表１），茶饮料中
我国仅涉及Ｃｕ，Ｐｂ和Ａｓ元素限量（见表１）．饮茶是
将茶叶叶片浸泡后服用茶汤，而非直接服食茶叶叶



片，茶叶中金属元素含量不能完全反映饮茶摄入的

金属元素情况．因此，对茶叶及茶汤中金属元素含量
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寻找茶叶中金属元素浸出规律，

不仅有利于完善茶叶、茶饮料质量安全标准，还可为

人们科学饮茶提供依据．
表１　茶叶及茶饮料质量安全标准中金属元素的限量值

序号 类别 元素 限量／（ｍｇ·ｋｇ－１） 标准

１ 茶叶 Ｃｕ ３００ ＮＹ５１９６—２００２

２ 茶叶 Ａｓ ２０ ＮＹ６５９—２００３

３ 茶叶 Ｃｒ ５０ ＮＹ６５９—２００３

４ 茶叶 Ｃｄ １０ ＮＹ６５９—２００３

５ 茶叶 Ｐｂ ５０ ＧＢ２７６２—２０１２

６ 茶叶 Ｆｅ ３０００ 约旦标准

７ 茶叶 Ｚｎ ５００ 肯尼亚标准

８ 茶饮料 Ｃｕ ５０ ＧＢ１９２９６—２００３

９ 茶饮料 Ａｓ ０２ ＧＢ１９２９６—２００３

１０ 茶饮料 Ｐｂ ０３ ＧＢ１９２９６—２００３

本文通过对云南西部保山、临沧、德宏及大理４
大主要茶叶产区所产普洱生茶中矿质元素含量进行

分析，研究各产区普洱生茶及其茶汤中金属元素的

浸出特征，以期为普洱茶的地域特色提供科学数据，

并为其质量安全控制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及仪器
２０１４年在市场上买到云南省保山市普洱生茶

（ＢＳ）、临沧市普洱生茶（ＬＣ）、德宏州普洱生茶
（ＤＨ）及大理州普洱生茶（ＤＬ）４份．

重金属多元素混合标准溶液（Ａｌ，Ａｓ，Ｂａ，Ｃｄ，
Ｃｏ，Ｃｒ，Ｃｕ，Ｆｅ，Ｍｎ，Ｎｉ，Ｐｂ，Ｓｒ，Ｔｉ，Ｖ和Ｚｎ）购自美国
安捷伦公司（８５００－６９４０）；分析测试使用 ＩＣＰＭＳ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７７００ｅ，美国Ａｇｉｌｅｎｔ公司）；
内标溶液为Ｒｈ，Ｒｅ标准溶液（国家有色金属及电子
材料分析测试中心）；调谐溶液是 Ｌｉ，Ｃｏ，Ｙ，Ｃｅ，Ｔｌ
混合标准溶液（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５１８８－６５６４）．

实验用水为超纯水（ＭｉｌｌｉＱ纯水仪制备）；其他
试剂（优级纯）．
１２　仪器条件

ＩＣＰＭＳ工作条件．载气：１０３Ｌ／ｍｉｎ；雾化室温度：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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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蠕动泵：０１０ｒ／ｓ；采样
深度：１００ｍｍ；氦气流量：４３ｍＬ／ｍｉｎ；重复３次．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茶叶中重金属含量分析

精确称取茶叶干粉样品２０００ｇ，将其置于锥形
瓶中，加入比例为 Ｖ硝酸∶Ｖ高氯酸 ＝５∶１的混酸３０ｍＬ，
加盖浸泡过夜，在电热板上加热消解至无色澄清透

明，加热赶酸，冷却，以２％硝酸溶液多次洗涤定容
至２００ｍＬ．同法制得空白样品，每件样品平行３份．
１３２　茶汤中重金属含量分析

准确称取２０００ｇ茶叶样品（干粉）置于小烧杯中，
加入１００ｍＬ沸水浸泡１０ｍｉｎ，倒尽茶汤，在所得茶汤中
加入２ｍＬ浓硝酸进行酸化、浓缩，定容至１００ｍＬ，得
１浸液，待测．将茶叶残渣同法制得２浸液、３浸液，待
测．同法制得空白样品，每件样品平行３份．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茶叶中重金属元素分析
采用 ＩＣＰＭＳ法对云南省保山市普洱生茶

（ＢＳ）、大理州普洱生茶（ＤＬ）、临沧市普洱生茶
（ＬＣ）和德宏州普洱生茶（ＤＨ）样品中金属元素（Ａｌ，
Ａｓ，Ｂａ，Ｃｄ，Ｃｏ，Ｃｒ，Ｃｕ，Ｆｅ，Ｍｎ，Ｎｉ，Ｐｂ，Ｓｒ，Ｔｉ，Ｖ和
Ｚｎ）进行测定，结果见表２．

表２　茶叶中金属元素含量

茶叶样品
元素及质量分数／（ｍｇ·ｋｇ－１）

Ａｌ Ａｓ Ｂａ Ｃｄ Ｃｏ Ｃｒ Ｃｕ Ｆｅ Ｍｎ Ｎｉ Ｐｂ Ｓｒ Ｔｉ Ｖ Ｚｎ

ＢＳ ４３１６５００３５８ ２７６７０ ００３１ ０１２２ ０２３６ １２０５０１４６３８０ ３１６３１０ ３４５０ ０２２０ １４１５０ ４８５０ ０２０２ ３１１２０

ＤＬ ２９３２０００２５９ １２９５０ ００３９ ０２２０ ０３７３ １４７５０１７７４２０ ３０２２００ ３３２０ ０１８０ １１０５０ ３４４０ ０１４９ ３７６９０

ＬＣ ２４２８８００２２７ ９４６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９４ ０４２５ ９６４０ ８２０００ ６８５４３０ ３９５０ ０２６０ ４８１０ １５９０ ０１６４ ２１４７０

ＤＨ ４２３２９００２２０ １７０７０ ００７６ ０１６５ ０３８２ １５３５０２４８９１０ ３４９９６０ ４２２０ ０９６３ １３１７０ ７９５０ ０２５６ ３８４１０

　　表１结果表明，所测茶叶样品中各元素含量差 异明显，含量最高的Ｍｎ是最低的 Ｃｄ的２×１０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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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含量高低顺序基本表现为：ｗ（Ｍｎ）＞ｗ（Ａｌ）＞
ｗ（Ｆｅ）＞ｗ（Ｚｎ）＞ｗ（Ｂａ）＞ｗ（Ｃｕ）＞ｗ（Ｓｒ）＞
ｗ（Ｔｉ）＞ｗ（Ｎｉ）＞ｗ（Ｐｂ）＞ｗ（Ｃｒ）＞ｗ（Ａｓ）＞
ｗ（Ｖ）＞ｗ（Ｃｏ）＞ｗ（Ｃｄ）．元素含量高低顺序与瞿燕
等［５］、史等［６］、肖涵等［７］、辛文峰等［１０］的报道基

本一致．
４个茶叶产区所产普洱生茶中各元素含量均

低于质量安全限量标准（见表 １），合格率为
１００％．其中，保山市所产普洱生茶（ＢＳ）中 Ａｌ，Ａｓ，
Ｂａ和Ｓｒ含量最高，Ｃｄ和Ｃｒ含量最低；大理州所产

普洱生茶（ＤＬ）中 Ｃｏ含量最高，Ｍｎ，Ｎｉ，Ｐｂ和 Ｖ含
量最低；临沧市所产普洱生茶（ＬＣ）中 Ｃｒ和 Ｍｎ含
量最高，Ａｌ，Ｂａ，Ｃｏ，Ｃｕ，Ｆｅ，Ｓｒ，Ｔｉ和 Ｚｎ含量最低；
德宏州所产普洱生茶（ＤＨ）中 Ｃｄ，Ｃｕ，Ｆｅ，Ｎｉ，Ｐｂ，
Ｔｉ，Ｖ和 Ｚｎ含量最高，Ａｓ含量最低．不同产区茶叶
样品中元素含量差异明显，可能与各产区土壤背

景值有关［１１］．
２２　茶汤中重金属元素分析

云南省保山市、临沧市、德宏州和大理州所产普

洱生茶茶汤中金属含量见表３．

表３　各浸出液中金属元素浸出量

浸出液
元素及浸出量／（ｍｇ·ｋｇ－１）

Ａｌ Ａｓ Ｂａ Ｃｄ Ｃｏ Ｃｒ Ｃｕ Ｆｅ Ｍｎ Ｎｉ Ｐｂ Ｓｒ Ｔｉ Ｖ Ｚｎ

ＢＳ

１浸液 ３４４１０ ００６９ ０４３９ －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８ ３４７０ １９６０ ９９４３０ １９４１ － ０２６８ － － １０４６０

２浸液 １２３２０ ００３２ ０２６３ － － － １７９０ ２５６０ ４５０５０ ０９１６ － ０１６１ － － ５９７０

３浸液 ２７８６０ ００２４ ０１５６ － － － ０７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３７４０ ０３５０ － ００８４ － － ２５７０

ＤＬ

１浸液 ７０９３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６６ －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７ ２９３０ １２８０ ３６２５０ １３５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９３ － － ９９４０

２浸液 ２７９２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９ － ００６０ ０００２ ２１５０ １９００ ２３７７０ １０２５ － ００５７ － － ６６１０

３浸液 １９７６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８ － － － １０１０ ０８６０ ７０７０ ０３５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０ － － ２７００

ＬＣ

１浸液 ２０２１０ ００７９ ０１６５ － ００５０ ０２２７ ２７７０ ２１８０２６６５９０２２０２ ００２１ ０１５０ － － １０４５０

２浸液 １２５１０ ００２７ ０１０３ － ０００９ ０１５８ ２２７０ ２０９０１９２３６０１０２１ － ００９１ － － ７２９０

３浸液 ３６４０ － ００４０ － － ００５４ ０６８０ １９７０ ３６６００ ０３４６ － ００３３ － － ２０７０

ＤＨ

１浸液 ２９９２０ ００８４ ０３４５ － ００４７ ０１１７ ３９２０ ２８８０１０３５４０２５３８ － ０５１８ － － １３３２０

２浸液 １２３９０ ００５２ ０２２４ －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５ ２１７０ １４３０ ６３７７０ １３３９ － ０２５７ － － ８５００

３浸液 ６４４０ ０００８ ０１２８ － － － ０８７０ １７７０ １９０９０ ０３１４ ００１９ ０１４９ － － ４９６０

　　注：“－”示未检出．

　　由表３可知，１，２，３泡浸液的茶汤中均未检出
Ｃｄ，Ｔｉ和 Ｖ，Ｃｕ，Ａｓ和 Ｐｂ含量均低于茶饮料质量
安全标准中金属元素限量（见表 １）．Ｍｎ，Ｚｎ，Ｃｕ，
Ｎｉ，Ａｓ，Ｂａ，Ｃｏ，Ｃｒ，和 Ｓｒ元素在１，２，３浸液中含量
逐次递减（见图１）．Ａｌ除在保山市普洱生茶 ３浸
液中含量高于２浸液外，在其余３个茶叶产区普洱
生茶中均呈现逐次降低的趋势，其差异可能源于

茶叶样品中 Ａｌ形态差异．Ｆｅ在３次浸出液中含量
没有明显下降，且在保山、大理普洱生茶２浸液中
含量均高于１浸液，在德宏普洱生茶３浸液中含量
高于２浸液，临沧普洱生茶中３次浸出液中 Ｆｅ含
量趋近一致，Ｆｅ元素在３份浸出液中含量变化无
明显规律，可能与不同茶叶产区 Ｆｅ元素土壤背景
值［１２］及其在相应茶叶中存在形态差异有关．Ｐｂ在

保山普洱生茶茶汤中未检出，在临沧普洱生茶茶

汤中仅在１浸液中检出，在德宏普洱生茶茶汤中
仅在３浸液中检出，在大理普洱生茶茶汤中在１，３
浸液中检出，４个不同茶叶产区普洱生茶茶汤２浸
液中均未检出，Ｐｂ在不同产区茶叶茶汤中的含量
差异明显，可能与 Ｐｂ在茶叶中不同的存在形态有
关，茶叶开始浸泡时，叶片尚未完全舒展，水未能

完全浸透液体，因此１浸液中 Ｐｂ可能来自茶叶表
面，源于空气沉降、汽车尾气、工业污染等外源性

因素，较易浸出．随着茶叶浸泡次数增加，茶叶中
大部分外源及活泼 Ｐｂ已被洗去，因而，３浸液中
Ｐｂ可能来自茶叶本身，源于土壤 －茶树迁移转化
等内源性因素，较难浸出［１３－１４］．

以１，２，３浸出液中金属元素含量之和为茶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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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浸出金属元素含量进行计算．４个不同茶叶产区
普洱生茶茶汤中总金属含量差异明显（图 １），含
量高低顺序基本体现为：ｗ（Ｍｎ）＞ｗ（Ａｌ）＞
ｗ（Ｚｎ）＞ｗ（Ｃｕ）＞ｗ（Ｆｅ）＞ｗ（Ｎｉ）＞ｗ（Ｂａ）＞
ｗ（Ｓｒ）＞ｗ（Ｃｒ）＞ｗ（Ａｓ）＞ｗ（Ｃｏ）＞ｗ（Ｐｂ）＞
ｗ（Ｔｉ）＞ｗ（Ｖ）＞ｗ（Ｃｄ），与茶叶中金属含量高低
顺序差异明显，说明不同金属元素在茶汤中溶出

难易程度差异明显．不同茶叶中，各金属元素溶出
差异明显，在保山普洱生茶茶汤中 Ｂａ，Ｆｅ和 Ｓｒ含

量最高，Ｃｏ，Ｃｒ和 Ｐｂ含量最低；在大理普洱生茶茶
汤中 Ａｌ，Ｃｏ和 Ｐｂ含量最高，Ａｓ，Ｂａ，Ｆｅ，Ｍｎ，Ｎｉ和
Ｓｒ含量最低；在临沧普洱生茶茶汤中 Ｃｒ，Ｍｎ和 Ｎｉ
含量最高，Ａｌ和 Ｃｕ含量最低；在德宏普洱生茶茶
汤中 Ａｓ，Ｃｕ，Ｎｉ和 Ｚｎ含量最高．不同产区茶叶与
茶汤中金属元素含量高低顺序差异明显，仅 Ｃｒ，Ｃｕ
和Ｍｎ在茶叶及茶汤中含量高低顺序一致，其余元
素可能因不同形态含量差异致使在茶叶及茶汤中

含量高低顺序不一致．

　　各元素在茶叶中浸出率差异明显，其中 Ｎｉ浸
出率最高，均为８０％以上；其次是 Ｚｎ，浸出率均高
于５０％；除Ｔｉ，Ｖ和Ｃｄ均未检出外，Ｂａ，Ｓｒ和Ｆｅ浸
出率也均低于１０％．茶汤中各元素浸出率高低顺
序体现为：Ｎｉ＞Ｚｎ＞Ｍｎ＞Ｃｕ＞Ａｓ＞Ｃｏ＞Ｃｒ＞Ａｌ＞
Ｐｂ＞Ｓｒ＞Ｆｅ＞Ｂａ＞Ｔｉ＞Ｖ＞Ｃｄ，与茶叶及茶汤中金
属元素含量高低顺序均不一致（图 ２）．在茶叶及
茶汤中含量最高的 Ｍｎ，浸出率仅达到５０％左右，
低于 Ｎｉ和 Ｚｎ．其中 Ｃｒ和 Ｐｂ在不同茶叶中浸出率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相对标准偏差超过

１２０％，Ｐｂ浸出率的差异可能与不同产区茶叶中
Ｐｂ存在形态有关，Ｃｒ浸出率的差异除与存在形态

差异有关外，可能还与含量较低、检测误差较大有

关．Ｎｉ和 Ｃｕ浸出率相对标准偏差低于２０％，可能
说明４个产区的茶叶中 Ｎｉ和 Ｃｕ存在形态差异较
小．其余元素相对标准偏差均处于２５％ ～６３％之
间，这可能与 Ａｌ，Ａｓ，Ｂａ，Ｃｏ，Ｆｅ，Ｍｎ，Ｓｒ和 Ｚｎ的土
壤背景值差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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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不同产区普洱生茶样品中各元素含量差异明

显，含量高低基本表现为：ｗ（Ｍｎ）＞ｗ（Ａｌ）＞
ｗ（Ｆｅ）＞ｗ（Ｚｎ）＞ｗ（Ｂａ）＞ｗ（Ｃｕ）＞ｗ（Ｓｒ）＞
ｗ（Ｔｉ）＞ｗ（Ｎｉ）＞ｗ（Ｐｂ）＞ｗ（Ｃｒ）＞ｗ（Ａｓ）＞
ｗ（Ｖ）＞ｗ（Ｃｏ）＞ｗ（Ｃｄ）．不同产区普洱生茶茶汤中
各元素含量差异明显，含量高低顺序基本体现为：

ｗ（Ｍｎ）＞ｗ（Ａｌ）＞ｗ（Ｚｎ）＞ｗ（Ｃｕ）＞ｗ（Ｆｅ）＞
ｗ（Ｎｉ）＞ｗ（Ｂａ） ＞ ｗ（Ｓｒ） ＞ ｗ（Ｃｒ） ＞
ｗ（Ａｓ）＞ｗ（Ｃｏ）＞ｗ（Ｐｂ）＞ｗ（Ｔｉ）＞ｗ（Ｖ）＞
ｗ（Ｃｄ），与茶叶中金属含量高低顺序差异明显，说明
不同金属元素在茶汤中溶出程度差异明显．茶汤中
各元素浸出率高低顺序体现为：Ｎｉ＞Ｚｎ＞Ｍｎ＞Ｃｕ＞
Ａｓ＞Ｃｏ＞Ｃｒ＞Ａｌ＞Ｐｂ＞Ｓｒ＞Ｆｅ＞Ｂａ＞Ｔｉ＞Ｖ＞Ｃｄ，
与茶叶及茶汤中金属元素含量高低顺序均不一致，

金属元素溶出率与含量之间无明显相关性，主要表

现为Ｎｉ和 Ｚｎ较易溶出，溶出率超过５０％，Ｂａ，Ｆｅ
和Ｓｒ较难溶出，溶出率低于１０％，Ｔｉ，Ｖ，和 Ｃｄ基本
不溶出，在茶汤中均未检出．各金属元素在茶汤中溶
出的难易程度可能与其在茶叶中的存在形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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