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菊茶、薄荷茶、茴香茶……这些花果茶名字听起来很“小
清新”。德国权威机构最新调查却发现，德国市场流行的这类花果
茶含有超标的有毒物质——— 吡咯里西啶类生物碱(PA)，若长期饮用
可能伤身。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7月15日说，研究人员选取221
种德国市场上常见花果茶样品进行了检测，包括茴香茶、甘菊茶、
薄荷茶、荨麻茶等，而红茶、绿茶等因样本数量过小，风险分析时未
予考虑。专家建议，饮品选择应多样化，不要长期只饮某一种茶。

B04
2013年7月30日 星期二

编辑：尹明亮

美编：宫照阳 组版：韩舟

茶
之
道

警
惕

一些花果茶含有害物质

盛夏喝茶是不少人的消暑良
方。手捧一杯暖暖的绿茶，看着杯
中的绿叶碧汤，让人仿佛置身于一
方清凉的世界，心境格外舒爽。

天气越来越热，一些茶叶专柜
的销量也跟着“热”了起来。在济南
茶叶市场圣谷山茶叶专卖店，各种
品种的绿茶摆放在货架上。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进入夏季以来，绿茶
卖得非常好，“主要是天气热了，绿
茶能消暑败火，所以很受市民青
睐。还有不少企业会定购消暑茶发
给员工。”该工作人员说。记者发
现，不少消费者进店就会咨询什么
茶叶适合夏天喝，在工作人员的推
荐下，大部分人会选择绿茶、茉莉
花茶等性质比较凉的茶叶。

据日照茶叶商会副秘书长、圣
谷山总经理高建华介绍，按照茶行
业内的说法，通常将春茶之后采摘
的茶叶鲜料制成的茶称为“消暑
茶”。消暑茶大量销售的时间通常
只有两个多月，与春茶、秋茶相比，
消暑茶的价格通常比较便宜。由于
夏季气温较高，茶树芽叶中多酚类
物质积累较多，故消暑茶冲泡后喝
起来不如春茶鲜爽，而显得比较苦
涩。

“绿茶是未经发酵处理的茶
叶，叶身颜色翠绿，香气清幽，冲泡
出来的茶水更是青翠莹碧。”三千
茶农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夏远志
指出，由于天气热，出汗多，此时适
宜喝绿茶来消暑。绿茶清鲜爽口，
滋味甘香，并略带苦寒味，具有消
热解暑、去火降燥、生津止渴的功
能。此外，绿茶营养价值极高，富含
维生素、氨基酸、矿物质等营养成
分。

夏远志总经理指出，绿茶等消
暑茶虽好，但饮茶也要讲科学。因
为发酵程度较低，这些茶叶内含物
质被破坏得比较少，较多保留了其
原始的性质，刺激性比较强，因此
不适宜空腹饮用，胃溃疡病患者、
过敏体质和体寒者不宜多喝。

(本刊记者 佟霞)

酷热来袭
消暑茶热销

上万读者参与问卷调查，掀起活动高潮

““茶茶叶叶品品牌牌评评选选””投投票票火火热热进进行行
本报讯 由本报、山东

省茶文化协会、中国北方茶
博会组委会等单位联合主
办的“首届山东人最喜爱的
茶叶品牌评选”进入投票阶
段以来，活动热线就响个不
停，网络、信件等投票也进
行得如火如荼。截至昨天，
共有超过10000名读者参与
品牌调查问卷，将活动推向
了又一个高潮。

据介绍，本次评选活动
在业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为

推进品牌企业发展、弘扬茶
文化提供了广阔平台。在调
查问卷投票中，各大茶企的
票数交替上升，竞争异常激
烈，截至29日下午5时，碧波、
圣谷山、高家山黑茶、景阳
青、白沙溪黑茶、三千茶农、
淞晨、雪青、御青等品牌在
排行榜上处于领先地位，得
到了消费者的广泛认可。

此次活动也受到了广大
读者的一致好评。淄博的陈
先生来信表示：“通过贵报的

报道，我们对茶叶历史和茶
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
茶叶品牌也有了更多的了
解。”除了积极投票外，不少
读者也对茶叶消费市场提出
了不少建议，希望有关部门
加大监管力度，规范茶叶市
场，为消费者打造放心的茶
叶消费环境。

目前，活动投票正
在火热进行中，主办
方设置了网络、信件
等投票方式，读者

可通过登录齐鲁晚报网http：
//www.qlwb.com.cn，进入专
题网页进行投票，也可将调
查问卷填写完毕后邮寄至：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6122号
齐鲁晚报健康编辑室 (邮编
250014)，参与投票。同时，主
办方设置了幸运读者30名，

将通过随机抽取产生，分
别奖励价值一千元

的精美奖品。
(本刊记者)

侯国云 蔡飞

历史上山东地区较大规
模的种茶是从唐朝开始的。杨
晔在《膳夫录》中记载：“茗系盐
铁，管榷存焉。今江夏以东，淮、
海之南皆有之”。“海”，旧指海
州，唐属河南道，又称东海郡，
包括山东日照一带。可见，中唐
时期，山东日照地区已经栽种
茶树，所产的茶叶已经像食盐
一样成了官府的统管物资和
赋税之源。

到了晚唐时期，山东的
茶叶种植已经不仅局限于日
照，而又继续向北延伸，五
莲、胶南一带已经有了茶园。

“有客朱峰隐，积荫学种茶。
自喜三园地，能衣万户家。如
今辞别去，两泪润清霞”(《崔
氏遗诗》崔道古·大竹山别友
人茶园)，诗中提到的朱峰就
是今天与日照毗邻的胶南的
大珠山和小珠山。

明朝万历初年黄一正所
写的《事物绀珠》列举了全国96

种名茶，山东的莱州茶和日照
茶不仅登上了当时的茶叶名
录，而且进入了名茶行列。

历史上山东茶叶的种
植、栽培与加工却一直没有
形成较大规模。一方面是由
于北方气候严寒，茶树越冬
困难；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历
史上我国北方战乱连连，茶
树规模化种植屡遭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
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山
东对茶叶的需求量越来越
大，茶叶供用十分紧缺。因
此，从1956年开始，时任山东
省省长的谭启龙同志便提出
进行“南茶北引”，并开始了
初期的试种工作。

纵观“南茶北引”五十年
来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
四个阶段。1956年至1968年是
第一阶段，属于引种试验时
期。1956年秋，山东从安徽黄
山购进茶苗5000株，但大部
分在运输途中被冻坏，引种
没有成功。1959年，日照市莒

县(当时属于临沂地区)又引
进4斤茶种进行试种。由于南
方茶苗很难适应北方的低温
天气，加之又缺乏经验，从
1956年到1959年进行的引种
几乎是以失败告终，能够存
活下来的少之又少。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几十
年不遇的寒潮突袭山东，再
加上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
害，“南茶北引”工程更是雪
上加霜。但是困难并没有吓
退山东人种茶的决心，在谭
启龙同志的倡导下，山东省
人民政府和省直有关部门再
次启动实施“南茶北引”工程，
在专家与技术人员深入考察
的基础上，选择了以日照、五莲
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以乳
山、荣成为中心的半岛地区和
以蒙阴、沂源为中心的鲁中南
地区等，开展了大规模的引
种实验。试种区各届政府投
入人力、物力进行反复的引
种实验，中国科学院茶叶研
究所和南方茶区派专家和技

术人员到山东协同攻关，终
于找到了一系列适合山东茶
树种植栽培的措施。

1969年至1983年为第二阶
段，是大面积发展茶园的时期。
据山东省统计年鉴资料显示，
到1983年山东省茶叶种植面积
达到3070公顷，茶产量达到1200

吨，其中日照市1983年茶叶种
植面积达到1246公顷，茶产量
达到789吨；1984年至1990年是
第三阶段，因为承包不当、管
理不善和自然灾害等原因，
茶叶面积和产量徘徊不前，
并有所下降。到1990年，山东
省茶叶种植面积仅有1230公
顷，茶产量仅为700吨，其中
日照市1990年茶叶种植面积降
为701公顷，茶产量降为326吨；
1990年至今是第四阶段，由于
政府引导得力，茶叶经济又恢
复生机，发展迅猛。到2006年山
东省茶叶种植面积已达到
15740公顷，茶产量达到8000吨，
其中日照市茶叶面积达到6225

公顷，茶产量达到4749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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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照照茶茶叶叶种种植植的的起起源源与与历历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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