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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归口。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中标合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梧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荣、朱玉、谢修平、胡正卫、鲍晓娇、罗达龙、赖秀梅、黄琳、李君、李夷

君、覃蓝、蒋德莉、文俊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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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堡茶陈化工艺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六堡茶陈化过程的资源能力、工艺、检验、文件与记录、标识与标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六堡茶的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45/T 1291 六堡茶加工与感官审评术语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32719.4 黑茶 第4部分：六堡茶

GB/T 30375 茶叶贮存

3 术语和定义

DB45/T 1291界定的相关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资源能力要求

4.1 设施环境

4.1.1 有长期的可供从事生产作业基地（可以租赁）。

4.1.2 仓库的平面布局和空间规划应满足陈化要求，应有茶仓布局平面图和六堡茶垛位图。

4.1.3 仓库的仓位应按顺序编号。

4.1.4 仓库应清洁、通风、避光、无异味。仓库周围应无异味气体污染。

4.1.5 仓库地面平整，应铺垫防潮材料。仓库应配备足够的衬垫板，可使储存物品与墙面和地面保持距

离。

4.1.6 仓库内不得混放原料、辅料、半成品、成品，不应存放可能造成相互污染或者串味的其他产品，

不应存储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其他易腐、易燃品。

4.1.7 仓库内应配备温湿度计，环境温湿度宜符合 GB/T 30375 的规定。应有防霉、防鼠、防虫设施。

4.2 设备

4.2.1 设备设施的配置、性能、精度应满足贮存、监测、检验、运输合格产品的要求；

4.2.2 应建立设施设备台账，制定设备设施维管理制度，编制维修保养计划，并组织实施，确保其处于

良好状态；设备设施的使用管理应满足卫生、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和相关体系文件的要求。

4.2.3 应在按规定周期开展计量检验设备的检定和校准工作，检定合格率应满足规定要求。

http://down.foodmate.net/standard/sort/3/49325.html
http://down.foodmate.net/standard/sort/3/493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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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人员

4.3.1 配备足够数量、经过专业培训、符合岗位工作要求的人员。

4.3.2 专业技术人员有能力基于批次原料茶质量状况和气候条件、车间的设施设备和配套的水电等资源

状况，调整现场工艺参数并适时进行技术指导，必要时可以外聘技术指导人员。

4.3.3 质量人员应定期检查人员、设备、场地的环境卫生状况，并做好加工过程质量管制与记录。

4.3.4 仓库管理人员应熟悉仓位状况，掌握仓内设施设备的使用方法，及时监控和调整仓内环境状态，

填写相关记录。

4.3.5 所有人员上岗前应已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合格证，并经过专门的岗位培训，其中，卫生

培训内容至少包括个人卫生、着装、个人行为要求等，合格后方可上岗。凡患有影响食品卫生的疾患者，

应调离本岗位。

4.3.6 应保持个人清洁，不得将无关的物品带入茶仓。

5 工艺

5.1 入仓

5.1.1 入仓前的茶叶应经过晾置，含水量＜18%。

5.1.2 仓库管理员接收入库需求后，确认仓位满足需求，并要求出具满足6.1要求的检测报告。复核要

求的，做好储存货位、装卸机具、人力的准备工作。

5.1.3 茶叶到达仓库时，仓管员应检查送货车辆（厢）状况并作好记录，出现异常时应及时与相关方联

系。来货车辆或车厢内若发现积水、油污、异味或其他异常情况，可拒收此茶叶。

5.1.4 来货茶叶外包装应完整完好，包装信息、生产日期等信息要求清晰可见。若发现变形、破损、受

污染、异味或其他异常情况，仓管员有权对其进行开箱验货。

5.1.5 装卸包装件时，必须轻放，不得倒置，不得抛摔，不得使用有损包装件的工具。在卸货、搬运、

堆码过程中，仓库管理员负责指导装卸工按事先约定的规范和货品包装上的指示标志进行操作。

5.1.6 仓库管理员办理入库手续，应在送货单据上按实际入库情况进行填写，并请承运人签字确认。茶

叶卸货完成后，客户、营销人员或技术人员、仓管员等多方人员共同对此批茶叶进行现场确认和茶叶信

息确认。

5.1.7 茶叶入仓完毕，仓管员应立即填写货垛卡、仓库保管帐，或将相关信息输入仓库管理系统，并妥

善保管相应单据。

5.1.8 茶叶正式入仓后，由茶仓统一管理。

5.2 陈化时间

5.2.1 入库的茶叶应先放入干仓陈化，保持温度18℃～28 ℃，相对湿度70%～90%，时间一般不少于4

个月，快速陈化工艺应符合相关存放条件及时间要求。陈化起始日期从六堡茶进入仓库开始计算。

5.2.2 干仓陈化后可根据客户需求，放入湿仓陈化，湿仓存放时间不超过3个月，陈化起始日期从六堡

茶进入仓库开始计算。

5.3 贮存

5.3.1 库内应对陈化的茶叶按分区、分类、分垛原则储存和管理。

5.3.2 茶叶宜采用堆垛方式，堆垛应有垫堆，茶叶毛重20公斤以下的，按不超过6层摆放；茶叶毛重20

公斤以上的，按不超过3层摆放；仓库可根据茶叶包装和规格等实际情况，与客户协商后，做茶叶堆垛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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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茶垛布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地距不少于0.1 m；

b) 墙距不少于0.5 m；

c) 垛距不少于1 m；

d) 柱距不少于0.3 m；

e) 顶距不少于0.5 m（平顶库高度以不影响垛顶通风和检查为宜）；

f) 灯距不少于0.5 m；

g) 主通道不少于2 m。

立体库货架储存也应参照以上要求，通道宽度应考虑机械作业需求。

5.3.4 应建立人员出入库管理制度，做好人员出入库记录，未经允许不得进入茶仓。

5.3.5 应在相对统一、明显的位置悬挂统一垛卡，保证垛与卡、卡与账的完全相符。

5.3.6 茶叶在库的管控措施应按本标准4.2的相关规定执行，如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做好记录。

5.4 倒仓

陈化过程中宜每6个月倒仓一次，定时翻堆，翻堆顺序由上到下，由内到外循环，也可按客户要求

适当调整。

5.5 出仓

5.5.1 仓管员凭《提货通知单》出货，在接到《提货通知单》后，核对信息无误准予出仓。

5.5.2 应根据单据与仓库管理系统信息等相关要求进行拣货。

5.5.3 出货的天气、车辆等要求应符合本标准入库的相关规定。

5.5.4 茶叶全部出仓、交接手续办理完毕后，仓管员开具出门单证。同时仓管员应及时对有关出仓信

息进行处理，并对单据进行有效保管。

6 检验

6.1 入仓检测

入仓前，应要求客户提供满足以下要求的检测报告。

a) 茶叶的含水率按GB 5009.3的规定执行，含水率应小于18%。

b) 茶叶的污染物按GB/T 2762的规定执行。

6.2 过程检验

6.2.1 环境检验

仓库应对过程运行环境进行分析，确定陈化过程需要控制的环境因素；并进行持续监视或定时测量，

并保持工作环境控制的监视与测量记录。

6.2.2 陈化质量检验

客户存储茶叶依据合同要求进行安排，无特殊要求的情况下每年一次并出具报告。

检验项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不同区域的茶篓之间的温湿度变化和通风情况；

b) 堆垛底层和其它层茶篓表面的水分变化；

c) 茶叶有无发热现象；



4

d) 其它感官问题。

6.3 陈化出仓检验

6.3.1 出仓检验

茶叶出仓前宜进行产品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检验项目和指标应满足 6.3.2 的要求。

6.3.2 产品指标要求

六堡茶感官和理化指标应符合GB/T 32719.4的规定。

六堡茶污染物限量指标应符合 GB 2762 的规定。

六堡茶微生物指标应符合表 1、表 2 的规定。

表 1 六堡茶大肠菌群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验方法

大肠菌群/（MPN/g） ≤3 GB 4789.3

表 2 六堡茶致病菌指标

项 目
采样方案及限量（若非指定，均以/25g 表示）

检验方法
n c m M

沙门氏菌 5 0 0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 5 1 100 CFU/g 1 000CFU/g GB 4789.10

注：

n 为同一批次产品应采集的样品件数；c为最大可允许超出 m值的样品数；m为致病菌指标可接受水平的限量值；

M 为致病菌指标的最高安全限量值。

6.4 质量问题处理

6.4.1 发现可能影响产品质量的问题时，仓库管理员应立即排查原因，采取纠正措施，同时对陈化中

的产品进行检查，必要时进行产品检验。

6.4.2 如产品质量已经受到影响，仓库应对问题产品进行隔离，并评估损害程度，同时及时通知客户

和相关方。

6.4.3 仓库应会同客户和相关方对问题产品进行分析，做出报废、降级或纠偏的处理结论。同时做出

是否存在可能继续产生类似损害的结论，若存在，应制定和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

6.4.4 对降级和纠偏的产品，应制定和记录问题及其处理措施，对产品加以特殊标识；结合产品检验判

断产品是否合格。

6.4.5 应保留质量问题处理措施验证记录。

7 文件与记录管理

7.1 管理文件

茶仓宜建立、实施和保持以下管理文件：

a) 茶仓管理岗位责任制；

b) 六堡茶在仓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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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出入库管理规定；

d) 仓库收费细则；

e) 茶仓商品台账登记管理规定；

f) 设施设备台账；

g) 设备设施维护管理制度；

h) 茶仓卫生管理规定；

i) 茶仓环境监测要求；

j) 产品检验要求；

k) 茶仓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l) 业务流程操作程序。

7.2 记录

7.2.1 茶仓应保持以下相应的陈化管理文件记录，包括但不限于：

a) 储存六堡茶台账记录，保留有名称、数量、入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

b) 储存六堡茶入库质量抽检记录；

c) 茶仓内温湿度记录；

d) 茶仓内检查情况记录。

7.2.2 相关记录可以为电子版或纸质版形式，陈化结束后应至少保留三年。

8 标志与标识

8.1 同一批次产品应统一产品标识，可追溯产品陈化日期、产地、代客存茶相关信息、检验记录等。

8.2 包装件储运标志按GB/T 191 规定执行，包装件收发货标志按GB/T 6388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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