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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定两个等级的三种绿茶中九种矿物质元素含量

赵立艳"

!曹婵月"

!陈贵堂!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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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0

!胡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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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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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江苏 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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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财经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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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科大学药学院!江苏 南京
!

0"///=

摘
!

要
!

绿茶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是传统的健康饮品之一#采用
SAV-;U1

法测定了两个等级三

个品种的绿茶中
(<

!

B8

!

K2

!

G9

!

A5

!

G

D

!

A8

!

AE

和
;&

九种元素含量!结果表明不同品种绿茶中各种矿物

质元素含量存在一定的差异!同一品种不同等级的绿茶矿物质元素含量也有所不同#研究结果不仅对人们

日常饮茶的选择提供了一定科学依据!同时对绿茶的品种鉴别以及等级评价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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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立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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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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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在世界上的种植面积比较大!世界上大约有
!/

多

个国家种植茶叶!除了人们习惯的直接冲泡的方式外!茶饮

料产品在市场上也是琳琅满目!是被广大消费的饮料!茶叶

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饮料已经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喝茶有助

于健康的理念已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绿茶是指未经发

酵!经杀青"揉拧"干燥等工艺制成的!成品的色泽冲泡后

的茶汤较多的保存了鲜茶叶的绿色主调#另外!绿茶特定的

加工工艺较多的保留了鲜叶内的天然物质(

"

)

!其中茶多酚"

咖啡碱保留鲜叶的
*,[

以上!叶绿素保留
,/[

左右!维生素

损失也较少!从而形成了绿茶
�

清汤绿叶!滋味收敛性强
�

的

特点#目前的一些研究结果表明!绿茶中保留的天然成分!

具有抗衰老"抗肿瘤"杀菌"消炎等作用(

0-.

)

!这些功能为其

他茶类所不及#

茶叶含有多种营养成分!主要有蛋白质和氨基酸"糖类

与脂类"多种维生素!以及各种矿物质!都是人体不可缺少

的营养物质#饮茶可以很好地补充人体某种营养素的不足!

有利于人体的健康#茶叶中含有多种矿物质元素!有钠"钾"

铁"铜"磷和氟等
0*

种#这些无机物质在茶叶中的含量是

#[

&

.[

!其在热水里能被溶解的有
+/[

&

./[

!其中大部

分元素是对人体健康必不可少的成分#

农产品的品质与其生长的环境密切相关!因此!一个地

区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条件决定了这个地区所生产的农产

品具备特有的质量与品味(

*-"/

)

#根据地球化学区划!我国已

出现许多名优原产地和产品群落(

""

)

#对农产品原产地的判

定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源头保障!可保障消费者获得农产品

的真实信息!是市场准入的基础#食品安全或者农产品安全

的溯源体系的建立!其中原产地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之

一#

生物样品的元素分析方法很多!尤其是随着现代仪器的

发展!新型的分析技术不断涌现#目前广泛使用的有色谱分

离技术和光谱检测技术以及二者相结合的联用技术!如高效

液相色谱%

?VOA

&"快速蛋白液相色谱%

KVOA

&"气相色谱

%

WA

&"超临界流体色谱%

1KA

&等与光谱检测如原子吸收光谱

%

;;1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SAV-G1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原子发射光谱%

SAV-;U1

&等联用技术!这些方法的灵敏度

达
)D

和
9

D

级#随着现代仪器的发展以及分析要求的不断提

高!紫外检测%

a$

&和火焰原子吸收光谱%

K;;1

&已经不适合

某些生物和环境样品的检测!因为这些检测器灵敏度达不到

要求#近年来!

SAV-;U1

"

SAV-G1

在环境"生命科学相关样

品分析"尤其是元素的形态分析中的应用逐渐增多(

"0-"#

)

#

本文利用灵敏度高"准确度高"可以同时检测多种矿物

质的
SAV-;U1

法检测了两个等级三个品种共六种绿茶的矿

物质元素含量!目的是了解不同品种以及不同等级绿茶的矿

质元素的差异!为消费者在绿茶选择时提供科学的依据!同

时为绿茶的鉴别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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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和材料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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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80"//N$

全谱直读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

原子发射

光谱仪%

V25J<9U&C25

公司!美国&!高压密封消解罐%

V>-

KU

&#

龙井采于杭州西湖地区!碧螺春采于江苏苏州!雨花茶

采于南京江宁#

0

!

实验方法

&%$

!

样品处理

准确称取两种等级的龙井"碧螺春"雨花茶各
/',///

D

!分别置于高压密封消解罐中!往每个消解罐中慢慢加入
.

CO+,[

硝酸和
"CO!/[

双氧水!把盖拧紧放入
"//p

烘

箱中消解
"/C<9

!然后保持
"/C<9

#消化完毕后!取出消化

液冷却!然后将消化罐的盖打开!待白烟全部冒尽!得到澄

清液!消解液转移到
"/CO

的容量瓶中!用蒸馏水定容!摇

匀!同时作试剂空白液!供
SAV-;U1

测定#

&%&

!

#URECQ@

仪器工作条件

仪器工作条件为'入射功率
"!//M

!冷却气流量
",O

,

C<9

e"

!辅助气
/'0O

,

C<9

e"

!雾化器流量
/'*O

,

C<9

e"

!样品提升量
"',CO

,

C<9

e"

!观测高度为自动优化!等

离子体观测为轴向#分析线波长是根据样品来源!分析样品

中存在的离子及各元素间的干扰情况以及仪器对该种元素的

检测灵敏度而确定#

!

!

结果与讨论

A%$

!

实验结果

本研究采用
SAV-;U1

方法分析了两种等级的龙井"碧

螺春"雨花茶中九种元素%

(<

!

B8

!

K2

!

G9

!

A5

!

G

D

!

A8

!

AE

和
;&

&含量!结果见表
"

!测定结果表明不同品种的绿茶及同

一品种不同级别的绿茶矿物质元素的含量存在着显著差异#

比如一级碧螺春中
K2

和
A8

的含量明显高于其他品种!而雨

花茶中的
G9

和
G

D

含量高于其他品种的绿茶!同时同一品

种不同等级的茶叶在各种矿物质元素含量上也有显著的区

别!本研究中选用的两个等级碧螺春在矿物质元素含量上的

差异尤为明显#

?*>7,$

!

Q7,1,0+/30+,0+35<*.(39:

)

.,,0+,*

一级龙井 二级龙井 一级雨花 二级雨花 一级碧螺春 二级碧螺春 吸收波长*
9C

(< ,'#! 0'*= !',! #'*+ *'/# 0'.= 0!"'+/#

B8 ,'#= *'"" "#'"+ .'/, .',! #'!# 0!!',0.

K2 ,*'0* ,!'"0 .+'"! +='/= ""/'+ #='!, 0!*'0/#

G9 !!. !=.'+ #*#'0 !+"', #.+ ".,'0= 0,.'+"/

A5 0'=# ! !'/! !'/. !'#0 !'0. 0+.'."+

G

D

*0/'0 ="*'0 "//"'! =0*'" *=0 **='. 0*,'0"!

A8 "!=+ "!=+ ",,#'. "###'* ".#+ "/*#'. !".'=!!

AE +',. +'#+ ='=# "/'! "0'*. *'.* !0.'!=!

;& "0.',* "./'" "0+'"! "*/'** ".,'** "!='#, !=+'",!

A%&

!

分析讨论

茶中矿物质%以灰分算含量&占有
#[

&

+[

!其中钾盐

约占有
,/[

"磷酸盐占
",[

!而且茶叶中含有人体必需的

"#

种微量元素(

"!

)

#现代中药有效化学成分新学说的理论认

为!从配位化学角度分析!其中的有机成分分子一般是与无

机金属离子形成配合物"缔合物或其他更复杂的化合物!并

通过协同作用或拮抗作用增强药物的疗效!减少副作用!茶

叶有效作用的发挥!也与其有效成分的综合协同作用有关#

茶叶含有生物碱"维生素"多羟基化合物"茶多酚以及
G9

!

9̀

!

AE

!

K2

和
12

等微量元素!其他营养素与这些微量元素

呈配合状态存在!正是多种营养素的协同作用才使茶叶呈现

出其独特的功效(

",-".

)

#由此可以看出!茶叶中的微量元素是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微量元素铜对人体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缺乏铜会使造

成造血系统受到干扰#成年人每天需要铜
0

&

!

D

!如果每天

喝茶
,

&

+

杯!就可以满足每天需要量的
.[

左右#铁在茶叶

中含量很高!铁在人体内含量虽然很少!但是其生理功能极

为重要!铁是构成血红蛋白"肌红蛋白和一些酶的必要成

分!所以有人认为饮茶可以预防贫血#茶叶中还含有人体必

需的微量元素锌!锌是人体内碳酸酐酶的组成成分!可以直

接影响蛋白质的合成!人体缺锌会导致免疫功能下降!引起

多种疾病!每天饮茶五杯!可满足人体需要量的
"/[

左右#

人体所有组织都含有锰!每
"//CO

血液中含锰
0/

&

",/

'

D

!

能促进某些维生素及酶的代谢!而且锰在人体内还参与造

血!因此锰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成分!每天饮茶
,

&

+

杯!

从茶叶中可得到
"'*C

D

!相当于每日需要量的
#,[

#

!!

从本研究的结果看!各品种绿茶的矿物质元素含量有所

差异!这可能与不同品种的绿茶基本上富有各自地方特色!

而且生长环境的不同对茶叶中元素含量会有影响$另外!茶

叶中营养成分也会随着季节变化而发生变化!不同部位的营

养成分的含量也会有所差别!这也许就是同一品种不同等级

茶叶矿物质元素含量存在差别的原因所在#因此!本研究结

果提示!饮茶不仅要考虑个人对茶的感官品质上的嗜好!更

有结合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品种!使茶更好的发挥其

特有的生理功能$同时!由于目前市场上经常出现一些茶叶

以次充好的现象!从本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不同品种不同等

级的绿茶在矿物质元素含量上存在一定差异!这可以为茶叶

的等级评价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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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