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俗话说，春茶如宝。每年此
时，茶叶市场都要迎来一波旺
季。近日，记者来到北京著名的
马连道茶叶一条街调查发现，多
年来，春茶市场的种种乱象仍然
毫无改进。

产地都很含糊

一条街，四五十家小店，几乎
个个贴着“春茶上市”、“春茶到
货”的宣传；几个大茶叶城里，多
数商铺也挂出了“春茶”招牌。在
一家店内，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
尽管外形相似，但普通新茶、“春
分茶”、“明前茶”各有不同价格，
便宜的七八百元一斤，较好的一
斤2000元左右，更好的还有七八
千元一斤的。

走访中，记者看到，不少店铺
出售的春茶都是散茶，被随意盛
装在纸箱或塑料袋中。无论是纸
箱或塑料袋上，都没有标注生产
日期、产地信息，更没有“QS”食
品生产许可标识。当被问及这些
茶的来源时，商家便含糊地说是
原产地直接寄过来的。

电子商务的普及壮大，让网络
成为茶叶买卖的一大平台。在淘
宝网上，卖春茶的商户达几千家，

“明前特级碧螺春”、“正宗西湖龙
井新茶”、“正宗信阳毛尖”等产品
宣传比比皆是，且销量火暴。一家

名为“清承堂茶叶旗舰店”的网店，
每月成交量可达两万笔。

采访中，吴裕泰茶庄的一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通常新茶最
便宜也要七八百元一斤，有些品
牌茶企的高端产品甚至能卖到上
万元。“市面上那些三四百元一斤
的，不太可能是新茶，因为成本都
不够。售价特别低的小网店，很
可能会在新茶中掺陈茶，有的甚
至直接拿陈茶当新茶卖，偷梁换
柱，反正你看不见也摸不着。”

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
所研究员林智介绍，春茶，特指立
春后、立夏前采制的茶叶，是一年
中品质、口感最好的茶叶。除黑
茶外，不同茶类都有“春茶”之说，

但以讲究喝新茶的绿茶最为典
型，比如西湖龙井、洞庭碧螺春、
黄山毛峰、太平猴魁、信阳毛尖等
就备受春茶市场青睐。

原国家茶叶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沈红则表
示，茶叶的价格与产地、采摘时
间、采摘部位、工艺密切相关。传
统核心产地凭借特有的自然条
件，出产的茶品质稳定，所以价格
较高。此外，一芽一叶的，比一芽
两叶采摘的价格更高；清明前采摘
的，比其他时间的更贵；纯手工的
比机器加工的更费人力成本，价格
也更高。其他如主打有机概念的
茶叶，从种植、选料、加工、营销等
方面投入较大，这些成本同样要摊
入最终价格。太便宜的茶叶品质
不能保证，但也不要认为贵茶就是

好茶，有些春茶虽不出自核心产
区，但只要气候、土壤、品种较好，
也可以做到高品质。

专家指出，除价格外，春茶市
场最常见的问题无非三大类：名
茶难辨真假，陈茶当新茶卖，散茶
无法溯源。

京浙茶城一位从事茶叶批发
生意十几年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我国的茶叶主要产自江苏、浙江、
福建、江西、安徽、四川等地。江浙
一带今年天气较冷，有些区域3月
底还在下雪，这会造成茶叶最嫩的
芽头部分受损，所以今年的茶叶市
场上，不应该有大量产自江浙地区
的春茶，尤其是明前茶。实体店和
网店大量售卖的明前龙井等，很
难不让人产生怀疑。

“一般情况下，当年卖不出去
的茶，第二年再次售卖要做降级
处理，但也不排除有些不良商家暗
做手脚，借此牟取暴利。”沈红表
示，“陈茶当新茶卖”、“翻新茶”是
最主要的两种方式。陈茶味道虽
没有那么新鲜，但如果注意冷藏，
口感还说得过去；但翻新茶需要用
工业颜料和香精进行再加工，可能
会给身体带来潜在伤害。

散装茶叶无法溯源带来的最
大问题是潜在安全隐患。沈红表
示，国家只抽检有包装的茶叶，对
散装茶叶还没有有效的监管方

法，即使发现问题也多为引导，没
有制止的实质办法。一般情况
下，大品牌的商家会记下每批茶
叶的明确来源，即使散装问题也
不大，但小店铺就不好说了。

买茶挑选有门道

专家表示，想要挑到满意的
新茶。首先，看叶片。叶子肥壮
厚实，有较多毫毛，未泡时，叶片
裹得较紧，泡开后，汤色嫩绿清澈
即为新茶。陈茶外形通常比较松
散，色泽呈暗黄色或暗褐色，汤色
黄暗，清澈度低。其次，闻茶香。
茶叶香气会随时间慢慢钝化，抓
一捧茶放在手心，哈一口热气，新
茶闻起来有股清香，而陈茶没有
清香。最后，尝口感。新茶喝起
来口感鲜爽，陈茶喝起来沉闷，还
有一股陈气。

“新茶虽好喝，但也不要贪
杯。”沈红提醒，刚加工的茶叶存有
火气，需储存一段时间才会消失，
因此，过量饮用新茶容易使人上
火。新茶中的茶多酚、咖啡碱含量
较高，容易对胃产生刺激，如果经
常饮用新茶，有可能出现胃肠不
适。胃不好的人，应少喝加工后存
放不足一个月的绿茶。还需要注
意的是，并非所有种类的茶都是新
的好，比如普洱等黑茶适当陈化
后，品质会更好。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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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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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5月19日部分蔬菜批发市场价格行情
单位：（元/公斤）

本报讯 张勇 据农业部监
测，5月18日，全国农产品批发价
格指数为203.49，比前一天上升
0.91个点，其中，“菜篮子”产品批
发价格指数为205.06，比前一天
下降0.89个点。

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
均价格为26.75元/公斤，与前一
天基本持平；牛肉52.72元/公斤，
比前一天上升0.4%；羊肉45.25
元/公斤，比前一天上升0.8%。重
点监测的28种蔬菜平均价格为

3.56元/公斤，比前一天下降
0.6%；重点监测的7种水果平均
价格为5.21元/公斤，比前一天下
降0.4%。

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
点监测的60个品种中，与前一天
相比价格升幅前五名的是：油菜、
菠萝、鲤鱼、草鱼和豆角，幅度分
别为 3.5%、3.3%、3.1%、2.9%和
2.5%；价格降幅前五名的是：大
葱、巨峰葡萄、芹菜、香菇和葱头，
幅度分别为3.9%、3.4%、

本报讯 张勇 近日，北京
市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北
京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
同比上涨1.4%，涨幅比上月微降
0.2个百分点。其中此前高位运
行的鲜菜价格大幅回落，成为拉
低CPI涨幅的主要原因。

具体来看，4月食品烟酒价
格环比下降2.2%，影响CPI下降
约0.57个百分点。其中，鲜菜价
格下降23.1%，影响CPI下降约
0.66个百分点；而猪肉价格上涨

3.4%，烟酒价格下降0.4%。其他
七大类价格环比“五升二降”，其
中交通和通信、其他用品和服
务、居住、医疗保健、生活用品及
服务价格环比上涨，衣着、教育
文化和娱乐价格环比下降。

北京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总体上看，本月物价水平
依旧处在合理区间，鲜菜价格大
幅下降是拉低CPI的主要因素，

“随着天气转暖，适宜蔬菜生产
的条件转好，应季蔬菜大量上

市，缓解了此前供给不足的困
境，鲜菜价格自上月开始下降”。

与此同时，猪肉价格依旧坚
挺，生猪供应持续偏紧是主因。
不过，为减轻居民消费支出压
力，北京市商务委已从5月5日
起实施为期两个多月的北京猪
肉市场调控和政府储备冻猪肉
投放工作。“此外，养殖户见有利
可图也纷纷开始补栏，短期内北
京猪肉价格不会再出现大幅上
涨。”上述负责人表示。

春茶市场 乱象何时休？

■市场动态

全国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上升0.91个点

■部委信息

本报讯 张勇 据八里桥市
场本周价格监测数据显示，市场
41种蔬菜的平均批发价格3.84
元/公斤，比上周同期的3.93元/
公斤下降2%，蔬菜上市量平稳，
价格稳中趋降。

大白菜、圆白菜、茴香、青皮
冬瓜等品种菜价格降幅分别为

32%、40%、40%、33%，价格降幅
明显，今日价格分别为0.75元/
公斤、0.75元/公斤、1.50元/公
斤、1.80元/公斤。

大叶茼蒿、蒿子秆、平菇、樱
桃番茄等品种蔬菜价格涨幅分
别为100%、38%、67%、30%%，价
格上涨明显，今日价格分别为

8.20元/公斤、4.70元/公斤、7.70
元/公斤、8.20元/公斤。

与去年同期相比，41种蔬菜
3.84元/公斤的平均批发价格，
比上年同期的3.73元/公斤上涨
3%；其中23种蔬菜价格下降，17
种蔬菜价格上涨，1种蔬菜价格
持平。

八里桥市场：

蔬菜上市量稳定 价格稳中趋降

4月京CPI上涨1.4% 鲜菜价格大幅回落

品 种
大白菜
油 菜
小白菜
韭 菜
蒜 苗
白萝卜
土 豆
胡萝卜
大 蒜

最高价
0.7
1.0
1.0
2.0
9.0
0.8
3.6
6.6
12.4

最低价
0.6
0.8
0.6
1.2
4.8
0.7
2.0
5.0
9.0

品 种
莴 笋
莲 藕
绿豆芽
黄豆芽
菜 花
西红柿
尖 椒
青 椒
黄 瓜

最高价
2.2
5.0
2.0
1.8
2.4
3.0
3.2
2.2
1.8

最低价
1.0
4.0
1.8
1.4
2.0
2.0
1.4
1.4
1.0

场调查市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