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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茶树族谱

安康茶品牌建设

安康茶建设成效

茶茶山山夕夕照照

安康是我国最早园栽茶树、最早生产贡茶的地方。 据《神农本草》
介绍，炎帝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安康位于秦岭
以南，是神农尝百草最近捷方便的地方之一。 在茶马贸易、征课纳税
时代，安康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安康产茶历史悠久， 安康富硒茶的前身紫阳茶至少已有有 3000
多年历史。 茶祖神农氏在陕西形成了最早的饮茶习俗，并将“茗饮之
事”推广至大江南北，形成了举国饮茶之风。 而作为陕西茶树最佳生
长区和茶叶主产区的安康，一直处于茶树原产地与古代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的中间地带。

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北接汉中，南极黔涪。 土植五谷，牲具六
畜。 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台雉，黄涧
鲜粉，皆纳贡之。 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
茗。 ”其中香茗即指茶叶。

佛教的传入，对茶叶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古文献载，东汉中期
佛教已传入安康。 由于僧侣们讲究坐禅戒酒，就在寺院旁开辟茶园，
以供饮茶之需。 在民间，专为进贡而兴植的茶园也陆续出现。

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大批流民涌入大巴山区，促进了山区的
开发和茶叶的发展。 此后数百年间，汉水流域一直比较安定———这是

唐代金州成为当时有名的富庶之区的重要原因。 金州境内的“西城、
安康二县山谷”（即今紫阳、安康、岚皋一带），成为唐朝山南茶区的一
部分，陆羽《茶经》有载。 朝廷还将茶叶列为仅次于金的第二位贡品。

历史上中外闻名的“丝绸之路”，被甘、宁、青一带紫阳茶销区的
商界人士也称为“丝茶之路”。 唐代全国茶叶产量 80 万～100 万担，而
当时人口仅 5000 万左右，从消费量估计，有不少茶叶是通过“丝绸之
路”随丝绸等土特产品输出到国外。

道光廿九年(1849 年)，《石泉县志》把紫阳茶、汉阴大米、平利生
漆、旬阳龙须草并列为兴安四大名产。 紫阳毛尖成为全国十大名茶之
一。 民国《西乡县志》称：“至清代，陕南惟紫阳茶有名。 ”因其品质优
良，贡茶不误，民国《紫阳县志》有“每岁充贡”“茶之原质色香味较他
处所产俱胜”的记载。

1952 年，中国茶叶公司将紫阳茶产区范围划定为陕西的紫阳、镇
巴、东乡(今四川省宣汉县)、西乡、安康、岚皋，四川的万源、城口。 1957
年以前，外贸部、商业部、农业部及农产品采购部一直沿用紫阳茶的
名称。 1950 年，西北茶叶公司紫阳支公司在紫阳河街成立，同年迁至
安康，更名为安康支公司。1958 年以后，紫阳茶被陕青茶名称替代。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安康紫阳、平利、岚皋、汉滨、汉阴等县先后开发了

紫阳毛尖系列、女娲名茶系列、龙安碧璇、安康银峰、瀛湖仙茗、歌风
春燕、天宝贡茗等名茶，引进推广了名优茶加工机械，全市建名优茶
加工厂 204 个，大大提高了茶叶品质，提高了各县茶叶声誉。 90 年代
以来，全市各主产茶县抓住退耕还林政策机遇，大兴国家山川秀美工
程、南水北调工程、生态环保建设，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加快茶叶基
地建设。

2018 年 6 月“安康富硒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被国家知识产权局
正式核准注册，标志着安康富硒茶从此得到国家法律正式保护，商标
品牌价值大步提升。

2020 年 4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陕西安康平利县女娲凤凰
茶业现代示范园区考察调研时作出了“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
经济财富”“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的重要指示，并寄语乡亲们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因茶致富，因茶兴业，能够在
这里脱贫奔小康，做好这些事情，把茶叶这个产业做好。 ”安康始终将
富硒茶产业作为富民强市的重要产业， 保持战略定力， 坚持久久为
功，围绕生态富硒高效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安康茶产业规模面积
稳中有增，质量效益全面提升，品牌市场日趋完善，安康富硒茶已经
成为安康市对外开放的“金名片”。

一、群体种
1981—1984 年 ，我市茶叶专

家程良斌承担并主持完成了陕西
省农业厅下达的茶树品种资源调
查研究课题， 根据茶树分布的特
点、栽培历史和组成类型，将陕西
茶树地方种质资源分为七大群
体，即西乡大河坝群体、南郑碑坝
群体和宁强广坪群体等。 另有一
个山阳漫川种现已灭绝。

安康境内有 3 个群体种：
(1)紫阳群体：紫阳群体俗称

紫阳种， 是陕西省内分布面积最
广的一个群体品种， 以紫阳为中
心，包括岚皋、镇巴、安康(主产流
水、岚河，今属汉滨区)、石泉(主产
熨斗区)、 汉阴 (主产漩涡区)、平
利、镇坪、旬阳、以及西乡的高川、
茶镇 2 区。 主要分布在海拔 1000
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及河谷地带，
茶 叶 产 量 约 占 全 省 总 产 量 的
75%。

紫阳种茶树属于被子植物
门， 双子叶植物纲， 原始花被亚
纲，山茶目，山茶科，山茶属茶，灌
木茶，由大树茶北移演变而成的。
是我国推广最早的 30 个传统良
种之一， 是长期人工选择与自然
淘汰形成的传统茶树优良品种。
《中国茶树栽培学》介绍：紫阳种
原产陕西省紫阳县， 主要分布在
陕南地区，在湖南、福建、浙江等
省也有少量引种。植株为灌木型，
中叶类，早芽种。

20 世纪 60 年代， 安康专区
茶叶试验站在紫阳进行全国茶树
良种区域性试验， 证实紫阳种是
高产、优质、抗逆性强、适应当地
栽培的优良品种， 应大力繁殖推
广。

紫阳种种群分布比较集中 ，
并以中、 小叶类为主。 具体组成
有：紫阳槠叶种、小叶种、紫阳大
叶泡、紫阳柳叶种、紫阳圆叶种、
紫阳大青茶、紫芽种。

(2)白河歌风群体：分布在白
河县茅坪区低山丘陵地带， 主产
地在白石河上游的歌风乡。

(3)苦茶群体：主要分布在紫
阳 、岚皋 、镇巴 3 县 ，海拔 1000～
1500 米的中山地带。

调查中发现的苦茶， 是当地
茶农的习惯称谓， 生长在海拔较
高的山岭上。据当地群众反映，它
有明显的降血压和治疗老年人头
晕的作用。 而紫芽种则是花青素
较高的品种，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 1450 米高山的紫阳县斑
桃乡胜利村茶园进行物候期观测
发现， 这里开采期比较低山区迟
1 个月，全年生长期仅 150 天，但

芽叶生长速度比低山区快， 每轮
一芽三叶所需天数比低山少 10
天，是选育耐寒、芽叶生育快新品
种的种质资源。

二、陕茶 1 号
安康茶区茶树树型以灌木型

为主，树姿以半开展为主，由于遗
传因素的影响， 花和果的变异相
对较小。 茶树是叶用植物，叶片的
性状如叶形、叶面积、叶色、叶尖、
叶缘、叶面和叶脉等受遗传、个体
发育、 栽培措施和环境条件的影
响，具多样多变的特性。

紫阳种中已经单株选育新育
成了陕西第一个无性系良种陕茶
1 号。 安康市汉水韵茶业有限公
司高级农艺师王衍成， 在自家门
口栽培的紫阳种中选出一丛早芽
型单株，经 20 年努力，选育出“陕
茶 1 号 ” 无性系茶树品种 ，2011
年被陕西省农作物审定委员会、
陕西省农业厅认定为省级良种，
填补了陕西省无性系茶树品种的
空白，现已在全省推广。

2010 年 9 月 26 日该品种通
过了陕西省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管
理办公室组织的省级茶树品种鉴
定，2011 年 1 月 31 日陕西省农作
物品种审定委员会以 《陕茶登字
2010001 号》 颁发了品种证书，陕
西省农业厅 《陕农业发 (2011)17
号》 文件颁布了品种宣传推广的
通知， 正式将其命名为 “陕茶 1
号”，确认为陕西省无性系茶树新
品种，2019 年，通过农业农村部非
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 登记号为
GPD 茶树 (2018)610009。 成为陕
西省首个、 全中国第 9 个通过国
家品种登记的茶树品种。

陕茶 1 号不仅填补了陕西省
无性系茶树品种空白， 成为陕西
省在生产上可以应用的首个无性
系茶树品种，结束了该省 30 多年
茶园发展完全依赖引进外省品种
的历史， 实现了陕西茶产业品种
上的重大突破， 而且实现了茶叶
品种从“群体”到“纯种”的跨越。
此外，经中国茶学专家鉴定，陕茶
1 号无性系茶树品种选育， 填补
了中国北部高纬度茶区优良茶树
品种的空白， 项目达到中国国内
同类地区领先水平。

陕茶 1 号内含成分丰富而独
特，属于高氨基酸 、高 EGCG、低
咖啡碱茶树品种， 有利于高端优
质绿茶生产。 采用陕茶 1 号制成
的绿茶产品， 外形匀齐， 色泽翠
绿，汤色嫩绿，清澈明亮，香气清
香高长，滋味鲜醇，爽口回甘，叶
底嫩绿，明亮匀整，品质优异，符
合市场消费需求，产品竞争力强。

1.行政措施支持
安康市委、市政府，围绕打造中国富

硒茶第一品牌的奋斗目标， 加强统筹谋
划， 坚持系统思维， 采取一系列积极措
施， 先后成立了市级主要领导挂帅的安
康市富硒茶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
建安康富硒茶产业链，出台了《关于加快
推进安康富硒茶产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
展的决定》，编制了《安康富硒茶区域公
用品牌战略规划》等政策措施，为我市产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保障。

2.标准体系建设

近年来， 我市围绕全国农产品质量
安全市创建， 全面推行茶叶生产全程质
量标准化，制订了《安康富硒茶》系列地
方标准，按照“有标贯标、缺标补标、低标
提标”的原则，推动安康富硒茶标准综合
体和质量追溯体系建设。 加快茶树良种
化、茶园生态化、生产标准化、加工清洁
化、品牌规范化的标准管控体系，实现从
茶苗到茶杯的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全覆
盖。

3.茶叶科技创新
着力构建“院地合作攻关、市县协同

推广、企业成果转化”的茶产业全产业链
科研创新体系， 持续深化与中国农科院
茶研所、云南农业大学、浙江大学等院所
高校合作， 围绕重点环节开展关键技术
联合科研攻关，先后争取中、省、市立项
涉茶科技项目 40 余项，申请发明专利 25
项，省级成果奖 3 项，培育出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全省首个、全国第九个获国家登
记的茶树良种“陕茶 1 号”，填补我国北
部高纬度茶区优良茶树品种的空白。

4.产业融合发展
建成汉滨环瀛湖茶产业带、 紫阳山

地茶园观光带、平利长安生态观光茶园，
全市 15 座茶园被评为全国或全省美丽
茶园， 茶园已成为全域旅游的重要节点
和基本底色，紫阳、平利两条茶旅线路被
评定为国家级茶旅精品线路。 积极参加
全国各类茶博会、农产品博览会，大力开
展安康富硒茶展示展销和招商推介活
动，成功举办秦汉古茶“一带一路”国际
发展会，先后举办“国际茶日”陕西主场
和国家分会场等重大活动， 安康富硒茶
远销海外，茶叶出口额居全省前列，领跑
全省茶行业。

安康位于陕西省东南部， 是中国南
方的北方、北方的南方；地处南北生态气
候过渡带，气候温润，雨量充沛；秦岭巴
山横亘南北、 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穿境而
过，是南水北调核心水源涵养区、是国家
功能定位限制开发面积最大的地方。 安
康森林覆盖率达 68%， 对生态环境最敏
感的大熊猫、朱鹮、金丝猴、羚牛“四大国
宝”，在安康与茶树和谐相伴。

安康是国内外专家一致认定的 “优
质、环保、安全”最大的天然土壤富硒地
区，被誉为“世界硒源”“中国硒谷”“全国
富硒茶之乡”，国际硒研究学会主席盖瑞
称赞安康是“硒的天堂”。 硒是人体必需
的微量元素，被专家誉为“生命的火种、
抗癌之王、心脏守护神、天然解毒剂”。 良
好的生态禀赋和丰富的有机硒资源，赋
予了安康富硒茶独具特色的保健作用，
是天然补硒、健康养生的最佳饮品。

安康富硒茶是我国， 也是当今世界

上第一个通过科学鉴定的富硒茶。 安康
富硒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商品生产地
域范围为安康市所辖 9 县区的 82 个镇
办。 安康富硒茶产品主要有以下几大类：

安康富硒绿茶， 绿茶长久以来都是
安康茶产业的首位产品， 也是发展最成
熟的茶叶品类，安康地区所产鲜叶，芽头
肥壮，酚氨比适中，制成绿茶后，其品质
特征：条索紧直挺秀显毫，色翠绿，香气
嫩香高爽持久， 汤色嫩绿清亮， 滋味鲜
爽，回味甘甜，叶底嫩绿明亮。

安康富硒红茶，2010 年全市各县区
均开始试制红茶，产品特征，外形条索紧
结，细长完整，毫尖金黄。 干茶颜色乌黑
润泽，匀净度好，沏泡后，茶香鲜嫩馥郁，
似花、似果、似蜜，高锐持久，茶汤红艳明
亮，叶底细嫩柔软红亮。 入口后，滋味浓
醇鲜爽嫩甜， 回甘而持久， 令人回味无
穷。

安康富硒白茶， 安康地区自古以来

就有白茶生产， 清光绪九年的贡茶信票
所载安康白茶已成贡品。 自 2012 年开
始， 全市已有部分县区开始规模生产富
硒白茶，其产品特征：干茶条索清晰，色
泽黄褐显毫， 茶汤橙黄明亮， 通透有光
泽，口感纯正、香甜醇厚，叶底饱满油润，
经久耐泡，开水冲泡或茶壶焖煮均可。

安康富硒黑茶， 随着夏秋茶利用率
的提升，安康部分地区也开始生产黑茶，
主要以黑毛茶和茯茶为主， 黑毛茶作为
紧压茶原料销往湖南、湖北、四川等省；
安康富硒茯茶与泾渭茯茶不同， 采用散
茶发花工艺， 形成了叶叶金花的外形特
质，汤色红润，香气悠长，滋味醇厚。

秦汉古茶，早在 3000 多年前的西周
时期，安康就已经开始人工栽培茶叶。 秦
汉时期安康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茶叶
生产加工技术，1998 年汉阳陵出土的世
界上最早的茶叶， 其地缘与安康茶区最
为接近，其茶芽形态、制作工艺与安康茶

极其相似。2022 年，由安康秦汉古茶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
所，以汉阳陵古代茶叶为标本，组织全国
顶级专家利用现代科技恢复创制了 “世
界最早的茶———安康秦汉古茶”，形成了
不杀青、重萎凋、不揉捻、轻发酵、创新酶
化的汉代风格茶叶加工工艺， 其成品茶
的典型品质特征为“金银镶间色、清醇甘
甜味”。 被茶界泰斗、中国工程院陈宗懋
院士题词称赞为“丝路瑰宝、秦汉古茶”。

近年来， 安康富硒茶产业在抓好春
茶生产基础上，加强新产品开发，逐步提
升夏秋茶综合利用率， 提高茶叶亩产和
效益，发展至今，已先后推出金桔茶、茶
棒茶、“莎琳假日”系列风味茶、金花茯茶
和富硒茯茶粉等新产品， 全市茶产品品
类日趋丰富、结构不断优化、附加值持续
提升，在做精绿茶的基础上形成了红茶、
黑茶、白茶多点开花，茶饮料、茶食品、茶
化妆品等产销两旺的良好局面。

安康茶产品特色

1.品牌打造
“安康富硒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已

于 2018 年 6 月通过国家工商总局审定
注册，成为陕西省唯一入选 2019 中国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目录的茶叶区域公用
品牌。 商标由安康市茶业协会持有，负责
“安康富硒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授权
管理与授权企业的监督。

2.品牌整合
2018 年 8 月安康市人民政府印发

了 《安康富硒茶品牌整合方案 》，通过
行政推动 ，大力宣传和推广使用 “安康
富硒茶 ”公用品牌 ，着力扩大 “安康富
硒茶 ”公用品牌使用率和覆盖面 。保留
“紫阳富硒茶 ”与 “平利女娲茶 ”两个
县域品牌 ，实行市 、县品牌并行使用 ，
其中 ： 紫阳和平利两县茶企自愿按照
“市域品牌 （‘安康富硒茶 ’）+县域品

牌 （‘紫阳富硒茶 ’‘平利女娲茶 ’）+企
业品牌 ”的并行方式或直接采用 “安康
富硒茶+企业品牌 ” 的方式进行茶产
品营销 ; 其余县区符合条件企业全部申
请使用“安康富硒茶”公用品牌，直接采
用“安康富硒茶+企业品牌”的方式进行
茶产品营销。 利用 3-5 年时间，将“安康
富硒茶”培育成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中国优秀茶叶区域公用品牌、 中国驰名
商标和全国十大名茶。 截止 2022 年底，
全市共有 176 家茶企获准使用 “安康富
硒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实现全市了
SC 认证茶企全覆盖。

3.品牌规模
安康富硒茶 2020 参评中国茶叶区

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便以 29.94 亿元位
列全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百强榜第 20
位，陕西省第一。 2021 年，安康富硒茶品

牌价值 35.16 亿元， 再次位列第 20 位。
2022 年， 安康富硒茶品牌价值再次提升
至 39.6 亿元， 连续三年入围中国茶叶区
域公用品牌 20 强，陕西第一。

4.品牌效益
2022 年由安康市委市政府统筹规

划， 市农业农村部门委托浙江大学芒种
公司制定了“安康富硒茶”区域公用品牌
战略规划。 规划围绕安康悠久的历史文
脉、优异的生态环境和优质的茶品品质，
进一步探索差异化、 特色化和品质化的
发展路径，凝练出“安康富硒茶、常饮常
安康”的品牌口号，同步创意品牌 Logo、
品牌主形象色彩、 品牌辅助图形等核心
内容，形成了价值体系、符号体系、产品
体系、 渠道体系、 传播体系和战略保障
“六大体系”。

在 全 市 大 力 推 动 下 ， “安 康 富 硒

茶 ”2021 年获评 “最具品牌经营力 ”茶
叶区域公用品牌 ， 被中国绿色农业联
盟评为 “2020 全国绿色农业十佳茶叶
地标品牌 ”，入选农业农村部 《2020 年
全国乡村特色产品目录 》《中国农业品
牌目录 》 《2021 年度陕西省农业品牌
目录 》、中国茶叶博物馆名茶库 ，荣获
阿联酋迪拜世博会 “宝船奖金奖 ”等多
项国内国际大奖 。 此外 ， “安康富硒
茶 ”先后登上西安地铁四号线 、咸阳公
交主线路 ， 在北京茶博会 、 四川茶博
会 、国际 （杭州 ）茶博会 、西安茶博会
和杨凌农高会等系列展会活动中收获
广泛好评 。 安康市还通过开展手工制
茶技能大赛 、名优茶评选 、茶艺大赛 、
短视频大赛 、直播带货等系列活动 ，推
动 “安康富硒茶 ”品牌认知度和市场影
响力持续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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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资料由市农业农村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