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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璐兰 文/摄

第七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以下简称“茶博会”）上，

众多茶企、采购商、市民朋友会聚一堂，共享茶的“盛宴”。

这不仅是茶叶交易的盛会，更是浙江茶科技领域创新实力

的展现。从种质资源保护到数字赋能溯源管理，从AI智能

茶园监测到茶香萃取技术，浙江正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

级，让“浙”茶焕发新活力。

茶“技”激活新引擎

““浙江茶产业大脑浙江茶产业大脑””应用应用

随着新茶饮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茶叶

被创新应用到新茶饮产品之中。

传统冷泡茶易带苦涩味，成为行业痛点。

绍兴市经济作物技术推广中心展开攻关，最终

在冷冻破壁技术上找到突破口。“茶多酚、咖啡

碱含量高、苦味轻的茶叶更适合做新茶饮。我

们通过大量试验发现，冷冻加工技术能显著提

升冷泡型茶叶的品质和风味。”绍兴市经济作

物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李腊梅介绍，制作冷泡

型茶叶时，在常温水中浸泡杀青的话，浸出物

含量比较少，通过冷冻破壁技术，可以增加浸

出物含量。“我们通过反复试验，发现将杀青叶

放入-20℃的环境中冷冻2-4小时，制作出来

的冷泡绿茶，茶汤醇厚度增加且鲜爽度有显著

提升，整体风味品质优化明显。在红茶加工工

艺中，低温不利于充分发酵，但若将萎凋适度

的叶子在-20℃的环境中冷冻6小时，制作出

来的冷泡红茶，茶黄素含量可提升70%，更香

更好喝。”

茶博会上，记者发现一款由杭州茶厂有限

公司和无囿食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联合打

造的龙井小麦精酿啤酒龙井茶，颇受消费者青

睐。“我们萃取明前一级龙井茶的‘精华’与小

麦液一起酿造，这款啤酒的龙井茶含量达到

12.5克/升。初入口是啤酒特有的麦芽醇香，

转而龙井茶特有的香气在舌尖氤氲开来，入口

后还带有回甘，层次丰富。”无囿食品科技市场

部负责人朱婉婷对记者说，这款产品在各大平

台均有售卖，500毫升×8瓶规格的山姆超市

专供装是 52.9 元，上线一个月销量已超 1 万

件。

除龙井小麦精酿啤酒龙井茶外，本届茶博

会的“新茶食·新茶饮”主题展区还有很多传统

制茶工艺与年轻化消费场景深度融合的产品，

深受消费者喜爱。“我们将继续创新‘茶+餐

饮+科技’的模式，为茶业新消费的增长注入

澎湃动能。”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位于松阳县的省茶树种质资源圃，是国

内规模最大的省级茶树种质资源圃，这里不

仅是科研人员的“秘密花园”，更是我省茶产

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地。

该种质资源圃设有茶树种质资源核心

区、七彩茶树观赏区、茶树品种鉴定区、种

苗繁育区等多个功能区。在茶树种质资源

核心区，记者看到茶树上挂着一张张小卡

片，上面写着由数字、符号和字母组成的代

号。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何卫中

告诉记者，这些代号根据每棵茶树的不同

特征而定，只有研究员能解读，既保护了科

研机密，也是品种创新的基础。目前，资源

圃保存茶树种质资源近 3000 份，涵

盖绿茶、红茶、乌龙茶等品

类，既有省内特色品

种，也不乏日本薮

北种、印度阿萨

姆 茶 等 国 际

珍品。

在种质

资 源 保 护

的基础上，

科 研 团 队

正加速推进

品 种 创 新 ，

2023 年 通 过

农业农村部品

种认定的“白叶 2

号”便是其中之一。

该品种白化度超越传统安

吉白茶，氨基酸含量高达 18.6%，茶

多酚含量比传统安吉白茶低，既保留了鲜爽口

感，又降低了饮后失眠的影响。“这个品种有的

地方叫‘皇金芽’，有的地方叫‘黄金叶’。品种

认定后，标准化生产与品牌保护将更易实

现。”安吉大山坞白茶公司负责人盛勇亮对记

者说。

宁海县与中国农科院合作选育的“望海

茶1号”，凭借早发芽、抗逆性强等特性，每亩

效益较传统品种显著提升。“过去宁海茶园长

期依赖外来品种，如今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

‘当家’茶树品种。”宁海县农业农村局的姜燕

华感慨道。

截至目前，我省已创制新种质200余份，

获得早生优质、叶色特异等茶树新品种权96

个，申请品种登记94个，为提升茶叶品质提供

了基础支撑。

良种良法
守护产业“基因宝库”

种质资源与品种创新为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打下根基，那么如何让每一片茶叶的品质可追

溯、品牌可信赖？浙江的答案藏在科技与数据

的深度融合中。

走进茶博会的浙江馆区，一台“浙农码”合

格证打印一体机引人注目，记者随手拿起一旁

展示的产品，将外包装的“浙农码”对准扫描口，

伴随“滴”的一声，生产企业、产品名称、等级、生

产日期等信息一目了然，质量追溯有保障。

随着“浙农码”普及应用，“浙”里“土特产”

带着独属于自己的身份信息发往各地，消费者

只需用手机一扫，便可读取它的“前世今生”。

“不仅让消费者买得放心，我们也提高了收益。

最明显好处就是售后客服的工作少了很多，复

购率和满意度比之前更高。”浙江嘉诚茶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钱狄锋深有体会。

今年以来，我省充分发挥“浙农码”

在农业生产领域标识、溯源、预警等功

能，以一码赋能、全链追溯为手段，

加快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产品优质

优价，其中，“浙农码”与“茶产业

大脑”的联动，正在重塑产业新生

态。

“大家可在产品外包装上找

到龙井茶溯源标识，有实体码和

电子码两种规格。扫描标识中的

‘浙农码’，就能直观了解购买的

产品的龙井茶原料是来自哪个产

区、哪个等级等，喝得更放心。”省农技

推广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品质保障之

外，品牌保护同样需要科技加持。日前我省印

发的《浙农码（龙井茶）赋码规则2.0》，通过“三

色赋码”机制，将茶园、加工厂、销售端纳入动

态监管，让产业链透明化，倒逼各环节提升标

准。当前龙井茶证明商标溯源标识主要在新

茶食（饮）原料用的龙井茶中推广使用，目前

已有18家龙井茶加工企业完成了龙井茶证明

商标溯源标识的申领，一箱箱贴有崭新溯源

“箱标”的龙井茶原料茶正源源不断流向新茶

食生产企业。

记者了解到，作为“从茶园到茶杯”全链条

管理服务的数字化应用，“浙江茶产业大脑”包

括一个贯通省市县三级的驾驶舱，一个包含主

体数据、生产数据等的茶叶专题数据库和一张

已构建21个图层的产业地图，打通了种植、加

工、流通、品牌、文化、服务等全环节的业务流和

数据流，实现主体全上线、地图全覆盖、业务全

闭环、服务全集成、一码全贯通。

数字赋能
铸就产业“金字招牌”

技术革新
助力产业“破界出圈”

龙井小麦精酿啤酒龙井茶龙井小麦精酿啤酒龙井茶

新式茶点新式茶点

受消费者欢迎受消费者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