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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经》

内容概要

《中国茶经》140余万字，主要阐述了我国各个主要历史时期茶叶生产技术和茶叶文化的发生和发展过
程；介绍六大茶类的形成和演变，尤其是名优茶、特种茶的历史背景和品质特点，作了详尽的说明；
通过对茶的属性、品种、栽培、加工、贮运、饮茶，以及茶与人类健康关系的叙述，表明了中国对茶
叶科学的认识和利用过程；并对各种茶的饮用方式，特别是具有浓郁地方或民族特色的饮茶方法和礼
仪，以及茶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作了剖析，进一步反映了我国丰富多采的茶叶文化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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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经》

作者简介

　　陈宗懋 Chen Zongmao (1933.10.1 -) 茶学专家。出生于上海市，原籍浙江省海盐县人。1954年毕业
于沈阳农学院植保系。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长、中国茶叶学会理事长。现任中国农业科
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和国际茶叶协会副主席。　　60年代开创茶
叶农残研究，提出各类农药在茶树上降解规律和预测模型、18项国标和5项部标。首次探明空气漂移是
茶叶农残徘徊不降的原因，研究居国际前沿水平。其实验室被欧盟确认为中国茶出口唯一认可检验机
构。近年对降低我国茶叶农残有突出贡献，三年全国超标率由80%降至20%。90年代开拓昆虫化学生态
学新领域，从茶树－害虫－天敌化学通讯机制着手，明确害虫和天敌定位的化学生态机制，具创新性
。论文在《J. Chem. Ecol. 》,《J. Agricul. Food. Chem.》等重要刊物上发表。培养多名博士生和管理人才
，对我国茶业起到推动作用。　　[编辑本段]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元月5日，中国工程院
举行通报会，公布工程院2003年当选的58位院士名单。我国茶学学科带头人、国内外著名茶学专家、
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原所长陈宗懋研究员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工程技术界最高学术称号。　　陈宗懋研究员当选为院士，开创茶叶界先河。
他的当选 是茶叶界的光荣。　　陈宗懋研究员是我国茶学学科带头人，国内外著名茶学专家，已从事
科学研究50年。他是我国茶园农药残留研究的创始者，并为此作出突出的贡献。曾获得国家级科技成
果奖6项，省部级科技成果奖3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主编和参加编写《中国茶经
》、《中国茶叶大辞典》等专著6本，其中“中国茶经”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中国茶叶大辞典
”获第四届国家辞书一等奖和第五届国家图书提名奖。1990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1991年批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先后培养了4名博士生和5名硕士生，他们中有的已走上了领导
岗位，有的成为科研骨干。1997年中国科协授予陈宗懋研究员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1998年又获
中华农业科教奖。1997年和2001年两次被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农业科技先进个人称号。　　他从60年
代起在国内外率先开创茶叶农残研究领域，揭示了不同类型农药在茶树上的降解规律。在他主持下，
创建了“茶叶中农药残留控制”和“茶园昆虫化学生态学”的研究2个新兴茶学领域，。先后论证了
世界茶树病虫区系的组成及演替规律，提出了主要茶树病虫害防治指标，茶园适用农药、农药安全间
隔期、茶叶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合理施药技术、无公害茶叶的生产原理和方法等，构建了茶园
有害生物综合防治体系。先后制定了多种农药在茶树上的安全使用标准，其中18项作为国家标准，5项
作为部级标准，在全国推广实施。据测算，茶树病虫害防治水平的提高对茶叶增产的贡献率达到25%
以上。　　从80年代起，陈宗懋研究员开始从事农药残留预测研究，建立各类农药在茶树和茶叶中降
解的预测模型技术。其研究成果被公认为具国际先进水平。他领导建立的实验室还被欧盟确认为中国
茶叶出口欧洲唯一认可检验实验室。90年代后期起，他还开创了茶树害虫化学生态学研究领域，进行
了茶树—害虫—天敌三层营养关系的化学通讯联系研究，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提高害虫综
合治理提供理论基础。　　陈宗懋研究员知识面广，善于把握世界茶业科技动态。根据我国茶业发展
和存在的问题，在宏观上提出我国茶业发展的对策。80年代来，他一直关注国内外有关茶与人体健康
方面的研究。撰写了许多与此有关的学术论文，不仅推动了我国茶学和医学界有关人员对此领域的研
究进展，还扩大了国际间同行的互相交流与合作，对促进茶叶的消费，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绿茶的
消费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84～1994年，陈宗懋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长。10年中
，茶叶所科研与开发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29个研究课题和项目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创办联办了
一些科技型经济实体，对茶叶所科技成果的推广与转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先后三次组织召开国际茶
叶学术研讨会，这些会议的召开，对提高我国茶叶科研水平在国际上的地位，加强我国茶叶科研人员
与国外同行的合作与交流，促进世界茶叶生产与消费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曾三次被农业部派遣作
为我国首席代表参加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的政府间茶叶工作会议。多次赴国外参加国际性茶叶科学研
讨会。在此期间，茶叶所领导班子两次被中国农科院授予“优秀领导班子”称号。1993年和1994年茶
叶所连续两年被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科委授予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三等奖。陈宗懋在担任行政管理、
科研任务的同时，还兼任大量社会工作。曾任第五、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第六届中国茶叶学
会理事长，农业部第四、第五届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等。　　陈宗懋研究员治学严谨，求真务实，具
有为科学事业奉献的精神，是我国茶叶科研战线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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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经》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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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经》

编辑推荐

　　涉及茶学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之丰富、论述之深入、观点之鲜明，都是目前所仅见的，是一本具有
权威性、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和可读性的茶叶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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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经》

精彩短评

1、中国茶文化太令人震撼了!
2、中国茶的大百科全书，权威制作，作者是中国唯一一名茶方面的院士
3、虽然写的内容不够深入，而且部分观点与现在的主流观点有分歧。但是内容范围非常广，作为一
本工具书来查找资料，非常方便，值得爱茶人士购买。
4、茶友必备 经典书！！！
5、很全面，值得深入研究
6、入门必读，陈老师填补了一项空间，是第一茶院士所为。
7、全面介绍中国茶叶的各项资料
8、很多话看着不舒服 就不能用谦逊平和的口气去叙述嘛
9、中国茶最权威的著作，大而全，读来有些吃力。
10、此书还没有把中国所有茶的品种囊括完全，不过字太小，内容太多，没有足够多的时间来早日拜
读完，大概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研究
11、853页的精装本，经典！可是不见讲老茶。这是地方小传统，逐步遍布全中国？
12、一本活字典。好书
13、工具书
14、茶叶字典
15、很好的茶学基础书籍。
16、一本好书
17、专业必备的
18、虽然不是很深刻，但比较全，是值得拥有的一部书。
19、茶人入门必读的一款百科全书，陈宗懋老师的著作，非常全面系统，即便时隔多年，依然权威严
谨！
20、实用的一本书，非常值了，我想！！！！！！
21、只有专业人士或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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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经》

精彩书评

1、太棒了~写到很全面，我喜欢，有这样一本，就胜过要去买好多茶书了~滴`253页````(一一五）云雾
茶云雾茶产于江苏省连云港市，为恢复历史名茶，该茶早在八百多年前就著称于世，清代以后中断生
产，20世纪70年代开始恢复生产。连云港市地处黄海之滨，丛林密布，山高雾浓，生态环境适宜茶树
生长。据史料记载，早在八百多年前花果山就产茶。云雾茶主要产区在宿城的法起寺。悟正庵《顾志
》：在宿城山顶，庵多茶树，东海茶以此地为最，风味不减武彝也，其名曰云雾茶《海州直隶州志》
，唐仲冕、江梅鼎1811）。明末清初，由于寒流侵袭和清王朝的“裁海”政策，云台山的茶树几乎绝
迹。直至1899年，海州盐运分司徐绍垣投资不白银八万两，建立“东海树艺公司”，开封云台山，种
植了大片茶树，并于1924年，云雾茶以色绿味甘的特色，获南洋劝业会奖。不久，茶园又趋荒芜
。1966年，开始恢复茶叶生产。云雾茶一般在谷雨前后开采，以细嫩的一芽一叶为主要原料，不采紫
芽叶、病虫叶、不带鱼叶。云雾茶的加工工艺为：摊放、杀青、揉捻、整形、干燥。摊放：采回的鲜
叶及时摊放阴凉、通风的地方，厚度3厘米左右，时间约3小时，如遇雨水时，摊放时间应适当延长。
杀青：锅温掌握着160°C~180°C左右，投叶量500克左右，杀青时间4~5分钟。要求杀透杀匀，“嫩
而不生，老而不焦”。杀青叶起锅摊凉5分钟左右后进行手工揉捻。揉捻：将杀青叶放于竹扁上，两
手抱茶，掌握轻、重、轻的原则，按顺时钟方向揉转。中途每隔2分钟左右解块抖散一次，这样反复
惊喜，待茶叶初步卷成条索，茶汁溢出即可，揉捻时间一般8~·10分钟。整形干燥：整形干燥是决定
云雾茶外形特征的关键工序，分理条、搓条、抓条三部分。理条的锅温为80°C~100°C左右，将揉捻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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