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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茶，源于中国，今系世界上最为广大群众所喜爱之饮料。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认为饮茶对于人类的益寿保健有很大好处。
数千年来，中医视茶若药。
关于茶的防治疾病效能，在历代的医学、茶学文献中有很多的记载。
唐代陆羽所著《茶经》，为世界著名的茶的经典著作。
该书对茶的功效应用、州县所出、制造过程、饮用方法等均有详尽的记载。
陆羽是中国古代茶文化的奠基者，因其首创之功而被后世奉为神圣。
大约在公元740年成书的《本草拾遗》(唐代陈藏器撰)中，已称茶久服可以“去人脂”、“令人瘦”。
该书并精辟地指出：“茶为万病之药。
”明朝李时珍的伟大著作《本草纲目》，曾汇集百家言而对茶的功能如强心、利尿、提神等加以缕述
。
     约在公元6世纪，茶可能缘于佛教的关系而由中国传入日本。
开始时，饮茶之风仅在佛教上层人物与贵族之间流行。
以后，遂广泛地盛行于僧侣中，以抗坐禅时的昏昏欲睡。
大约在800年前，佛学大师荣西到中国宋朝来学习南方禅宗，同时学到茶文化。
他在所著《吃茶养生记》中的第一章，即称赞茶为长生不老之灵丹妙药。
荣西将从宋朝带回之茶种在日本种植成功，并对在日本提倡饮茶习惯有很大的贡献。
到了公元15世纪，日本的茶道已经形成，日本的茶文化进入黄金时代。
此后，茶逐渐地在日本变成为每日必不可少的大众饮料了。
    近代大量的科学研究，阐明了茶叶中的化学成分及其生理效能。
例如：咖啡碱具有兴奋中枢神经的作用，维生素C具有抗坏血病作用等。
近年来的研究更已阐明：茶叶中所含的儿茶素(为茶多酚最重要的组成)具有多种有益人体的活性。
诸如：抗氧化作用、抗致癌作用、抗心血管病变作用、抗糖尿作用、抗过敏作用以及抗菌、抗病毒等
。
此外，茶叶的丰富成分中还有很多具抗氧化作用的物质，如黄烷醇、B-胡萝卜素，以及锌、锰、铜、
硒等。
总之，茶对包括恶性肿瘤在内的许多慢性疾病都有良好的预防、治疗作用。
    1996年秋，“茶的文化与效能国际会议”在日本召开。
林乾良教授应邀来日，在会上作题为《中国古代的茶疗》的招待演讲。
林教授的演讲，对中国传统的茶疗论析得十分博大精深，给与会者以非常深的印象。
“茶疗”一词，即由林教授于1983年提出。
自那以后，他为茶疗体系的建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他曾广泛查阅数百种有关茶与医学的文献，将中国关于茶的传统功效整理为24项。
他积十多年研究的成果，编著为《中国茶疗》一书。
在此之前，他已经发表有关茶疗的论文40篇，书两种。
无疑，林教授是茶疗这一领域的领先者。
    《中国茶疗》分成两篇：上篇总论，有茶的药用史、茶寿、茶的疗效、茶的有效成分、茶的用法等
章；下篇各论，分科系论述有关茶疗的理论与实践。
对于有兴趣于茶疗领域的科技人员与一般群众，本书都将是很有用处的读物。
我深信：《中国茶疗》对于茶科学与人类健康的发展都将作出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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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乾良 1932年生于福建福州。
195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医学院，留院任外科医师。
近50年来，在中西医结合上成就恢宏，得部级奖1项，省市级奖多项。
发表论文两百多篇，医学专著30多种。
任全国主编者如中医专科统编教材《中药学》以及《养生方集成》、《中药成人教育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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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速溶茶，又称可溶茶、结晶茶。
顾名思义，它是一种结晶形，可以完全而且较快地溶解于水(无渣)的茶叶的新剂型。
    速溶茶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是近年来国际市场上较为盛行的茶叶新品种。
从工艺上说，它是茶叶水溶部分再干燥的产品；从化学上说，它基本上含有茶叶的诸多有效成分。
所以，与饮茶(用茶叶泡饮或煎饮)并无两样，当然，比饮茶的色、香、味、形四美未免有些不足。
但速溶茶本身也有许多优点，足以当之。
所以，从动态上看，速溶茶的发展是很有前途的。
估计，在国外市场的发展较快；我国国内会差得多，多数人仍喜欢用茶叶冲泡。
但在航空、旅游、行军、野外工作等情况下，速溶茶还是很适用的，足以弥补一般饮茶方法的困难。
    速溶茶的制造，一般用成品茶来再加工，但也可以用茶的鲜叶或半成品(毛茶)，后两者要经济得多
。
一般都用沸水浸提法，即用沸水作为溶剂，将茶中水溶性部分迅速地提取出来。
浸提液经过过滤、浓缩、干燥等工艺过程，制成为易溶于水而无渣的粉状、颗粒状、结晶状或小片状
。
其优点是比袋泡茶更加浓缩与方便，可能在口感及芳香上略有不及。
     我国的速溶茶生产大约于70年代末起步，首先在上海、杭州、长沙等地试产。
开始，研制的是真空冷冻干燥的产品；其后，研制了喷雾干燥的产品。
两种方法，各有其优缺点。
前者因系在低温状态下进行干燥，故能较好的保持茶的香味，但有费时多、能耗大、成本高的缺点。
喷雾干燥法则可迅速干燥，能耗小，成本低，成品流动性好，唯一的缺点是香味散失较大。
     速溶茶的品种也很多。
目前，除了纯速溶红茶、纯速溶绿茶以外，还有用速溶茶、果汁、香料、糖等配制的各种调味速溶茶
。
按其溶解的性能，又可分为热溶与冷溶两大类。
当然，冷溶的工艺要求较高，热溶则较接近于通常的饮茶。
目前世界速溶茶产品中，以美国利普敦牌速溶茶的溶解性为最好，据云可直接溶解于冰水中，可见工
艺之精。
冷溶以至于冰水溶，当然是作为冷饮的，似较一般的凉茶要更胜一筹。
在我国的产品中，热溶的如上海的新芽牌，冷溶的如湖南的芙蓉牌，均已知名。
    速溶茶近几年来发展很快，如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乌干达等国均制造速溶茶；甚至一些不产
茶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瑞典、加拿大等，也自行制造速溶茶。
据估计，速溶茶占茶贸易总量的30％，约50万担。
不论是产量之大，以及用量之多，都是美国第一。
我国生产的纯速溶茶及调味速溶茶——柠檬茶，已在美国、法国、比利时及我国的港澳地区试销，颇
受欢迎，国内市场也有少量供应。
     P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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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茶，源于中国，今系世界上最为广大群众所喜爱之饮料。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认为饮茶对于人类的益寿保健有很大好处。
数千年来，中医视茶若药。
关于茶的防治疾病效能，在历代的医学、茶学文献中有很多的记载。
本书内容分成两篇：上篇总论，有茶的药用史、茶寿、茶的疗效、茶的有效成分、茶的用法等章；下
篇各论，分科系论述有关茶疗的理论与实践。
对于有兴趣于茶疗领域的科技人员与一般群众，本书都将是很有用处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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