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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利用茶叶的国家。
 茶的化学成分极为复杂，经过分离鉴定的已知化合物约有500种，其中有机化合物有450种以上，无机
矿物质15种以上。
茶叶中比较重要的化学成分有茶多酚、咖啡因、茶碱、可可碱、维生素、叶绿素、挥发油、蛋白质、
糖类、果胶、氨基酸和茶氨酸等。
其中，茶多酚和咖啡因是茶叶中两种主要的药效成分，它们对人体有保健作用，对防治血管硬化、减
少高血压发病率、抑制动脉粥样硬化、对放射损伤、肿瘤、细菌性病毒、免疫功能降低的防治都有功
效。
寓养生、防癌、保健于品茗之中，是其它饮料无法替代的。
 茶叶中茶多酚和咖啡因的含量决定了茶叶的品质和口感。
随着茶多酚和咖啡因应用的不断开发，其含量的分析测定方法被人们所关注。
本书总结了课题组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茶多酚和咖啡因含量分析的新方法研究和应用，提供
了科学的数据，这些数据为人们科学饮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全书共分8章，第1、2、3、4、5章由乔洁副教授撰写，第6、7、8章由双少敏教授撰写。
全书由董川教授统一策划、组织和指导。
 由于茶叶的研究涉及多学科的专业知识，加之作者水平有限，错误与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
者见谅。
 最后，感谢课题组全体教师和研究生多年来在茶叶有效成分研究方面做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作者 20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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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茶叶中主要的药效成分是茶多酚和咖啡因，它们的含量直接决定茶叶的品质和口感。
本书从分析化学的角度研究了茶叶中茶多酚和咖啡因含量测定的新方法，进一步探讨了冲泡温度、冲
泡时间、冲泡次数、冲泡水质对咖啡因溶出的影响，以及各种茶汤隔夜后茶多酚和咖啡因的变化等等
。
这些数据为人们科学饮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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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1章 茶叶中的药效成分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文化的发祥地。
中华民族在茶的发现、培植、制作、品饮和茶文化的创作上，为人类文明留下了灿烂的一章，对人类
文明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1 茶叶概述茶叶是由茶树（山茶科）的嫩叶和芽制成的饮料[1]，茶树是多年生的常绿乔木或灌木，
其拉丁文学名是Camellia sinensis（L.）O.Kuntze。
乔木型茶树可高达15-30m，基部干围可达1.5m以上，寿命可达数百年至数千年。
 目前人们常见的是栽培茶树，为了多采芽叶和方便采收，往往用修剪的方法抑制茶叶的纵向生长，树
高多在0.8-1.2m之间，树龄一般为50-60年。
茶的色泽、香气和滋味是茶叶中所存在的化学物质综合配比的结果[2]。
由于制作方法的不同，茶叶中各种成分的配比也不相同，因而形成不同品味的茶叶。
我国茶类的划分目前尚无统一的方法，但最常见的划分方法是将茶分为基本茶类和再加工茶类两类[3]
。
其中基本茶类又分为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和黑茶六大类（有的分法将黄茶归入绿茶类）
，并且根据产地的不同，又可分为其它种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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