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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定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厦门荷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关村健康服务产业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厦门荷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集美大学海洋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吕荣富、左正宏、何承勇、李健、周然宓、沈瑞池。

本文件技术审查专家（排名不分先后）：吉军、杨智、刘志敏、李菲、杜艳林、贾守凯、张韬、马

晓彤、李洪、刘梅洁、陆明海、侯宪聚、孙德海、白雪原、孙野、郝瑞才、崔行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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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荷蓬茶源素是厦门荷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和集美大学海洋食品与生物

工程学院，经过多年科技攻关和技术突破，从斯里兰卡进口的有机红茶中分离纯化高纯度和高含量的水

溶性功能色素，并激活其生物活性以提高其生物利用度，并以中医学“君臣佐使”理论为指导，保留茶

叶中其它对身体有益的成分而制得的一款方便冲饮的食品，其技术和工艺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并经过

严格科学的毒理学实验、多项动物功效性实验及有些项目的临床试验，在改善亚健康状态、促进慢性疾

病的康复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等方面有显著的效果。

为更好地推广荷蓬茶源素，为相关健康管理机构和适宜人群提供标准化的食养方案，特制订本文件。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提请注意，声明符合本文件时，可能涉及到本文件正文及附录内容中相关的专利

的使用。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对于该专利的真实性、有效性和范围无任何立场。

该专利持有人已向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保证，他愿意同任何申请人在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和条件下,

就专利授权许可进行谈判。该专利持有人的声明已在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备案。相关信息可以通过以下联

系方式获得：

专利持有人：厦门荷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92-5853957

本文件涉及的专利信息如下：

1、专利名称：一种茶源素及其制备方法 （公开号 : CN113498861B ）

2、专利名称：一种茶源素专用提取装置 （公开号 : CN220000642U ）

3、专利名称：一种茶源素颗粒制备的装置及工艺 （公开号：CN116711790A ）

4、专利名称：一种茶源素颗粒的制备方法 （公开号 : CN117084405A ）

请注意除上述专利外，本文件的某些内容仍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

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关村健康服务产业促进会立项，厦门荷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组织研制项目组形成文件初

稿，并经过征求意见、同行评价、专家指导组审核、公开征求意见、送审、审议等阶段不断完善而形成。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所有相关参与者均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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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蓬茶源素食养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荷蓬茶源素的术语定义、基本要求、技术要求、食养范围及注意事项。

本文件适用于荷蓬茶源素的食养应用指导。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标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限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总则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478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GB 4789.2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商业无菌检验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3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中咖啡因的测定

GB 5009.23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pH 值的测定

GB/T 30483-2013 茶叶中茶黄素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

GB 1886.378-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茶黄素

GB/T 31740.1-2015 茶制品 第 1部分：固态速溶茶

GB/T 31740.2-2015 茶制品 第 2部分：茶多酚

GB/T 31740.3-2015 茶制品 第 3部分：茶黄素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13738.1 红茶第 1部分：红碎茶

GB/T 13738.2 红茶第 2部分：工夫红茶

GB/T13738.3 红茶第 3部分：小叶种红茶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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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T 29602 固体饮料

NY/T 3675-2020 红茶中茶红素和茶褐素含量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卫健委 2022版《临床营养科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

国中医药医政发〔2014〕3号 《中医医院"治未病"科建设与管理指南（修订版）》

国中医药结合发〔2023〕3号《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规范（试行）》

3 术语及定义

3.1

荷蓬茶源素 health preserving with food

是指以有机锡兰红茶为原料，经萃取、过滤分离、沉淀、生物活性激活、杀菌或不杀菌、灌装等特

殊工艺
[注 1]

加工制成的营养素强化类
[注 2]

茶制品。

注：[1] 系发明专利；[2] 水溶性茶色素（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含量达到 60%以上。

3.2

食养服务 Food and nutrition services

是指基于临床营养诊疗及中医辨体施膳理论和方法，结合自然变化、饮食习惯等因素，为健康人群、

亚健康人群和疾病恢复期人群提供食养健康知识教育、营养健康风险筛查、中医体质辨识、综合评估与

干预手段等服务的活动，以提高身体素质，辅助治疗、缓解或康复某些疾病，促进健康。

3.3

服务对象 service object

适宜接受食养服务的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和部分慢病人群。具体可参考资料性附录 A 。

4 技术要求

4.1 原辅料要求

4.1.1 水

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4.1.2 茶叶

应符合 GB/T 13738.1 、GB/T 13738.2 、GB/T13738.3 的规定。

4.1.3 其他原辅料

应符合国家相应食品安全标准或有关规定。

4.2 感官要求

冲调或冲泡后具有该产品应有的色泽、香气和滋味，无异味，无外来杂质。感官要求应符合 GB/T
29602 的规定。

4.3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 1理化指标的具体要求。

表 1 感官要求

项 目 指 标

茶多酚/(mg/kg) ≥ 300

咖啡因/(mg/kg)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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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食品安全要求

应符合相关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4.5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应符合 GB 14881 和 GB/T 29602 的规定。

4.5.1 农药残留限量

应符 GB 2763 有关规定。

4.5.2 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 GB 2762 有关规定。

4.5.3 真菌毒素限量

应符合 GB 2761 有关规定。

4.5.4 微生物限量

经商业无菌生产的产品应符合商业无菌要求，检验方法按照 GB 4789. 26 规定的方法执行。

4.6 净含量

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按 JJF 1070《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

检验规则》规定执行。

5 检验方法

5.1 感官检验

按照标签标示冲调或冲泡方法制备 50mL 样品，倒入无色透明的容器中，置于明亮处，观察

其状态、色泽，嗅其气味，品尝其滋味。

5.2 茶多酚检验

按 GB 5009.5 的规定执行。

5.3 咖啡因检验

按 GB 5009.139 的规定执行。

5.4 茶黄素检验

按 GB/T 31740.3-2015、GB/T 30483-2013、GB 1886.378-2024 的规定执行。

5.5 茶红素检验

按 NY/T 3675-2020 的规定执行。

5.6 茶褐素检验

按 NY/T 3675-2020 的规定执行。

5.7 PH检验

按 GB 5009.237 的规定执行。

6 检验规则

6.1 组批与抽样

6.1.1 由生产企业的质量管理部门按照其相应的规则确定产品的批次。

茶黄素/(mg/kg) ≥ 3000

茶红素/(mg/kg) ≥ 200000

茶褐素/(mg/kg) ≥ 350000

PH 值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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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每批产品中随机抽取至少 12 个最小独立包装，分别用作感官检验、理化指标检验、菌落总数、

大肠菌群指标检验以及留样备用。

6.2 出厂检验

每批产品出厂时，应对感官要求、水分、菌落总数、大肠菌群指标进行检验。

6.3 型式检验

6.3.1 型式检验项目

4.2～4.6 相对应产品质量要求的内容。

6.3.2 一般情况下，每年需对产品进行 1 次型式检验。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原料、工艺发生较大变化时；

b) 停产后重新恢复生产时；

c) 出厂检验结果与平常记录有较大差别时。

6.4 判定规则

6.4.1 检验结果全部合格时，判定整批产品合格。若有三项以上（含三项）不符合本标准，直

接判定整批产品不合格。

6.4.2 检验结果中有不超过两项（含两项）不符合本标准时，可在同批产品中加倍抽样进行复

检，以复检结果为准。若复检结果仍有一项不符合本标准，则判定整批产品不合格。

7 包装标签

7.1 包装

包装材料与容器应符合 GB 10789 的规定和食品安全要求。

7.2 标签

7.2.1 包装的标签标识应符合 GB 7718 和 GB 28050 的规定。应标注产品名称、商标、产地、净

含量、硒含量、出厂日期、保质期及冲调或冲泡方法以及食养禁忌人群。

7.2.2 外包装物包装储运标识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8 储存运输

8.1 储存

包装产品应储存在清洁、避光、干燥、通风、防雨、防湿、防虫、防鼠、无异味的合格仓库

内，不应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挥发、易腐蚀物质或含水量较高的物质混存。

8.2 运输

应使用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运输工具和容器运送产品，运输过程中应防止日晒、雨淋、重压

和被污染。

8.3 保质期

在满足上述包装、运输、储存条件下，保质期 12 个月。

9 食养服务

9.1 食养服务对象

9.1.1 年龄 16 周岁以上健康人群和亚健康人群。

9.1.2 经临床诊断，确诊为糖尿病、血脂异常、肥胖、痛风等慢性疾病的人群。

9.2 食养服务不适宜人群

婴幼儿、孕产妇及不适宜食用茶叶及茶制品的其他人群。

9.3 食养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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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健康人群和亚健康人群的食养服务，应由营养师（营养指导员）、健康管理师等经技能评价取得

合格证书的专业技能人员指导服务。

9.3.2 适宜慢病人群的食养服务，应由医师、临床营养医师（技师）指导服务。

9.3.3 服务人员开展食养服务，应符合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相关管理法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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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资料性附录）

荷蓬茶源素食养服务人群与推荐方案

A.1 人群界定与评估

A.1.1健康人群和亚健康人群的界定和评估，可依据中华中医药学会颁布的《中医健康管理服务规范 第

1部分：中医健康状态信息采集（T/CACM 006/1—2016）》、《中医健康管理服务规范 第 2部分：中医健

康状态评估（T/CACM 006/2—2016）》中方法评估确定。

A.1.2慢病人群的界定，应参照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脂血症食养指南（2023 年版）》《成人高血压食养

指南（2023 年版）》《成人糖尿病食养指南（2023 年版）》《成人高尿酸血症与痛风食养指南（2024 年版）》

《成人肥胖食养指南（2024 年版）》中相关诊断要求，经医生诊断后确定。

A.2 食养服务推荐方案

A.2.1 健康人群和亚健康人群[1-5]

健康人群和亚健康人群食用荷蓬茶源素，一般推荐使用方法为：每天 1 次，每次 1-2 克，同时应

结合中华中医药学会颁布的《中医健康管理服务规范 第 3 部分：中医健康状态调理（T/CACM 006/3—

2016）》相关要求综合应用。

A.2.2 成人高脂血症人群[6-10]

食用荷蓬茶源素，一般推荐使用方法为：每天 1 次，每次 1-2 克，约连续使用 90 天为一周期，

同时应参照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脂血症食养指南（2023 年版）》相关食养方式综合应用。

A.2.3 成人糖尿病人群[15-18]

食用荷蓬茶源素，一般推荐使用方法为：每天 1 次，每次 1-2 克，约连续使用 90 天为一周期，同时

应参照卫健委发布的《成人糖尿病食养指南（2023 年版）》相关食养方式综合应用。

A.2.4 成人高尿酸血症与痛风人群[19-22]

食用荷蓬茶源素，一般推荐使用方法为：每天 1 次，每次 1-2 克，约连续使用 90 天为一周期，

同时应参照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尿酸血症与痛风食养指南（2024 年版）》相关食养方式综合应用。

A.2.5 成人肥胖人群[22-26]

食用荷蓬茶源素，一般推荐使用方法为：每天 1 次，每次 1-2 克，约连续使用 90 天为一周期，

同时应参照卫健委发布的《成人肥胖食养指南（2024 年版）》相关食养方式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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