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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不过肉桂，醇不过水仙，韵
不过大红袍”。武夷岩茶需满足茶
青产自武夷山市区域内，按照武夷
岩茶工艺制作。较为知名的品种有
大红袍、肉桂、水仙、金骏眉、正山小
种等，其中又以“牛肉”与“马肉”最
负盛名。

当地人根据地域特征及其对品
质、风味的影响，将武夷岩茶产区分
为正岩、半岩、洲茶。其中正岩往往
代表品质最好的武夷岩茶，产地位
于武夷山的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
和流香涧、悟源涧，统称为“三坑两
涧”。马头岩也是正岩的代表产地
之一。“牛肉”即指牛栏坑的肉桂，

“马肉”则指马头岩的肉桂。由于产
地、产量限制，“牛肉”与“马肉”站在
了武夷岩茶价格顶端。

记者4月2日来到武夷山市大
王峰路上的一些茶叶店，店内茶品
包装盒上标注着“肉桂”“大红袍”

“虎啸岩”“龙肉”等字样。店员介
绍，其自家茶园可以基本保证店内
茶叶的供应，但有些店铺没有茶园，

靠四处收茶销售，很容易出现产地
造假现象。如果没有对武夷岩茶进
行深入研究，一味想买“牛肉”“马
肉”，容易上当受骗。

在电商平台输入“马头岩”，可
以看到售价在十几元到几千元不等
的产品。其中一家店铺销售的一款
300克规格的“马头岩肉桂”，销量
达1.5万件，售价仅为43元。商家
在产品信息中宣称“源自马头岩核
心产区的肉桂树龄”，客服也对其

“马头岩肉桂”的标称确信无误。
据该客服解释，此“马头岩肉

桂”是一款满足日常需求的口粮茶，
因此售价低廉。其推荐的另外一款

“马头岩肉桂”，半斤售价则为253
元。同样都为马头岩茶，为何会存
在价格差异？该客服答复称，“都是
同一个产地，只是做法不一样，类似
于一个比较好，一个比较差。”

这种“白菜价”的正岩茶是否有
猫腻？在武夷山经营茶园的陈先生
告诉记者，稀缺产地的茶很难不出
现造假情况。“好一点的马头岩茶，

1斤价格可以过万，几十块一斤的
价格根本买不到马头岩茶。造假者
通常会将其他区域的岩茶拉到正岩
地区售卖，类似于假冒阳澄湖的‘过
水蟹’，或者直接贴上‘马头岩’的标
签冒充。”

经营茶叶多年的老周也向记者
证实，即便经营者在正岩产区有茶
园，也不能排除作假可能。“正岩茶
叶产量有限，早些年有人将茶叶卖
掉后，从其他地方拉来茶叶，在茶园
里当正岩茶卖，很难分辨。”

事实上，产地冒充现象不只存
在于武夷岩茶，其他知名产区也面
临同样问题。据报道，被誉为“普
洱之王”的“老班章”，因产量少、口
味独特受到追捧。有不法商家会
将其他茶叶原料运入云南西双版
纳勐海县东南部的老班章地区再
运出，通过产地“过水”摇身变成

“老班章”。外围产区一公斤毛茶
原料成本不过数百元、上千元，但
只要贴上“老班章”标签，身价立马
高涨十余倍。

名茶如何被造假？产地“过水”、年份做旧
廉价岩茶可能来自“下脚料”，靠精美过度包装抬高售价

福建南平站向北27公里，是
著名的武夷山风景区。这里也是
大红袍、水仙、正山小种、金骏眉、
肉桂等多个茶叶品种的聚集地。

走在武夷山市的大王峰路，
随处可见茶叶店铺，卖的全是武
夷岩茶，这种茶也是众多游客常
买的伴手礼。如今，武夷山市共
有茶叶经营类企业近9000家，但
也暗藏产地“过水”、价格虚标等
乱象。

记者近期走访产地、查询线
上市场发现，一些店铺销售的所
谓稀缺产地名茶，如武夷岩茶的
“三坑两涧”、西湖龙井的“狮龙云
虎梅”、普洱茶的“老班章”等，产
地可疑。有的以较低的价格在电
商平台销售，直播间甚至出现“9.9
包邮”的“马头岩”。

业内人士指出，这种打着知
名产区旗号的廉价茶叶，很可能
是外产区茶叶拉到核心产区后冒
充，造假方式类似于到阳澄湖过
水的外地蟹。还有一些商家收购
茶园淘汰掉的“肥料茶”对外销
售，即便售价低廉，利润也可在
50%以上。

记者在武夷山市走访时发现，某茶
店销售的一款400元/斤的肉桂，经礼盒
包装后，店家声称售价可直接翻倍，“如
果要的量大，供货价还能更低。”

茶叶过度包装并不鲜见。据新华视
点报道，某款武夷岩茶50克重的茶叶，
经两三斤重的红木礼盒包装后，售价高
达6000元，仅礼盒成本就达200元。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年3月发布的调
查报告显示，消费者对茶叶过度包装问
题关注程度最高，有40.7%的消费者认
为疑似存在过度包装问题，希望包装能
保障自己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
权，食用农产品包装在能保鲜、易携带的
同时，可以加开有效的可视“天窗”。

针对茶叶过度包装问题，中国茶
叶流通协会、中国消费者协会4月3日
联合发布倡导茶叶适度包装倡议书，
建议企业自觉抵制以商品包装为噱头
诱导或误导消费者做出购买行为，不
利用过度包装进行不正当竞争。

一直以来，我国茶产业存在“小乱
散”等问题，茶叶生产经营资源庞杂分
散。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王庆在受访
时建议，消费者尽量选择正规渠道和大
品牌茶叶产品，质量和服务更有保障。

（新京报）

年份茶也是茶行业制假售假的重灾
区。由于顶级年份茶价格高昂，即便从
业20余年的老茶人在仔细品尝、比较后
也不敢轻易出手。

普洱茶的价值与收藏年份紧密相
关，一般年份越长价格越高。有着20
余年从业经验的北京天下名山茶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邓增永介绍，目前市场上
的年份普洱以5年～8年为主，10年的
也比较常见，但超过10年就要考虑年
份的真实性。“如果20年的普洱茶卖一
两百元甚至几十元，不可能是真的。”

记者在电商平台看到，一款标注20
年珍藏的“2003年霸王班章熟茶一砖”，
10斤价格为199元。另一款标注2009
年的老班章，375克的价格仅为88元。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道，“对于普洱茶
来讲，最常见的造假方式是包装造假，通
过做旧和添加茶油渍，甚至故意用虫子
叮咬等方法，使包装纸呈现出陈旧感。”

继普洱之后，白茶中的白毫银针年
份茶也进入到炒茶行列。通常而言，新
茶要妥当储存3年以上才能称为“老白
茶”，而储存时间达15年、20年之久的
少之又少。随着白茶走俏，早年存下来
的老茶已被大量消耗。

一位茶叶零售商向记者透露，一般
老白茶做旧都会在包装上下功夫，通过
渥堆、暴晒、过度氧化等手段，让包装纸
呈现出存储了几十年的样子。“由于白茶
存储是制成茶饼，有些不法分子会将压
茶饼的模具加热，间接加热茶饼，让最外
层的茶叶更焦，更像存储多年的样子。”

“给家人们上一个福利，9块9
包邮。”“我们家只做正岩茶，主打的
就是性价比，服务的是老茶客。”在
某直播间内，主播口中的“马头岩”

“牛栏坑”等知名产区茶叶以极低的
价格吸引粉丝下单。对于不懂行的
消费者而言，买到的极有可能是茶
农的“下脚料”。

在武夷山市大王峰路的一家茶
叶店，门口推车上的大红袍也贴着
10元“诱惑价”，且量不止一泡（约8
克）。店家坦言，“一分钱一分货，
10块钱的大红袍不是正岩和半岩

的茶，是黄泥地的茶，没啥味道。”记
者注意到，与优质茶打开包装后的
香气扑鼻不同，这种低价大红袍几
乎没有味道，靠近后才能闻到一丝
茶香。

对于店家“黄泥地茶”的说法，
在茶企从事采购工作的李先生并不
认同，“黄泥地的茶不是差茶的代名
词，也有好茶，只是不如正岩茶有得
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一般价格特别
低的茶，都是挑剩下的原料。”

李先生进一步解释称，茶叶初
制后，需要将茶叶中的茶梗、过大的

叶子、杂物等挑出。由于过大的茶
叶过于成熟，尤其制成的茶叶缺少
风味，价格也极低，有人会将这些

“肥料”包装后进行销售。
“他在直播间里卖的便宜茶叶，

基本都是我们直接剪下来落在地里
当作肥料的，我宁愿扔了也不喝。”
在武夷山经营茶园的陈先生参观过
朋友的直播间，他告诉记者，这种

“肥料茶”没有饮用价值，但会有人
到茶园里收，“即便这种茶叶卖到十
几块钱一斤，商家依然有一半以上
的利润。”

产地“过水”身价倍涨

廉价岩茶可能来自“下脚料”

年份做旧肉眼难分辨

靠过度包装抬高售价

销售武夷岩茶的茶叶店销售武夷岩茶的茶叶店，，在福建省武夷山市随处可见在福建省武夷山市随处可见。。

福建一位茶福建一位茶
叶采购人员向记叶采购人员向记
者展示茶叶品质者展示茶叶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