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山白茶

【简介】

黄山白茶 (徽州白茶)古称甘白香，经数百年历史演变

现在统称“黄山白茶(徽州白茶)”。黄山白茶(徽州白茶)是

以黄山茶树群体种的白化变异植株，以及以此为母本繁育的

综合性状稳定的无性系茶树新梢为原料，采用绿茶加工工艺

制作而成，其色白形美，极富观赏价值。冲泡后茶气氤氲，

汤色清澈，满口甜香。

【产品特点】

黄山白茶(徽州白茶)集观赏、文化、营养保健、经济等

多重价值于一身，可谓是茶苑中的一朵奇葩。其色白形美，

极富观赏价值。冲泡后茶气氤氲，汤色清澈，满口甜香。特

别是黄山白茶(徽州白茶)富含氨基酸等多种微量元素，非其

他茶类所能及。极品黄山白茶(徽州白茶)叶片、叶脉均呈乳



白色，冲泡后似凤羽有兰花香，茶汤品质自成一体。

中国唯一茶院士——陈宗懋先生品饮黄山白茶(徽州白茶)

后，特提写“甘白香 黄山白茶”；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

副会长程启坤先生品饮后，欣然题下“黄山甘白香，徽州贡

品茶”、“黄山白茶天赐物种，叶白味鲜最利健康”。

【产地环境】

黄山白茶，产于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歙县属亚热带季风

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温暖湿润，冬无严寒，夏无酷热，

雨水充沛，土地肥沃，具有山高水深云雾多、溪涧遍布湿度

大、林木茂盛水土好等特点，为茶树生长提供了绝佳的生态

环境。黄山白茶(徽州白茶)茶园主要分布在黄山山脉、天目

山山脉沿线海拔 300 米以上的山区以及适宜种植在植被茂

盛的针叶、阔叶混交林缓坡地、谷地和河流冲积而成的洲地

当中，以红壤、黄壤及黄红壤为主，质地疏松，理化性质优

良，有机质丰富，pH 值 5～6。山区气候条件早晚温差变化

大，阴雨天气云雾缭绕，有利于有机物的积累，有利于提高

茶叶中氨基酸的含量。

【历史渊源】

黄山白茶(徽州白茶)古称甘白香，数百年历史演变现统

称为‚黄山白茶(徽州白茶)，距今有 800 多年历史。宋淳熙

（1174－1189）《新安志》记载：”凤凰山在歙北（今安徽



歙县）……旧产茶，岁采制不过三二斤，熙宁中（1068－1077）

丘寺丞名之曰‘甘白香’……”。在宋代，甘白香就已作为贡

茶，为宋徽宗所乐道。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曾描述：

白茶，自为一种，与常茶不同。其条敷阐，其叶莹薄，林崖

之间，偶然生出，虽非人力所可致。有者，不过四五家；生

者，不过一二株；所造止于二三胯（銙）而已。芽英不多，

尤难蒸焙，汤火一失则已变而为常品。须制造精微，运度得

宜，则表里昭彻，如玉之在璞，它无与伦也……。巩志著的

《中国贡茶》中‚宋代贡茶一节中提到‚徽宗赵佶崇尚白茶，

于是徽州白茶遂为第一。大文豪苏东坡曾题诗赞赏：白云叶

家白，颇胜中山绿。好似一杯深，午窗春睡足。清风击两腋，

去欲凌鸿鹄。尽管史料记载的歙县白茶树在自然状态下长期

存在，但由于自然变异数量少，加上地方村民迷信，认为其

叶色白不吉利，黄山白茶（徽州白茶）长期被忽视甚至铲除，

现存数量就更为稀少。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有茶农陆续在

歙县六联至蜈蚣岭海拔 600 米以上的高山茶园中发现多株

原生状白茶树丛后，才得以慢慢恢复。黄山白茶(徽州白茶)

产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生态示范县、中国名茶之乡、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茶叶）示范基地、全国农业标准

化（茶叶）示范县、中国茶叶产业发展示范县、安徽茶产业

十强县——黄山市歙县。优越的生态环境，厚重的徽州文化，

独特的制作工艺，造就了黄山白茶(徽州白茶)集观赏、文化、



营养保健、经济等多重价值于一身的特有品质，可谓是茶苑

中的一朵奇葩。

中国唯一茶院士——陈宗懋先生品饮黄山白茶(徽州白

茶)后，特提写“甘白香 黄山白茶”；中国国际茶文化研

究会副会长程启坤先生品饮后，欣然题下“黄山甘白香，徽

州贡品茶”、“黄山白茶天赐物种，叶白味鲜最利健康”。

【产品荣誉】

“甘白香”牌黄山白茶(徽州白茶)连续荣获 2009 年第

八届、2011 年第九届‚中茶杯全国名优茶评比特等奖。

2013 年获第十届‚中茶杯全国名优茶评比金奖。

2013 年 8 月，歙县黄山白茶(徽州白茶)制作技艺被列

为黄山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4 年，获得安徽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证书：茶树新品种

——甘白香 1 号。2015 年，获第十一届“中茶杯”全国名优

茶评比一等奖。

2015 年“甘白香”字号品牌，被认定为“安徽老字

号”。

2015 年，黄山白茶 1 号，入选“中华好茶”。



【地域保护范围】

安徽省歙县现辖行政区域。

【产品标准或质量技术要求、产品保护要求】

2017 年 7 月 30 日，DB34/T 1757—2017《地理标志产品

黄山白茶（徽州白茶）》正式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