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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味輪的概念首先由任職於 Stroh Brewery 啤酒公司的 Morten C. Meilgaard 博士

於 1979 年提出，並應用於啤酒風味的歸納，爾後於 1984 年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

Ann C. Noble 博士依其結構製作了紅酒風味輪。從此時起，「風味輪」這詞逐漸廣

為人知，其他行業也依序地制定自己的風味輪，例如咖啡、威士忌、巧克力、醬油

等等。其中咖啡產業便是成功的典範之一，咖啡風味輪是由世界咖啡研究協會與美

國精品咖啡協會於1995年合作推出，而咖啡風味輪的制定，使咖啡這個客觀的飲品，

達到主觀上的共鳴效果。風味輪也像是一種索引工具，藉由圖形化和既定詞彙的協

助，讓品飲者方便聯想，去描述出他所品嚐到的風味，而不是憑空去想像。而透過

風味輪的協助，消費者可以清楚明瞭的知道不同品種、不同產區甚至是不同等級風

味的差別。

臺灣是世界馳名的茶葉產區，然而一般消費者對茶葉風味特色很難說個明白，

專業品評用語又生澀難懂，茶行與茶農在茶葉銷售過程中，消費者往往需要逐一試

喝，耗費多時才能找出喜好的風味。因此透過臺灣特色茶風味輪的建立，盤點臺灣

茶特色，並使用通俗易懂的詞彙描述，建立茶葉愛好者與專業評鑑人員間的共通用

語。如此一來，減少了業者與消費者間對產品風味溝通上的落差，有助於茶葉的行

銷推廣。臺灣特色茶風味輪開發過程是由 25 位茶改場從事製茶與茶葉感官品評專業

研究人員組成風味輪工作小組，從全臺各地優良茶競賽中，挑選具有代表性的茶樣，

其品質涵蓋入等至淘汰，目前針對 495 個樣品進行品評，研究方法採用描述性分析，

並經小組會議後達成共識，最後將選用的詞彙繪製成風味輪。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於 109 年 1 月 20 日及 7 月 21 日正式發佈了六大

茶系之臺茶風味輪，其風味可涵蓋全臺各地的特色茶。而除了國內市場外，國際市

場亦是臺灣茶未來發展的主要重點，臺灣特色茶因種類繁多、製程複雜，國際上一

般消費者多半僅對「臺灣烏龍茶」有印象，為增加國際消費者對臺灣特色茶之印象

與記憶點，需善用國際消費者之生活性語言，連結國際消費者之味覺記憶與臺灣特

色茶之共通性，方能突破臺灣特色茶長久以來行銷國際的困擾。未來茶業改良場將

以英日文版臺灣特色茶風味輪為媒介，讓臺灣特色茶走出臺灣，提升於國際市場之

能見度，讓臺灣特色茶走入國內外消費者的日常生活，進而成為臺灣茶的忠實消費

顧客，以此逐步提升臺灣茶之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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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09 年 1 月 20 日本場召開風味輪首度發表記者會，發布清香型條形包種茶、
焙香型球形烏龍茶及臺灣紅茶風味輪。

風味輪使用方式

風味輪的使用建議由中心開始由內向外發展，基礎的風味集中在內圈，再向外

圈延伸更細緻的香氣與滋味。如品茗時可先停於一個位置再慢慢向外延伸，可得到

更精準、更具體的描述。例如 : 喝文山包種茶時有感受到花香，可由花香區塊向外

延伸，找出更多描述的方向，譬如是桂花香或是梔子花香。而同一杯茶樣可能存在

多樣風味，可多次重複步驟測試，確認能完整說明形容茶葉風味，便可掌握茶葉風

味輪的使用方式。

六大茶系風味輪

茶改場將臺灣特色茶依製程及風味，區分成 6大茶系並建立完整風味輪 (圖二 )，
分別為臺灣綠茶、清香型條形包種茶、清香型球形烏龍茶、焙香型球形烏龍茶、東

方美人茶及臺灣紅茶，希望透過風味輪建立六大茶系的標準，以利與世界接軌。透

過風味輪的簡潔歸納，消費者可輕鬆辨識出臺灣茶葉風味概分為青香、花香、果香、

甜香、焙香等。此外六大茶系風味輪中，其各茶系的主要風味描述會放置在風味輪

的右上角，約 1 點鐘的方向。例如綠茶以青香為主 ; 包種茶以花香為主 ; 清香型球形

烏龍茶以花香、甜香為主，而口感比包種茶更為飽滿醇厚 ; 焙香型球形烏龍茶以焙

香為主 ; 東方美人茶富有果香及蜜香 ; 紅茶則具果香及甜香，消費者可以依據自己喜

好的風味，選擇不同種類的臺灣特色茶 ; 而製茶師也能製做出該茶類的色香味，並

持續精進製茶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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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六大茶系風味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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