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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传统白酒主要由水、乙醇及呈香呈味物质构成，其中呈香呈味物质按含量分为色

谱骨架成分、协调成分和复杂成分，与洋酒比较：高级醇类含量低，芳香族化合物含量低，乙酸乙

酯及乳酸乙酯含量高，酸、醛的总含量高。酒精伤肝是肯定的，过量饮用白酒伤肝也是无可厚非

的，笼统地说饮用白酒伤肝值得深入研究和商榷。倡导科学、文明、适量饮酒有益健康。将白酒研

究与商业宣传和炒作区分对待，避免学术研究商业化。（孙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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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酒护肝之说已被《科学时报》列为 !""/ 年中国

十大科学争议之一（详见 !""/ 年 %! 月 !/ 日《科学时

报》）。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科学争议的发生、过程为科

学领域不同的争议提供了平台，正确的见解会保留下

来，错误的推论将会被实践证明而淘汰。所以说科学争

议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对茅台酒护

肝之说这一问题应该严格把科学争议同商业宣传炒作

区别对待，否则将会使学术研究“商业化”。同时笔者认

为，在争议之前首先应该对中国白酒有一些基本的认

识，虽然我们从事的微生物与发酵工程的研究工作同中

国白酒的关系非常密切，但仍然有必要对中国传统白酒

本身进行再认识和研究，才能更深入地参与到这一科学

争议中来。为此，我们发表以下学习、认识中国白酒的意

见，仅供参考。

% 中国传统白酒的再认识

%)% 对中国传统白酒组分的认识

%)%)% 中国传统白酒成分的特点

以浓香型大曲酒为例，主要由水、自然固态发酵产

物乙醇以及呈香呈味物质构成，除水之外，其余 02 56
00 5为乙醇，% 56! 5为微量成分。在中国传统白酒这

一复杂系统中，这 % 56! 5的微量成分对其产品质量的

左右是占有绝对优势的。近年来又把这 % 56! 5的微量

成分进一步分为7%8：



!色谱骨架成分：含量一般大于 !"# $% & ’(( $)，

约有 !( 余种，约占微量成分总量的 *+ ,；

"协调成分：乙醛、乙缩醛、乙酸、乳酸、丁酸、己酸

等是在香、味以及香味协调中起重要作用的物质；

#复杂成分：含量小于 !"# $% & ’(( $) 的组分，在

微量成分中仅占 ’ ,"+ ,，对酒质起着不容忽视的作

用。这些认识是把中国传统白酒视为一种均相的液体，

所得数据来源于对这种均相液体的分析测试。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中国传统白酒酒体的认识

又有了新的发展，即认为中国传统白酒除存在上述均相

物质外，还有非均相胶体物质特性，并已有原子力显微

图谱揭示了胶体现象的存在-!，#.。

在一系列中国传统白酒的组分中，有文献特别提出

了其微量元素（/，01，2%，03，24，51，06 等）、低分子有

机酸、高级脂肪酸及其乙酯、酚类化合物等与人类健康

有益的关系-7.。

’8’8! 中国传统白酒与洋酒的成分区别-+.

由于原料、工艺以及产品要求的不同，白酒与洋酒

成分相比在含量上呈现“两低两高”的特点：!白酒中的

高级醇类总含量比洋酒中的同比含量低，例如白酒中戊

醇类含量比白兰地、威士忌低 !"7 倍，比劳姆酒约低 ’(
倍；"白酒中的芳香族化合物含量比洋酒中的同比含量

低，洋酒中的芳香族化合物来源于原料中的单宁、贮存

中的木桶以及威士忌的芳香族化合物还来自泥炭；#白

酒中乙酸乙酯及乳酸乙酯含量比洋酒中同比高，白酒中

乙酸乙酯含量比白兰地约高 ’( 倍，比劳姆酒高 !"# 倍，

比威士忌高 (8+"’ 倍；$白酒中酸、醛的总含量比洋酒

中同比含量高，洋酒中以辛酸、癸酸、月酸居多。

’8’8# 白酒成分与酒精的区别-+.

酒精作为一种试剂产品，按其在工业、医药、食用等

方面的用途分为不同等级，纯度越高，质量越好。白酒作

为一种供饮用的蒸馏酒，除了要有一定的酒精度外，其

微量成分（为总量的 ’ ,"! ,）的组分及其比例，决定着

产品的香气和口味，构成白酒的不同风格。因此，白酒与

酒精的原、辅料及其生产工艺也不尽相同，甚至白酒中

某些香味成分，就是以酒精为前体物质的。所以在白酒

生产中，应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出酒率。

’8! 中国传统白酒生产工艺特点-9.

’8!8’ 白酒属于地域资源型产业

地域生态系统-水、土、气（候）、（空）气、生（物多样

性）以及人类活动.和白酒产地祖祖辈辈传承的白酒生

产技艺是形成中国传统白酒不同地域的独特风格的基

础。

’8!8! 自然固态发酵工艺

白酒的固态制曲和酿酒固态发酵均系多种微生物

的自然固态发酵。

’8!8# 勾兑调味技艺

值得一提的是名优白酒均系自然发酵的、经过一定

存贮时间后的酒之间的组合，是体现其发酵自然感的呈

香呈味物质的优化组合，是保证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

’8# 中国传统白酒在饮用、药用及中餐烹调中的意义

中国传统白酒的用途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作为

餐饮含醇饮品，是中国酒文化的载体；其次，作为中医中

药配伍中不可缺少的辅助成分之一；最后，作为中餐烹

调用，如泡菜的制作以及某些菜品的烹炒等。

! 对饮酒与健康的思考

!8’ 人类健康的四大基石之一———戒烟限酒-:.

酒是一柄双刃剑，少量（饮用）是健康之友，酗酒则

会引发个人健康乃至一些社会问题。近年来，国内外不

少研究指出，适量饮酒对健康有好处。因此，我们应在全

社会倡导科学、文明饮酒：一是饮用低度酒；二是控制每

餐（次）饮酒总量；三是勿空腹饮酒以及勿与碳酸饮料同

时饮用，以避免血液中酒精浓度骤然上升，引起不适。

!8! 低度、低毒、低损害是中国白酒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科协 !((! 年召开的“饮酒与健康”问题的专题

研讨会，参会单位有中国预防医学会、中医药学会、药理

学会、病理学会、毒理学会、食品科学学会、白酒学会等

参加。会议认为：限制中国传统白酒的发展已不符合当

今市场趋势，研究中国传统白酒的出路已是刻不容缓。

减轻对人体健康损害的白酒应具备三个特征：一是保持

中国传统白酒的传统风格；二是不因加入功效物质而对

人体产生新的危害；三是同可比白酒在同样条件下有明

显减轻肝损伤的作用。

由此可见，倡导科学、文明、适量饮酒对人类健康是

有益的。

# 关于白酒伤肝与保肝的争论

我们初步认为，白酒是食品中的饮品，不是药品，也

不是保健品。即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健作用，但确实

不宜过分强调或在商业宣传中突出其保健作用。当然我

们也希望中国传统白酒在人们不断追求生活质量的提

高和注重食品安全的今天，通过科技进步而对人类健康

有更大作为，成为一类功能性的保健饮品。但人们对中

国传统白酒的认识、了解和研究尚不能全面和系统地提

供强有力的科学数据以及理论支撑。茅台酒厂近期宣布

投入 ’((( 多万元进行系统研究就是为了这一目的。所

以，我们认为，酒精伤肝是肯定的，过量饮用白酒伤肝也

是无可厚非的，但笼统地说饮用白酒伤肝是值得深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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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季糖酒会将于 %" 月 %% 日开幕

本刊讯：据悉，备受行业关注的 !""# 年秋季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将于 !""# 年 %" 月 %% 日至 %. 日在山东济南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本届糖酒会将继续实行集中布展的原则，糖酒会展厅将按商品分类，按产品划厅。参会人员将统一于 %" 月 / 日至 0 日进行布展，

布展时间为每日 0：&"—%$：&"，预展时间为 %" 月 1 日至 %" 日。按相关规定，本届糖酒会撤展时间为 !""# 年 %" 月 %. 日 %# 时后，在

此之前，任何展具或展品都不得撤出展区。

据了解，本届糖酒会展位价格如下：

室内展位：普通展厅 !"" 元 2 3!，优地展厅 !&" 元 2 3!，特优展厅 &"" 元 2 3!。室内标准展位：优地 &34&3 展位每个 !&"" 元，普通

&34&3 米展位每个 !!"" 元。

室外展位：室外特优展位 !1" 元 2 3!5优地标准展位：&34&3 展位每个 !""" 元，.34.3 展位每个 &#"" 元；室外普通展位6&34&3
展位每个 %/"" 元，.34.3 展位每个 !0"" 元。（小江）

有的清香型白酒是有“今不如昔，清不如浓”的现象。这

种现象也好理解，现在中国生产行业普遍缺乏高级技

工，白酒行业也不例外。过去清香型白酒的产量小，生产

班组少，老工人多，技术力量强。老工人干活负责、细致，

尤其对酒醅入缸、上甑蒸酒很是重视，酒质自然上乘。现

在产量扩大了，班组多了，技术骨干不足，一些年轻工人

干活图快、工作质量粗放，酒质自然不如以前，这叫“先

天不足”。酒出厂前的勾兑技术含量又不如浓香型白酒，

基酒的缺陷未得到弥补，自然酒质不如从前，也不如浓

香型白酒顺口，这称作“后天失调”。例如清香型白酒普

遍存在因酒苦而不受欢迎。为什么过去的酒不苦，而现

在的酒苦7这与装甑时酒醅是否疏松均匀，蒸酒时是否

大汽，酒的流速是否大有关。怎样解决清香型白酒现在

存在的质量问题？这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要加强学习，

提高工人技术素质，同行彼此促进，才能不断促进产品

质量的提高。!

（上接第 %"# 页）

行研究和商榷的。因此，为了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目前尚

还不宜在中国传统白酒产品以及具体香型上宣传其保

肝或伤肝作用，否则，中国传统白酒可能真的会不堪重

负的。

&)% 白酒与伤肝

白酒不是酒精，而是水以及粮食原料经自然固态发

酵、固态蒸馏获得的乙醇和其他呈香呈味物质经过长期

贮存、精心勾兑调味所构成的发酵生物制品。乙醇是白

酒中的重要组成，但乙醇不是中国传统白酒，乙醇伤肝

是无可非议的，过量饮用白酒造成肝损伤也是无可争议

的。因此，我们认为，中国传统白酒应该“一保三低”，同

时倡导科学、文明饮酒，适量饮酒才会有益健康。

&)! 白酒香型

中国传统白酒的香型是由地域资源所决定的，不同

地方的中国传统白酒有着各自不同的风格特点，这些独

特的风格已为广大消费者认可，才形成了各自的产品市

场。浓香型大曲酒在全国白酒市场消费份额中占 $" 89
0" 8，已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我们应当共同维护其在中

国传统白酒市场中的乃至在国内外酒类市场的信誉，而

不应当造成不同白酒香型生产厂家间的相互遗憾。

&)& 白酒科学研究与商业化

中国传统白酒的深入研究，包括白酒对肝脏作用及

其影响等是应该进行的。我们希望国家、企业和消费者

均应给予支持。应该将其同基于商业竞争而进行的宣传

和炒作严格区分和对待，否则会使学术研究被 “商业

化”。

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中国传统白酒这一宝贵遗产，中

国传统白酒不同香型之间在技术工艺事实上已在相互

渗透和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白酒内在品质的提

升，一些生产清香型白酒和酱香型白酒的企业近年来也

在逐步开发浓香型曲酒，以增强产品的多样性和企业竞

争力，去适应市场的需求。我们也只有通过学术思想的

创新，技术思路的创新以及研究方法的创新才能使中国

传统白酒得以继承和发展，实现中国传统白酒可持续的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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