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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光度法对固态发酵酒和新型白酒的显色现象进行了研究"建立了定量测定白酒中

固态发酵酒含量的新方法! 研究表明"固态发酵酒在碱性条件下")$ /恒温 % 0 显色后"在 ’.’ 12
处吸光度值与其在白酒中的体积百分含量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其线性范围为 "3 45&$$ 4#6 7 6$"
相关系数 89$:++&"回收率 +3:+& 45&$$:- 4"相对标准偏差#;<=$为 &:&% 4"该法可用于市售白

酒中固态发酵酒与新型白酒的鉴别及白酒中固态发酵酒所占体积百分含量的测定"具有快速%准

确%可靠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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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态发酵酒是指以糖或淀粉为原料" 经固态配料(
糖化发酵(蒸馏而制得的白酒&新型白酒c又称新工艺白

酒(则是指以优质食用酒精为基础酒"经过添加香料和

陈酒而勾兑成的各种香型白酒) 近几年"随着勾兑技术

的提高"新型白酒完全可与固态发酵酒相媲美d&e* 但是市

售的这两类酒并没有明确的标识"为了保护我国传统发

酵酒的发展"建立简易鉴别和测定白酒中固态发酵酒含

量的方法"具有实际的使用价值* 对白酒的分析检验"除

Df&$)-& 中规定的项目外" 鉴别质量主要依靠色谱法*
但由于新型白酒中微量物质的含量与固态发酵酒中的

差别很小"故该法对两类酒的鉴别受到限制* 其他方法

对于各种香型的新型白酒则不能给出定量结果*
应用气相色谱法测定白酒的成分 d"e+紫外光谱法测

定酒中糠醛的含量 d’e(激光拉曼光谱测定酒中甲醇的含

量d%g3e(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鉴别伪劣白酒 d.e等方法来鉴

别白酒的质量及真假酒已有不少的报道"固态发酵酒和

新型白酒的定性鉴别法d)e也有报道"但是"定量鉴别方法

至今未见报道# 有资料表明固态发酵酒在碱性加热条件

下会显色"本文对该显色现象进行了研究"确定了显色

条件"建立了定量测定新型白酒中固态发酵酒含量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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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同其他鉴别方法相比具有简单$快捷$灵敏$准确

的优点#既可鉴别又可定量测定白酒中固态发酵酒的含

量%

- 实验部分

-)- 仪器和试剂

/012304! 型双光束紫外4可见分光光度计*美国 56
公司.#恒温磁力搅拌器等%

’078#无水乙醇等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水为二次

蒸馏水%
乙 醇 碱 液& 由 9# :*; < ;. 乙 醇 水 溶 液 与 - 1(, < /

’078 溶液按 -!=-)% 的体积比配成的溶液在 >& ?恒温

水浴中加热 @ A 后得到%
9# 度清香型固态发酵酒与新型白酒*由杏花村汾酒

厂提供.%
-)! 实验原理与方法

-)!)- 实验原理

固态发酵酒在碱性加热条件下酒体变黄B 并且不

同类型的白酒#显色的深浅有明显差异#比如&凤香型白

酒*西凤.呈浅黄色#清香型白酒呈黄色#浓香型白酒*五
粮液.呈暗黄色#酱香型白酒*茅台.呈深黄色C>D’对于同种

香型的白酒#不同厂家的酒显色也各不相同#显色后均

在 !10E 为 F9F G1 处有吸收#对同一厂家$同一香型的白

酒#显色后其吸光度值与固态发酵酒在白酒中的体积百

分含量有良好的线性关系#通过测定吸光度值可求得白

酒中固态发酵酒的含量#该法也可鉴别新型白酒和固态

发酵酒% 本工作是选取清香型白酒 *汾酒. 作为研究对

象%
-)!)! 实验方法

准确移取 -! 1/ 待测酒样于 #& 1/ 具塞比色管中#
加入 -)% 1/ - 1(, < / ’078 溶液#在 >& ?恒温水浴中加

热 @ A#以下简称处理酒样% 加热完毕后冷却至室温B用
乙醇碱液定容至 #& 1/# 然后在 F9F G1 处以乙醇碱液

作为对照测定其吸光度#代入线性方程#求得待测酒样

中固态发酵酒的含量%

! 结果与讨论

!)- 测定波长的选择

以乙醇碱液为对照#对处理酒样$固态发酵酒原样

进行光谱扫描’以空气为对照#对乙醇碱液$9# :*; < ;.乙
醇水溶液进行光谱扫描#结果见图 -%

由图 - 可得# 处理酒样在 F9F G1 附近出现了吸收

峰#而原样在此处没有吸收#可判断 F9F G1 附近的吸收

是酒体显色产生的# 故选择 F9F G1 作为测定波长进行

研究% 乙醇碱液在 F9F G1 处没有吸收#选用乙醇碱液作

为对照溶剂%
!)! 氢氧化钠溶液加入量的影响

固态发酵酒在碱性加热实验中# 加碱量的不同#显

色深浅也不同% 取 % 支 #& 1/ 具塞比色管# 各加入 -!
1/ 固态发酵酒#再分别加入 - 1(, < / 氢氧化钠溶液 &)%
1/#- 1/#-)! 1/#-)# 1/#-)% 1/#! 1/#!)! 1/#!)# 1/#
混匀#在 >& ?恒温水浴中加热 @ A 后冷却至室温#定容

后在 F9F G1 处测定吸光度% 以加碱量为横坐标#吸光度

为纵坐标作图#见图 !%

由图 ! 可看出#随着加碱量的增加#吸光度值先随

之变大后基本保持恒定# 当加碱量为 -)% 1/ 时吸光度

达最大值#故可确定酒样与最佳氢氧化钠溶液*- 1(, < /.
的体积比为 -!=-)%%
!)F 显色时间和温度的影响

固态发酵酒在碱性加热实验中#随着加热温度及时

间的不同#显色程度不同% 向 % 支 #& 1/ 具塞比色管中

分别加入 -! 1/ 固态发酵酒和 -)% 1/ - 1(, < / 氢氧化

钠溶液# 于 @& ?水浴中分别恒温 - A#-)# A#! A#!)# A#F
A#F)# A#@ A#@)# A 后#冷却至室温#用乙醇碱液定容后在

F9F G1 处测定吸光度% 同上述实验方法分别测定在 #&
?#9& ?#>& ?#%& ?#H& ?时恒温处理酒样的吸光度B测
定结果见图 F%

由于在 H& ?水浴中加热 ! A 后#冷却至室温#酒体

呈乳浊状#干扰紫外4可见吸收光谱的测定% 从图 F 可明

显看出#>& ?显色 @ A 时的吸光度值最大% 由此可确定

最佳显色温度为 >& ?#时间为 @ A%

图 - 光谱扫描图

图 ! 氢氧化钠溶液的加入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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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吸光度与固态发酵酒含量"#$的关系图

%&’ 稳定性实验

取一定量的处理酒样间隔一定的时间测定其吸光

度!见图 ’" 实验表明在显色后 ! ( 内稳定性良好"

%&! 标准曲线的绘制

准确移取固态发酵酒与 )! *+, - ,$乙醇水溶液不同

比例的混合酒样 ./ 份! 按照 .&%&% 所述方法测定吸光

度!绘制标准曲线!见图 !"

实验表明! 吸光度值与白酒中固态发酵酒含量在

%! *0.// * +, - ,$范围内有良好的线性关系!其一元线

性回归方程为 12./3&’456%’&/!%!相关系数 72/&33."
%&) 精密度试验

按照固态发酵酒8)! *", - ,$乙醇水溶液2.8. 配制试

样!按照 .&%&% 中所述的方法进行 9 次平行实验" 结果见

表 ."

%&9 样品及回收率的测定

准确移取 .% :; 新型白酒于 !/ :; 具塞比色管中!
按照 .&%&% 所述的实验方法进行 < 次平行试验! 其固态

发酵酒的平均含量为 <!&)% * " 同法测定新型白酒和固

态发酵酒 < 种比例的混合酒样! 进行回收率的计算!回

收率在 3!&3. *0.//&4 *" 其结果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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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显色温度和时间的影响

图 ’ 稳定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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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 年酒类销售超 .!/ 亿元
本刊讯#据悉!%//’ 年广东全省酒类市场在原材料大幅涨价以及毒酒事件等不利条件影响下!依然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全省酒类销售额超过 .!/ 亿元"其中!啤酒增长最快!同比增长 .!&! *"全省平均千升酒利润高

达 %%) 元!高于全国啤酒业平均利润的 9! *"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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