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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醉酒度是指饮酒后，对人的精神激活的程度，既要满足美好的享受，又不至于影响工作，影响健康；要求

酒入口时不辣嘴，不刺喉，醇和爽净，谐调自然，饮酒过程醉得慢，醒得快，酒后不口干，不上头；感觉清新舒适。影响

醉酒度的因素很多，如饮酒人群的结构、饮酒人的身体状况、饮酒量、饮酒习惯、饮酒时的思想情绪、酒体成分及各

成分间的比例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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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越来越理性，饮酒

是工作交往、情感交流、亲情表现、休闲享受等，已深入

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舆论提出：现在是“全新的喝酒时代”，转移到“应

怎样喝酒?喝什么酒?在什么场合喝酒?”。 研究喝白酒的

消费心理、消费情感、消费方式及社会营销等成为大势

所趋。
纵观当前市场，特别是中高端产品市场，主要是突

出的团队消费，带有极强的社会性，饮酒成为工作的纽

带。
白酒是精神属性大于物质属性的精神文化产品，但

必须以物质性功能为基础，既要健康，又要舒适，要适应

生活和工作节奏的变化。 人们饮用后身体的表现尤为重

要，白酒醇和舒爽的“体征”表现，才能带给人们美的享

受，这已成为市场消费的时尚追求，也是科技工作的重

要课题。

1 发展的由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几年前在研究白酒组成的勾

调工作中，当时四川胡森总工提出一种观点，生产的酒

饮用时能顺口，提出不辣嘴、不刺喉、不口干、不上头的

四不观念； 我曾参加过五粮液研制亚洲威士忌的鉴定，
他们就做过威士忌酒醉酒度的试验； 又曾在纳溪参加

“竹活酒”的鉴定会，就发现该酒饮后，“醉得很快，醒得

也很快”，当时就想如果能生产出“醉得慢，醒得快”的酒

该多好；近年市场需求说明：为了适应现代生活节奏，对

白酒醉酒度低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做到“喝时舒畅，饮

后轻快”这样的产品才是我们所追求的。

2 什么是“ 醉酒度”

白酒是精神体验产品，也是现代时尚产品。 它蕴涵

了文化和精神的要求，事实说明，大多数人喝酒，除酒体

优美外，而是在乎它能给人们一种气氛。 反映出一些心

Consumers' New Pursuit of Liquor with Low Drunken Degree
ZENG Zu-xun

(Chengdu Garden Unit 9-3-801, Qingyang Road, Chengdu, Sichuan 610072, China)

Abstract: Drunken degree refers to people's excitement degree after liquor drinking. Ideal drunken degree means that drinking could bring peo-

ple wonderful enjoy and not influence people's work and damage people's health. Accordingly, liquor should have soft and clean taste (not spicy,

drunken slowly and sober up quickly) and harmonious aftertaste. There are many factors influencing drunken degree such as drinkers' structure,

drinker's physical conditions, drinking amount, drinking habits, the emotional feeling during drinking, the compositions of liquor body, and the

proportioning of liquor compositions etc. (Tran. by YUE Yang)

Key words: liquor; drunken degree; drinking; health

酿酒科技 ２００8 年第 10 期（总第 １72 期）·ＬＩＱＵＯＲ－ＭＡＫ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8 Ｎｏ．10(Ｔｏｌ．１72) 115



酿酒科技 ２００8 年第 10 期（总第 １72 期）·ＬＩＱＵＯＲ－ＭＡＫ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8 Ｎｏ．10(Ｔｏｌ．１72)

里的沉积， 在饮品中只有酒才能让人们产生这诸多感

觉，酒是人们的情趣和精神的寄托，是诸多情感的真实

流露，品酒是一种文化，是品味人生的一种美好享受。
醉酒度是指饮酒后，对人的精神激活的程度，既要

满足美好的享受，又不至于影响工作，影响健康；从具体

表现来讲：要求酒入口时不辣嘴，不刺喉，醇和爽净，谐

调自然，饮酒过程醉得慢，醒得快，酒后不口干，不上头。
感觉清新舒适。

醉酒度实验是指酒样注入小白鼠的动物实验，与同

等条件注入同浓度纯酒精实验醉酒时间的相对百分比。
现在还未见到哪个品牌酒做出公示。

3 影响醉酒度的因素

影响醉酒度的因素很多，如饮酒人群的结构、饮酒

人的身体状况、消费量的多少、饮酒习惯、思想情绪以及

现场的空气畅通、温度高低等因素。
但我们从酒的物质性去研究， 应该有共同的规律，

醉酒度低的酒与基酒质量好，贮存时间长，酸、酯、醇、醛

等各种香味物的平衡等因素有关，它是酒体的一种综合

表现，大体上可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①乙醛是引起上头的主要物质，又是影响酒体的放

香和乙缩醛的生成，通常是靠贮存来控制；
②杂醇油的多少；
③酒精度含量的高低，如何控制和减小其刺激度；
④酯含量的多少，与其他各种酯的组成比例；
⑤酸含量的多少，与其他酸的组成比例；
⑥酒精与水的缔合程度。 酒体贮存时间长，其醉酒

度低， 可能是香味成分间形成聚合的大分子发生了变

化；
⑦酒体与其他物质的组成。 如酸与酯的平衡、酯醇

的平衡、酒中酸与其盐形成的缓冲性、降低离子强度等。

4 过去有关研究的启示

4.1 研究过酒精与水的缔合，有说缔合要较长时间，后

来又有实验，在有其他离子存在时，缔合能很快完成。 经

实验取理想的酒精度是 53 %vol， 近年应用原子显微镜

的研究说明。 酒体经过贮存而形成大的凝聚体，或是由

均相溶液到胶体溶液的形成。
4.2 黑龙江轻工所，做过影响上头的试验，明确主要因

素是酯与酸的平衡，后来又有很多经验证实，酸酯平衡

不仅改善口感，而且是饮后不上头的主要措施，现在市

场上的酒就有明显的改进。
4.3 从过去有关研究理论讲，乙醛(造成酒瘾)，异丁醇、
异戊醇、正丙醇含量高低，是影响上头的主要原因，故在

白酒卫生指标中有规定（最近颁布的新标准，取消杂醇

油的规定）。 川法小曲酒和带液态发酵的酒，含杂醇油就

高。 国外威士忌酒含杂醇油高，据说也存在有上头问题。
4.4 最近见“啤酒上头问题”的报道[2]，经研究是酒中醇

与酯的比例不合适，已由过去 5.23 变为 3.67。 金门高粱

酒生产的流酒温度高，直接尝酒就无新酒味，这与醛和

硫的化合物有关，酱香型酒生产流酒温度也高，关于蒸

酒时的热效应，应该引起重视。
4.5 据说葛根等类物质是好的解酒物， 有研制葛根酒

的报导[3]，其黄酮含量高。 据西安力天公司介绍的“永生

宜 康”添 加 剂 [4]，就 做 过 动 物 醉 酒 时 间 (分 )的 比 较 ，是

386∶274，证明添加剂的效果。 笔者认为，不要排除对外

加物的研究。
4.6 据有的酒厂介绍，在开发产品后，还专门组织符合

条件的消费者，进行饮酒试验，观察醉酒程度，以取得市

场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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