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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木薯原料生产酒精如何保证质量达标

季洪财

（山东临沂洪福酒业有限公司，山东 临沂 59<665）

摘 要： 以木薯为原料生产酒精，理化指标色度、氧化试验、甲醇含量等在蒸馏中难以分离，难以达到质量标准。可在

精馏塔的浓缩区域添加高锰酸钾来提高酒精质量。（孙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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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木薯为原料生产酒精同用瓜干、玉米等原料生产酒精相比，

在质量达标上有它的一定难度。如质量中考核的主要理化指标色

度、氧化试验、甲醇含量等在蒸馏中难以分离，难以达到质量标准

与要求。

由于木薯原料含有大量的根、茎、枝，故粗纤维较多，是蒸煮、

发酵中生成甲醇的主要来源 S8T。为降低甲醇含量，我们自行设计制

造了多功能的空气降温塔，把在蒸煮过程中产生形成的甲醇在空

气降温塔中尽可能地排除掉，有效地减轻了甲醇在发酵过程中的

聚集，减少了蒸馏过程中的排杂负荷。

由于木薯原料含果胶质较多，所生产的酒精质量远远赶不上

瓜干原料生产的酒精，特别是主要考核指标中的色度严重超标，产

品时有混浊、不透明现象或者带有微黄色，氧化试验难以达到内控

指标，最高时氧化时间只能达到<U9 ("+，同时严重影响着产品的

销售，致使产品价格上不去，给企业效益带来影响。

根据木薯原料的实际情况，我们首先在生产工艺流程方面，进

行了研究分析、实验，找出主要原因所在。首先在蒸馏工段做了大

量工作，对高锰酸钾用量和加入位置做了实验对比，在强制回流罐

和精馏塔顶部按一定比例加入高锰酸钾，结果成品质量效果不很

明显，主要理化技术指标还是停留在原来基础上。分析主要原因，

高锰酸钾的加入位置距离取成品位置太近，同时又是在取成品位

置之上。也就是说，高锰酸钾溶液在较短时间就能混合到取成品区

域，随成品带出，严重影响色度指标 S5T。为真正找出影响质量原因

所在，我们在精馏塔各部位开孔，对添加高锰酸钾进行了实验，定

出最佳位置，结果见表8。

从表8中可以看出，高锰酸钾的添加位置选在精馏塔的浓缩区

域效果最佳，成品质量最好。这是因为高锰酸钾溶液经汽化后，不

能进入成品区域的缘故，随酒精液体而向下移动。越移动离取成品

区越远，从而避免了随成品取出，使酒精成品质量稳定在考核标准

以上。

为使酒精质量更进一步稳定和提高，针对粗馏塔时常出现泡

沫夹带现象，造成时有成品酒精混浊和不透明状况，将粗馏塔顶空

节加高，粗馏塔到精馏塔的主导气管直径放大，在粗馏塔顶空节内

增设若干块挡板，使其酒精气体改变走向路线，被带走的泡沫被截

留住，又回到粗馏塔中去，有效地杜绝了泡沫夹带的出现。

主导酒精气管直径放大，可以降低或减慢酒精气体在主导气

管的速度，能够免除泡沫带进精馏塔中去，对降低酒精成品的色度

号起到良好作用 S7T。

近一年来，经采取以上措施，用木薯原料所生产的酒精，各项

理化指标和卫生指标均达到V?867>7’@=普级标准，成品合格率达

到866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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