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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瓶化学稳定性对白酒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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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玻璃瓶的化学稳定性直接影响白酒的质量，若其耐酸性差，装入酒液后，将会析出硅酸盐而形成白色沉淀，

影响酒质。因此，对玻璃瓶的检测很重要，采用甲基红酸性试液注入玻璃瓶达<6 @，加塞，于水浴锅内86A89 ("+使瓶内

温度达B9 C左右，恒温76 ("+，观察瓶内试液颜色，以判断其化学稳定性，呈红色或淡红色为合格瓶，橙黄色为不合格

瓶，不能用于成品酒包装。（庞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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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白酒厂家均采用玻璃瓶作为包装成品酒的容器，在验收

过程中，白酒企业往往重视玻璃瓶外形和规格等技术指标检验，忽

视玻璃瓶化学稳定性检验，即玻璃瓶在酸性环境中化学稳定性检

验。这样就会使一些化学稳定性差、不具备耐稀酸性玻璃瓶流入包

装工序，成品酒经一段时间存放，生成白色沉淀，即货架期沉淀。

8 玻璃瓶化学稳定性对白酒质量影响

8;8 玻璃瓶化学稳定性

玻璃瓶化学稳定性是指它的耐稀酸性，即玻璃瓶在酸性溶液

中所表现出的稳定性。也就是说不能与瓶内的白酒发生作用而影

响其质量。

8;5 对白酒质量的影响

盛装白酒的玻璃瓶通常采用硅酸盐玻璃制成，瓶内壁残留有

少量可溶性硅酸盐类。包装工序中若使用化学稳定性差的玻璃瓶，

洗瓶时水未控干，可溶性硅酸盐进入酒体。成品酒在贮存过程中硅

酸盐也会溶入酒体。由于白酒酒体为均一酸性液体，含有较多有机

酸成分，如甲酸、乙酸、丙酸、丁酸、己酸、乳酸等，它们在水中电离

常数如表8。

从表8中看出，硅酸是很弱的酸，电离常数远远小于其他有机

酸。根据强酸置换弱酸的规律，溶入酒中的硅酸盐与酒中有机酸发

生反应，置换出硅酸。虽然硅酸在水中溶解度较小 \8]，但小分子硅

酸可溶于水。由于小分子硅酸较易聚合成大分子硅酸，大分子硅酸

不溶于水而析出，形成白色沉淀。

综上所述，包装工序所用化学稳定性差、不耐稀酸的玻璃瓶盛

酒容器是造成成品酒货架期沉淀的原因之一。只有化学稳定性合

格的玻璃瓶才能投入使用，这样才能提高货架期成品酒合格率，减

少质量投诉。

5 玻璃瓶化学稳定性检验

5;8 原理

将玻璃瓶中灌入稀酸 \5]，在 一 定 温 度 下 ，以 甲 基 红 为 指 示 剂 ，

酸为红色，碱为黄色，检查玻璃瓶内酸碱度变化。如果溶液仍保持

酸性即红色或淡红色，判定该瓶具有化学稳定性；如果溶液呈橙黄

色，判定该瓶不具有化学稳定性。

5;5 仪器和试剂

5;5;8 恒温水浴锅（直径76 .(，高76 .(，精度^8 C，上海医用仪表

厂提供）；铁架台。

5;5;5 6;5 @甲基红指示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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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取6;5 ,甲基红溶解于866 (3无水乙醇中。

5;5;7 6;8 :盐酸标准溶液。

5;5;< 甲基红酸性试验溶液。

吸取6;8 :盐酸标准溶液6;= (3放入8666 (3容量瓶中，滴9滴

6;5 >甲基红指示液，用蒸馏水定容至刻度，摇匀备用。

5;7 操作

5;7;8 取新酒瓶用自来水洗净。再用蒸馏水洗5次，最后用甲基红

酸性试验溶液洗5?7次。

5;7;5 玻璃瓶中灌入甲基红酸性试验溶液 （注入瓶容量@6 >）A7B，

瓶口用煮过的塑料内塞盖紧。用铁架台固定玻璃瓶颈部，置于水浴

锅中央，瓶内外液面要保持一致，在86?89 ("+时间内，瓶内试验溶

液温度要达到C9D5 E，恒温76 ("+。然后取出玻璃瓶，观察瓶内试

验溶液颜色是否变化。有色玻璃瓶可将试验溶液置于洁净的烧杯

中观察。

5;< 结果判定（见表5）

7 讨论

7;8 试验中所用蒸馏水FG值应为9;9D6;8（滴5滴甲基红指示液，

水色应为橙红色）。若蒸馏水FG值不是9;9D6;8时，可用6;68 :盐酸

溶液或6;65 : :)HG溶液，在酸度计上进行校正。由于甲基红变色

范围（FG值）<;<?I;5，若水的酸性过大或偏碱性，都将影响结果判

定。

7;5 玻璃瓶内壁附着的硅酸盐与试验溶液中GJ离子作用，消耗了

部分有机酸，致使试验后试验溶液FG值变大，引起试验溶液颜色

变化，达到检验玻璃瓶是否具有化学稳定性和耐稀酸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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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等污染了环境，加之地方保护主义作祟，严重威胁酿酒行业。

7;7 酿酒原料混杂，少有专用品种，不少企业使用劣质大米甚至

黄变米，既影响酒的质量，又带来食品安全的隐患。

7;< 工艺上墨守成规，新产品开发乏力，企业之间缺少应有的技

术交流，限制了自身的发展。

7;9 啤酒的快速发展，葡萄酒的复苏崛起，对黄酒产品的推开带

来压力，至今黄酒消费人群未见有大的扩展，中国的民族酒———黄

酒，要想成为国酒，谈何容易！

< 意见与建议

中国黄酒业界有过短暂的发展后，近86年来事实上处于下滑

态势，任何自我吹捧和粉饰均无济于事。希望大大小小决定政策的

以及有关各级协会、学会的掌门人，站在振兴民族酒业的高度，认

真地作出抉择，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本人意见与建议如下：

<;8 加强行业管理，及时了解国外酒类科技发展和有关信息，更

好地为生产企业服务，为政府制订有关政策作为参谋。

<;5 增加酿酒企业、大专院校与研究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协作，不

断吸纳现代酿造科技以改造传统的酿造工艺，使之不断发展完善。

<;7 向啤酒、葡萄酒、白酒等其他酒种学习，借鉴其先进的设备和

有关工艺，走创新之路，改变黄酒业陈旧的面貌。

<;< 借鉴、学习日本清酒先进的现代化设备、管理及有关工艺，取

我所需，促使黄酒业界从传统走向现代化跨上一个台阶。

<;9 从水质及其处理、原料、菌种、工艺及其后处理等各个方面严

格把关，切实提高黄酒的质量，出新品、出精品，生产符合当今社会

人们口味的大宗产品，扩大黄酒饮用的地域和人群，使之真正成为

名符其实的民族酒。

<;I 加强黄酒技工的培训和中高级技术人才的培养，使黄酒业界

后继有人，促进黄酒科研水平的提高，并逐步走向现代管理。

<;= 加强企业三废处理，增强环保意识，争创绿色食品，提高黄酒

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成为利国利民的颇具特色的民族酒。!

近几年来，兰陵的产品结构、企业规模、市场结构、企业内部机

制等逐步调整，特别是传统白酒发酵技术向现代化发酵技术转变，

也就是说利用现代高新技术手段从根本上置换传统产业的技术基

础。这是我们企业发展战略的大转移，也是应对文化时代的需要。

经过几年的创新和调整，兰陵企业机制、产品及市场结构不断

理顺，兰陵产品市场占有率不断增加，兰陵品牌效益不断提高。

5668 年兰陵陈香被评为“中国著名创新品牌”。“兰陵———追求消

费者永恒的信赖”的企业理念更加根深蒂固。新世纪，新兰陵，创新

和调整仍是我们的主题。

7;9 形成一整套成熟的文化酒发展战略体系

自湘泉集团首先明确打出“文化酒”品牌概念，首先主动用文

化塑造企业和品牌形象，并通过“文化J情感”手段对市 场 营 销 战

略加以科学有效的运作以来，发展文化酒战略摆在我们每个酒类

企业面前。如何占领文化竞争这一全新的制高点，烘托出真正文化

名酒品牌的夺人之势，为企业创造出巨大的市场竞争佳绩，我们兰

陵通过近一年来的运作，深刻体会到形成一整套成熟的发展战略

体系十分重要，作为文化酒时代的顺应者，照搬照抄绝对不行，“酒

鬼”酒的经验对我们来说只是启示，而非不变的真理，我们必须因

地制宜，因企业而异，深挖企业酒文化，形成个性强烈的独特体系，

在体系中要特别注重品名文化，香型工艺文化，生态文化，消费文

化，营销文化，并做好与企业整体发展战略的结合文章。谋文化情

感之势，谋著名品牌之势，谋战略营销之势。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文化酒时代的到来是一个新的开

始，她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酿酒界朋友们，让我

们携起手来，共同驰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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