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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炭及其应用

王心成

;安徽亳州微生物研究所白酒室，安徽 亳州 5<=>6<?

摘 要： 活性炭是疏水性吸附剂，广泛应用于白酒生产，具有除杂、催陈的作用。能有效去除白酒中高级脂肪酸酯，改

善白酒口味。活性炭可再生，有萃取法、加热法。（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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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活性炭的结构

活性炭是一种孔隙结构发达的炭质材料，采用适宜的原材料，

可经炭化、活化及漂洗等工艺制成，有食品级和非食品级等级别。

随着科技进步，活性炭的性状、性能及专一性有所改善 N汪洋酒炭

就是专用于酒类的专用炭。活性炭作为吸附剂或载体等，在科研、

卫生及工业上被广泛应用。

活性炭是疏水性吸附剂，在极性溶液中吸附非极性物质，总比

表 面 积 达 ]66^8666 (5 _ ,，真 比 重（密 度 ）为 8:B^5:8，表 观 比 重 为

6:6>^6:7]，沸点 7566 ‘左右，不容于任何有机溶剂。活性炭在生产

过程中，去除了碳晶间的多种碳化物及无序碳等，从而形成众多孔

隙即多孔结构。活性炭的多孔结构可分为微孔、过渡孔和大孔若干

类型。有效半径 56 埃以内的为微孔，其比表面积占总比表面积的

B6 a以上，可以说，活性炭的吸附效能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微孔。有

效半径 56^]66 埃范围内的为过渡孔，有使吸附物质进入微孔通

道的作用。而 ]66 埃以上的属大孔，能使吸附物质快速进入微孔。

活性炭成孔优劣或不同的孔隙结构及表面化学成分，使它在实际

应用中的效能或专一性存在差异。

5 活性炭的作用

活性炭用于液相吸附中，尤其有着良好的效果。

5:8 脱色；

5:5 除去呈臭味物质；

5:< 除去臭味物质的前体物质；

5:7 除去混浊及可能生成混浊的物质；

5:] 除去胶体物质；

5:= 催陈、调香；

5:b 除去生理性有害物质等。

同时，活性炭在毒理学上是绝对安全的，只要采用食品级以上

产品，对人体不会造成任何危害。

活性炭早已应用在食品工业上，汪洋酒类专用炭在饮料酒生

产中应用最为广泛。 对于白酒，利用活性炭既可以解决混浊，又

可以减少酒中的邪杂味。在适合剂量时，它首先吸附引起混浊的 <
种高级脂肪酸酯即油酸乙酯、亚油酸乙酯和棕榈酸乙酯，其次是己

酸乙酯等。酒和酒精经过活性炭的处理，能促进醇和酸的酯化反

应，乙醇和水的缔合作用，醛类物质部分被吸附、催化，所以辣味被

减弱，具有老熟感。它对多种酒类的增绵、增（调）香，正是其催熟作

用产生的。经过活性炭的处理，白酒的口味会有较明显改善，一次

处理相当于 < 个月左右的自然老熟期N能使腥、涩、苦、麻、辣、暴的

酒迅速变成比较纯绵适口的酒。

< 活性炭的使用方法

<:8 直接加入法

活性炭用于白酒处理中，直接加入方法（或称反应器法）依然

被厂家所采用。现用此法，应尽可能选择相对专一性的粉末活性

炭，如汪洋酒类专用炭，掌握好使用剂量和吸附时间等因素，包括

间歇或连续性搅拌。搅拌的作用是让活性炭与引起混浊的 < 种高

级脂肪酸酯充分接触，加快吸附进程。要达到吸附充分，必须要用

较长时间，初加入时，体系内各点不一定均匀，因此在活性炭表面

上会吸附少量己酸乙酯等有益成分。但延长时间或搅拌，因 < 种高

级酯比己酸乙酯的亲和力强，前者将会或较快地置换后者。如处理

得当，该法也可取得较满意效果。

从报道和实验可知，酒度为 =6^=] 度 时 ，活 性 炭 对 己 酸 乙 酯

等部分有益成分的吸附能力比较弱，而在此酒度时，对上述 < 种高

级脂肪酸酯的吸附能力仍相当强，故可除去其中的大部分高级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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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形成具有植物的色、香、味等特点。而现代白酒则是具有传统白

酒的口感，同时所添加的植物提取液是无色、无味并具有保肝养胃

的作用。由此可见，传统白酒是现代白酒生产的基础，而现代白酒

则是传统白酒的继承与发展。

; 开拓有机食品是现代白酒发展的重要途径

阎希军博士关于现代白酒的具体内涵从 7 个方面作了详尽的

论述，即技术创新、工艺创新、市场营销模式的创新以及饮酒文化

的创新。特别是市场与饮酒文化的创新，倡导文明的饮酒文化对我

们很有启发，应该说是拓展了我们酒类技术人员的视野。阎博士还

进一步谈到现代白酒标准，认为标准一般有企业的、国家的以及国

际标准。其内容也在随技术创新不断更新、完善和提升。没有现代

化的标准，实际上就没有全面而适应时代发展的现代白酒。在此，

我们认为开拓有机食品是现代白酒发展的重要途径。有机食品技

术规范 <=> ? 1@6’5668A已有明确要求：有机农业生态环境———有机

农业———有机农副产品———加工及深加工———有机食品。

白酒属于食品与发酵工业的主要产品之一，只有按国家制定

的各种标准及规范加工、生产的系列产品，并经有关部门认证才能

称为有机食品 BCD。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食品的安全性已成为

人们的首要追求。按有机食品的基本规范研制生产现代白酒既使

现代白酒给广大消费者以安全感，同时也是现代白酒进入国际市

场的通行证，为中国白酒进入国际市场创造必备的条件。

我们认为，要使现代白酒融入国际化市场，实现一种对中国白

酒继承和发展的自我完善的抱负，还应高度重视原料基地（包括酿

酒原料以及天然植物种植等）、产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包括白酒的

自然固态发酵以及天然植物液的提取生产），重视、加强基地生态

环境的建设和保护，创建酿酒工业生态园区，既有利于传统白酒自

然固态发酵，又有益于现代白酒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一定要按有

机食品技术规范 <=> ? 1@6’5668E加速其规范化的进程［F］；产品标准

既要有我们民族的特色又要有国际化的水平；产品市场也应国际

化，不仅在国内培育、引导市场而且还应在国外培育、引导现代白

酒的市场；在经营管理上白酒行业也有创新问题、现代化问题：突

出表现的两个降低———生产成本的降低，营销费用的降低。四个提

高———管理经营水平的提高；产品质量的保证和提高；在销售收入

中利税水平的提高；在利税中利润水平的提高。四个提高突出一个

中心———效益的提高，才能做强做大企业 B;D。上述事项的关键点是

人，要做好现代白酒、传统白酒同其他行业一样，应该以人为本，坚

持“三位一体”———以“经济人”关心职工，以“社会人”去对待职工，

以“文化人”去培养职工，充分调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营销人员

以及企业的所有员工的积极性。我们深信现代白酒不仅是在理念

上得到丰富发展，而且现代白酒将与其他酒共同发展、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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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流出的酒液加水降度不会混浊。

;:5 装柱使用

实验说明，应用适合剂型的活性炭和加工设备装柱对高度原

酒吸附处理，然后降度和勾调生产，简便快速和效果颇佳。虽然最

终会吸附部分有益酯，但处理后的活性炭还可再利用，故不失为一

种好方法。目前市售活性炭类型尚多，厂家有较大选择余地，实验

认为，装柱用活性炭应选择细小颗粒型产品，并根据本厂酒基、香

型，通过小试确定合适的剂型品种。可根据生产规模设计柱子的尺

寸大小，因调控吸附流速柱子需承受一定压力，要选择一定厚度的

不锈钢或铝质材加工、装配。柱长度与柱直径之比（! ? JE为 C 左右

较适宜，柱进出液管口径为柱直径的十分之一左右。在吸附处理

中，整个吸附流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介质界面上会不断发生

着吸附、交换的动态变化。酒液吸附流向宜自下而上；流速及混浊

穿透点，应根据酒基质量和生产需要，参照处理后酒液耐低温、低

度程度确定之。装柱吸附的初始流速拟可快些，而随着吸附进程适

当放慢，总之应试选定理想吸附效果中的适宜流速与处理量。当到

达吸附穿透点时，对柱中活性炭及时进行再生。再生处理流向则自

上而下即反向解吸再生，一次再生需所装活性炭 ;KC 倍量的高度

酒精。用于活性炭再生后的酒精液，可与配制酒生产结合起来处理

和回收利用。如处理 FC 度左右的发酵原酒，一次装柱可以重复再

生使用 ;KC 次，处理数量为所装介质量的 C66K8666 倍。

7 装柱活性炭的再生

7:8 萃取再生

用 GC L（M ? M）的酒精洗脱或反冲解吸再生。为提高生产效率

和降低再生成本，萃取再生应允许被解吸物质有一定残留量，即用

高度酒精反冲再生到一定程度时，已可继续进行白酒吸附处理。自

然如此反复，介质所处理白酒的数量会依次递减（即“穿透点”随之

变化）。当介质到无再次处理使用价值时，取出加热再生。但若从

经济核算角度考虑认为无太大价值时，也可至此将柱内活性炭洗

脱所吸附酯类后舍弃之。

7:5 加热再生

如活性炭表面吸附中心填满了难以解吸出的物质，其活度丧

失或大大降低，可加热再生，使它重新恢复活性。

7:5:8 水洗：对处理白酒后的活性炭，可用酒精洗脱所吸附酯类后

进行水洗。

7:5:5 干燥：风干或晒干。

7:5:; 加热活化：有条件可用再生炉热蒸汽加热活化。温度升至

566 N维持一段时间，高级脂肪酸酯会从其表面挥发掉；C66 N维

持 86 2 左右将可达到完全再生效果。也有人用陶（搪）容器翻炒方

法简易加热再生。

7:5:7 筛选：选择适合目数的振动筛，筛去碎粉末状活性炭，以维

持其正常通透性。

以上关于活性炭装柱吸附处理的简介，为实验过程中的粗浅

体会，仅供参考。并愿与同行切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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