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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标准修订之见解

杜明松

（河南仰韶集团，河南 渑池 7=5766）

摘 要： 白酒新标准函审初稿已定，新标准把新认定的香型行业标准纳入国标，体现了白酒国家标准的广泛性规范

化管理，对分析方法进行了科学的更新，体现了行业技术创新与进步。鉴于低度白酒的不稳定性，建议增加保质期；白

酒理化卫生指标的单位建议应统一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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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 年，白酒国家新标准、检验方法新标准等相关标准函审

初稿已确定，这是全国白酒界值得高兴的一件大事，是一次技术进

步。笔者对初稿、函审稿进行了试验、应用，并向食品工业标准化委

员会提出了一些建议，得到专家组的肯定，但是，我也有一些想法

想与同行共商。希望白酒标准尽快出台，为新世纪中国白酒的振兴

起到更大的助推作用。

8 ;< 国家白酒标准的局限性

现在我国白酒执行的仍是 8<;< 年颁布的标准，这些标准，对

于 8\ 年来，规范白酒质量保障人身安全健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

随着时代与消费观念的变化，对于目前市场上出现的 ?\ 度以下白

酒来说，企业标准良莠不齐。再者，诸如沉淀、浑浊之类问题给企业

和消费者都带来一个无法可依的解决方案，纠纷不断，白酒质量标

准迫切需要更新。

5 纯粮酿造与配制酒问题的矛盾

国 标 制 定 了 蒸 馏 酒 浓 香 、 清 香 标 准 ， 轻 工 行 业 制 订 了

]X87<;’<5 液态法白酒标准。可是市场上白酒几乎都在配料表中

标注：水、高粱、小麦（即蒸馏酒）。液态法兑制白酒回避酒精、及其

他香料、添加剂。;< 标准中，标注的均不得加入非自身发酵产物显

然只是一句画蛇添足的话。当然，一些调香工艺好的液态法白酒，

感官和理化质量指标均已和传统工艺蒸馏白酒相媲美，也特别适

合广大消费者需求，但却因“配制”二字，总让这些生产者被带传统

观念的同行看做另类。

? 新标准体现了规范和客观K但应进一步完善

?:8 白酒新标准把新认定的香型行业标准纳入国标，体现了白酒

国家标准的广泛性、规范化管理，对各香型的白酒进行了规范化的

定义。如：浓香型白酒中明确提出陈酿期至少半年，产品执行标准，

应由行业组织技术专家考察确定，并定期复核。这相对 ;< 标准是

一种进步。我认为，专家认定企业执行标准，很客观，很权威，但认

定必须有严格管理条理、认定依据和程序。是否添加非自身发酵的

呈香呈味物质，不应当过份强调。食品、烟草行业都存在添加剂，为

何非过分要求白酒呢？因为，白酒行业的事实是几乎全行业都在执

行这一标准，执行液态法白酒标准的企业几乎没有。我认为，添加

剂只要符合人身安全、健康，不超标使用，应该是允许的。

?:5 HX86?7\ 白酒分析法标准中，新增的内容体现着科技创新的

与时俱进，检测误差的客观对待。如对主体香分析的要求，采用的

色谱分析条件及色谱柱的选用，都吸收了近年来白酒分析的最新

成果，这更能推动行业的技术创新。把豉香型、芝麻香型、特香型的

主体香味物质的分析方法并入分析方法标准中，更体现了国标分

析方法标准的广泛性。

总酯的分析方法，第一增加了空白试验，这一步骤体现着分析

的严密和周全性；第二对回流冷凝装置进行准确的规范化要求，更

有利于减小试验误差；第三分析结果的表述公式中减少了氢氧化

钠标准溶液浓度的参与计算，更精确了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 新标准对于低度白酒低温沉淀问题，向前推进了一步，如低

度白酒由于呈香的油酸乙酯、亚油酸乙酯、棕榈酸乙酯引起的低温

微量沉淀，新标准建议可以有微量，体现了对于事实的客观和公

（下转第 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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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艺分别归属于酿造酒或配制酒类；果葡酒的原料属果类酒

范畴；普通酒与优质酒兼有。

“四个转变”与四大酒类都有关系，这是客观存在，而“四个转

变”的重点则是白酒类，关系到尽量少用粮食原料，降低产品的酒

精度和提高白酒的质量。

对于果露酒类主要是提高产品的质量和适当降低酒精度。

对于啤酒和黄酒两大酒类，关系到提高产品质量和尽量减少

粮食的消耗。

在“四个转变”的多年实践中，降低产品的酒精度是首要任务，

重中之重。白酒类在这方面已取得明显成效，尤其是国家级名白酒

企业率先垂范，树立了榜样。早在 8;<; 年评出的、即现有的 8= 种

名白酒品牌中，曾经或继续面市的低酒度名白酒就有 87 种（见表

8），占 <5 >；涉及到 ? 种香型，占 ?6 >。上述 8= 种名白酒中，当时

产品的最高酒度为 @? >，最低为 A< >；中间酒度有：@A >，@5 >，

@6 >，?< >，?? >，?7 >，?A >，?5 >，7< >，7@ >和 A; >等 88 种品

牌。对于普通白酒的酒度降低是采取渐进式的逐步降低，搞得有声

有色。为了开拓中国白酒的世界大市场，白酒企业可重点开发酒度

在 76 >以下的、有明显个性的非烈性酒。目前，市场上畅销白酒的

酒 度 在 7? >左 右 或 以 下 ，比“四 个 转 变 ”正 式 提 出 的 时 刻 约 降 低

8? >以上。

黄酒类颁布的新标准 BC D 18A@@5’5666，对产品的酒精度放

宽了，有利于低酒度黄酒的发展。近年开发的“和酒”、“状元红”、

“灵芝精雕酒”等低度黄酒新产品，口味清爽、醇和，并有较高的营

养价值。

四大酒类的生产企业在进一步贯彻酿酒工业“四个转变”时，

要对其内涵进行全面理解，对粮食酒、高度酒和蒸馏酒并不是暂停

或不要生产了，而是提倡利用果类原料，酿造酒类的工艺，生产出

真正低酒度（56 >以下）范围的白酒，为“四个转变”后的“终端”白

酒产品。要进一步明确在坚持稳定提高酒类产品质量的同时，适度

控制高度酒的发展，支持果类酒的发展，鼓励低度酒、酿造酒的发

展；通过引导消费，舆论导向，将酒类中高酒度酒的酒度适当降低；

利用部分果类取代粮食原料或混合原料发酵开发新型白酒、果味

啤酒；以及加强酒类产品的卫生营养，增加可混饮功能等，这将有

利于四大酒类的发展。总之，“四个转变”给四大酒类指引了前进的

方向，四大酒类深入贯彻“四个转变”，必将迎来一个我国酒业健康

发展的春天。!

正。因为大部分白酒企业因消费投诉造成了很多经济损失，为了解

决问题不得已只好用精密过滤设备过滤掉这些香味物质。

7 质量指标变化与保质期的问题

根据笔者 86 余年来白酒分析的经验，低度浓香型白酒理化指

标和口感会因存放而变化，低度白酒每年总酸升高的幅度在 56 >
以上，总酯降幅在 86 >以上，己酸乙酯降幅也在 86 >以上，乙酸

乙酯会略有微量的升高，这样一来，就会造成合格产品在一定时间

后会出现不合格，酒是陈的香的观念对于低度酒是不适宜的，因

此，建议对于低度白酒应增加保质期的规定。

? 关于理化指标的一点建议

在白酒标准与蒸馏及配制酒标准中，笔者认为：应将理化标准

的单位统一起来，因为，在 BC D 186=<8 中，理化指标是以 , D ! 为单

位，而在 BC5=?=’<8 中则有以 , D 866(3 为单位的，也有以 (, D ! 为

单位的，这样对于同一份检验报告来说，显得单位比较混乱，建议

以 (, D ! 作为统一单位较为科学些。另外，在 BC5=?=’<8 的注释

中，把卫生指标，统一按 @6 度折算，笔者认为这一要求并无科学依

据，把低度酒浓缩至 @6 度，或高度酒降为 @6 度，均不存在此乘、除

折算关系。因此建议对低度酒也可以专门进行规定。

白酒新标准的试验和拟定，花费了行业专家很多的汗水和智

慧，它的诞生必将带来白酒行业一次新的质量技术进步。笔者以上

所谈观点只是个人想法，希望能得到专家的批评指正。总之，迫切

希望白酒新标准尽快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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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对白酒评委实施动态管理

本刊讯：5667 年 7 月 8;F55 日E陕西省酿酒工业协会在太白酒业宾馆对全省 76 多名白酒评委进行了培训和年检，全国著名酿酒专

家李大和、白希智辅导授课，协会有关领导何钊、王怀祥等也亲临现场辅导参会。

根据近年来白酒行业的新情况和消费市场变化，本次活动紧密围绕白酒评委在新产品开发、产品结构调整和成品勾调过程需要了解

和解决的问题，通过培训达到提高评委素质，更新知识观念的预期目的。通过考核对全省白酒评委优秀者予以肯定，不合格者予以陶汰，

对评委实行动态管理。

近年来在省酿酒协会和行业领导的指导下，全省评委积极投入到企业产品结构调整和新产品开发上，全省 566 多个新产品投放市

场，特别是产品结构调整成效显著，反映在凤兼复合型白酒研制开发有了重大突破，得到专家认可和消费者好评，销量占到全省白酒销量

的三分之一，在全国有关香型白酒质量鉴评活动中 86 个产品受到表彰，陕西白酒也连续 A 年产量、销售收入稳定上升。（仇新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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