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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葡萄酒酒石酸氢钾稳定性的新方法

郝新峰

（安徽萧县南关开发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安徽 萧县 579666）

摘 要： 酒石酸氢钾（=>1）是影响葡萄酒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其溶解度决定于温度、酒度、?>值。当温度低于饱和温

度时酒石酸盐就不会析出，产生沉积物。白葡萄酒的1-@1AB C；红葡萄酒的1-@1A8D C；桃红葡萄酒的1-@1A88 C。（孙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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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中酒石酸氢钾（=>1）的多少是影响葡萄酒稳定性的重

要因素之一，酒石酸氢钾经常处于超饱和状态。在葡萄酒中酒石酸

氢钾的溶解度决定于温度、酒度、?>值。在新葡萄酒中酒石酸盐的

沉积，也受胶体的影响。因此，其沉淀量不好预知。

酒石沉淀可在新葡萄酒的贮存过程中很快地出现，也可在装

瓶后的葡萄酒中缓慢地出现。因此必须在装瓶前使葡萄酒稳定，使

其装瓶后不出现酒石沉淀。为此，对葡萄酒进行了饱和温度测定。

8 饱和温度的概念

饱和温度，广义地说是指溶质在溶液里达到饱和状态时的温

度。在一定范围内，超过或低于此温度就会造成溶液由饱和变为不

饱和或由不饱和变为饱和，溶液的饱和程度受溶质和溶剂的影响，

也受温度的影响。

这里的饱和温度是指通过饱和温度的试验，可大致得出不致

使酒中的酒石酸盐造成沉积的最低温度。

5 测定仪器

稳定性控制设备、传感器件、搅拌器、探针、加热部件、电脑、打

印件。

7 饱和温度测定

该试验由两部分组成。

7;8 酒温先达到Z9 C，然后缓慢加热至Z59 C左 右 ，在 加 热 过 程

中酒的电导率已被记录下来。

7;5 将酒温降至Z9 C，加入E , [ ! =>1晶种，然后再将酒温加热

到Z59 C，在此过程中，酒的电导率也被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的数据经计算整理后由两条曲线构成的图表表示出

来（一条表示酒，另一条表示酒Z=>1）。曲线交点表示饱和温度

（1-@1）（见图8），通过饱和温度的数值来判断酒的酒石稳定性。

在饱和温度试验中，电导率是根据温度测量出来的。

E 结果分析

图 8 干红酒饱和温度测定图

饱和温度试验

两种可能

1-@1AB C（白葡萄酒） 1-@1\B C（白葡萄酒）

1-@1A8D C（红葡萄酒） 1-@1\8D C（红葡萄酒）

1-@1A88 C（桃红葡萄酒） 1-@1\88 C（桃红葡萄酒）

合格 不合格

稳定 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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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对于1-=1测定合格的葡萄酒，说明酒的稳定性良好，装瓶后不

会出现酒石沉淀，可以装瓶。

<;5 对于1-=1测定不合格的葡萄酒，说明酒不稳定，需进一步处

理。如过滤、冷冻或添加>?1晶种等技术措施，直到饱和温度测定

合格为止。

9 小结

9;8 整个设备由软件进行控制，大部分相关操作可自动完成，只

有>?1的添加量需人工进行，但系统仍可给予显示并报警。因此所

得图表及数据更科学、更准确。

9;5 整个测定过程只需76 ("+左右，达到快速检测的目的。

9;7 可随时了解酒的稳定性，并采取相关措施。

9;< 为避免酒在装瓶后酒石沉淀的发生提供科学依据。

9;9 对酒技术数据的调阅及档案管理带来方便。!

合 的-@5就 可 全 面 估 计 游 离-@5的 真 实 水 平 。-%(/&A和B/A.%(C/
（8DE5年）通过分光光度计和氧化法（能更准确地测出-@5的方法）

测出的游离-@5是相互关联的。他们推荐，在苹果酸—乳酸发酵结

束后游离-@5水平应调整在86F89 (, G !，葡萄酒的H?越高 （大于

7;9），游离-@5的水平调整就越高。

< 葡萄酒加工过程中添加-@5需注意的问题

在葡萄酒加工的不同阶段添加-@5常备溶液的方法如下：

!破碎前，在卸葡萄时逐渐地加入葡萄中；

!破碎或压榨后，通过在线计量系统加入在葡萄醪（汁）中或

在把葡萄醪（汁）泵入罐中时有规律间断地加入并混合均匀；

!往葡萄汁中添加-@5通常是将溶液逐渐地加入到罐中，加入

后要完全混合均匀；

!往 葡 萄 酒 中 添 加-@5时 可 用 二 氧 化 硫 添 加 机 将 液 态-@5加

入，也可用-@5的水溶液，不管用哪种方法都要逐渐加入并完全混

合均匀；

!往木桶中的葡萄酒中加入时，可通过二氧化硫添加机加入

-@5水溶液或加入-@5药片，水溶液或药片都要提前放入桶中，这样

在葡萄酒开始进入桶时就有较高的-@5浓度，可很好地防止氧化，

这种方法也能帮助把-@5混合均匀。

由于蒸发或氧化反应，-@5浓度会降低，因此在任何操作过程

前后都应该检测游离和结合态-@5的水平，如果需要，要适量调整。

9 -@5添加机的指导方针

-@5添加机只能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使用。

!计算出需要添加-@5的量；

!检查-@5添加机中是否有足够的亚硫酸液体，如果不够，重

新添加满-@5添加机；

!在-@5添加机的出口阀上连接一合适长度的输送管，保证连

接密封性良好；

!把-@5添加机放在罐上一稳定的位置，并把输送管的末端放

入罐中液面以下；

!保证-@5添加机是垂直的并注意指示表中-@5的水平；

!小心打开出口阀并慢慢把-@5液体加入到罐中；

!当加够所需要的-@5重量时，关上阀门并让出口管在液体中

保持9F86 ("+，使管中余下的-@5完全扩散到液体中；

!拿出管并将-@5添加机放回安全的位置；

!摇动罐使-@5均匀分布在液体中。

注释：当慢慢加入-@5时，移动输送管能使-@5均匀分布于液体

中；如果加入的速度太快，-@5会使输送管冻结而不能加入到所要

的-@5的量；从一个罐转移到另一个罐中时保证-@5不冻结输送管

是很重要的，否则会使-@5泄漏到空气中，造成污浊的环境。使用

-@5时必须坚持安全小心的原则。

I 结束语

-@5除了防氧化、防微生物败坏、澄清、护色等主要作用外，它

还对葡萄酒的感官质量有负面影响，因此-@5对葡萄酒的作用既有

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只有正确合理地使用它，才能起到

积极的效果，避免一些不利于葡萄酒感官质量的负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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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吨一元快速灭菌器
活性离子频谱酒水器

!酒类、饮料类、酿造液类自动化灭菌无温升。

!酒、水频谱后降脂、降压、降糖、降血粘。

!水处理设备。食品级生产用水及车间空气臭氧杀菌和空气净化专利设备。

!新节能型锅炉、管道、空调用水、电子除垢防腐、灭菌灭藻专利设备。

山东省莱州市来通达医疗保健用品厂电子研究所

地址：梁郭工商所北邻 邮编：5I8<7I 电话：（6979）57E85IY 传真：（6979）57E5YIE
网址：?MMHZ G G PPP;!)"M%+,O);.%( 联系人：黄庆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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