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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对当地啤酒进行市场调研结果分析，准确把握该地区消费者饮

用啤酒口味习惯，为新产品开发和市场调研提供决策支持。该方法简单易行，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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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准确的市场调研是进行食品新品种开发的必

要前提，很多企业往往只进行一些问卷性质的调查，由

消费者进行简单的评价，不能对生产规模及工艺产生真

正有意义的反馈X!Y。针对长春地区某地产啤酒 " 个品牌

Z采用不同工艺生产[的消费者评价结果，应用模糊综合

评判对各个质量指标进行综合分析，根据结果对各个品

种的口味以及产量做出正确的调整，很大程度上克服了

以往简单的评分法给结果带来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使评

定结果更趋于合理性和实用性。消费者对啤酒的选择和

其他很多食品一样，不仅基于对质量的要求，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该地区消费者长期的饮食习惯X$Y。故此方法对

在本地区食品开发和推广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啤酒质量指标体系的建立及因素权重的确定X"\(Y

啤酒质量一般从气味、口味纯正性、口味丰满性、杀

口力、苦味质量等 ( 个指标来进行评价 X]Y，记为评定论

域，即因素集 ?：

?^_气味 =!，口味纯正性 =$，口味丰满性 ="，杀口力

=]，苦味质量 =(‘
啤酒生产本身工艺特点决定了啤酒生产很难做到

各因素兼顾，往往在决定工艺路线时侧重于其中一个或

几个因素指标。该啤酒企业采用不同工艺生产出 " 种啤

酒，啤酒甲、啤酒乙和啤酒丙，其因素权重赋值如下：

啤 酒 甲 ：2!^Z6!，6$，6"，6]，6([ ^Z#’!#，#’$#，#’$#，#’$#，

#’"#[
啤 酒 乙 ：2$^Z6!，6$，6"，6]，6([ ^Z#’!#，#’"#，#’$#，#’$#，

#’$#[
啤 酒 丙 ：2"^Z6!，6$，6"，6]，6([ ^Z#’!#，#’$#，#’$#，#’"#，

#’$#[

$ 建立 " 种啤酒质量模糊评判模型

由消费者对 " 种啤酒的各个质量指标分别进行打

分；各质量因素评语论域记为评判集 a：

a^_好Z([，较好Z][，一般Z"[，较差Z$[，差Z![‘
评判集内 ( 类评分相应于各因素质量评价标准，如

气味 =!^_纯正，较纯正，轻微气味缺陷Z双乙酰味、氧化

味[，明显气味缺陷Z令人讨厌的酯味[，强烈气味缺陷Z霉
味、酵母味[‘。

$# 位评判人员对啤酒甲各指标的评分结果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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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写《中国科技史》。在讨论会上，笔者与有的代表都

对此青铜蒸馏器提出了质疑。

笔者看了那幅“西夏时的蒸馏制酒图”后，认为它根

本没有具备白酒蒸馏器的必需装置，而很像古代的炼丹

图。而《中国通史图说》引用了李约瑟著的《中国科学技

术史》中的史料。联想前几年，上海博物馆青铜蒸馏器制

酒研究成果，李约瑟先生又说，要改写《中国科学技术

史》，要把中国白酒生产起源，从宋代西夏说（%"$!.%!!/
年）提早到东汉说（!#.!!" 年），约 %""" 多年的历史。事

情过去了几年，国内仍存在着许多质疑，特别是酿酒科

技工作者多认为缺乏科学依据。但是此事已产生相当大

的影响。

蒸馏制白酒是我国酿酒科技史上的一项重大创造，

而蒸馏器的发现是白酒酿造的重要实物证据，几十年来

都有重要发现，并产生了“元代说”、“宋代说”、“唐代说”

和“东汉说”的不同说法。根据有关史料分析，故认为蒸

馏制酒最早时间应在南宋以后。

从《中国通史图说》中论蒸馏制酒，而联想到作为一

个自然科学史工作者，应多懂得一些自然科学专业知

识。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应多学一些社会科学知识，取

长补短，相互学习，这样会使结果更正确。另外，学术问

题上的争鸣，发表不同看法，有利于科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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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可得啤酒乙的单因素评判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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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丙的单因数评判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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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评判

根据啤酒甲对各因素所赋权重 2%0（")%"3")!"3")!"3
")!"3")$"）看出，啤酒甲生产工艺比较侧重苦味物质指

标。用模型 4*"，#-计算得：

5%02%·!%0（")$"，")!#，")!"，")%#，")"#）

对评判集 607好*#-，较好*1-，一般*$-3较差*!-，差*%-8
进行归一化处理，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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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啤酒甲总的得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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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啤酒乙、啤酒丙进行同样的模型处理，分别

得到啤酒乙的得分为 ")!$9 分，啤酒丙的得分为

")!$9 分。

综合上述 $ 种啤酒的得分，啤酒乙和丙的得

分最高且相同，说明该地区消费者较为看重口味

纯正性和杀口力；啤酒甲的得分最低，说明生产工

艺在注重苦味质量控制时，对其他质量因素产生

了不好的影响。企业在进行啤酒生产及工艺改良

时，更应该注重前两个质量因素。同时在以后的啤

酒新品种开发时，也应该更注重上述两方面的考虑。

1 结束语

根据消费者的评分建立模糊综合评判模型，对消费

者的偏好进行准确预测，为产品改进风味及工艺提供必

要的市场参考;9<，为新产品的开发和市场推广进行决策

支持。本文对啤酒质量因素权重赋值及因素评价时显得

过于简单，但本文主要目的在于介绍一种方法和思路，

在具体操作时，可以适当调整，对部分企业可以将该模

型系统化，建立比较完整的数据库，开发符合本企业本

地区食品特点的食品市场开发调研软件。对一些中小型

食品加工厂的新食品市场开发，该模型简单易行，操作

过程简单，结果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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