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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sx 一865 澄清剂主要成分为天然无机 。 型硅酸盐粘土
,

化学成分主要是 Si 和 M g; 具有

大的表面积和孔隙度
、

较好的电动 电位
、

较好的膨胀性
、

较好的阳 离子交换性能
、

良好的选择吸附

性
、

良好的流 变性
、

良好的催化性能
。

吸附机理为通过增加大层间距
,

提高吸附有机物质
,

加快过

滤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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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X 一8 6 5 澄清剂系用天然矿物为原料生产的一种新

型澄清剂
。

在国内属首创
,

与已知的澄清剂相比
,

具有澄

清速度快
、

效果好
、

用量少及其社会效益好等优点
。

用该

澄清剂处理的低度白酒经理化测试及气相色谱检测
,

结

果表明 SX 一8 65 澄清剂对酒中的微量成分影响不大
,

对

口感无明显影响
,

酒无异杂味
,

是国内比较理想 的一种

新型澄清剂Il]
。

多年来曾在我国西北
、

华北
、

东北
、

华东
、

中南
、

西南等省
、

市得到推广和应用
。

((酿酒科技》曾对

SX 一8 6 5 澄清剂有过介绍 [1]
。

笔者对 SX 一865 澄清剂的主

要原料组成结构及其澄清除浊机理进行 了探讨
,

以供参

考
。

1 低度 白酒絮凝物主要成分的生成

低度 白酒生产过程 中
,

基础酒经加浆降度
,

即出现

乳 白色浑浊
,

且酒度越低
,

温度越低
,

浑浊的乳白色絮凝

物越多
,

严重影响成品酒的感官指标
。

经气相色谱
、

液相

色谱测定
,

这些 白色浑浊物为高级脂肪酸等有机化合

物
。

黑龙江轻工所 [2] 证明 白酒冬季或降度后 白色浑浊物

的主要成分是棕桐酸乙醋
、

油酸乙醋
、

亚油酸乙醋12冈的

混合物
。

它们来源于原料
,

经微生物发酵
,

酸和醇作用形

成乙酉即】
。

棕桐酸乙醋
、

油酸
、

亚油酸都是脂肪酸类
,

其形

成乙酉旨分为两步进行
。

蒸馏时
,

由于棕搁酸乙醋
、

油酸乙醋
、

亚油酸乙醋 的

分子量大 (16 一18 个碳原子)
,

沸点高
,

所以它们的绝 大

部分残留在酒糟中
,

少量蒸人基酒中
。

这些混合物易溶

于酒精而不溶于水
。

当基酒加浆降度后
,

在乙醇溶液中

水分子 (H 一O 一H )能够吸引离子 (例如离子的水合作用 )

或其他偶极分子
,

永久偶极 的分子 由于偶极的存在
,

水

分子的水合起着主要作用的是氢键
。

永久性偶极分子亦

会使非极性分子极化而发生诱导偶极
,

永久性偶极分子

和诱导偶极分子亦相互吸引
,

它与高级脂肪酸及其
“

官

能 团
”

为极性分子或非极性分子
,

带 正(+)
、

负G )极性 的
“

官能团
”

分别与水 中的非极性分子发生缔合反应形成

水合离子
,

而且随酒度的降低
,

水合作用反应愈快
,

即成

为乳 白色胶体浑浊的含水缔合物
。

加浆降度后酒精度降

低
,

高级脂肪酸乙醋等在低度酒 中的溶解度降低
,

并与

水 中的非极性分子发生缔合而析 出
。

低度酒 中水缔合物为胶体物质
,

胶体颗粒处于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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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状态
。

胶粒的运动可能引起胶体间的碰撞而聚合
,

胶体溶液就不可避免地因胶粒的聚集而破坏
,

但是实验

证明胶体溶液还是相当稳定的
。

处在动态平衡 中
,

如温

度
、

浓度 的变化可降低胶体溶液的稳定性
,

胶粒将聚合

而析出
。

此时如加入少量电解质
,

由于加入相反 电荷的

离子
,

使胶粒 的电荷减小或消失
,

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降

低 了胶体溶液的稳定性
,

胶粒将聚合而析出
,

称凝聚作

用
。

与胶粒电荷相反的离子
,

其价数越高
,

则凝聚能力越

强
,

即胶体凝聚所需的浓度越低
,

高分子溶液 中的胶粒

可带电荷
,

亦可不带电荷
。

由于大分子亲水而高度
“

水

化
” ,

故它在水中很稳定
,

如要破坏它的稳定性
,

则必须

加入大量的电解质
。

电解质能使亲水胶体从胶体溶液中

凝聚而析出
。

不仅胶粒带有电荷
,

分散度较低的悬浊液

中的微粒亦带电荷
。

加人电解质后亦能使它很快沉淀
。

但如何选择最佳电解质并不给酒液带来味觉及 口 感的

异化
,

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

低度酒中高级脂肪酸乙醋本身含量极少
,

除去它对

酒的香味不会有多大影响
,

但如果选用的澄清剂或工艺

不当
,

则会严重影响原酒风味 价间
。

目前
,

浓香型
、

酱香

型
、

兼香型
、

清香型
、

凤型等几个代表性酒的主要酸
、

酷

在除浊后
,

其成分保有率均在 95 %以上 11阎
。

2 SX 一
86 5 澄清剂的主要原料结构与特性

2
.

1 主要原料结构

SX 一 8 6 5 澄清剂主要成分为天然无机 a 型硅酸盐粘

土 l5]
,

通常呈非均质体
,

纤维状
,

硬度 2 一3
,

比密度 2 一

2
.

5
,

化学成分主要是 5 1和 M g
。

其化学式为
:

M& (H必)
4

(S ip
巧
)
2
(O H沁

·

SH p
,

化学组成 中常有 Al
,

Fe
,

N i
,

Cu 呈

类质同相置换 M g
,

有时也有少量 c a
,

Mh
,

c r ,

K
,

N a
等

杂质
。

常见的包裹体有方解石
、

白云岩等
。

在偏光显微镜下
,

其具有均质体(粒状 )和非均质体

(纤维状 )两种
。

纤维状者具弱多色性
,

NP 无色
,

瑰 为浅

黄或淡黄色
。

二轴晶卜)
,

Zv
小

。

N爹N m =1
.

05 ;含铁矿石
,

二轴晶。)
,

N『 1
.

0 6
,

NP =1
.

59
,

N g= C 轴
。

其在加热过程

中
,

在 14 0 ℃左右有一明显的吸热谷
,

释放出沸石水
,

350 ℃左右有一小吸热谷
,

脱出部分结晶水
。

。 硅酸盐属斜方晶系 [5]
,

对称型为 3U 3 PC
,

几 = 13
.

4

A
,

bo =2 6. 8人
, c 。

= 5
.

28 入
,

晶型结构具有链状和层状过渡

性结构特征
,

结构中的硅氧四面体带 [S泌司
,

沿 b 轴方

向相当于辉石链的 3 倍
。

它的结构可以看成由上
、

下两

层各 6 个硅氧四面体
,

中间夹一层镁氧八面体组成的滑

石型层状结构单元层
,

由结构单元层〔si p
巧
]沿 b 轴方向

交错排列而形成 (图 1 )
,

结果形成了沿
c
轴方向的一系

列孔道
,

其孔道断面一般为 3
.

6 x l0 A
。

最大为 5
.

6 x lo 人
,

因此水或其他液体能进入这些孔道
。

同时在孔道中有结

晶水和沸石水
,

结晶水分布在 M夕
一
(O H )层 的边缘

。

沸

石水分布在孔道内
,

其数量和排列方式随温度变化而不

同
,

其失水后可再吸水
,

沸石水脱出后其晶格发生变化

见图 2 (加热至 2 5 0 ℃后沸石水脱出晶体结构的变化 )
。

凰凰凰
.

嘲卿卿卿凶凶凶 }⋯燮}}}}燮燮{幽幽[倒黝黝
巍巍康康

{{{赢赢!l翩 !!!氰}葡葡葡
氮氮滩滩

犷犷傀傀渊萝懊舞舞

赢赢赢葡葡}赢振骊骊箭箭

办办城城
一5 1 : O 一Mg ;

O
一O ;

O
一

oH
:

一结晶水
; 0 一

沸石水
。

图 l a 型硅酸盐粘土结构

孙孙《《
图 2 M g式H必为【Si p 司成0 均

;
的结构变化

2. 2 主要物理化学特性

由于 a 型硅酸盐粘土具有特殊的结构
,

所以它的

物理化学性质也不同于其他矿物
,

其特点如下 t5]
。

2. 2
.

1 具有大的表面积和孔隙度

总表面积
,

按结构模式计算为 800 ~ 900 m Z/ g
,

其中

内表面积约为 500 mz/ g
,

外表面积约为 4 0 0 mz/ g
,

纯度较

高的其孔道容积约为 0. 38 5 m U g
,

其中 60 % ~ 90 %孔

道直径小于 16一2 0 入
。

2. 2. 2 电动电位特点

具有永久性负电荷特点
,

在碱性环境中
,

电动电位

大大增高
,

而吸附电介质时
,

其电动电位又会降低
,

而且

电介质的价位数越高越易被吸附
。

2. 2. 3 具有一定的膨胀性

膨胀容为 8~ 9 m U g
,

胶质价为 32 ~ 37 m U 巧 g
,

由

于在加工时克服了纤维间和晶胞间的静电吸引
,

使之分

散成纤维束
,

并保持疏松 的网格结构而吸附介质水分
。

因此
,

它的膨胀性不是吸水膨胀和电性分离
,

而是结构

分散
,

使水进人网格间隙
,

由自由状态转入不流动状态
。



罗振岐
·

SX 一865 澄清剂在低度白酒 中的澄清机理 鬓黝馨

2
.

2
.

4 阳离子交换性能

其阳离子交换量与其巨大 的比表面积相 比是很低

的
,

一般 10 0 9 干土只有 25 一30 m g 当量
,

最高可达 45

m g 当量 / 10 0 9
,

之所以具有 阳离子交换性能
,

是 因为结

构中的 51 4+ 被 A 13+ 置换而出现负电荷
,

使其内部需要 电

价补偿
,

还因结晶纤维边缘存在破坏的电价键而形成不

饱和电价
,

需要阳离子来进行电价平衡所致
。

在 p H 值为

3
.

0 一4. 5 范围 内
,

利用其阳离 子交换性能
,

可以 除去葡

萄酒
、

苹果酒中的蛋 白残渣
。

2. 2. 5 具有良好的选择吸附性

由于 a 型硅酸盐粘土具有很大 的比表面积和贯穿

整个结构的孔道孔隙
,

因此能吸附大量的水 (非极性分

子 )和极性物质
。

在常温下 。 型硅酸盐粘土能吸附比其

本身重量大 2一2. 5 倍的水
,

这些吸附水被高极性 的大

分子置换
,

如短链乙醇能大量地渗人到的 。 型硅酸盐粘

土孔道中
,

置换吸附水乃至结晶水分子
。

2. 2. 6 良好的流变性

由于其呈纤维状或针状
,

并常聚集成 团
,

形成与毛

刷或干草堆似的大纤维束
,

在水或其他高
、

中极 性溶液

中易于分散
,

形成不规则 的纤维 网络
,

并包含该液体介

质
,

使其成为流变性极好的一种悬浮液流体
。

2. 2. 7 良好的的催化性能
。 硅酸盐粘土外部有大量的 si 一OH 基

,

这对有机质

具有很强的亲和力
,

可与有机反应剂直接作用
,

生成有

机矿物衍生物
,

这种衍生物具有激活有机分子的表面性

质和反应性质
,

而又保留矿物格架
,

所 以当这些 附着 的

分子含有未饱和基时
,

就有可能是有机矿物化合物与某

些单体聚合
。

相互吸引
,

它相当于离子或分子间的结合
。

由离子间库

仑引力形成的离子键和氢键
,

范德华键结合能都有可能

发生
。

该澄清剂尤其是对乙烷
、

苯
、

甲醇等分子量大的有

机醋
、

酸
、

醛
、

酮等一类有机溶液有更强的吸附性
。

具有

良好 的选择性
,

吸附棕搁酸乙醋
、

油酸乙醋
、

亚油酸乙醋

等(见图 3 )
。

SX 一
86 5 澄清剂与基酒混合成糊状

,

在搅拌

下加人欲除浊的低度 白酒
,

S X 一8 65 及 a 型硅酸盐粘土

具有很大的比表面积和贯穿整个结构的孔隙
,

其吸附水

被高极性 的大分子

—
水缔合物置换

,

酒海 中乳 白色胶

体浑浊的含水缔合物与 SX 一865 反应逐渐形成 白色絮

状
—

云 团状物质
,

又由于诱导反应使云团状不断增

大
,

经相互 吸附共沉淀后而沉降于酒海下部
,

经过滤后

得到清澈的低度 白酒
。

彝彝畔畔
. 一5 1 ;

。 一

结晶水
;

@
一Mg ; O

一0 ;
O

一O H ;

卜高级脂肪酸
、

酷
。

图 3 SX 一8 65 澄清剂及 a 硅酸盐粘土与

高级脂肪酸
、

醋生成物结构

3 SX 一
86 5 澄清剂与高级脂肪酸

、

醋反应的机理

该澄清剂经湿法处理
,

其作用除去杂质外
,

主要用

H +取代依附在内
、

外表面上的交换性离子
,

并溶 出八面

体中的 A 13+
,

M广
,

Fe 3+
,

以增加大层的间距
,

疏通孔道
,

提

高吸附有机物质的能力
,

并加快过滤速度
。

由于 a 型硅

酸盐粘土具有很大的比表面积和贯穿整个结构的孔隙
,

因此能吸附大量的水 (非极性分子 )和极性物质
。

在常温

下
,
。 型硅酸盐粘土能吸附比其本身重量大 2一2. 5 倍的

水
,

这些吸附水被分子量大的水合离子所置换
。

由于对

有机质具有很强的亲和力
,

可与有机反应剂直接作用
,

生成有机矿物衍生物
,

这种衍生物具有激活有机分子的

表面性质和反应性质
,

而又保 留矿物格架
,

所以当这些

附着的分子含有未饱 和基时
,

就有可能形成有机矿物化

合物与某些单体聚合
。

在酒 液中水分子 (H 一O 一H )能够吸引离子 (例如离

子的水合 )或其他偶极分子
,

永久偶极的分子由于偶极

的存在
,

亦会使非极性分子极化而发生诱导偶极
,

也就

是分子的极化
。

永久性偶极的分子和诱导偶极的分子亦

结束语

目前
,

虽然在国内各酒厂采用的除浊剂类型不 同

但基本方法可归纳为两大类 [1闪
。

其一为过滤法
,

其二为

抗凝法 ;过滤法是采用不同的澄清剂
。

由于加浆后酒度

降低而析出浑浊物
,

通过滤材达到液相 与固相分离
,

使

酒体清澈透明
,

SX 一8 65 澄清剂就属于此类
。

低度白酒生

产过程中过滤设备是不可缺少的
,

该澄清剂适应于传统

工艺
,

一般可采用常规过滤法
、

棉饼过滤机
、

硅藻土过滤

机
、

板框过滤机
、

中孔纤维过滤机等设备
,

各使用厂
、

企

业已有好的经验
,

此处不再赘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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