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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酒“上头”改良剂

赵 晓

（四川宜宾市岷江西路9=6号，四川 宜宾 >8866?）

摘 要： 果酒品质改良剂由99种皂甙、甙元、糖苷成分组成。将其有效成分进行了毒理试验和动物试验，结果证明其

有效成分可改善大脑脑微循环，进而缓解果酒饮后“上头”的生理学原理。添加改良剂后，不会影响果酒的主体风格，

还能增强酒体的清新感和醇厚感。（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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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果酒“上头”的原因

“上头”是特指酒类饮品饮后使人头痛、晕眩、头胀、眼胀等症

状。劣质白酒中因含有较高浓度的甲醇、甲醛、乙醛、杂醇油、氰化

物而使饮用者“上头”X9Y。优质品牌的发酵类或浸制类果酒及果露

酒中所含的同样成分的浓度应低于白酒的卫生标准浓度，但常见

的情况是：达标的果酒、发酵酒也或多或少地存在饮后头晕、头痛、

头胀、眼胀的症状，这表明达标果酒或发酵酒其导致“上头”的成因

与白酒的不同。初步分析表明：果酒中的胺类、某几种氨基酸、部分

硝酸盐、部分生物碱等都是果酒“上头”的主要成因 X5Y；但这些成分

又担负果酒重要的呈色、呈香、呈味功能 X7Y，因此，传 统 方 法 ，诸 如

用吸附剂吸附分离去除酒中相关成分来缓解或消除果酒“上头”等

方法 X8，=Y，常伴有降低果酒色、香、味感官水准而受到限制。

一般而言，果酒“上头”还不是病症，是一种生理不适反应，但

严重的果酒饮后“上头”破坏了果酒饮后的舒适感、美感，甚至使人

产生轻度厌恶及恐惧，对市场的拓展有不可忽视的负作用。分析饮

用果酒后引起的头痛，相关生理实验结果表明，一方面，果酒中酒

精进入血液流经脑部血管后会降低脑血流量，脑血流量的降低会

引起脑内乳酸、氧离子、钾离子、腺苷、前列腺素及儿茶酚胺类物质

的堆积，这些物质本身就是致痛物质；另一方面，果酒中所含胺类、

某些氨基酸、硝酸盐、植物碱本身会刺激交感神经末梢释放肾上腺

素，从而导致头痛 X>Y。

针对以上症状，试验选择了以下方案：改善脑膜微循环平均血

流 量 ，增 加 微 血 管 运 动 振 幅 ，调 节 血 栓 素 （1F@5）与 前 列 环 素 （>’
*/K%’SZ[3)）比值以调节血管舒缩功能；调节血浆中儿茶酚胺（PD）

含量。根据以上方案，选择了数十种天然植物提取的相关成分，按

试剂原理配伍组合进行正交试验。

通过以上试验，我们筛选到一种制剂，该制剂能较好缓解“上

头”反应，又能添加于干红葡萄酒、青梅酒、广柑酒等果酒中，不破

坏果酒的原有香型、味及主体风格；此外，试验结果表明，干红葡萄

酒、广柑酒及青梅酒等果酒添加该制剂，酒体的清新感、柔和感、圆

润感、醇厚感都有明显增强，现对该制剂的主要情况作一介绍。

5 制剂的有效成分

该 制 剂 中 的 主 要 有 效 成 分 有 ：)，O，.，M，/，Q，,，2，\，H，*等99种

皂甙、甙元、糖苷成分。

7 制剂的作用

7<9 毒理作用

经查，小鼠口服该制剂中有效成分纯提取物最大耐受量为76
, ] *,，显示该制剂的高安全性。制剂有效成分完全达到“三致”试

验———致畸、致癌、致突变的安全要求。

7<5 对血压的作用

7<5<9 对急性肾性高血压大鼠血压的影响

取大鼠行左肾动脉结扎手术，8 2后松线，使肾动脉再通，同时

测颈总动脉血压，结果显示血流再通后9^5 ("+收缩压明显升高，

舒张压也相应升高，脉压差增大，静脉给予该制剂后，5^7 ("+血压

开始下降，并持续到9= ("+左右。比如：组分剂量为==7<: (, ] *,
时，平均动脉压为9><=_9<9 *‘)。

7<5<5 对慢性肾性高血压大鼠血压的影响

取雄性大鼠行左肾动脉狭窄手术 （使管径狭窄76 a^86 a），8
周后血压升高在9: *‘)以上者为受试对象，=周起开始口服给药，

每日9次，连续7周。结果表明，对照组血压持续升高为57<?:_5<58
*‘)，配方提取物剂量为966 (, ] *,，566 (, ] *,，866 (, ] *,时，其血

压分别为9:<>?_7<=> *‘)，9=<?7_8<59 *‘)，98<?7_8<>8 *‘)；以上结

果表明，配方成分有明显的降压作用，且随剂量的增大，作用增强。

收稿日期：5667’68’9>
作者简介：赵晓（9A>=’），男，四川达州人，大学，工程师，长期从事生物工程及食品发酵工程事业，发表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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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7 长期口服该剂对正常大鼠血压的影响

试验结果表明，长期口服，即使是较小剂量也能对血压产生影

响。正常大鼠口服配方成分剂量为6<55 , = *,，血压为97<85>6<::
*?)；蒸馏水组为9@<7A>9<6@ *?)，二者相比有显著性差异（?B6<6@，

+C55）。

7<7 对脑膜血流量的作用

试验以激光多普勒仪（DE’566型）探测大鼠脑膜微循环，来比

较配方组分。

大鼠麻醉后固定在定位仪上，在大脑皮层运动区（F?’9，!5）

开一直径5 ((颅窗，剥去硬脑膜，使软脑膜血管清晰可见（主要是

大脑中动脉上行分支），将激光探头固定在软脑膜上（该探头可探

测9 ((7半球体积内血流的变化），十二指肠给药采取自身对照，指

标以 “血流增加百分比C（给剂后血流量’给剂前血流量）= 给剂前

血流量”表达。试验结果见表9。

十二指肠给药后96 ("+，脑膜血流量开始增加，76 ("+达到高

峰。试验剂组分966 (, = *,时即有作用，随着剂量增加，效应加强。

以上试验阳 性 对 照 药 尼 莫 地 平 具 有 明 显 的 增 加 脑 膜 血 流 作

用；试验剂大量（866 (, = *,）时作用强于尼莫地平（96 (, = *,）。

试验还发现，给予试验剂后，随着脑膜血流量的增加，其中红

细胞运动频率加快，这表现在高频率（GH95 IJK）带的红细胞数明

显增多，低频率（6HG IJK）带则明显减少；而蒸馏水组红细胞数在

高、低频率带分布均匀，尼莫地平红细胞分布无明显高低频率之

分。以上结果提示试验制剂增加脑膜血流量作用的机理不完全同

于尼莫地平，配方组分除一般所认为的扩张血管作用外，对于血管

内血液的运行尚有一定的作用，如：加速红细胞的运动频率，这有

利于防止血细胞堆积，进而防治血栓，较大程度缓解果酒饮后脑部

微循环血流量降低 LMN。

8 试验结果

8<9 配方组分在体内吸收十分快，约在服用后9@ ("+即在血中测

出，且达到高峰，9 2后逐步下降，8 2后血中渐少；在我们对果酒作

消费者饮后感官反应调查中，少数人饮后96 ("+有微晕感，多数人

56H76 ("+开始晕胀，饮后9 2之内有比较明显的 头 痛 、头 晕 、眼 胀

的感受。这表明，我们所选用的配方组分不仅吸收快而且在血液中

的存在时间包括了果酒“上头”最明显的时段，与饮用果酒吸收后

引起“上头”的速度保持相当接近的同步性，以上特性使配方组分

掺入果酒中口服以发挥其消除果酒饮后“上头”生理不适的给药方

式成为可能。

8<5 我们从选择的配方组分中提取并经特殊处理后制成OP’9制

剂。动物试验结果表明，小鼠服用OP’9制剂566 (, = *,，76 ("+ 后

血中主要成分的浓度为G8<9A: !, = (3血。试验表明，每966 (3果酒

添加@6HM6 (,的纯OP’9后，尚不足以对果酒原有口感产生明显差

异，以此浓度调配的果酒尝评试验见表5（该结果由随机抽取的M人

进行双盲饮用市场取样的“上头”果酒及（“上头”果酒Q添加剂）样

品后口头描述饮后感受记录而成）。

8<7 尝评试验结果见表5。

以上试验基本反映了“上头”果酒添加OP’9
与不添加OP’9及试验中添加其他成分在口感及

生理反应上的显著差异。

该研制过程中，样品酒的尝评得到张志刚、

林红、王永珍、李银峰、高杰楷、朱国华、张瑾等同

志的支持、参与，在此特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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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曲之父郭怀玉雕像揭幕仪式举行

本刊讯：制曲之父郭怀玉雕像揭幕仪式于 5667 年 8 月 5@ 日在泸州老窖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隆重举行。仪式由四川省食品工业协会副

会长魏夕和主持，出席揭幕仪式的有中国白酒协会副会长、专家组组长沈怡方，中国酿酒协会专家组组长梁邦昌，及专家高月明、曾祖训、胡永

松、庄名扬、赖登火圣、杨明等。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良致词。据清《说微堂杂记》载：“元泰定年间，泸州忽有脱颖而出者，郭氏怀玉也。十四岁学艺，四十八岁

制成酿酒曲药，曰甘醇曲。用以酿出之酒浓香、甘洌、优于回味，辅以技艺之改进，大曲而成焉。”郭怀玉乃“天下第一曲”的创始人，谓之制曲之

父。

由中国白酒协会副会长、专家组组长沈怡方、中国酿酒协会专家组组长梁邦昌、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良、泸州老窖生物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沈才洪共同为制曲之父郭怀玉雕像揭幕，揭幕仪式在鼓乐声中结束。（小雨，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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