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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弓杯”低度白酒征文

玉林泉酒业低度白酒发展回顾与展望

收稿日期:2007-06-21

普必恩

(云南玉林泉酒业有限公司,云南 峨山 653200)

摘 要: 1988～1989 年,玉林泉酒厂开始试制低度白酒,以失败告终。1991 年,研发 42 % vol降

度白酒成功,1995 年开发 32 % vol白酒,1996 年底 32 % vol玉林泉酒开始批量生产。经过几年的

发展,陆续开发出了 39 % vol、36 % vol、35 % vol、29 % vol和 12 % vol等系列低度白酒,12 % vol“怡

人缘”超低度白酒被誉为“全国首创,中国唯一”产品,深受消费者青睐。玉林泉酒业低度白酒的发

展加快了云南小曲白酒低度化发展的进程,引导了云南白酒向低度化发展的方向,具有划时代意

义;玉林泉酒全部采用纯粮固态发酵法生产,不添加食用酒精,不添加香精香料,促进了低度白酒

生产技术的发展。( 孙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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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玉林泉酒业有限公司始建于 1977 年, 建厂 30

年来历经了从乡镇企业到国营,又从国有到私营、到外

资的经营体制的转变,每一次经营体制的变革都使企业

的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而真正促使企业变革的却是玉

林泉酒业始终站在云南省酒类行业技术的最前沿,响应

国家产业政策导向,顺应市场发展潮流,最早开发云南

低度白酒,适时调整产品结构,开发适销对路的低度小

曲白酒。回顾玉林泉酒业低度白酒发展历程,笔者感慨

颇多,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教训,在耕耘的艰辛

中体会了收获的惊喜。

1 低度白酒发展的启发和影响

云南是白酒生产和消耗大省,但由于历史和地域的

局限,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云南只生产低档次的小曲

白酒,生产规模小,产品质量差,技术水平低,再加上交

通和信息闭塞,根本不知道行业的发展状况。事实上,早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河南张弓酒厂就已着手研制低度

白酒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研制和生产低度白酒,没

有超强的胆略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是做不到的, 因此,

低度白酒的创始人郭宗武老先生被中国白酒专家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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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梁邦昌称为中国低度白酒首创鼻祖是名望所归,令人

肃敬。玉林泉酒业早期开发的低度白酒也是受张弓酒厂

的启发和影响。

2 玉林泉酒业低度白酒研制

玉林泉酒业于 1977 年建厂,1978 年开始投产,属

乡镇企业,只生产散酒供县贸易公司统一销售。1984 年

转为国营,隶属县贸易公司,属二级法人,从 1985 年开

始生产瓶装酒。1988 年,玉林泉酒业从县贸易公司独立

出来,成为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经济实体。从 1987 年国家有关部委在贵阳召开全国酿

酒工作会议以后,国家对发展低度白酒的政策导向已日

趋明显,通过行业期刊和有关的会议,我们已感觉到低

度白酒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必将引发中国白酒行业

的技术革命和产品创新。

1988 年,玉林泉酒厂开始试制低度白酒,受张弓酒

厂的影响,我们把酒度定为 38 % vol。通过玉米淀粉甚至

鸡蛋清等搅拌吸附,透明度和口感达不到要求,而且工

艺复杂,成本高,最终达不到生产要求。1989 年过后,我

们又实行了硅藻土过滤, 色泽和口感基本满足要求,通

过批量生产试销后,由于当时的降度幅度大,消费者一

时无法适应,再加技术的不太成熟,所以销售受限,形不

成规模生产,最后以失败告终。

3 玉林泉酒业低度白酒发展

1991 年, 玉林泉酒厂通过市场调查和可行性分析

后,最终确定开发 42 % vol降度白酒。总结了前几年的

经验教训后,公司成立了项目开发课题小组,人、财、物

一并到位,按程序进行了技术调查、技术咨询、可行性论

证、小试、中试等工作。我们通过与四川科华新技术研究

院的合作,彻底解决了透明度的问题,保持了在-10 ℃

加冰加水不变色、不变味的品质特征。在口感上,根据云

南小曲白酒香味成分单一、口感淡薄的特点,我们经过

多次试验,最终确定了方案:①酒度为 42 % vol;②以最

软的水为加浆用水;③以截头去尾的中段酒的新酒(贮

存 2 个月的酒)作为基酒;④以乙酸乙酯含量高的头酒

为调香酒;⑤用高分子大孔吸附树脂解决透明度。这 5

个方面的有机统一最终开发出了酒液晶莹剔透、香气清

香幽雅、口感醇和绵甜的 42 % vol玉林泉酒,产品投放

市场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短短半年时间即成为了公司

的主导产品,一度出现了产品供不应求的发展态势。

42 % vol玉林泉酒于 1993 年通过玉溪市科技成果

评定,获玉溪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并列入玉溪市星火项

目进行技改扩建。在以后的几年中,42 % vol玉林泉酒发

展迅猛,使公司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随着低度白酒生产技术的日臻成熟和人民生活水

平的逐年提高, 消费者对低度白酒的需求也日益增强。

1995 年初,公司及时捕捉时机,又重新开发 32 % vol低

度白酒,并相应成立了领导小组和项目研制课题小组。

从概念上讲,当时的主导产品 42 % vol玉林泉酒属

降度白酒, 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低度白酒。从 42 % vol

一次降到 32 % vol,这可能吗? 当时的工程技术人员心里

有许多的疑虑。

事实上,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全国低度白酒的

生产技术已相当成熟, 但对云南来说却依然是一片空

白。当时,我们的况境是:第一,同属清香型白酒的山西、

湖北、四川、重庆、贵州等省的同行们在低度白酒发展的

技术领域内究竟取得了多大成效,能否借鉴,我们一概

不知。因为在当时能查询到的相关技术资料都是浓香型

的;第二,云南小曲白酒与外省同行又截然不同,虽然和

重庆、湖北小曲相近,但工艺和风格有本质的差别。云南

小曲白酒工艺相对简单, 产品的微量成分含量相对较

少,香气淡薄,口感单一,如果降度稀释至 32 % vol,结果

会怎样? 其透明度、香气、口感、水解问题怎么解决? 作为

项目主要负责人,笔者心里根本没底。但低度白酒在全

国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云南岂能等闲? 玉林泉必须

勇担重任!

在 32 % vol玉林泉酒透明度的处理上,我们首先与

四川某单位合作, 用处理 42 % vol的设备进行试机,结

果失败,对方又把当时最先进的高分子筛过滤设备进行

试验,透明度仍然达不到要求,反复几次后,其工程技术

人员摇着头说:“现在全国各地多数酒厂都在用我们的

设备,效果都很好,唯独到云南就不行,我们也没办法

了”。正当迷茫之际,偶然从相关媒体上了解到四川另一

设备厂正在试制一种酒用设备,抱着一丝希望,笔者及

时赶赴成都找到对方,达成相关协议后即着手试验。这

次非常成功,透明度解决了。在口感的勾调上,我们首先

还是以当时在用的调味酒进行试验,结果不理想,口感

达不到要求。后来,我们试着用市场上流行的几种调味

品经自己加工后进行调制,效果很好,通过高温、冷冻试

验后口味和风格保持稳定。1996 年底,32 % vol玉林泉

酒开始批量生产。

32 % vol玉林泉酒属云南第一个低度白酒, 消费者

对该酒充满好奇与期待,因此,公司把该产品市场定位为

中档产品,出厂价为 25.00 元 /瓶(500 m L)。令人欣慰的

是,产品一经投放市场即引起轰动,时值消费高峰时期,

32 % vol玉林泉酒消耗很大,产品一直脱销。由于该酒处

理设备规格小、流速慢,产量远远达不到市场需求。后来

增加了几台设备,但因流速太小仍然满足不了旺盛的市

场需求。能不能在设备上进行改进? 经与设备商协商后,

对方答复:“没办法解决”。由于市场急需,公司领导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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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急,催促笔者一定要想办法提高产量。怎么办? 经过反

复思考后,笔者决定打开设备看能否寻找突破口。该设

备的原理是用特制的过滤介质用很厚的滤布包裹后放

入不锈钢设备内压紧,再用酒泵高压过滤,根据判断,可

能是阻力太大而影响流速。因此,我们决定取消滤布,直

接把介质放入不锈钢桶罐进行过滤。没想到这一小小的

改动,使设备流速加快了一倍,产量翻番,质量丝毫不

变。从此,32 % vol玉林泉酒的生产和销售走入正轨。

1997 年, 玉林泉酒业在兼并峨山县国营食品厂的

基础上进行改制,由 4 家股东组建了云南峨山玉林泉酒

业有限公司,生产规模逐步扩大。1999 年公司利税首次

突破千万元大关,同年,32 % vol玉林泉酒获得玉溪市科

技进步一等奖,被专家评定为“云南首创,全国领先”产

品 。2001 年 2 月 ,32 % vol 玉 林 泉 酒 在 哈 尔 滨 举 行 的

2000 届 国 家 级 白 酒 评 委 培 训 会 上 得 到 专 家 的 一 致 好

评。

在以后的几年发展中, 玉林泉酒业陆续开发出了

39 % vol、36 % vol、35 % vol、29 % vol和 12 % vol等系列

低度白酒,其中 12 % vol“怡人缘”超低度白酒被中国白

酒专家栗永清、赵建华誉为“全国首创,中国唯一”产品,

深受消费者青睐。

4 玉林泉酒业低度白酒发展的意义

回顾玉林泉酒业低度白酒发展的历程,我们认为有

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4.1 玉林泉酒业低度白酒的开发,加快了云南小曲白酒

低度化发展的进程,引导了云南白酒向低度化发展的方

向,具有划时代意义。

4.2 玉林泉酒全部采用纯粮固态发酵法生产,不添加食

用酒精,不添加任何香精香料,全靠自身工艺生产,加大

了低度白酒生产的难度。

4.3 未出现水解现象。存放 5～10 年的样品酒酒水不分

离,口感除增加了陈香陈味外无任何改变。

以上 3 点足以让玉林泉人自豪,特别在低度酒的水

解问题上, 玉林泉已经进入了全国同行业的先进水平。

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随着企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

步,我们将进一步揭示白酒低度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

种问题,把部分感性的认知提升到理性的科学指标标准

体系上来,为发展云南白酒业发挥更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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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而又保质。② 吸附剂在白酒中不应溶解,也不应有任

何溶出物。乙醇溶液是良好的溶剂,吸附剂的化学成分

在其中不溶解是极难的,但至少应要求吸附剂在其中的

溶解度十分微小[3]。因此,在选用活性炭处理低度白酒

时,应根据酒质、酒度、酒温等实际情况对各批次产品的

吸附性和化学性进行验证,以确保其货架期产品质量的

稳定性。

3.2 根据沉淀形成机理,酒中沉淀物的化学反应式可表

述为 “阴离子 (A -)+ 金属阳离子 (B +)→盐类物质”,当

[A -][B +]> SCP 时,即阴、阳离子的浓度之积大于其溶度积

(SCP) 时, 在一定的温度和时间作用下逐渐产生沉淀现

象。酒体验证试验结果表明,酒中的磷铁元素离子浓度

积≥0.80 时,在一定条件下能发生化学反应,产生货架

期白色絮状沉淀,并且酒度、温度越高,放置时间越长,

沉淀现象越明显。由于受技术水平所限,其他金属元素

含量对沉淀的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3.3 为了杜绝质量隐患,一方面各白酒生产厂家应对每

批活性炭实行入库验收制度, 根据自身酒质和工艺情

况,确定适宜的活性炭品种和添加量,并通过酒体试验

制定吸附剂的可溶物含量的企业内控技术标准。另一方

面酒用活性炭生产企业应进一步规范相应的产品标准,

使其达到或超过医用级粉末活性炭的质量标准。在任何

情况下,都不能在吸附过程中引入白酒固有成分之外的

物质,这是选用吸附剂时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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