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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白酒是多溶质的不饱和胶体溶液，其中溶剂（乙醇与水）占溶液的 0/ 2300 2，溶质微

量成分（骨架成分、协调成分、复杂成分）占 % 23! 2。白酒溶液计算包括：!溶液内如溶质、溶剂、

溶解度、同一溶液在酒度升高与降低时的相互换算、己乳酯比、醇酯比的计算；" 溶液间计算如两

种溶液掺兑的计算、& 种以上的酒溶液掺兑成一种新酒度溶液的计算。因内容不同，而计算方法不

一。（孙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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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是多溶质的不饱和胶体溶液。其溶剂乙醇与水

占溶液的 0/ 2300 2，其溶质微量成分（骨架成分、协调

成分、复杂成分）占 % 23! 2。现就相关计算推介如下。

% 溶液内计算

%)% 溶质

溶质有酯、有机酸、醇、羰基化合物缩醛、酚及内酯、

含氮化合物、醚共 / 大类。主要溶质是酯、有机酸、醇、缩

醛 6 大类。白酒中已检出 &6! 种成分，定量检出 %/" 种。

但正丙醇、异丁醇、异戊醇、各种酸的乙酯、庚酸乙酯、乙

酸、丁酸、己酸、乳酸、乙醛、!)&.丁二酮、&.羟基丁酮、乙

缩醛占微量成分的 0# 2以上。其计算有常规分析与色

谱分析两种方法。

%)%)% 常规分析计算法

!总酸：用氢氧化钠与有机酸中和反应，以消耗体

积数计算：

!%7 "8#8")"1"#")" 8%"""

式中：!%———酒样中总酸的含量（以乙醇计），9 : ;；

"———氢氧化钠标准溶液浓度，<(, : ;；

#———测定时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体积，<;；

")"1"%———与 %)"" <; 氢 氧 化 钠 标 准 溶 液 => *’?@A-7%)"
<(, : ;B相当的以克表示的乙醇的质量；

#")"———取样体积，<;。

定向配制氢氧化钠为 ")% <(, : ;，则 C%7")%!"! D。

"总酯：先用碱中和白酒中的游离酸，再加入一定

量的碱，使酯皂化，过量的碱再用酸进行反滴定。计算式

为：

!!7 "8!#)"."%8")"//
#")" 8%"""

式中：!!———酒样中总酯的含量（以乙酸乙酯计），9 : ;；

"———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摩尔浓度，<(, : ;；

!#)"———皂化时E加入 ")% <(, : ; 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体积E
<;；



!!———硫酸标准溶液的摩尔浓度，"#$ % &；

" ’———测定时，消耗 ()! "#$ % & 硫酸标准溶液的体积，"&；

()(**———与 !)(( "& 氢 氧 化 钠 标 准 溶 液 +,（-./0）1!)(
"#$ % &2相当的以克表示的乙酸乙酯的质量；

3()(———取样体积，"&。

若 ! 以 ()! "#$ % & 计 算 ，!! 以 ()! "#$ % & 计 算 ；则

#’14)4(5()!67 " ’。

!总醇：醇与无机酸（如硫酸）作用生成无机醇酸。

对于多元酸来说，可以生成酸性酯，也可以生成中性酯，

其反应为：

,80’89!(5090/5:/’
5/0 ,80’89!/:/’/090’/

依据反应中硫酸所消耗的体积数计算，但溶液中乙

醇也与硫酸作用，故总醇：;<1甲醇9杂醇油。

#<1 $!

" <=!(((
=!((9 $’

" 4=" 3 % !(=!((
=!((

式中：$!———样品中甲醇的含量，> % !(( "&；

" <———样品体积，"&；

$’———测定样品稀释液中杂醇油的质量，">；

" 4———样品体积，"&；

" 3———测定用样品稀释体积，"&。

"总醛：醛与亚硫酸氢钠起加成反应，加入一定量

的碘液时过剩的亚硫酸氢钠氧化除去，剩余的碘用硫代

硫酸钠标准溶液进行滴定，其计算式为：

#41（" 7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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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4———试样中总醛（以乙醛计）的含量，> % &；

" 7———滴定时，消耗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的体积，"&；

" 6———空白试验消耗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的体积，"&；

!———硫代硫酸钠溶液的浓度，"#$ % &（()! "#$ % &）；

()(’’(———与 !)(( "& 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1!)(
"#$ % &2相当的以克表示的乙醛的质量；

" *———取样体积，"&（3()(( "&）。

所以，溶质 #1#!9#’9#<9#4。

!)!)’ 色谱分析法

利用原轻工部发酵研究所的最先进方法测定酒中

成分：采用 ABC’(D 交联柱直接进样测定主要香味组分

含量!;!；采用动态顶空进样技术测定微量挥发性组分

含量!;’；采用化学分族技术测定含氮杂环化合物的含

量!;<；采用 EEFA 键合柱直接进样测定中高沸点香味

组分含量!;4；采用低温真空浓缩未经衍生直接测定游

离有机酸含量!;3；采用动态顶空进样与 C,5EAG 测定

挥发性含硫化合物含量!;7；采用 G-A 混合柱测定乙

酸乙酯和乙缩醛含量!;6。把上述各组分含量相加即为

溶质。

故溶质 ;1!;!9!;’9!;<9!;49!;39!;79!;6。

!)’ 溶剂

溶剂乙醇一般以酒精度表示，体积比以 % 表示。如

3( 度酒中含有 3( H体积的乙醇，则：

溶剂 &1 6)*I<4%/&
（> % &）

!)< 溶解度

’1 !((#·(&·( 1 !((#&
式中：( 为酒的重量。

溶解度是反映酒质的一项重要指标，在一定工艺条

件下，溶液相对稳定时，’ 越大，酒质愈好，反之亦然。溶

解度与温度成线性比例关系，温度愈高，’ 愈大，反之亦

然。

!)4 同一溶液在酒度升高与降低时，可相互换算

( !（高度酒重量）
( ’（低度酒重量）

1( ’H（低度酒的百分浓度）
( !H（高度酒的百分浓度）

!)3 己乳酯比

由于决定白酒质量的不仅是白酒溶液中各溶质的

含量，而且是白酒溶液中各溶质间的量比关系。故研究

溶质间量比关系非常重要。决定白酒香味的酯主要是己

酸乙酯、乙酸乙醋、乳酸乙酯、丁酸乙酯。

B（己 %乳）1 EJ己酯

EJ乳酯

当 BK! 时，一定是浓香名酒。

乳酸乙酯含量名优酒为 !L’ > % &，一般白酒 ()3 > %
&，液态白酒 ()’ > % &。

C（己 %丁）1 C 己酯

C 丁酯

当 C1*L!3 时，为浓香名酒。

!)7 醇酯比

醇酯比是反映酒质的一个重要指标。

M（醇 %酯）1 MJ?总醇@

MJ?总酯@

当 MK! % 7 时为浓香白酒，M"! % < 时为清香白酒，当

M"! 时为液态法白酒。

’ 溶液间计算

’)! 两种溶液掺兑的计算

两种不同酒度酒的溶液掺兑一起，变成另一酒度的

溶液。掺兑的各种酒溶液为：

$!1$?(H5( ’H@
( !H5( ’H

，$’1$5$!

式中：( !H———高度酒的重量百分浓度；

( ’H———低度酒的重量百分浓度；

$!———高度酒的重量?N>@数；

$’———低度酒的重量?N>@数；

(H———勾兑后低度酒的重量百分浓度；

$———勾兑后低度酒的重量?N>@数。

’)’ < 种以上的酒溶液掺兑成一种新酒度溶液的计算

先确定新溶液的比例关系，计算各种酒的合量，利

用高度酒与低度酒互算式计算各溶液的用量，再掺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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