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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度对红曲红色素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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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红曲红色素在不同酒度中的稳定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以光照、./ 值、温度等因

子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光照、酒度降低是影响红曲红色素色泽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值在

0("12("，温度在301#" 4间红曲红色素的稳定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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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曲米中提取的红曲红色素是一种安全、无毒的

天然食用色素。由于其原料来源丰富，安全可靠，着色自

然，且有诸多生理活性X$Y，广泛应用于食品、饮料、酒类的

着色。然而存在稳定性差、价格较贵等缺点，严重制约了

红曲红色素的应用进程X!Y。前人对红曲红色素的结构及

稳定性已有研究X%10Y，但在不同酒度中红曲红色素稳定性

的研究未见报道。本文详细考察了红曲红色素在不同酒

度下光照、./ 值、温度等因素对其稳定性的影响，为其

在酒类产品中的应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 实验仪器和材料

$($ 仪器

*FJ/J:Z[ \9P2!"" 型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天

美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ML 密封石英杯；

医用紫外灯：长沙灯具厂；

./P3! 型酸度计：上海分析仪器厂；

恒温水浴：河南巩义市英峪予华仪器厂。

$(! 试验材料

红曲米厂方提供，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 实验方法

!($ 红曲红色素母液的制备

取适量红曲米，加酒度为 -# ]（R ^ R）的酒浸泡，过

滤，滤渣再重复浸泡 % 次，合并滤液，冷藏备用。

!(! 光谱扫描、吸光度测定及色素残存率的计算

用无水乙醇配成酒度为 " ]，!8 ]，%8 ]，0# ]（R ^
R） 的 红 曲 红 色 素 浓 度 相 同 的 溶 液 。 在 *FJ/J:Z[
\9P2!"" 型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扫描其 0""12"" AL 之间

的吸收光谱。

以选定波长为测定波长，把样品置于石英比色杯

中，测定其吸光度，并按下式计算吸光度残存率。

吸光度残存率：7]_ 7Q

7"
‘$"" ]

式中：7"———为样品的起始吸光度；

7Q———为样品被处理后一段时间的吸光度。

根据 E;+Ca@ 所做的实验 X#Y，在无干扰介质中可用吸

光度表示色素含量，因此本实验以 7Q ^ 7" 即 7 ]对时间



! 做图表示红曲红色素降解（褪色）过程中浓度与时间的

关系。

" 结果与讨论

"#$ 红曲红色素的吸收光谱

按 %#% 节方法扫描各酒度下红曲红色素的吸收光

谱，结果见图 $。

由图 $ 可知，随着酒度增加，红曲红色素的最大吸

收波长向长波长方向移动，但酒度在 "& ’（( ) (）以上

时，!*+, 位置基本不变。所以本工作对不同酒度的试样选

定的测定波长分别为：- ’（.&& /*），%& ’（.00 /*），"&
’（1-. /*），.1 ’（1-. /*）。

"#% 紫外光照对不同酒度红曲红色素稳定性的影响

按 %#% 节方法配制不同酒度的红曲红色素溶液，分

别置于 $ 2* 的密封石英比色杯中，在相同条件下用紫

外光照射，每隔 "- *3/ 测一次吸光度，结果见图 %。

由图 % 可知，红曲红色素的色泽随酒度的降低褪色

速率加快，表明在紫外光照下，酒度增加，有利于提高红

曲红色素的色泽稳定性。

"#" 室外自然光照对不同酒度红曲红色素稳定性的影

响

按 %#% 节 方 法 配 制 酒 度 为 - ’，%& ’，"& ’，.1 ’
（( ) (）的红曲红色素溶液，在相同条件下室外自然光照，

每隔 "- *3/ 测一次吸光度，结果见图 "。

由图 " 知，不同酒度下室外自然光照对红曲红色素

色泽稳定性的影响随着酒度的降低褪色速率加快，得出

与紫外光照相同的结论，但褪色速率比紫外光照更大。

"#. 室内自然光照对不同酒度红曲红色素稳定性的影

响

按 %#% 节方法配制不同酒度的红曲红色素溶液，置

于室内自然光照下（非日光直射），隔一段时间测一次吸

光度，结果见图 .。

由图 . 可知，不同酒度下室内自然光照对红曲红色

素色泽稳定性的影响亦是随着酒度的降低褪色速率加

快，得出与紫外光照、室外自然光照相同的结论。

"#1 避光存放对不同酒度红曲红色素稳定性的影响

按 %#% 节方法配制不同酒度的红曲红色素溶液，置

于暗处，隔一段时间测一次吸光度，结果见图 1。

由图 1 可知，在避光存放条件下，.1 ’，"& ’（( ) (）

酒红曲红色素残存率较大，%& ’（( ) (）酒红曲红色素残

存率有所下降， - ’酒红曲红色素残存率降幅最大，同

样说明酒度降低，褪色速率加快。从光照与避光存放的

结果来看，光照比避光存放的褪色速率快。由此可知，光

照、酒度降低对红曲红色素褪色反应影响很大。

"#4 低温存放对不同酒度红曲红色素稳定性的影响

图 $ 不同酒度红曲红色素的吸收光谱图

图 % 不同酒度红曲红色素紫外光照稳定性

图 " 不同酒度红曲红色素室外自然光照稳定性

图 . 不同酒度红曲红色素室内自然光照稳定性

图 1 不同酒度红曲红色素避光存放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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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 节方法配制不同酒度的红曲红色素溶液，置

于低温（约-. /）下存放，隔一段时间测一次吸光度，结

果见图 0。

由图 0 知，红曲红色素在低温下色泽稳定性较好。

%(1 #" /恒温对不同酒度红曲红色素稳定性的影响

按 !(! 节方法配制不同酒度的红曲红色素溶液，将

比色管置于 #" /恒温水浴中，每隔 $ 2 测一次吸光度，

结果见图 1。

由图 1 知，将不同酒度的红曲红色素溶液加热至

#" / （恒温），吸光度的变 化 与 光 照 、避 光 存 放 结 果 相

同，即随酒度的降低，稳定性下降。

%(3 45 值对不同酒度红曲红色素稳定性的影响

以 45 值 为 .("，#("，0("，1(" 的 磷 酸 盐 缓 冲 液 配 制

不同酒度的红曲红色素溶液，放置 6 7 后，在最大吸收

波长处测其吸光度，结果见图 3。

由图 3 知，所测范围内，45 值对无酒度红色素色泽

稳定性影响较大，对其他酒度红曲红色素影响较小。

%(6 部分常见金属离子及 8+-对不同酒度红曲红色素稳

定性的影响

以 45 为 . 的磷 酸 盐 缓 冲 液 分 别 配 制 含 $("9$"-#

和 #("9$"-# 的 8:!;，<=!;，>?!;，>?%;，@A!;，8B!;的不同酒度

红曲红色素溶液，考察其对不同酒度红曲红色素稳定性

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不同酒度红曲红色素的影

响较大，其他金属离子的影响较小。

按 !(! 节 方 法 配 制 含 "，$ C= D CE，! C= D CE，# C= D
CE，$" C= D CE，!" C= D CE 8+-的不同酒度红曲红色素溶

液，考察 8+-对不同酒度红曲红色素稳定性的影响。结果

表明，对 " F酒红曲红色素 8+-有消色作用；对其他酒度

红曲红色素溶液 8+-没有消色作用，反而有增色作用。

. 结论

由上述结果可知，提高酒度，即减小介质极性，能明

显改善红曲红色素的色泽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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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 不同酒度红曲红色素低温存放的稳定性

图 1 #" /时不同酒度红曲红色素的稳定性

图 3 45 值对不同酒度红曲红色素稳定性的影响

求 贤
我厂所属福建省晋江西滨酒厂，是专业以小曲米酒为主的生产酿造厂，现因生产所需，诚聘小曲米酒酿造

师 $ 名，新型白酒勾兑师 $ 名，瓶装酒车间管理员 $ 名。条件：具有三年以上的生产经验，年龄 ." 岁以下，有较

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对企业忠诚敬业，具有吃苦精神。

福建省晋江西滨酒厂

电 话："#6#-3#$!$%"6 传 真："#6#-3#$!%%"6
厂 址：福建省晋江市西滨 %!3%% 部队农场 邮 编：%0!!$$ 联系人：蔡添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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