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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曲曲虫主要以扁谷盗"咖啡豆象等为主"它们长期寄生在大

曲中"主要靠啃食大曲为生"这给大曲生产带来严重损失’ 根据某

农业大学提供的全国六省区调查资料显示$ 酒曲害虫造成的大曲

损失可达86 @A8? @’ 针对这种情况"本公司与该农业大学合作"
开设了曲虫治理应用研究课题"旨在通过观察曲虫活动规律"采取

有效灭虫措施"降低大曲损失"提高经济效益’ 现将本研究课题小

结如下"欢迎多提宝贵意见’

8 大曲与曲虫

大曲是以小麦(大麦(豌豆等为主要原料"经粉碎(加水踩制成

的曲坯"在自然条件下入房"多种微生物在其上富集繁殖而制成的

糖化发酵剂’ 曲坯需要在曲房内进行发酵" 发酵之后形成的成品

曲"要进入曲库进行贮存’ 本公司曲房为普通曲房"所有门窗均无

纱网隔离"曲库顶部只有通风孔而无窗户"曲坯在发酵过程中"曲

虫可以自由出入(生育繁殖’ 特别是成品曲进入曲库后"新曲与陈

曲混放在一个仓库" 曲虫可以方便地从陈曲自由转移至临近的新

曲上危害(繁殖而产生新的)虫窝*’ 曲虫依赖大曲丰富的营养"在

没有天敌的环境中繁衍生息")茁壮成长*’本公司每年踩曲时间大

都在?A86月"这段时间也正是曲虫活动比较频繁之时"其中<"=月

份是曲虫活动最猖狂时期’
通常情况下"曲虫大都以幼虫(虫卵形式存在于曲坯中越冬"

到次年的7"?月份转化为成虫"成虫有弱 趋 光 性"每 天 早 晨?$66A
>$66"曲虫开始活动"成群飞往室外"直到下午>$66AB$66"开始飞

回室内"啃咬曲坯"繁殖后代’ 成虫主要活动在?A86月份"每年可

繁殖数代"进入冬季基本上失去活动能力’

5 曲虫治理措施

针对曲虫的活动规律"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主要有$&8#计划

生产"减少陈曲%&5#封闭库房"控制虫源%&;#药剂处理&环境#"集

中杀灭’
5:8 计划生产!减少陈曲

每年根据生产计划生产大曲" 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制曲与生产

脱离"甚至盲目生产等不良现象’当年所踩新曲一般要在下一年度

曲酒停产渡夏时用完’ 如果没有用完"则要单独存放和管理"以避

免大曲虫害的严重发生’
5:5 封闭库房!控制虫源

对原有曲库(曲房以及粉碎车间一律进行改建或改造"原有通

风窗(门统一加装纱窗(纱门"以控制曲虫自由出入’所用纱网目数

不能过多"也不宜过少’过多"通风效果不好"影响大曲质量%过少"
不能有效阻挡曲虫自由出入’ 本公司选用纱网目数为76A>6目’ 通

过观察"效果较好’
改建或改造好的曲库(曲房需派专人进行管理"要根据曲虫的

活动规律"每天定时开(关纱窗(纱门"让曲虫只能出"不能进’这样

一可以使曲虫得不到丰富的营养"甚至会因缺少食物而饿死%二可

以使曲虫遭遇更多的天敌而被消灭’
5:; 药剂处理%环境&!杀灭曲虫

这项工作主要在曲库(曲房外进行’ 曲虫在室外"经常群居在

附近的墙根(房檐(树干(电线上"这有利于集中触杀’ 通常采用锐

劲特? @胶悬剂"按使用说明书规定稀释后"在 下 午8>$66左 右 集

中喷在曲虫富集区"用于大量消灭曲虫’盛夏季节"虫发高峰期"可

采用隔日用药一次%其他时期可采用间隔;A7 I用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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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翻曲的时机要掌握好"过早"曲坯品温升不上去"成品大曲呈白

色"生淀粉多#过晚"曲坯表面毛霉重"成品曲呈黑色! 同时应尽量

控制翻曲次数"因为每一次翻曲都是对曲坯的一次降温过程"曲坯

一旦$闪火%"会直接影响主要菌的生长&翻曲次数以保持品温的缓

慢降低为标准&
;:7 新凤型大曲采用高温的目的

一是为了加速蛋白质的分解" 促进氨基酸的生成" 增加曲香

味"同时增加酵母营养源#二是驯化有益菌类"淘汰低温菌#三是可

以增加大曲中有益菌在酿酒过程中的适应性"增强发酵后劲"满足

西凤酒延长发酵期的需要#四是能够抑制乳酸菌对己糖的作用"减

少大曲中乳酸的生成"有利于控制酒中的乳酸酯"满足$抑乳%的需

要&

< 问题与讨论

<:8 减少豌豆用量"可以减轻酒的暴辣味"保留豌豆能为大麦补

充蛋白质& 同时"随着豌豆用量的增加"曲中的酸性蛋白酶也在增

加& 这对微生物的生育和酒的产香都会有帮助& 因此"究竟如何掌

握豌豆用量"仍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5 目前"糖化力的测定和表示方法所提供的数据实际上反映了

大曲的糖化力和液化力协同作用的结果" 并不只代表糖化型淀粉

酶的活性& 是否可以称为总糖化力&
<:= 水火圈是有益还是有害’ 对长酵窖而言"$五花曲%是否好曲’
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但都缺乏强有力的数据支持&现在要求水

火圈要轻"是否有利"尚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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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效果分析

曲虫治理效 果 最 终 反 映 在 成 品 曲 的 损 耗 和 内 在 质 量 的 提 高

上"根据公司具体情况"采用间隔取样法"在曲酒生产季节"基本上

每月随机抽取一个样品"连续取样一年&样品中含有C6块受曲虫危

害较重的样品)简称(危重样品*和C6块受曲虫危害较轻的样品)简

称(危轻样品*! 分别称其质量结果见表8"测其糖化力结果见表5!

由表8平均值可以看出"8号样品质量最小"它所对应的取样时

间是治理开始时的B月份"也是虫害最严重的时期#D号样品质量最

大"它所对应的取样时间是治理开始后的次年=月底"这个月曲虫

仍然没有活动能力"不会危害大曲!又由于该样品所对应的生产时

间是86月底"这批曲生产时"曲虫危害特别轻"贮存时"受虫害影响

也很小"导致样品质量较多! B号样品所对应的是治理开始一周年

时的样品质量"比较8号和B号样品"不难看出"后者比前者平均值

高C:8 *,"约提高;:6 E!
在表8中"从8号样品到D号样品"质量是在不断增加的"所对应

的时间是从治理开始时的B月份到次年的=月底" 这段时间曲虫经

历了由盛到衰" 对成品曲的危害也由强到弱#;FB号样品比D号样

品质量略有减少"原因是这=个样品对应的取样时间是C"D"B月"这

段时间正是曲虫由弱到强发展期"由于是第一个治理周年"曲库+
曲房+曲坯中的许多曲虫+虫卵还没有被消灭"仍然存在继续危害"
所以样品质量在逐步减少"这与观察结果也基本一致& B号样品是

治理一周年时抽取的样品"用它和8号样品进行对比"是有一定道

理的&
综上所述" 经过一年的曲虫治理后成品曲质量比治理前增加

了;:6 E& 这就是说"曲虫治理使成品曲损失减少了;:6 E&
由表5可知"从8号样品到B号样品"糖化力在不断上升"从数字

上看B号样品比8号样品提高了<6:6 E& 分析原因"主要有(一是曲

虫主要食用淀粉质原料"导致成品曲中糖化剂受到损失"从而降低

了糖化力"这主要表现在8F<号样品上"二是制曲时"常 掺 入 部 分

陈曲粉用于接种"由于过去掺入的曲粉"本身糖化力低"经发酵成

曲后"糖化力也不高"而在曲虫治理开始后"掺入的曲粉糖化力比

较高"因掺入比例没有发生变化"导致发酵成曲后"糖化力得到显

著提高"主要表现在B号样品上& 由上可知"经过一年的曲虫治理"
使成品曲的糖化力提高了<6:6 E&

曲虫治理工作仅开始一年"但效果比较明显"曲虫数量比治理

前锐减"估计连续治理=F7年"可使曲虫危害程度降到最 低"曲 虫

治理的效果还会进一步提高&

7 小结

通过对连续一年的曲虫治理效果进行观察" 共抽取B个样品"
获得B组数据"通过分析表明(
7:8 本公司曲虫治理方案是比较正确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7:5 通过一年的治理" 成品曲质量较治理前提高;:6 E& 也就是

说"通过曲虫治理使成品曲损失减少了;:6 E&
7:= 通过一年的曲虫治理"成品曲糖化力提高<6 E&

曲虫治理需要长期坚持"方可巩固治理效果&曲虫治理不但可

以降低大曲损失"提高糖化力"同时"也可避免曲虫到处乱飞"改善

厂区及周边环境&
本应用研究没有观察成品曲的液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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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受虫害大曲质量 （"#）

样品 危重样品 危轻样品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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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受虫害大曲糖化力 （"#葡萄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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