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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白酒行业进入了国家一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之列，标准的体系构成已经初步形成。但是还存在着技

术标准体系不健全、发展缓慢、行业技术标准发展不平衡、标准之间缺乏系统科学的研究等问题，严重地影响了白酒

行业的健康发展，阻碍了白酒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更新。系统地研究中国白酒的标准体系已迫在眉睫。白酒感官

质量的有效监督也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首先，要建立国家白酒感官品评技术规范或标准，其次，是需要有一支强

大的、高水平的白酒感官品评技术队伍。（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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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白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 2008 年诞生，标志着

中国白酒行业进入了国家一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之列，
之后又相继成立了酱香、浓香、清香、米香等分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中国白酒产业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白酒行

业迎来了标准技术进步的春天。因此，早些时候我们就把

今年“全国白酒技术委员会年会”的研讨主题确定为中国

白酒技术标准进步的相关内容。 中国白酒的技术标准必

须由全行业的技术精英共同来研究。 白酒的技术标准体

系不健全，技术标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发展缓慢。
标准的出台实效很差，新标准不新，行业技术标准发展不

平衡，跟不上行业技术的进步速度。标准之间缺乏系统科

学的研究，有些标准严重滞后，有些标准间互有抵触，这

些都严重地影响了白酒行业的健康发展， 阻碍了白酒行

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更新。现实生产经营活动中，白酒质

量等级的划分；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问题和以食用酒精为

原料生产白酒问题；以及产品标注问题，是白酒行业长期

存在并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几个突出问题。 这些问题为什

么得不到解决，在业内长久达不成共识？同时白酒的核心

标准是什么?长期以来也不是很明白。往往是就标准而标

准被动制订标准，白酒标准越来越多，但标准的执行越来

越难。因此广开思路，系统地研究中国白酒的标准体系是

当务之急。

1 中国白酒标准的体系构成

中国白酒的技术标准发展已经经历了近 30 年的历

程，标准的体系构成已经初步形成，主要标准大致上可分

为：
1.1 基础标准或指导性标准

GB/T15109 白酒工业术语；
GB/T17204 饮料酒分类；
GB10344 预包装饮料酒标签通则；
GB/T0346 白酒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1.2 产品标准

GB 10343 食用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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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0781 等系列香型白酒标准；
GB/T20821 液体法白酒；
GB/T20822 固液法白酒

1.3 卫生标准

GB 2715 粮食卫生标准 ；
GB 2757 蒸馏酒及配制酒卫生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8951 白酒厂卫生规范。

1.4 试验方法标准和相关规范

GB/T394 等酒精和白酒的各检验方法

1.5 原辅材料标准(多数为强制性标准)
GB1350 等。

1.6 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强制性标准)
GB 18356 等白酒产品个性标准。

2 基础性标准的指导性分析

以上没有把所有的白酒相关标准一一列出， 只是把

各类别中的重要标准列了出来。 这其中卫生标准是强制

性标准，原辅料标准多是强制性，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基本

也是强制性标准。 强制性标准相对比较独立或者是引用

标准， 例如原辅料标准。 而其他白酒相关标准关联度很

高，存在的问题也很多，尤其是基础性标准。
2.1 主要概念分析

基础性标准无疑是其他标准的基础， 也是白酒系列

标准中最重要的标准。 我们先来看看基础标准中关于白

酒的解释。GB/T15109 白酒工业术语：又称烧酒是中国特

有的一种蒸馏酒，系有淀粉质原料，加入糖化发酵剂，经

固态、半固态或液态发酵、蒸馏、贮存、勾兑而制得。 正在

修订的白酒工业术语标准的解释改为： 以粮谷为主要原

料，用大曲、小曲或麸曲及酒母等为糖化发酵剂，经蒸煮、
糖化、发酵、蒸馏而制成的饮料酒。 GB/T17204 饮料酒分

类标准中白酒的解释是：以粮谷为主要原料，用大曲、小

曲或麸曲及酒母等为糖化发酵剂，经蒸煮、糖化、发酵、蒸

馏而制成的白酒。 显然新修订的白酒工业术语标准和饮

料酒分类标准就白酒的概念取得了一致。 但是我们可以

看到这样的白酒概念， 如果把液体法白酒和固液法白酒

还称作白酒的话就值得商榷了。 因为新的白酒术语标准

和饮料酒分类标准中把白酒的原料已经做出了明确的限

定。 液态白酒，以含淀粉、糖类物质为原料，采用液态糖

化、发酵、蒸馏所得的基酒（或食用酒精），可用香醅串香

或用食品添加剂调味、调香，勾调而成的白酒。 固液法白

酒以固态法白酒（不低于 30%）、液态法白酒勾调而成的

白酒。因此这些概念应该说不是很严谨，有必要进行讨论

并且形成共识。 显然要把中国白酒准确的定义是非常之

重要。不然到底什么是中国白酒说不清楚，那中国白酒的

系列标准又怎么能够说得明白。 如果把以粮谷为主要原

料定义为中国白酒的话， 那不是以粮谷为主要原料的白

酒就不能称之为白酒。 依据现在新的白酒工业术语和饮

料酒分类标准的定义， 液体白酒和固液法白酒应归类为

其他蒸馏酒才恰当。
2.2 白酒标准的关联分析

先了解一下我们十分关心的固液法白酒。 固液法白

酒的白酒工业术语为：以固态法白酒（不低于 30%）、液

态法白酒勾调而成的白酒。饮料酒分类标准：固态法白酒

（不低于 30%）、液态法白酒、食品添加剂勾调而成的白

酒。GB/T20822 固液法白酒的产品标准中解释是：固态法

白酒（不低于 30 %）、液态法白酒勾调而成的白酒。 显然

两种解释白酒工业术语和固液法白酒标准中并没有指明

一定要用食品添加剂。 如果没有使用食品添加剂就可以

不标注食品添加剂。 饮料酒分类标准中似乎说固液法白

酒一定是添加过食品添加剂的。 两种解释有本质区别。
液态白酒标准。 白酒工业术语：以含淀粉、糖类物质

为原料，采用液态糖化、发酵、蒸馏所得的基酒（或食用酒

精），可用香醅串香或用食品添加剂调味调香，勾调而成

的白酒。饮料酒分类标准：以含淀粉、糖类物质为原料，采

用液态糖化、发酵、蒸馏所得的基酒（或食用酒精），可调

香或串香，勾调而成的白酒。 GB/T20821 液态法白酒：以

含淀粉、糖类物质为原料，采用液态糖化、发酵、蒸馏所得

的基酒（或食用酒精），可用香醅串香或用食品添加剂调

味调香，勾调而成的白酒。 显然，可以理解为液态白酒是

液态糖化、发酵、蒸馏所得的基酒而不是食用酒精，可用

香醅串香或用食品添加剂调味调香，勾调而成的白酒。同

时也说明可以不用香醅串香或用食品添加剂调味调香，
勾调而成的白酒。 也就是说在制作固液法白酒时完全可

以不使用食用酒精和食品添加剂， 而使用固态法白酒和

液态法白酒即可。
食用酒精。 白酒工业术语和饮料酒分类标准中都没

有食用酒精的解释。 在 GB 10343 中也没有食用酒精的

术语解释，只是在标准适用范围中写道：以谷物、薯类、糖

蜜为原料，经发酵、蒸馏精制而成的含水乙醇，即食品工

业专用的酒精。有一些相关的理化指标要求，理化指标中

要求乙醇含量≥95 %，那么，食用酒精和液态法白酒有

什么本质区别， 同样用于固液法白酒的液态法基酒和食

用酒精的区别在哪里？从定义上似乎很难区别，但是似乎

又很容易区别。说得直白一些，在白酒工业术语和饮料酒

分类标准中只有液态法白酒而没有食用酒精的概念。 液

态法白酒只是（或用食用酒精）来代替液态法基酒。那么，
在酿制固液法白酒和液态法白酒只用液态法白酒基酒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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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食用酒精岂不是很容易吗？ 液态法白酒基酒从哪里

而来， 无疑现在所有的食用酒精生产企业都可以生产液

态法白酒的基酒。说得再简单一点，食用酒精生产企业做

不到乙醇含量 95 %，那叫什么？只能叫液态法白酒了。固

液法白酒：固态法白酒（不低于 30 %）、液态法白酒勾调

而成的白酒。这样的白酒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白酒的精髓，
又融入了现代技术， 坚持未添加食用酒精及非白酒发酵

产生的呈香呈味物质。 这样的白酒应该是中国白酒的创

新和发展。所以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如果固液法白酒和液

态法白酒被承认是中国白酒组成部分的话， 那么中国白

酒的三大类：固态法白酒，固液法白酒，液态法白酒都应

该坚持未添加食用酒精及非白酒发酵产生的呈香呈味物

质。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没有否定添加食品添加剂的

固液法白酒和液态法白酒的意思。 只是想这类添加过食

用酒精和食品添加剂的白酒应该归类到配制酒中更为恰

当。同时还可以大胆的设想，既然中国白酒的最高标准白

酒工业术语和饮料酒分类标准中没有食用酒精的概念，
是否可以把食用酒精这个词从中国白酒中删除， 现在的

食用酒精生产企业或可称为液态法白酒生产企业， 所使

用的食用酒精的企业也都不妨称之为使用液态法白酒。

3 产品标准的指导性分析

中国白酒的产品标准内容丰富, 也是各白酒生产企

业比较关注的标准，同时，也是白酒生产企业和市场监督

普遍参考和使用的标准， 核心是以理化和感官区别酒的

等级。也是消费者最关心的标准之一。同样也是问题最多

的标准之一。
3.1 白酒香型标准的实际意义

中国白酒香型划分是中国白酒技术进步的产物，香

型划分固然没有一个很好的划分原则， 有的按香气大小

划分，有的按使用原料划分，有的按食品特征划分，有的

按产品名称划分等等。 但是香型划分对推动中国白酒的

技术进步在特定历史时期内起到了巨大作用。 对中国白

酒感官质量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中国白酒品评技

术的确立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中国白酒技术进步

的贡献是不可动摇的。 香型划分其实一个更为重要的原

因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白酒评优的必然产物， 白酒分型评

酒的主要依据就是按香型品评。 区别香型是为了分型品

评，通过分型品评选出各香型白酒的优质产品。一些传统

优势白酒逐步通过香型划分总结出自己的特点， 实现了

评优的目标，也成为了中国白酒一些类型的代表，成为了

白酒行业的样板。 但是也应该清楚的看到同一类香型的

白酒产品其质量风格有着很大区别， 尤其是名优白酒产

品。许多产品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有经验的品酒师一闻

就知道是什么白酒产品。 因此用一把香型尺子怎么能量

得明白？ 把他们划到同一香型下无法实现同一标准的优

劣评价。产品所属同一香型限制了白酒产品的个性特点。
也许白酒产品的原料、糖化发酵剂、发酵设备、生产工艺、
蒸馏方式、 贮存方式等能够更好地彰显出中国白酒个性

特征。 将白酒产品名称与其个性特点融为一体更便于消

费者的认知，即什么白酒酒就是什么型。五粮液就是五粮

液型，茅台就是茅台型。也许会比香型表述能更好地表达

白酒产品的个性特征。 欢迎大家共同来讨论这个话题。
3.2 理化指标的实际意义

通过不同的理化指标判断白酒产品的质量等级同样

也是白酒分析技术进步的产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通

过专家评优判断白酒质量的时期， 通过评优的实践活动

找出了理化指标与感官质量的一些关系， 因此就确定了

白酒产品质量等级的理化标准。 某种意义上这个理化标

准是为白酒评优服务的一个标准。但是也不可否认，这个

标准也基本符合那个时期消费者对白酒产品的质量要

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消费方式的变化，对白酒品质的

要求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表现在白酒感官方面。根据消

费者对白酒口味新的要求开发新的白酒产品。 显然现行

的理化指标质量等级已经与消费者要求的感官品质不吻

合。 因此出现了理化指标质量等级与实际白酒感官品质

的激烈冲突。 白酒产品的理化指标区分质量等级的指导

意义事实上不复存在。 固液法白酒和液态法白酒一直以

来是在学习和模仿固态法白酒。 通过添加食品添加剂学

习和模仿固态法白酒也是一种自觉行为。 也是勾调技术

进步的产物。也不能否定固液法白酒、液态法白酒参照固

态法白酒设立的理化指标质量等级是主导食品添加剂长

期以来在白酒行业添加的幕后“强有力推手”。 也不能否

定长期以来某些白酒企业的固态法白酒为了达到国标优

级， 采取通过添加食品添加剂达到了理化指标的优级要

求，但换来的反而是感官质量的下降。 我们通过认证，品

酒有许多这样的案例。 更有通过添加甜味剂等改善白酒

口味，掩盖白酒自身的质量缺陷，忽略了在工艺技术方面

去下功夫。其实这样不利于中国传统白酒的健康发展。正

因为如此，我们所倡导的“未添加食用酒精及非白酒发酵

产生的呈香呈味物质”几乎无法实施。白酒理化指标与质

量等级的脱钩， 放宽理化指标的限定甚至在白酒产品标

准中取消理化指标要求的呼声值得探讨。
个别特征香味物质的理化指标要求同样值得讨论。

特征香味物质的出现来自于： 一是这些特征香味物质对

某香型白酒的风味贡献； 二是在某香型白酒中的绝对含

量是建立在白酒微量香味物质的分析技术之上的。 通过

大量分析和总结，为了保证某类香型白酒质量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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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类物质的含量限定，从而规范白酒香型的技术标准，
初衷是值得肯定的。 反而言之其实这种做法限定了这类

白酒的复合化发展，同样也限定了这类白酒的技术突破、
新产品开发。 正在进行的中国“白酒 169 计划”通过白酒

风味化学的研究表明， 中国白酒决不是控制几个化合物

的含量能够决定某香型白酒的质量水平的。 每一种白酒

所含有的风味物质都是一个复杂的体系。 应用风味贡献

的体系描述才能正确说明某一类香型或者某一品牌白酒

的特点。 而不可通过限定某几个化合物的含量范围来达

到控制白酒质量等级的目的。
3.3 感官质量的忽略

最能说明白酒质量的是通过感官品评。 在符合食品

安全的基础上，感官质量才是消费者最关心的。标准中说

得最不明白， 标准中只是通过文字对白酒产品做了感官

要求。但是这个感官要求如何达到？如何通过感官品评判

定白酒产品的质量等级没有具体要求。其实看来简单，白

酒的感官质量鉴定是很难实现的。 只有我们行业中的骨

干名优白酒企业通过内部严格的感官品评程序来完成对

白酒质量等级的控制。 许多中小企业不掌握这样的质量

控制技术或者不具备相应的条件而无法实现对白酒感官

质量等级的划分和控制。但不等于这些企业不能生产“优

质白酒”。 到市场上去看看有多少“优质白酒”？ 大家都可

以采用白酒产品国家标准生产各质量等级的白酒产品。
技术标准之容易达到可想而知。 能不能达到白酒国家标

准要求的感官要求是无法验证的。 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

门只是通过理化指标的分析检测来监督白酒产品的质量

等级和水平， 无法通过感官测定来完成对白酒产品的质

量监督。其实这对于白酒行业的健康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所以白酒感官质量的有效监督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回顾我国的历届白酒评优， 不是通过理化指标分析出来

的名酒，而是通过感官品评得分选出来的中国名酒。 要

想实现白酒感官的有效质量监督，需要两个重要条件：一

是建立国家白酒感官品评技术规范或标准。 二是需要有

一支强大的、高水平的白酒感官品评技术队伍。而国家白

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成立就是我们的组织保障。 白酒

品酒师国家新职业的列入， 即将开始的白酒品酒师的职

业技术培训等使全国范围内白酒品评技术人才队伍的建

设有了希望。因此，白酒产品的感官要求真正到了应该发

挥作用的时候了。 实现白酒感官质量等级评价是对消费

者真正意义的负责， 建立白酒感官国家标准是对中国白

酒健康发展负责。

4 白酒标准的核心内容分析

中国白酒围绕着食品安全制订的那些强制性标准相

对独立，也是必须严格执行的标准。白酒工业术语和饮料

酒分类标准这两项标准不仅是基础标准还应该是指导性

标准。中国白酒准确定义非常之重要。食用酒精没有概念

解释，有标准居然没有这个术语，食用酒精这个词还有没

有必要在中国白酒标准体系中存在非常值得商榷。 标准

中一些概念出现了不同的解释， 可见白酒标准的严谨性

之差。 这些问题不是说明制订标准的水平低或者不负责

任， 很多是由于制订标准的时间顺序和修订标准的时间

上不协调所致。 这些标准的修订和一些关联内容的统一

工作迫不及待。
GB10344 预包装饮料酒标签通则标准应该通过白

酒产品标注集中体现中国白酒特点和白酒产品自身的个

性特征。香型在本标准中列入了非强制标注内容，也就是

说可以在产品包装上标注香型也可以不标注。 糖化发酵

剂（用曲酿酒是中国白酒最重要的特色），发酵设备（不同

的发酵设备也是中国白酒的主要特色），生产工艺（固态

发酵、半固态发酵、液体发酵），蒸馏方式（固态蒸馏、液态

蒸馏），贮存方式（陶瓷坛、酒海、不锈钢容器等），这些不

仅是中国白酒的重要特征， 同样这些内容的综合标注可

以更加准确地反映出白酒产品的个性特征， 更便于消费

者了解白酒产品自身的特点， 也便于技术监督部门来进

行监督检查。建议是否作为强制标注内容，望大家共同讨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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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边提前超额完成全年计划
本刊讯：1～9 月，湖北白云边股份有限公司共完成工业总产值 11.30 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1.12 亿元、上交税金

1.98 亿元，分别完成年计划的 111.44 %、109.68 %、109.77 %，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76.79 %、76.75 %、89.22 %。企业主要经

济效益指标均提前 1 个季度完成全年计划。
上半年，白云边生产经营高位启动、高速增长，用 2 个季度的时间完成了 3 个季度的任务。前 3 个季度，白云边上交税

金近 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316 万元，再创历史新高，继续高居荆州市纳税十强之首，成为今年来荆州市税收增长贡献

最大的企业。
今年以来，白云边继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质取胜，以人为本的经营方针，呈现出产销两旺的发展局

面。公司“推高推新”的产品政策取得积极成效，产品结构进一步拔高，销售额的增长高于销售量的增长。主导产品、主导市

场增势强劲，新开产品、新开市场来势良好。年份酒系列和星级酒系列、省内市场和省外市场全面增长，共有 4 个片区销售

突破亿元大关。（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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