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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天麻酒是一种常见保健酒，因其具有滋养肝肾、益气和血等功效而深受广大消费者欢迎。就天麻酒生产工
艺、酒体质量、风味、标准及其存在问题进行论述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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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strodia liquor is a common healthcare liquor product. It is quite popular among consumers because of its healthcare functions such as

nourishing liver and kidney, benefiting qi and blood etc. In this paper, its production techniques, its quality and taste, its standards, and the existed

problems were illust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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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为兰天科植物天麻 Gastrodia elata Bl. 的干燥块

茎，又名赤箭、离母、鬼督邮、神草等，是著名的中药材。其

性辛、温、无毒，有抗癫痫、抗悸厥、抗风湿、镇静、镇痉、镇

痛、补虚、平肝息风的功效，天麻素为其中发挥药效的主

要单体成分。 近年来，随着酒业的迅速发展，酒与中药材

相结合的饮品也有了较大发展 [1]，对这类产品的研究也

成为热点。 天麻酒是一种以天麻为主要成分， 配以何首

乌、枸杞、茯苓等其他药材制成的保健酒，具有滋养肝肾、
益气和血的功效， 对肝肾不足、 气血亏虚引起的肢体麻

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具有良好的疗效[2]。 天麻酒不同

于常见的以天麻为主要成分的药酒， 虽然都是酒与中药

材结合的饮品，但二者在产品的功能、口味和消费特点上

有很大的区别。作为保健酒的天麻酒，仍然以酒的特色为

主，酒体中的天麻只起一定的辅助作用，药味很淡。 天麻

药效较好，且价格适中，因此，在人们越来越注意养身的

今天，研制口感较好的天麻酒已成为亟不可待的课题。研

究者和酒厂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天麻酒进行了研

究，基本工艺是：浸提→过滤→调味→包装。 但由于缺乏

统一的评价和质量标准， 不同企业和单位生产的天麻酒

在质量上也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现象。 笔者现从以下几个

方面对该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为相关方面的实验

及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1 天麻药材质量研究现状

天麻药材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天麻酒的质量，
研究表明，四川、云南、贵州三地的天麻药材质量较好。目

前对天麻药材质量的评价主要有定性鉴别、 指标成分的

含量测定和指纹图谱 3 种方式。
定 性 鉴 别 中，通 过 显 微 鉴 别 [3]，紫 外 吸 收 光 度 法 [4]，

EI-MS 的指纹特征离子[5]等方法都可以将天麻药材与其

伪品区别开来。但这些方法只能鉴别产品的真伪，很难鉴

别掺伪样品。
早期多以药材的浸出率、 各种浸出物的百分含量为

指标评价天麻质量， 但这些指标和天麻药材质量之间没

有直接的相关性， 后来含量测定的指标发展为用各种分

析手段测定天麻药效成分天麻素的含量。 沈卫华的紫外

分光光度法[6]，丁丽玉[7]等人所用的薄层层析-比色法；马

公强等用的薄层层析-紫外分光光度法 [8]；关萍 [9]等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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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效液相色谱法都可以测定主成分天麻素的含量。 苏

建[10]等还对天麻及其制剂中天麻素含量测定方法进行了

总结。
指纹图谱是控制天然药物质量的有效方式之一，已

日益成为国内外广泛接受的中药质量评价模式。 朱洁[11]

等研究了不同炮制方法处理的天麻药材的指纹图谱，采

用对照品对照指认了 9 个色谱峰；阮德春 [12]等用高效液

相色谱法分析了不同来源的 16 个天麻样品，采用自制对

照品， 用 2 根柱子分别对天麻中的 6 个非极性成分和 2

个极性成分进行了定量分析比较研究；张炜 [13]等制定了

天麻的 HPLC 指纹图谱，并建立 HPLC-DAD/MS 分析方

法对不同产地及不同炮制方法的天麻药材进行全面的质

量评价。

2 天麻酒浸提工艺研究状况

2.1 浸泡提取工艺
一般酒厂以天麻为主要材料，将天麻蒸制，其他药材

经过炒、煮、切片、粉碎等不同的处理方式后，以 50 %vol

酒混合，通过浸泡、粗滤、调剂、细滤、陈酿、包装等一系

列操作后，得到成品天麻酒。 成品酒样呈棕黄色，光泽

良好，清亮透明，药香协调，回味悠长。 酒度在35 %vol

左右，糖度为 8 %～9 %，各种成分含量符合药典要求[14]。
也有酒厂[15]以天麻、党参、枸杞子、五味子等药材为

原料并配以 60 %vol 白酒浸提，浸提时间为 3 个月。 但结

果表明，该工艺生产周期长，提取率不高。这样，在实际生

产中不利于原料的节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方刚、赖登燡[16]等人将柠檬果实和优质白酒以质量

比 1∶（10～12）浸泡 40～45 d 后，浸出液过滤备用。 清洗

过的天麻与上述滤液混合浸提，过滤，加入优质砂糖，清

水，鸡蛋清调味，经过滤贮存得到天麻酒。 该天麻酒酒体

透明、无悬浮物，具有浓郁的以己酸乙酯为主体的复合香

气，微伴果香；酒精度 52 %vol，总酸≥0.65 g/L，总 酯≥
3.5 g/L，甲醇、杂醇油含量也符合相关要求，经检测，酒体

中含有 20 多种有利于人体健康的氨基酸成分。
2.2 回流提取工艺

根据植物性药材的浸提扩散公式（见式 1），采取提

高温度，缩短时间的回流法正交提取。 试验中，以乙醇浓

度、回流时间、回流次数、溶剂用量为 4 因素。 结果显示，
以 40 %vol 的乙醇为溶剂，回流 2 次，每次 2 h，溶剂量为

药材量的 6 倍为最佳工艺参数。 同时，实验者还通过标

准曲线法对天麻酒中主要成分天麻素的含量进行了测

定[15]。

ds=-DF dcdx dt，D= RT
N

1
6πrη

（1）

式 1 中：dt 为扩散时间；ds 为在 dt 时间内物质 （溶

质）扩散量；F 为扩散面积，代表药材的粒度及表面状态；
dc/dx 为浓度梯度；D 为扩散系数； 负号表示扩散趋向平

衡时浓度降低；R 为克分子气体常数，T 为绝对温度，N

为阿伏加德罗常数，r 为扩散物质（溶质）分子半径，η 为

粘度。
2.3 提取工艺优化

随着多元统计学科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统计学

知识被应用到试验中。 这些统计学知识在优化工艺方面

提供了不少科学有效的试验方法， 得出的最优结果也能

在后续试验中得到很好的验证。 除了常用的正交试验方

法外，均匀设计优选法、响应面优化法都能很好的对条件

进行优化。
在天麻酒的提取工艺优化中， 涉及到的工艺优化方

法有王昌利[15]等人实验中所采用的正交法。 响应面优化

法是近年来试验中应用较多的方法，它囊括了试验设计、
建模、检验模型的合适性、寻求最佳组合条件等众多试验

和统计技术 [17]。 在天麻酒实验中，如果利用响应面优化

法， 使用爬坡实验、 单因素实验或者两水平因子设计实

验，确定响应面优化法实验的各因素与水平，根据 Cen-

tral Composite Design（或 Box-Behnken Design）进行实验

设计， 利用数据处理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回归

方程， 再进行最后的分析， 可得到天麻酒制作的最佳工

艺。 较之正交试验，响应面法在处理数据方面更为强大，
可以连续对实验的各个水平进行分析， 而正交实验只能

对孤立的实验点进行分析。相较之下，响应面优化法的实

验结果更加准确可信。

3 天麻酒的口感设计

由于加入了天麻和其他中药材， 天麻酒在口味上有

一定的苦涩味道，因此，需要对其口感进行设计，以适合

在餐饮聚会等场所饮用。天麻酒感官指标（澄清度、色泽、
香气、味道、典型性）和常规理化指标（酒度、总糖、酸度）
是描述产品特征的指标， 是由企业根据产品特点自行制

定的，体现了产品特异性[18]。 从市售的天麻酒来看，酒体

色泽和谐，无沉淀悬浮物，透明有光泽；酒香药香协调[14]；
口感细腻；酒体完整，无异物[16]。 在后期的研究中，可以通

过向其中加入适当的调味剂， 使得天麻酒在口感上舒适

宜人。 早期的安顺酒厂生产的天麻酒光泽良好， 清亮透

明，药香协调，回味悠长，上市就赢得了消费者的好评[14]。
消费者希望饮用一定量的天麻酒对身体健康能起到

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这就要求酒体中有益成分的含量

在保持酒体风格、口感不变的前提下达到一个合理范围。
在进行感官品评的同时， 可以通过结合诸如液相色谱之

类的仪器来对其中的主要成分含量进行测定， 确定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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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含量在哪个范围时口感较好，这样通过二者的结合，
可以快速准确得到结果。

4 天麻酒的质量及其标准制定

天麻味甘，性微温，主治风湿痹痛、四肢痉挛、眩晕头

痛、小儿悚厥、肢体麻木、手足不遂、高血压等症。 其主要

含香荚兰醇、天麻素、天麻糖苷配基等有效成分。 近年来

还发现天麻中含有甾醇、有机酸多糖、抗真菌蛋白、微量

元素、胡萝卜素、棕榈酸等有效成分。天麻酒的功效取决

于有益成分的含量，要想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在制定

产品标准时就要充分把握好它的主要功能性成分的含

量。 天麻酒中，主要有益成分是天麻素，在制定质量标准

时，就要将其作为主要指标列入其中。 在已经研制出的

参茸天麻酒中，对酒体外方、性状，用法用量以及主成分

鉴别上都做了详细的说明。 参茸天麻酒是用白酒密闭浸

泡 30 d 以上，通过“过滤-加入白糖调味-静置-灌装”得

到成品酒，酒体为橙黄色液体、气香、味甘甜。标准中还通

过 TLC 对酒体中主要有益成分天麻素的性质进行了鉴

别，参茸天麻酒主治气虚肾亏，神经衰弱，眩晕头痛，采取

口服的方式，1 次 15 mL，每日 2 次，但高血压、心脏病患

者慎用[19]。
此外， 在天麻酒的稳定性上也应加大研究的力度。

除了解决好原辅材料的处理方法外， 针对成品天麻酒，
也应经过冷、热、光试验后对其进行综合评价，确认各项

指标符合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 在实际调查研究中发

现，天麻酒基酒质量较为低劣，有些甚至用酒精来浸提

药材再进行调味而得到成品天麻酒 [15]，这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酒质。
作为保健酒， 天麻酒的质量标准包含保健酒基本要

求的感官指标、理化指标、卫生指标、安全指标、营养指

标、品质控制指标、功效指标和其他特性指标。其中，有些

指 标 为 国 家 强 制 性 执 行 指 标 ， 如 卫 生 指 标 需 按

“GB2757—1981 蒸馏酒及配制酒卫生标准”执行。 由于

酒体中化学成分极其复杂， 有些指标如特征化学指标只

能依据一定的规律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药物成分作为产品

品质控制指标，没有统一的标准[18]。
在后期的研制过程中， 如果有详细的质量控制标准

和严格的监察力度， 相信对天麻酒质量的提高能起到很

好的监督促进作用。

5 展望

天麻酒的发展正处于一个不断探索和研究的阶段，

在工艺、包装、销售各个方面都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相

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技术、新工艺

在研究中的应用， 天麻酒能在保健酒市场中占有更多的

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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