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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气味感觉经路

收稿日期：5668’6<’9=
作者简介’周恒刚（9>9=’），中国著名白酒专家，=<岁高龄，对中国白酒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9>?@年取得选育黑曲霉等成果；9><7年总结研究茅台工

艺，发现“窖底香”，由此开始对白酒香气微量成分进行剖析；后来又总结出采用“液体除杂，固体增香，固液勾兑”提高普通白酒质量与出酒率的新工艺，大

大地促进了中国白酒业的进步，5667年获中国酿酒工业协会“白酒行业卓越贡献奖”，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论著多部。

气 味 趣 谈

周恒刚

（北京市右安门大街 5= 号轻工部宿舍 9? 门 985 号，北京 9666?7）

摘 要： 气味物质分子在空气中扩散，通过嗅细胞进入大脑，而产生对气味的识别。气味随温度、浓度及环境的变化

而有所改变。嗅觉的灵敏度因人而异，具有灵敏的嗅觉是评酒员应具备的先决条件。人的嗅觉对个别香味成分比气相

色谱还要灵敏，但嗅觉最易疲劳，评酒员应防止嗅觉疲劳而影响评品效果。（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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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气味传达

气味物质分子在空气中扩散，由鼻腔收容之后，并与嗅神经相

接触，遂将情报传达到大脑，于是就产生了气味感。鼻腔中感觉气

味的细胞叫做嗅细胞。在鼻腔深处有颜色不同的黄色粘膜，这里密

集着像蜂巢状排列整齐的嗅细胞。用高倍显微镜可见嗅细胞表面，

呈@_=角星状黄色嗅斑，其顶端即是嗅细胞。粘膜分泌粘液，嗅细

胞经过筛骨进入大脑。首先进入中枢嗅球、嗅皮质系，这才对气味

起到识别作用。

也有的气味分子混入空气中经鼻或口腔进入肺，从鼻腔介骨，

气流以复杂的流向通过嗅细胞到达脑部。当气味分子通过粘膜中

的嗅细胞时，使其原来所负的电荷发生变化而生成电流，刺激神经

细胞，大脑遂得以分辨其气味。

近年又发现在鼻孔尖端处，有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喷雾器”。当

嗅味时，“喷雾器”向内侧喷出微细雾状。这对气味捕捉及溶解都起

到重要作用。当你不需要闻气味时，“喷雾器”则自动关闭（见图9）。

有的人先天或因创伤及长期鼻炎造成嗅细胞及粘膜损伤，妨

碍了气味的捕捉及传导，于是造成嗅盲，俗称聋鼻子，难以辨细腻

而复杂的气味，甚至一无所知。这样的人不能参加评酒。这就是为

什么评酒员必须经过考试的原因。据大量试验与统计表明，女性的

气味感稍优于男性。残疾人如聋哑人、盲人的触觉、嗅觉、味觉都优

于正常人。白人（不是白种人）即缺乏黑色素者，十之八九属于嗅盲

及味盲者。

气味也并不是鼻子的专利，并不是只有鼻子才能感到气味。在

特殊情况下，人有血行性嗅感。例如在静脉中注射“那里阿敏”，片

刻即感到有大蒜的气味。用生理食盐水将有香味物质溶解后注射，

也会出现有气味的感觉。甚至嗅盲者会有气味感。这说明在评酒

之前作静脉注射要慎之又慎。

值得注意的是在病期或病愈后，女性在妊娠期或哺乳期，有时

对某种气味非常敏感，也有时非常钝感。甚至如同耳鸣一样，本来

无声却听到声音，本来无味却感到有味的错觉。

5 气味的怪脾气

空气中飞散的气味分子所呈气味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温度、

浓度以及环境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不但呈香强度有所变化，并且香

臭亦因之而异。

5;9 温度

由于气味分子多为挥发性，故此，气味与温度密切相关。温度

偏高时散入空气中的气味分子多，所以其呈味也浓。温度低时则反

之。温度在食品中尤为重要，例如黄酒烫着喝才够味，啤酒冰镇才

过瘾，就是这个道理。

5;5 浓度

空气中 鼻腔 受容细胞 嗅球

气味分子 气流 粘液 （嗅细胞）

!第二中枢（扁桃核等）!脑部!呈现气味感觉

! !甲介骨! ! !第一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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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精是臭的，将它稀释几千倍乃至几万倍就变成了香水，便成

为芳香扑鼻的香味了。丁醇在臭味中是很有名气的，在极稀薄情况

下则呈水果香。乙酸乙酯浓时是喷漆的味道，在稀薄情况下则呈水

果香或梨香。

硫化氢浓时是臭鸡蛋、臭豆腐的臭味。但在稀薄情况下与其他

香味成分共同组成松花蛋的香气。更加稀薄时，与其他成分共同组

成新稻谷米饭的香气。如果将其硫化氢除去，顿时失去新稻谷的米

饭香了。

!’苯乙醇在76 (, < *,左右时，是蔷薇花香。超过=> (, < *,时则

呈甜香和大黄杏的香气。如果达到966 (, < *,时，完全成为化妆品

的香味了。这说明不同浓度的气味分子在呈味上有显著的变化。

5;8 易位

有的气味物质在某种食品中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香气组分。但

在另一种食品中它竟成为难以接受的臭味了。例如双乙酰，它是奶

酪的主体香气，又是白酒、威士忌酒、卷烟、茶的香气成分。但它却

是啤酒、黄酒的大敌。啤酒中双乙酰如果超标，使人难以下咽。所

以国家啤酒标准规定优质啤酒的双乙酰含量在6;98 (, < *,、普通

啤酒在6;5 (, < *,以下。

又如三甲胺是鱼虾的腐败臭，使人厌恶，俗称其为“粪臭素”，

但是在卤虾油、臭虾酱中如果没有点三甲胺可就大煞风景了。

5;7 环境

在不同环境里，尽管气味物质呈味没有变化，但人的感觉却大

不相同。在环保上臭气称谓“感官公害”，在环保上是难治之症。环

保将臭气划分为>个等级。体力劳动者在三级臭气环境里，毫无影

响，照常工作。但工余之后，在家中休息时，三级臭气使他狂燥不

安、难以忍受。所以在环保治臭上居民区尤为重要。

5;> 复合香

香兰素稀薄时，在食品中呈幽雅的香气，浓时则成了饼干味。

!’苯乙醇是蔷薇花香，两者混合既不是饼干味也不是花香，在配

比适宜的情况下竟成为白兰地幽雅的香气。所以说单体成分所呈

的气味与多元化复合体混合时，其呈香呈味大为改变。

除此之外，其他关于气味的接受反应与评价上，尚与民族性，

地区性、习惯性及人的健康状况有关，五花八门难得一致。由于气

味的脾气千变万化，这就要看化妆品调香师、调酒员以及烹调厨师

的功夫了。

8 气味与动物

动物学家曾将动物分为视觉型与嗅觉型两类。嗅觉型动物其

嗅觉极为灵敏，在觅食、求偶、逃脱⋯⋯等起到重要作用。它不但嗅

觉灵敏，并且利用气味猎杀、迷惑天敌、警告、交流⋯⋯同样起到重

要作用。难怪有的科学家说：“气味是动物的语言”，这个话很在理！

8;9 觅食

嗅觉型动物靠灵敏的嗅觉猎食。根据对象的气味跟踪，猎食者

因气味而得食，被猎食者则因气味而丧身。

北极冬季夜长昼短，在漫长的冬季里，鼠类在地下掘穴数尺逾

冬。地面上尚有数尺深积雪。但北极狐却能嗅到地下鼠的气味掘

而食之。可见其嗅觉的灵敏度是何等之高！

臭大姐臭气成分为"、!不饱和醛（反式’5’癸稀醛），其臭气令

人厌恶。捉9>只大蚂蚁放入三角瓶中，放入一只臭大姐。开始9>
("+蚂蚁极其兴奋，9> ("+后逐渐衰弱，86 ("+后全部中毒而亡。臭

气使人厌恶的臭大姐竟是森林中害虫的天敌，竟是森林卫士呢！

8;5 求偶

散布气味是许多动物求偶的重要手段。麝在深山老林中独来

独往，发情期雄雌间难得相遇，放出麝香在极稀薄情况下也能嗅

到，异性可以尾随而至。

雄性柞蚕蛾在触角上有几万个感觉细胞，只要雌蛾放出仅有

万分之一毫克的物质，雄蛾就能闻到并从9 *(之外飞来。雄性王蛾

更加灵敏，在顺风条件下就能发现99 *(以外雌蛾的分泌物。

8;8 领地

许多大型动物经常在周围树上蹭或散布粪便，以此作为领地

的标记，建成肉眼看不到的气味长城。如有来犯者将是一场你死我

活的殊死搏斗。同时这些气味也是向异性传情的信息。

8;7 逃脱

黄鼬的臭气是丁硫醇（?7@A-@）。丁酸极臭，硫醇更臭，狐狸的

臭气是丁酸及硫醇的复合体，所以它是臭味大王。当黄鼬及狐狸被

捕食者追赶时，在危急时刻便放出臭气，使捕食者呼吸困难，食欲

顿消，它便借机逃之夭夭了。田间放屁虫，尾部可以放出炮火连天，

不但能发光，并有极浓郁的火药味，以此自卫。

8;> 寻源

许多动物在极端复杂情况下，利用气味找到自己的巢穴。鲑鱼

（大马哈鱼）在世界各地河流上游产卵，卵孵化后幼鱼顺河而下直

达大海。待其在海中长成之后，依然准确无误由原河流逆流而上，

抵出生地产卵。如此寻源现象，经科学家研究是全凭幼期气味的记

忆来完成的。

8;B 评酒

苍蝇头上长着许多“小鼻子”。鼻子里长着数百根嗅神经，产生

出电信号跟踪气味目标。有趣的是研究遗传学者经常利用的猩猩

蝇（形体小，体呈黄褐色或黑褐色，并有红色复眼），经常喜欢集聚

在葡萄酒及清酒酒杯及其容器上。佐藤氏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 ［9］。

结果表明，除酒中醇类及糖类外，酸性物质对它也有很强的吸引

力。并发现特级酒上附着的猩猩蝇远远多于二级酒。经长期老熟

并具有浓郁香气的老酒，更加受猩猩蝇的青睐。研究得知，老酒味

的主成分为@CDE，它具有浓郁的焦香，并带有咖哩和咖啡状的香

气，其阈值很低，呈香性极强。在密封情况下，放出人工豢养的猩猩

蝇，附着在酒杯上的数量，与评酒员的鉴定结果完全一致，从而创

造出生物评酒法。

总之，气味与动物的密切关系的例子举不胜举，以上几例足以

说明气味与动物的密切关系。

7 气味与人

人类嗅觉对气味的灵敏度虽然由于进化而有减退，但也是相

当灵敏的。从味阈值与嗅阈值相比，嗅阈值仍比味阈值低，所以在

评酒时要充分利用嗅阈值。在几种与酒有关的成分中，嗅觉的灵敏

度要比气相色谱还好（见表9）。

人的嗅觉对个别成分比气相色谱还高明。例如异戊醛、己醛、

乙硫醇等。硫化氢只须有6;666666BB (, < *,，就能够嗅出来。又如

煮萝卜的硫醇味、煮患黑斑病红薯的蕃薯酮味，在极稀薄情况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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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的产品，侵害消费者权益，也影响了白酒行业的整体声誉。

7;5;8 白酒行业的管理措施和办法还不够完善，违法经营和制假

售假行为时有发生。

总之，中国白酒工业所处的现状与食品工业其他门类有共同

之处，程度各有不同。

面对现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全国白酒行业科技界

领导和同志们要进一步加强团结合作，开展交流学习，相互借鉴提

高。这次召开白酒科学技术大会和前一些时间举办白酒现代技术

高级研讨班，就是创造交流与学习机会的一种方式。同时，促进新

成果、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大力表彰和宣传为中国白酒科研创新和

技术进步做出优异成绩的科技专家，在全行业树立以科技为先导，

以质量为基础，以文化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经营理念，不

断引导白酒工业在积极健康的发展道路上胜利前进。各位领导、各

位专家，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日益加快，科技革

命迅猛发展，为我们学习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和发展民族传统

产业提供了有利条件；为我们将中国白酒推上世界经济的大舞台，

使国内外更广大的消费者认识和了解中国白酒，创造了有利时机。

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让我们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全

国白酒行业广大科技工作者，为中国白酒工业的健康发展，为满足

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食物消费需求，奉献更多的劳动和智慧，

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很远处即可闻到。空气中只有9 < 8666万的麝香，人就能闻得出来，

但如果不加浓缩，直接进样，仪器是难以测出来的。

人的嗅觉很灵敏，例如在森林里或雨后，闻到好气味时就不自

觉的深呼吸；闻到恶臭就不自觉的停止呼吸并憋一口气，闻到香味

食物时，肚子就出现饥饿感或产生食欲感；闻到臭味或恶味就失去

食欲感，甚至引起呕吐。长期乘船尚未着陆就早已嗅到陆地的气

味。久不回老家，蒙上眼睛也知到到了家乡，因为对家乡的气味太

熟悉了。在一堆洗净的衬衫里，夫人凭借闻味，可以准确无误地找

出她丈夫的衬衫。婴儿或初生儿，奶奶抱他哭，姥姥抱他哭，到了妈

妈怀里就不哭了，因为他知道是在妈妈怀中，是他嗅到了妈妈的气

味。随着一天天长大，这一本能逐渐退化以至完全消失。香味可以

使人兴奋，头脑清醒。有人试验在计算机前放置一杯威土忌，结果

操作者的误差率有所降低。举重运动员闻有香味的保健包，内藏薄

荷、麝香等物借以“提神”，以期创造佳绩。

气味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据文献载，现今人能辨别的气味有

9;=万余种。浓郁的香气使人兴奋，淡雅的香使人镇静。关于气味对

人的影响，近年来在生理学、心理学、化验分析等方面取得了突破

性的进展。同时，“香味学”、“芳香疗法”、“香味发生器”等也成为科

研战线上的热门了。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古时曾发明“香味钟”。采集各种香草，晒干

碾碎粘合制成蚊香状盘起置于盘中点燃，与蚊香所不同者，它是从

内部点起向外燃烧，在不同时辰中出现不同香味。当然其准确程度

与现在的时钟无法比拟。但对古人的聪明才智，巧妙的构思令人敬

佩不已。

嗅觉存在的最关键问题是最易疲劳。“芝兰之室久则不闻其

香；鱼盐之市久则不知其臭”。所以评酒员要特别注意嗅觉休息，防

止疲劳影响判断。

在生理学上对嗅觉疲劳分为两类。一类谓顺应性疲劳，或者叫

做一时性疲劳，在短时间内可以恢复。例如炊事员烹调的菜肴大家

都说好吃，但炊事员自己却不喜欢吃。这是因为他在烹调时嗅觉已

经疲劳所致，但休息一段时间之后是可以恢复的。

另一类是永久性疲劳，也就是经长期过分刺激，完全失去嗅觉

的感应能力。例如在鱼肉冷冻库内工作的工作人员、掏粪工人等，

对于在臭气薰天的环境里照常工作，并不厌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

学研究小组曾对 9>?? 名男女老少进行调查 76 种有气味物质，结

果女性不论年龄大小都分辨得十分清楚，说明她们的嗅觉要比男

人强。唯有吸烟者对烟草的嗅辨能力一般都低于不吸烟的人。这

是因为长期吸烟对烟草出现了永久性疲劳所致。

嗅觉疲劳有许多特点，如果对某种气味疲劳时，同种类气味感

应亦随之下降。但对其他气味却很少下降。气味稀薄或接触时间

短者恢复得快，气味浓时间长者恢复得慢。

疲劳现象主要是受容细胞即嗅细胞的影响，因为嗅细胞的容

量是有限的，如果连续供应气味，嗅细胞收容不过来或超负荷，所

以就产生疲劳，甚至受到抑制，于是就失去对气味的答应能力了。

? 狗鼻子为什么那么灵？

狗是人类的忠实朋友，它在各条战线上出色地完成了许多人

类所不能代替的工作。狗作出许多贡献，除了狗机智勇敢而外，重

要的是得利于狗的非常灵敏的嗅觉。

提起狗嗅觉的灵敏，人们自然会想起训练有素的军犬了。在许

多书本和刊物上记载军犬的嗅力，有说比人高出几百倍，有说几千

倍⋯⋯形形色色很不一致。那么谁说得对呢？我说都对！因为各

种不同物质的嗅阈值不尽相同，其中既有几百倍的，也有几千倍的

⋯⋯

狗的嗅觉即其嗅力（灵敏度）为什么如此之高呢？这与狗鼻子

的构造密切相关。狗鼻腔面积有 9?6 .(5，其中覆盖鼻腔中的嗅细

胞约有 5 亿个。而人的鼻腔面积仅有 ? .(5，覆盖的嗅细胞也仅有

约 ?66 个左右。难怪狗的嗅觉要比人的嗅觉灵敏得多了。

人与狗对气味的嗅阈值测定对比如表 5。

从表 5 可以看出，不同化学成分的气味不论对人或对狗，都有

相当大的差矩。人与狗对气味的感应度比较，狗对醋酸的灵敏度要

比人高出 9 亿倍。而以汗臭闻名的丁酸，狗也比人高出 966 万倍。

经无数次测试表明，警犬在追寻逃犯时，主要是从鞋底溢出的

丁酸汗臭，即顺着丁酸汗臭的足迹追踪的。据说在硬地面上 86 ("+
以内，在草地上 7 2 之内有效。超过时间丁酸气味因散发而消失，

警犬就无能为力了。

参考文献：

［9］ 佐藤信;二才イの话题［@］;日本酿造协会志（日），9>A6，=?（B）：778;

!!!!!!!!!!!!!!!!!!!!!!!!!!!!!!!!!!!!!!!!!!!!!!!!!
（上接第 59 页）

5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