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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科技飞猛发展和白酒市场日趋成熟的今天，中国白酒质量技术标准的研究应与技术进步和科技创

新相结合，以不断完善理化、卫生、安全考核指标为研究发展方向。研究修订中国白酒理化指标的考核标准和中国白

酒不同香型个性特征的评定标准，加强中国白酒食品卫生、安全性研究，尽快制订和实施年份酒的生产、检测国家标

准，进一步强化行业管理和企业自律，不断推动白酒行业技术进步，全面提升中国白酒的品质和安全性，以此促进全

行业快速、健康、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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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of the Technical Standards of Liquor Quali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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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technology and the mature of liquor market, the formulation of the technical stan-
dards of liquor quality in China should take account of technical improvement and scientific inovation in order to perfect physiochemical indexes,
sanitary indexes and safety indexes. In practice, the physiochemical indexes of liquor in China and the evaluation standards of individual proper-
ties of liquor of different flavor types should be revised. The research on liquor sanitation and liquor safety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formula-
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standards of the production and the measurement of aging liquor should be carried out quickly. Besides,
the management of liquor-making industry and self-discipline of liquor-making enterpris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pratice of the above mea-
sures might advance technical improvement in liquor-making industry, enhance liquor quality and liquor safety, and achieve healthy, rapid and or-
derly development of liquor-mak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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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标准是人们共同遵守的准则， 也是人们共同的

奋斗目标。中国白酒作为我国特有的蒸馏酒，其种类和品

种繁多，生产工艺和产品风格特征千差万别。 多年来，经

过有关职能部门和专家们的共同努力， 逐步建立了具有

中国特色的白酒质量技术标准体系， 对推动中国白酒行

业技术进步、稳定和提升白酒产品质量，保护、继承和发

扬民族传统白酒产品特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现代

科学技术的飞猛发展和白酒市场的日趋成熟， 加强对中

国白酒质量技术标准化体系的研究， 不断完善理化、卫

生、安全考核指标，加强行业管理和企业自律，促进全行

业健康有序发展是值得行业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课

题。

1 中国白酒质量技术标准的发展历程

中国白酒质量技术标准体系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两个

重要的发展阶段。一是质量标准的研究创立阶段，二是质

量技术标准体系的建立形成阶段。 在整个中国白酒质量

技术标准体系的创立、完善、发展过程中，既很好地保护

了我国特色传统酒种， 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白酒行业的

健康发展。
1.1 中国白酒产品质量技术标准的创立过程

从 20 世纪的 50、60 年代酿酒战线的广大科技人员

开展“白酒试点”工作开始，到 1989 年颁布实施浓香型、
清香型和米香型白酒产品国家标准， 以及中国白酒感官

评定、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国家标准为止，初步建立了

一套能充分体现中国白酒特色的白酒质量标准。 这套标

准体的颁布实施，规范了白酒的生产经营活动，提高了消

费者对中国白酒香型、品牌的认知度，从 20 世纪 90 年代

开始，迎来了中国白酒业的大发展。
1.2 中国白酒质量技术标准体系的建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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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世纪 90 年代对凤香、豉香、芝麻香、老白干香、
特香、 浓酱兼香等香型的主体香味成分及香味特征研究

确定开始，先后修订和制订了浓香型、清香型、米香型、酱

香型、凤香型、豉香型、老白干香型、特香型、浓酱兼香型、
芝麻香型等十大香型白酒国家标准，固液法、液态法和绿

色食品白酒国家标准，以及《白酒分析方法》、《白酒工业

术语》和《白酒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国家标

准，到 2006 年这一系列新标准的颁布实施为止，基本形

成了以基础技术标准和产品质量标准为主的中国白酒技

术质量标准体系。

2 现行白酒国家标准对行业发展的影响

2006 年颁布实施的白酒质量技术标准，广泛地应用

了现代科学技术，与旧标准相比更加规范和客观，从技术

和质量上提高了行业的准入门槛， 对保证白酒产品质量

的有效监管， 推动整体质量水平的提升和白酒行业技术

进步起到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 其实施是白酒行业一次

新的技术质量进步和中国白酒产业的大发展。
2.1 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和白酒食品安全性

现行白酒国家标准将行业认定的香型标准纳入了国

标，对各个香型白酒进行了规范化的定义，规定了各个香

型白酒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要求、分析方法，以及执

行标准、包装、运输、贮存，体现了白酒国家标准的广泛性

和规范性。 将原来低度、高度的白酒标准合二为一，质量

等级分为优级、一级，删去原标准中的二级；明确了固态

法白酒不添加食用酒精及非白酒发酵产生的呈香呈味物

质。这些都对白酒生产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一步提

升了白酒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性。
2.2 进一步推动中国白酒独特的个性风味特征发展

现行的白酒国家标准对总酸、 总酯和主体香的成分

含量，以及酒度范围、酒精度的表示等具体的理化指标都

作了相应的调整和规定，更加有利于白酒行业向个性化、
差异化、独特性方向发展。 感官指标允许固态法白酒“在

温度低于 10℃时，出现白色絮状沉淀物质或失光，10℃
以上时应逐渐恢复正常”。对这种可逆反应现象作出的调

整， 充分体现了国家标准对保护民族特色产品和维护民

族特色工业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这对消费者、生产者及监

督者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2.3 进一步推动整个白酒行业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

新的白酒检验方法体现了白酒行业的技术进步，白

酒分析方法标准中新增的内容体现了科技创新的与时俱

进，以及对检测误差的客观认识。在主体香及主体香成分

的分析上，吸收了近年来白酒分析的最新成果，采用了目

前白酒分析最先进的检测方法和最新的检测设备， 全面

推动了整个行业的技术创新。
2.4 现行白酒质量技术标准的缺失

现行白酒质量标准的颁布实施， 虽然对推动行业技

术进步、 实施产品的有效监管和白酒产业的发展有积极

的推动作用。 但仍存在一定的缺失。 例如，单一或常规理

化指标已经不能作为准确评判白酒产品质量优劣和鉴别

香型特征的标准；白酒卫生、安全指标有缺失；年份酒生

产、检测国家标准的滞后于市场的发展等等。

3 中国白酒质量技术标准体系的研究发展方向

建立一个科学、完整的白酒质量技术标准体系，不断

完善理化、卫生、安全考核指标，加强行业管理，不断推动

白酒行业的技术进步， 全面提升中国白酒的品质和安全

性， 促进全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是中国白酒质量技术标

准化体系研究发展的方向。
3.1 研究修订中国白酒理化指标的考核标准

现行白酒标准中总酸、 总酯理化指标是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制订的白酒考核指标， 而且是以乙酸和乙酸

乙酯的含量计算的，现代研究表明，除清香型白酒以外，
这显然是不适应其他香型酒的。 要体现其科学性和合理

性，就要分不同的酒种制订切实可行的总酸、总酯理化标

准及其检测方法。如果大家都认为这些指标过时，不能准

确评判产品质量的优劣的话，也可以直接制订卫生、安全

指标，或者再加一个健康指数指标，充分展示适量饮用中

国白酒有益健康的科学性和中国传统白酒的独特性，让

人们进一步了解中国白酒、 认识中国白酒、 消费中国白

酒。避免盲目追求崇洋媚外的思潮，树立热爱民族产品和

爱国主义精神，减少人们对中国白酒的误解。
3.2 研究确定中国白酒不同香型个性特征的评定标准

形成不同产品的个性酒体风味特征是由其主体香味

成分及其特殊物质决定的。 在开发新产品、新香型时，应

该伴随有相应的个性特征物质的定性、定量指标，这些指

标还应具有其他产品不具有的、不可替代的特征。这些指

标不仅要能检测得到一定的数据， 同时在感官上要让消

费者和行业专业人员能亲身体会得到， 而不能只停留在

模棱两可的宣传说辞上。
3.3 加强中国白酒食品卫生、安全性研究

要应用先进的检测设备和科学的分析手段， 科学认

真地研究分析白酒中的微量成分，建立一个科学的、全面

的白酒安全、卫生指标和考核标准，充分认识中国白酒独

特工艺特色。对于在发酵过程中自然生成的、现有技术又

不能排除的、对人体产生不良反应的物质，要建立一个科

学的、可行的考核指标和指标值。 如杂醇油等。
3.4 尽快制订和实施年份酒的生产、检测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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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4 mg/L，说明产地对亚硝酸盐含量没有多大影响。
20 个检测样品中有 7 个为干型，7 个为半干型，4 个

为半甜型，2 个为甜型，按类型区分的亚硝酸盐含量平均

结果见表 4。
从表 4 的结果来看， 黄酒中亚硝酸盐的含量与糖分

(黄酒类型)的关系不大。

3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用重氮偶合分光光度法来检测黄

酒中的亚硝酸盐含量，是一种准确可靠的方法；采用离子

色谱仪可以检测黄酒中的亚硝酸盐， 但受氯离子的影响

较大；含量一般在 0.02 mg/L 以下，产地对亚硝酸盐含量

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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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各厂家相继推出年份酒来满足不同层次消

费者的需要。但到目前为止，对年份酒的生产和检测缺乏

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消费者无法判断，职能部门没有

执法的依据，从而造成了年份酒的泛滥，严重影响了整个

中国白酒行业的良好信誉和消费者权益，任其下去，必将

会使货真价实的年份酒和有能力生产年份酒的企业，乃

至整个白酒行业受到严重打击， 甚至会断送中国白酒走

向国际市场的命运。因此，中国应该尽早出台年份酒生产

及检测的国家或行业标准， 达到规范年份酒市场管理的

目的，提高酒类企业年份酒的诚信度，切实保护消费者权

益，增强中国白酒的国际竞争力。
3.5 进一步强化行业管理和企业自律

我国白酒市场规模大，生产厂家多，准入机制尚不健

全，进入门槛较低，各酿酒企业之间的技术装备水平差异

大。因此，一定要加强白酒行业的管理和监督，强化理化、
感官、卫生安全检测工作，达到保护、促进、指导行业向健

康方向发展的目的。企业要自觉遵守《白酒企业良好操作

规范》，加强基础设施、卫生设施、检验设施、人员素质等

方面的建设和提高，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将理化要求、卫

生安全、感官检测作为综合的质量控制标准，为广大消费

者提供健康的、可靠的、安全的中国白酒，这也是白酒行

业从业人员的共同职责。
中国白酒质量技术标准的研究要与技术进步和科技

创新相结合，以提升白酒综合质量标准、规范酒类市场经

济秩序、实现全行业快速发展为目标，为加快我国白酒国

际化进程和白酒产业的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为酒类行业的整体兴旺发达作出巨大贡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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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花香江西抚州市场中秋供货会胜利召开

本刊讯：9 月 16 日，江西抚州市场中秋供货会在新赣东大酒店隆重召开，营销公司副总邹杨到会场发表祝词。供货

会累计收款达 150 多万元，取得了圆满成功。
当日上午，抚州市新赣东大酒店张灯结彩，一楼大厅内 20 桌酒席宾朋满座，音响不停播放着稻花香的宣传片，金

色的大厅、红色的稻花香海报，被稻花香宣传幕布覆盖的高大背景墙营造出浓浓的喜庆气氛。6 位促销佳丽分别向在座

的客户展示产品，陆续而来的客户关心的询问促销政策，收款台前则围满了前来订货的客户。
12 时 18 分，宴会如期开席，精彩的表演节目轮番上演，抽奖环节更是把本次活动推向了高潮。随着邹杨致会议祝

词结束，最后一个大奖落地开花，活动在客户的欢笑声和震耳的爆竹声中结束。
江西抚州市场是今年 4 月份新开发的市场，前期运作中，由于全体业务人员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不错的开局，6 月

份就完成了 100 万的市场销量。6 月底，江西抚州市场被营销公司总经理王心高确定为公司重点市场。据统计，在本次

中秋活动中，该市场已实现销售回款 230 万元，至此全年销售回款累计达到 330 万元，超出全年任务 70 万元。(杨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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