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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窖泥老化及微生物代谢有害物质的不断积累 , 窖泥中有益功能微生物菌种退化 , 引起窖泥退化、板结 , 致

使产酒质量下降。窖泥的养护措施 : ①酒醅出窖后 , 将窖内残醅打扫干净 , 洒上低度酒和撒曲粉 ; ②运用养窖营养液

强化窖泥养窖 ; ③加强生产管理。( 孙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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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香型白酒生产离不开老窖, 为多年生产实践所证

明。20 世纪 60 年代, 人工老窖技术的研究, 揭开了老窖

产好酒的机理, 是浓香型白酒生产技术的一个飞跃。

制作人工发酵窖泥只是人工老窖技术的一个重要

的环节, 养窖和维护好窖池工作更为重要。周恒刚先生

1995 年来厂指导工作时说“窖泥是命根子 , 得下一番功

夫, 要重视对窖池的保养。养窖成本最低, 主要技术是缺

什么, 补什么, 必须在养窖工作上下狠功夫”。这一番话

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做好人工发酵窖泥是第一步, 它主

要起到在窖泥中的己酸菌富集、培养、生长和繁殖作用。

有了该基础, 就能使需要几十年自然形成老窖的时间缩

短为 1～2 年。而要使老窖和新改窖池长期发挥作用, 只

能靠做好窖池的养护工作。况且现在制作的发酵窖泥由

于原辅料价格不断上涨使成本很高。从理论上讲, 一个

窖池经过改造后 , 如果保养得当 , 该窖池可以长时间地

使用下去。

根据几年的生产实践, 对窖池保养工作提出一些粗

浅看法, 就教于专家、学者和同仁。

1 窖泥老化

人工老窖的老化、退化属客观的自然现象 , 随着窖

泥中原有的营养物质被微生物不断吸收和利用, 泥中营

养物质逐渐减少 , 有害物质的不断积累 , 窖泥中有益微

生物的生长繁殖也逐渐受到限制, 以及菌种的退化等方

面原因从而引起窖泥的退化以致板结, 致使酒质下降。

正常窖泥与老化窖泥感官及理化指标比较结果见

表 1 和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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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Pit Mud Aging & Pits Maintenance Techniques

JIANG Zhong-wei, TENG Kang, QIAN Li-li and ZHANG Hai-yan
(Yanghe Distillery Co.Ltd., Suqian, Jiangsu 223800,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ant accumulation of harmful metabolites, pit mud aging, and the degradation of beneficial microbes in pit mud would induce

pit mud degradation and caking and further result in inferior liquor quality. The pits maintenance measures included: 1. cleaning the residual fer-

mented grains in pits after the drainage of fermented grains and sprinkling low-alcohol liquor and starter powder in pits; 2. the use of nutritional

solution for pits maintenance; 3. strengthening production management. (Tran. by YUE Yang)

Key words: liquor; pit mud; aging; pits maint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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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窖泥老化的主要原因

2.1 池内残醅未打扫

出窖后 , 池内残醅未打扫干净 , 经日积月累形成的

隔层、粘稠液等有害物质防碍了己酸菌的正常生长和繁

殖。残醅中的乳酸一般占总酸量的 80 %, 易与窖泥中的

钙离子、铁离子形成乳酸钙和乳酸铁 , 是使窖泥退化的

一个原因。残醅的积累, 会在窖泥表层形成黑色的碳化

层 , 阻碍酒醅与窖泥的接触 , 酒醅中己酸乙酯的含量就

会降低, 酒质变劣。

2.2 缺乏营养物质

窖泥中的微生物在长期生产中 , 会消耗泥中的养

分, 如不能及时补充营养物质, 得不到充足的养分, 生长

发育不良, 而衰退, 甚至部分会死亡。

2.3 水分严重流失

窖泥中水分严重流失、板结, 乳酸盐类凝析, 己酸菌

生长不好, 呈芽孢状, 难以发挥产酸、产酯的作用。

2.4 菌种退化

细菌同其他生物一样 , 因环境的改变 , 形成自然诱

变, 人为的操作不当, 工艺失调也会改变微生物的生长、

繁殖条件 , 导致其变异。长期不进行菌种选育、复壮工

作, 菌种也会自然退化。

2.5 发酵泥的土质不好

制作发酵泥的土沙性过大, 含碱, 不易保水, 减少界

面作用, 影响微生物的生长发育与代谢。

2.6 营养成分失调

窖泥的营养成分比例失调、严重不足或过剩。

2.7 酒醅酸度大

易生成乳酸钙 , 酒醅的酸以乳酸含量最大 , 占总酸

量的 80 %以上 , 因此 , 酒醅酸度过大 , 为生成乳酸钙提

供了条件。

9 个老化窖池样本的酸度平均为 4.23, 标准偏差为

0.5044; 9 个正常窖池样本的酸度平均为 3.78, 标准偏差

为 0.2333。

用 t 检验法计算老化窖池的酸度与正常窖池酸度

平均差值 t0.05, 分别为 2.48 和 3.57, 自由度 16 的 t0.05 是

2.12, 正常窖池 t0.05> 老化窖池的 t0.05, 因此 , 可以判断它

们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 , 说明酒醅酸度偏大 , 易于生成

乳酸钙。

2.8 酒醅入池水分偏低

酒醅入池水分不足也会直接影响窖泥的含水量, 导

致窖泥提前退化。据报道, 当酒醅水分大时, 窖泥中的营

养及有益微生物都呈增长趋势, 而酒醅水分过低时, 则

正好相反, 呈下降趋势。因此, 适当加大入池酒醅水分,

能起到养窖作用 , 并能使乳酸钙溶于黄水中排除 , 防止

窖泥的老化并可提高出酒率。

2.9 窖壁暴露

酒醅入池后, 由于高出窖面 15～20 cm, 随着发酵过

程的不断进行 , 酒醅在窖池中逐渐下沉 , 窖壁自然暴露

出来, 本身窖壁上部窖泥很薄, 易挥发大量水分, 水分不

足及营养成分枯竭致使窖泥中微生物繁殖代谢受损, 功

能性微生物减少, 致使窖泥自上而下慢慢老化。

2.10 窖皮泥厚度不够

窖皮泥厚度不够或未保湿 , 造成水分挥发 , 感染杂

菌。

从酿酒车间生产角度上来讲 , 在本文 2.1 中所列举

情况是窖泥老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3 养窖技术措施

3.1 清出窖底残余糟醅

酒醅出窖后 , 要把窖内残余糟醅打扫干净 , 洒上低

度酒和撒曲粉。这一点看起来容易 , 但并不一定能持之

以恒地做好。公司有一车间 , 前几年由于放松了打扫残

醅这一工作 , 导致近 45 %的窖池的窖泥形成一层黑色

碳化的积垢 , 窖壁较多 , 窖底少一些 , 这就减少了酒醅

与窖泥接触面积 , 不但酒中己酸乙酯含量有所降低 , 也

影响窖泥的保养。与同类型车间相比 , 酒中己酸乙酯低

52.99 mg/100 mL, 优级酒率要低 5.02 %。

2005 年 10 月份 , 公司领导发现该问题后 , 指示车

间要铲除积垢, 加强养窖工作。车间用了 2 个多月时间,

铲除窖壁碳化层, 清除窖底粘液和老残醅。每次出窖后,

立即清扫窖池, 做到窖壁、底均无残醅, 见泥为止。清窖

以后 , 用低度酒和曲粉喷、撒整个窖池 , 窖底禁止撒稻

壳。

曲粉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它不但能补充窖泥的营

养, 而且对酒中己酸乙酯的生成也是至关重要的。

经过 3 排生产后, 该车间生产的酒己酸乙酯含量比

同类型车间高 21.05 mg/100 mL, 优级酒率高 8.46 %。优

级酒率的提高与原酒己酸乙酯含量的增加是同步的。

2006 年年终 , 该车间的产、质量和模拟经济效益为

公司第一名。

3.2 运用养窖营养液强化窖泥养窖

公司利用生物工程技术研制 YH- A 营养液, 加强养

窖工作来预防老窖的老化和退化, 这对于提高洋河大曲

的质量、促进稳产增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用机理就是强化窖泥质量 , 把即将老化、退化的

窖泥 , 通过强化公司选育的“窖泥高效功能菌 YH- LCI”

的富集培养和补充营养物 , 在确定配方时 , 注重强化己

酸菌的含量和磷、钾等营养物质的补充 , 强化微生物的

种类和数量 , 添加适量的乙酸钠 , 降低窖池中乳酸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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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类红曲和烟色类红曲相比, 烟色类红曲的生长温度范

围广, 更耐温、耐燥, 这与烟色红曲闭囊壳多相一致。白

色类红曲分生孢子和闭囊壳少见。但在显微镜下菌丝结

构独特。

3.2 几种保藏方法相比较 , 高温型红曲霉菌种在干燥

条件下室温保存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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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抑制乳酸的生成 , 预防乳酸钙、乳酸亚铁的产生 , 使

窖泥质量提高。

3.2.1 研制 YH- A 营养液的技术路线和使用方法

3.2.1.1 技术路线

优质老窖泥→采样分离→增殖培养→平板分离→

筛选→诱变→筛选→己酸菌株( YH- LCI 窖泥高效功能

菌) →一级培养。

二级培养→氮、碳、磷源, 优质黄水、酒尾、乙酸钠等

扩大培养 →YH- A 营养液。

3.2.1.2 使用方法

YH- A 营养液研制出以后, 研制出与其适应的使用

方法和工艺, 即池口出净后, 打扫干净窖壁和窖底, 在窖

壁中的上部均匀地斜打上直径为 1.2～1.5 cm、深度为

5～10 cm 的小孔; 窖底视情况用工具翻松、弄碎, 首先向

窖壁洒养窖液 , 再向窖内洒养窖液 , 最后在窖底撒一些

曲粉。这些工作做完后, 才可将酒醅入窖。

添加 YH- A 试验窖己酸菌数量多于对照窖己酸菌

数量。

添加 YH- A 窖池口窖池酸度小于对照窖池口酸度,

且营养物质的含量丰富, 从而能够预防窖泥板结。

3.3 封窖管理

严格封窖管理, 杜绝窖池裂边, 减少杂菌感染, 抑制

乳酸生成。

3.4 窖泥养护

窖泥使用一段时间后 , 要精心养护 , 窖皮泥厚度保

证 15～20 cm, 科学、合理地为窖泥补充生长、繁殖所需

的营养成分。

3.5 除老化窖泥, 涂新窖泥

对已老化的窖泥, 扫除表层, 用复合菌液养护, 延长

窖泥生命周期 , 必要时可将老化部分铲除 , 重新涂上新

发酵泥。

4 管理措施

技术措施确定后 , 管理工作一定要加强 , 否则就会

流于形式。

4.1 车间领导重视这一工作 , 加强检查力度 , 酿酒小组

每次出池后进行现场检查, 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4.2 层层负责。组长对班长负责 , 班长对车间主任负

责。

4.3 适当加大处罚力度 , 不达标准的 , 罚款数额高于其

他违章操作所罚金额。

4.4 对执行有力的组长、班长给予奖励。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 车间领导和工人对养窖的重要

性是深有体会的。对如何做好养窖工作, 其体会是: 贵在

坚持, 重在检查, 持之以恒, 必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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