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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袁建成（9=89’），男，山东人，大学，高级工程师，副总工程师，四川省白酒协会常务副秘书长，获四川省科技成果三等奖一项，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一项，发表论文多篇。

从酒味浓淡看中国人的饮酒习惯，兼论提高白酒质量

袁建成

（四川省成都市东城根南街76号，四川 成都 >9669?）

摘 要： 中国人的饮酒口味历来偏浓，这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中国酒已形成了口味偏重、偏浓的结构，而白酒又

是其典型代表。无论是白酒，还是黄酒、果酒、药酒，均呈现醇厚、甜浓的口味特点。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人饮酒

的习惯正向着淡雅的方向发展。中国酒的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白酒向着“低度化”和“纯净化”发展。采用高纯度酒

精与优质白酒基酒的结合方法，可生产出高档的名优白酒，使固态法白酒进一步向淡雅方向发展，是对传统工艺的改

进和完善，是白酒工业的进步。（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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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人饮酒口味偏浓的历史渊源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中国酒的产生年代据考古发现已有@666
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夏朝，距今也有8666多年的历

史。在这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酒

文化就是其有机的组成部分。

在远古时期，中国人饮的酒是低度的发酵酒。中国历史上有两

个饮酒过度而丧身灭国的君王，那就是夏桀和商纣。夏桀筑瑶台，

酒色并行，荒淫无度，导致灭亡。商纣王筑鹿台，以酒为池，肉为林，

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最后众叛亲离，自焚于鹿台。那么夏

桀和商纣饮的是什么样的酒呢？那是一种酒度很低的谷物发酵酒。

中国最古的书《尚书》在《商书·说命下》中记有“若作酒醴，尔惟

”，表明早在8666年前，中国人就有了制曲的技术，并知道应用谷

芽制酒。近代酿酒专家查证，古代小麦制 工艺与现代啤酒酿造所

用麦芽制造工艺是类似的，认为醴是一种“原始的啤酒”，这个观点

是可以认同的。

到了周朝，加强了对酒的管理，一方面发布《酒诰》，限制人们

饮酒，另一方面设立政府官员，加强对酒的管理。酒的总管叫酒正，

酒正之下有酒人。酒人的职责之一是“辨五齐之名”，辨别酒味的厚

薄、酒色的差别、清浊的程度，可以说是酒的质量的管理人员。在质

量的要求上，选择有厚度的酒，淘汰薄离的酒，这是中国酒偏向味

浓的源头。从造字上看，古人将浓酒写作“醑”，将淡酒写作“镵”。

有了对酒质的要求，还要有相应的制酒工艺。据《礼记》记载，

欲造好酒，必须具备六项条件，即“秫稻必齐，曲 必时，湛炽必洁，

水泉必香，火齐必得”，称为“六必”。用严格的工艺，保证生产的酒

浓厚而不薄离。这些技术条件，是中国酒传统工艺的精华。

时间在流逝，由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周朝，到公元十七世纪的明

朝，历史跨越了5666多年，公元9>7@年，大科学家宋应星写了《天工

开物》一书，在《酒母》一章中写道，“古来，曲造酒， 造醴。后世厌

醴味薄，遂至失传，则并 法亦亡”。这段话告诉我们，中国人不喜

欢味薄的酒，那种被称作“原始啤酒”的“醴”，连同造醴的方法在中

国失传了。时间延伸到近代，那种已经消失的“醴”又回到了中国，

9=66年在哈尔滨，9=67年在青岛，现代啤酒工业开始了。但是中国

人对这种洋“醴”并不欣赏，一直到9=8=年新中国成立产量不超过9
万吨；即使到了56世纪@6年代，也还有人用粗俗的俚语来形容它。

但事物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啤酒的生命力发生了变化，尤其是改革

开放以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这就是人所共知的事了。

中国人偏好饮用较浓的酒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佐餐。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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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喝酒是与吃饭同时进行的，酒是开胃和佐餐的佳品。喝酒要有酒

肴，吃菜要有酒改味，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就要求酒的味道不宜

太淡，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酒味偏浓的嗜好。

影响饮酒习惯的形成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如不同民族，不同

地域，都有很明显的差别，但作为整体来说，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

喜欢味道偏浓的酒。

5 中国酒口味偏浓的结构特点

由于中国人偏爱口味较浓的酒，因此，中国酒也就形成了口味

偏浓偏重的结构。

首先说白酒。中国独特的固态法工艺生产的大曲酒、小曲酒都

有较高的酒度和较重的口味，比西方用液态法生产的蒸馏酒如伏

特加、白兰地、威士忌等口味都重。中国大曲酒口味最重的是酱香

型白酒，其次是浓香型，再次是清香型。小曲酒不管是高粱酒，还是

玉米酒，口味都偏重。由于口感轻重不一，各种不同香型的酒具有

不同的酒度。传统的酱香型酒=7度，浓香型酒>6度，清香型酒>=度，

这个酒度差是自然形成的，是和口味的轻重相对应的。米香型酒和

小曲酒酒度为=6?=@度，北方老白干和二锅头达到>=度，只有南方

玉冰烧酒度低，5A?75度，适于南方的气候 和 饮 用 特 点 ，并 有 部 分

出口。中国白酒口味偏重，是中国酒口味偏重的典型代表。

黄酒被称为中国的“国酒”，是谷物发酵酒，其酒体远比西方的

发酵酒如啤酒、葡萄酒浓厚。其代表酒如绍兴加饭酒，酒体丰满，酒

味醇厚，风味独特。

中国的果酒产量不大，纯葡萄酒味淡，中国人要加糖，既改善

口味，又增加浓厚感。其他果酒几乎都是甜型的。

中国传统酒品还有药酒，具有保健和医疗作用，但其口感普遍

偏重，尤以五加皮酒为突出，此酒有祛风湿的作用，但浓郁的药香

和浓重的药味，不是一般人乐于接受的。

以上叙述，勾画了中国酒口味偏重的结构特点，这些特点是在

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显示了中国酒的风貌。

7 中国酒口味变淡的初步变化

世上万物都处在变化之中，中国酒也在变化。作为国家酒类产

品的管理部门，轻工部在这方面起了主导作用，如啤酒工业的推

进，液态法白酒的推广，酒精质量的提高，葡萄酒干酒的提倡，以及

白酒低度化和优质化的倡导等，都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尤其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人饮酒的口味正在向淡雅的方向发展，这是中国酒

业发生的一个变化。

白酒向淡的方向变化有两个显著的标志，一是“低度化”，二是

“纯净化”。“低度化”的说法已为行业内部和消费者认可，而“纯净

化”的说法，则还不够通俗。中国传统白酒的酒度都是高酒度，现在

则形成高、中、低三个区间，而且，中、低度酒消费量远远超过了高

度酒。回想低度酒发展的过程，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一是浓香

型大曲酒名酒由>6度降至=5度时，有人反对：“浓香型就是要浓，降

到=5度还能叫浓香型吗？”现在来看，=5度也显得偏高了。另一件

事是四川省9A:@年评低度酒，有个名酒厂送了一个5A度的酒样，大

家认为，白酒酒度不宜低于7=度，5A度的样酒不能参评。96多年过

去了，“低度酒”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低度化”取得了成功。再回过

头来看，人们当时的认识是多么局限啊！“纯净化”是对白酒中所含

的成分而言的，是指白酒中不良成分发生了减少的情况，而且这个

趋势还在进一步延续。“纯净化”不是不要香味，而是在保持传统风

味的基础上，减少了对人体有害的成分。最有力的手段是“固液结

合”，虽然这样做会使酒味变淡，但这个“淡化”也被消费者接受了。

从国家公布的数字看，“固液结合”白酒已经占到白酒总销售量的

@6 B以上，这个变化说成是“纯净化”是有道理的，是不为过的。酒

度要低，酒体要净，口感要舒适，饮后要轻松，这就是中国白酒发展

的大趋势。

中国人饮酒口味变淡的又一个明证，是啤酒的畅销，年销量已

经超过了5666万吨。啤酒酒度低，味酸而略带苦味，中国人怎么突

然喜欢起这种淡酒了呢？这是我们的祖先所不能理解的。啤酒畅

销，除了宣传上的作用以外，主要还是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

高的结果。你不妨看一看中国人对肥肉和白糖的态度，就不难理解

这一变化的深刻含义了。

中国酒口味变淡的另一个有力的佐证是干白、干红葡萄酒的

行销。我们是过来人，过去喝果葡酒喜欢甜型的，对干酒的味酸、味

淡不予接受。中国评酒会评出的名酒如烟台红玫瑰葡萄酒、北京中

国红葡萄酒、青岛白葡萄酒等都是甜型酒。果酒中出名的熊岳苹果

酒，一面坡的金梅酒、香梅酒、紫梅酒等都具有香浓味甜的特点，都

是国家优质酒，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四川广柑酒，量大面广，都是

甜型酒，现在很少生产了。

中国黄酒在口感上也有变化，最近在上海饮用“古越龙山”感

到满意，既有传统风味，又有适口的酒体。但饮用正宗的绍兴加饭

酒，感到香气和口味过于浓重了，虽然保持了传统的风味，但还要

研究市场的开发。黄酒被称为“液体蛋糕”，但销得不够宽，过去称

为“四省一市”（指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上海），现在正面向全国。

综上所述，中国人饮酒的口味正在向淡雅的方向发展，中国酒

的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是一种进步。

8 固态法白酒质量提高的途径

固态发酵是多菌种的自然发酵，生成的成分很复杂。蒸馏的设

备是甑桶，这种蒸馏方式有利于提香，不利于除杂，尤其尾酒中杂

质很多。就浓香型大曲酒而言，其名酒率较低，主要是受到杂味的

限制。即使现有的名酒，其入口与落口的感觉也不一样，入口香甜

味美，近乎无可挑剔，落口却有一种欠净欠爽的感觉，不能尽如人

意。由于杂质多，饮酒后有一种沉重感，醒酒比较慢。

如何提高固态法白酒的质量呢？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

作，如利用生物工程强化发酵，利用色谱分析指导勾兑，通过试验

完善工艺条件等，这都是卓有成效的，应该继续进行。为了提高产

品质量，应本着白酒发展的大趋势，使用新材料，试验新方法，找到

新途径。笔者在实践中，采用高层次的“固液结合”，取得了满意的

结果。这种结合是高纯度酒精与优质白酒基酒的结合，称为“强强

结合”，生产出高档的名优白酒来。

纵观中国白酒“固液结合”的历史，从56世纪>6年代中期开始，

至今已有近86年的历史。最初结合的方式是串香，生产低档白酒，

以后调串结合，生产中档白酒。与酒精结合的对象，开始阶段是尾

酒和丢糟酒，后来是中低档酒。这些做法，都取得了好的效果，起到

过积极的作用，可以说是成功的。也有人尝试将酒精加入高档白

酒，但效果不好，被迫放弃，认为酒精不宜加入高档酒中，不能生产

高档白酒。这种认识渐渐地在业内形成了普遍的概念。

是什么原因限制了“固液结合”向高档酒发展呢？这个原因出

在酒精身上，是因为酒精的质量达不到要求。可以这样说，现行标

准的普通级和优级酒精都不适于加入高档白酒基酒中。这个局限

主要是酒精造成的，还有辅料的质量和酒精处理的方法等因素，这

些条件不具备，就限制了应用范围，同时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时至今日，高纯度酒精应运而生，为我们提高白酒质量提供了

新材料。高纯度酒精十分洁净，处理后的玉米酒精香气带有粮香，

口味醇净，后味回甜，与优质基酒相结合，使白酒口味变得更加净

爽，消费者反映，饮酒后有一种轻松感，中午饮 用 ，不 影 响 下 午 工

作，下午饮用，不影响晚上娱乐，“饮时轻快，饮后轻松”。现行的评

（下转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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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标准是不完善的，作为感官指标，色、香、味、格，只包括了评酒员

即时的感觉，没有包括饮用后的感觉，老百姓喝酒讲究8条，即一不

辣口，二不刺喉，三不口干，四不上头。评酒员只评了前两条，不辣

口，指醇和，不刺喉，指尾净，至于口干和上头，这些感觉在现场是

评不出来的。但对消费者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现行的评酒办法

应予改革，把消费者的评价加进来。“强强结合”的生产方式，将高

纯度酒精与优质白酒基酒相结合，在保持原有风味的基础上，使酒

质得到改善，这将使固态法白酒进一步向淡雅的方向发展，是对传

统工业的改进和完善，是白酒工业的一个进步。目前，国家尚未出

台新的酒精标准，但生产特优级酒精的厂已有几个，如安徽、山东、

吉林、黑龙江都能生产好酒精，是可以试用的。有了高纯度酒精，还

要解决相关的技术问题，要有一套结合的方法，这一条，对于有生

产经验的厂家来说，也许并不难。从已经采用此办法的厂家来看，

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果和经济效益，走出了一条新的路子。当然，

事物不能一概而论，现阶段，标志性名酒还不愿走这一步，但对大

多数名优酒而言则是适宜的。

中国有 =666 年的文明史，社会总是在不断进步之中。创新，是

一个民族发展的灵魂，也体现一个人生存的价值。酒类生产应不断

发展，以满足人民对生活质量提高带来的新的需求。中国酒业有广

阔的发展空间，要把现代科技与传统工艺结合起来，超越传统，超

越自我，把中国酒的技术进步推向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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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尾”相对比其他一些名酒要少，酒中含有大量的酸类物质，其含

量是其他白酒的7>8倍，而酸类物质中主要是醋酸和乳酸，这两种

酸是中西方公认有利于健康的酸，中国人喜食醋，西方人喜食酸

奶，韩国人喜食泡菜，后两种人都喜欢乳酸。

=<7 由于茅台酒工艺特殊，用曲量是其他白酒的8倍多，所以茅台

酒中的酚类化合物多。据测定，茅台酒中的酚类物质是其他名白酒

的7>8倍。据专家研究分析，葡萄干红酒之所以能预防心血管疾

病，其重要原因是因含有大量酚类物质。

=<8 由于茅台工艺特殊，要经过高温接酒，要经过7年以上的贮

存，所以和其他名白酒相比，易挥发性物质少，而不易挥发的物质

多。一般来说，易挥发物质多，对人的刺激就大，相反就小，在饮用

时表现为不辣喉、刺激小、回味悠长、空杯留香、幽雅持久。

=<= 由于茅台酒的酒精浓度在所有蒸馏酒中是最科学最合理的。

几乎在科学界证明酒精对人体肝脏有伤害的同时，经科学研究证

明，酒精和水分子由于结构相似，有缔合作用，尤其是在 =7 ?（@ A
@）左右时，缔合得最牢固。有人做过这样的试验，用 =7<B8 (3 纯酒

精加上 8B<:7 (3 水，结果总容积不是 967<CC (3，而是 966 (3！再加

上茅台酒还要经过长期贮存，所以缔合更加牢固。实践证明，茅台

酒的电导率随着贮存时间的增加而增加，这充分证明，随着贮存时

间的增加，游离的酒精分子越来越少，所以酒体越来越醇和细腻，

不辣喉，对身体的刺激也越来越小。

=<D 茅台酒勾兑是将不同轮次、不同香味、不同酒度、不同贮存期

的酒进行精心勾兑，不允许添加任何物质，而不同于有些酒可用色

素、甜味剂、香精勾兑，更不同于酒精加香精加水的勾兑，所以茅台

酒是地地道道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

=<C 也有肝病专家指出，由于茅台酒网罗了环境中的各种微生

物，很可能在茅台酒中有治病防病的物质存在。

由于茅台酒有明显的保健功能，因此喝茅台酒的人群逐步在

增加。这几年茅台集团业绩直线上升，应该说，上面这个论点和经

典广告词起到了重要作用。

D 茅台提出了离开了茅台就生产不了茅台酒的论断

该论断的提出既防止盲目照搬模仿的重复无功建设，又倡导

了白酒原产地域保护。

9BB9 年，茅台酒厂根据理论和实践提出了“离开茅台就生产

不出茅台酒”的论断，这一论断是居于以下理论和实践的结果。

D<9 白酒生产，尤其是固态法生产的白酒，利用的是环境中的微

生物群，而不是单一微生物。环境中的微生物群生长繁殖受环境影

响。

D<5 全国优质酱香型酒都在长江以南，浓香型酒都是在长江和黄

河之间，清香型酒一般都在黄河以北。

D<7 56 世纪 C6 年代以后，全国各地酒厂都纷纷按照名酒企业的

生产工艺仿制名酒，但实践结果无一仿制成功。尤其是茅台酒，最

多时有 86 多家企业学习和仿制，但无一成功。

这一理论的提出，提高了各名酒企业的垄断性和竞争优势。特

别是中国加入 E1F 后，这一理论的提出对中国名酒走向世界和

提高对洋酒进入中国以后中国名酒的竞争力有着促进作用。贵州

茅台酒根据这一理论，于 5666 年提出了原产地域保护产品的申

请，并于 5669 年获得批准。由于国际上通行原产地域保护产品的

做法，因此必将在国内提高与洋酒的竞争力，同时提高走向世界的

竞争力。正如有的人在评介这一理论时说，这一理论的提出就像把

几十亿元的一座金山定在名酒生产地。

这一理论同时也适用于其他名白酒企业中的名酒产品。在白

酒市场竞争极其剧烈的情况下，我认为只要继承传统工艺，保持名

酒质量，适度宣传各自特点，申报原产地域保护产品，就一定能够

提高名白酒企业的垄断性竞争力，必定能促进白酒企业的发展。

C 以茅台酒为代表的酱香型白酒对许多香型的白酒具有广泛而

微妙的包容力和滋补性

茅台酒为代表的酱香酒，有很多独有的风味，但它有几个香和

味对其他酒有比较特殊的适应性和包容性。

酱———这是酱香酒最典型的香味，酱而不焦，酱而不艳；

琼———酒体琼柔，是酱香白酒的一大特色；

厚———酒体醇厚，厚而不腻，厚而悠长。

这些特别的风味对于改善其他香型白酒，尤其是浓香白酒的

口味有微妙的作用。

多粮型酒如果少了“酱不露头”也就没有了多粮酒的风格，兼

香酒如果少了酱香或酱香过浓、过淡都难以称之为兼香。新工艺白

酒加入极微量的酱香酒（或相关副品），酒体就会变得柔顺，同样能

一定程度地覆盖浓香酒的泥味并使之后味圆长。这就是说，适量使

用酱香酒后，能起到改善酒体，覆盖躁杂，圆长后味等广泛作用。

当前一些白酒企业在建自己的酱香酒车间，或购进酱香酒，都

是为了改善自己酒的质量，也就是说，以茅台酒为代表的酱香酒对

这些酒具有“滋补”的功能。

我国白酒自56世纪C6年代分出了几大香型，这是一大技术进

步，进入B6年代后期，随着市场和消费者的需要，酱香变化亦因时

因地制宜，已经出现一厂多型的新局面，而多种香型的兼容和组合

也在研究并投入生产，这有利于降低成本以至创出新香型。还应看

到，在浓香白酒多年来占领市场而酱香酒因阳春白雪一时难以普

及的状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消费趋向的变化，兼香型酒或各种

组合香型的酒会逐渐为市场青睐而发展壮大。因此，以茅台酒为代

表的酱香酒在保持其阳春白雪的高贵品位的同时，其包容力和滋

补性的另一面将会得到很好的发挥，在这种酱香型发展中起到广

泛的作用，而其中一些相关的技术和副品也会为服务于行业做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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