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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纯种米曲霉制作麸曲,结合芝麻香型白酒生产工艺,将麸曲与大曲混合应用到白酒发酵生产中。通过
计算出酒率、酒体感官品评、测定总酸总酯的含量，确定最佳生产工艺。结果表明，添加麸曲为粮食总量的 25 %时所
生产的芝麻香型白酒各项指标达到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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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Bran Starter in the Production of Sesame-flavor Liqu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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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ran starter was produced by pure-species Aspergillus oryzae and then it mixed with Daqu for the production of Sesame-flavor liquor.

The optimum technical parameters were summed up as follows through the calculation of liquor yield, sensory evaluation on liquor body, and the

measurement of total esters and total acids content: as the addition level of bran starter was 25 % of total grains amount, the best effects could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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麸曲是以麸皮为主要原料，蒸熟后接入纯种霉菌，在

人工控温下培养的散曲。按所用菌种不同，可分为米曲霉

麸曲、黄曲霉麸曲、黑曲霉麸曲、白曲霉麸曲、根霉曲等。
它具有制作周期短、出酒率高、节约粮食的优点。 麸曲适

合中低档白酒的酿造，具有成本低、资金周转快的特点。
麸曲主要起糖化作用， 酿酒时需要与酵母菌 （纯培养酒

母）混合进行酒精发酵。
当前， 麸曲越来越多的应用到芝麻香型白酒的发酵

生产中。芝麻香型白酒最早源于传统大曲白酒景芝白干，
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了大曲、麸曲、生香

酵母、细菌混合使用，且协同发酵的工艺特点，这是传统

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但是，从目前芝麻香型白

酒企业的工艺操作看，只能说基本成熟，不像浓香、清香、
酱香型白酒经几百年生产实践的不断完善已完全成熟。
因此， 各企业的生产工艺有共性的地方， 也有其独到之

处。但是大部分企业的做法都是采取麸曲堆积，然后与大

曲结合发酵的工艺，生产工艺做到三高一长（高氮配料、
高温堆积、高温发酵、长期贮存）。

本实验采用清香型白酒发酵生产容器进行发酵，不

使用窖泥，以防影响芝麻香型白酒独特风味。在入池发酵

前采用麸曲进行高温堆积，中高温曲混合发酵的方法，最

终确定麸曲最佳添加量，得到优质芝麻香型白酒。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高粱：山东日照尧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曲：山东

梁山根源制曲厂；生香酵母：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安琪

牌耐高温酿酒高活性干酵母；麸曲：实验室自制纯种米曲

霉麸曲。
设备：小型蒸馏器，酒精计，温度计，三角瓶，试管。

1.2 实验方法
1.2.1 麸曲制备

按以下工艺进行麸曲的生产：
实验室自制纯种米曲霉种子

↓
麸皮、水→拌料→蒸料→冷却→接种→装盘→培养→烘干

1.2.2 白酒生产工艺（工艺流程见图 1）
高粱粉碎：高粱粉碎成 4、6、8 瓣大小，能通过 1.2 mm

筛孔的细粉占 20 %～30 %，整粒在 0.2 %以下，含壳量在

0.5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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麸皮 清蒸稻壳 麸曲

↓ ↓ ↓
高粱→粉碎→润料→蒸 料→冷 却 至 30℃→高 温 堆 积→冷 却

至 30℃→大曲、生香酵母、糖化酶→高温发酵 40 d→蒸酒→贮存

↑
清蒸稻壳

润料：目的是使原料吸水膨胀，利于糊化。 润料要求

水温为 90℃左右，添加量约 40 %，润料 5 h 以上，并多

次翻拌。 要求润透、无干糁、无疙瘩、手搓成面而无生心。
辅料添加量： 辅料主要是稻壳和麸皮。 麸皮约添加

20 %，以增加氮源，在润料后添加即可。 稻壳添加量为

15 %，增加其透气性，需单独预蒸，待高粱冷却后添加。
麸曲制备：纯种米曲霉制曲，操作要求无菌环境。
大曲：采用高温大曲和中温大曲混合使用，添加比例

3∶1。 加入大曲与麸曲的总量为粮食总量的 50 %。
生香酵母：按 4‰添加，用 35℃温水活化 30 min 以

上。
添加麸曲堆积： 芝麻香型白酒的生产关键在于发酵

前的堆积，而堆积又与麸曲有着紧密联系。所以本实验共

设计 5 组，1 号为对照组，用大曲代替麸曲进行堆积。 2～
5 号分别添加 20 %、25 %、30 %、35 %的麸曲。

堆积与发酵：添加麸曲堆积到 45℃左右停止。 发酵

期为 40 d。

2 结果与分析

添加不同量的麸曲进行堆积对芝麻香型白酒的出酒

率、产品的风味以及酒体酸酯含量有不同的影响。
2.1 对出酒率的影响

在堆积过程中，分别添加 20 %、25 %、30 %、35 %的

麸曲，1 号为对照组，用大曲代替麸曲进行堆积。 对其出

酒率的影响见图 2。
从图 2 可以看出， 添加不同量的麸曲对出酒率有较

大的影响。 不使用麸曲堆积而用大曲代替的对照组出酒

率最低只有 25.8 %，而当麸曲添加量为 25 %时，出酒率

最高达到了 30.5 %；当麸曲添加量为 20 %时，出酒率为

27.9 %；麸曲添加量超过 25 %时，出酒率开始降低。 所以

麸曲添加量为 25 %时可得最理想的出酒量。 因为麸曲具

有较强的糖化能力， 所以添加麸曲堆积的出酒率要比添

加大曲的高，但是添加麸曲的量需控制，否则糖化力过高

会使高粱中的糖分由于糖化而产生一定损失， 导致出酒

率下降。
2.2 酒体风味的影响

对新酒、贮存 3 个月以及贮存半年的酒样进行品评。
感官评定结果见表 1。

经品评分析，添加 25 %麸曲堆积的酒样具有明显芝

麻香酒的特点。
2.3 对酒样总酸总酯的影响

用碱中和样品中的游离酸，再准确加入一定量的碱，
加热回流使酯类皂化。通过消耗碱的量计算出总酯含量，
实验结果见表 2。

从表 2 可以看出，添加 25 %麸曲的酒样中总酸总酯

的含量是最高的，符合国家要求标准，总酸总酯含量较为

理想。
2.4 对酒体成分的影响

利用气相色谱对不同酒样（对照组、添加 25 %麸曲、
35 %麸曲产酒）进行分析，所得成分及含量见表 3。

图 2 添加不同麸曲量对出酒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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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白酒生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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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可以看出，添加 25 %麸曲的一组各成分含量

适宜，相对于其他组酸酯含量均衡。

3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 该方法生产的半成品酒不仅出酒率

最高,而且酒体芝麻香味突出,口感醇甜爽口、余味较长，
通过对总酸、总酯的测量，符合国标要求。 同时用曲量适

宜，减少了不必要的浪费，降低了成本，具有良好的经济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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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酵母优质葡萄酒辅料适应更多需求

葡萄酒产业在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真正的大发展时期还是近三十年；最近几年，此产业开始驶入发展的快车道。
致力于中国本土葡萄酒产业发展的湖北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其专业的酿酒团队在葡萄酒的技术研究及应用方面卓有成效。
全球葡萄酒业的发展趋势呈现出专业化、高端化、差异化的转变。而葡萄酒酵母作为发酵过程的关键要素，需要满足不同变化的

葡萄原料、品质与酿造工艺需求。据了解，多年来，安琪公司在着力投入研究葡萄酒菌种的同时，更加注重了关于葡萄酒相关辅料的
研究，以适应市场更多新的需求。

目前安琪公司已经形成了除葡萄酒酵母以外的发酵营养剂、甘露糖蛋白、酵母细胞壁等葡萄酒发酵应用系列产品。这些产品能
很好的辅助酿酒师在发酵过程中合理调配平衡酵母营养，保持发酵度、质量及风味的最优化；提高葡萄酒中甘露糖蛋白的含量以改
善葡萄酒的结构和口感，从而有效提升葡萄酒的品质。

酿造美好生活，安琪公司正携手中国葡萄酒产业，共同驶向美好的明天。（戴浩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过一元回归正交试验分析， 确定醒酒饮料的最

优 配 方 ：1 L 杨 梅 汁 中 ，药 材 用 量 为 葛 根 95 g/L，葛 花

10 g/L，菊花 7 g/L，甘草 11 g/L。
该饮料为浅红褐色，透明、澄清，均匀一致的液体，有

轻微的中草药香和甜香，入口甘甜可口，有轻微的中草药

味，爽口、无异味。通过乙醇快速测定法检验，能消耗乙醇

31 %，醒酒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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