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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白酒产业是贵州省传统优势行业，我省白酒企业要贯彻“两加一推”主基调，实施“三化同步”战略，坚持走

科学发展道路、加快建设生态文明企业，更好地发挥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白酒企业可通过建立中试平台，并依

托该平台加快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加速产业升级，推动跨越式发展，实现后发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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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f Establishing Medium-scale Experiment Platform in Distill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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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quor-making industry is a traditional advantageous industry in Guizhou. Accordingly, liquor-making enterprises in Guizhou should
carry out the development policy of “to accelerate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ition”, practice the strategies of “the three syn-
chronous development”, insist on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enterprises, and make full play of the leading
engine for economic growth. Liquor-making enterprises may accelerate technical innovation, accelerat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realize leaping
development by building medium-scale experiment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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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酿酒行业中， 白酒是仅次于啤酒的第二大

酒种， 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

用，为国家财政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酒类产品中，白酒行

业所创造的效益一直名列前茅。 2011 年，全国白酒制造

业工业销售产值为 3618.4 亿元，实现同比增长 40.03 %，
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白酒行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

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酿酒行业一直是贵州省传统优势行业， 被列入贵州

实施跨越式发展，实施“三化同步”的重要的特色支柱行

业。为此，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白酒产业的发展，于

2007 年提出《关于促进贵州白酒产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指

导意见》（黔府发[2007]36 号）。 《意见》明确要求推进技术

创新、 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围绕贵州白酒开展白酒关键

共性技术攻关”；“加强产学研联合，在挖掘、继承和发扬

传统酿造工艺的同时，引进、推广、应用现代生物、现代检

测、现代信息等高新技术和手段，重点发展生物工程、基

因工程等技术，提高现代生物技术在酿酒行业的应用，加

强对贵州白酒健康成分研究、 贵州白酒特征香味物质研

究、 贮存对白酒质量影响研究、 重要香与味生成机理研

究、贵州白酒中呈香呈味物质阈值测定研究、白酒年份酒

研究、射频识别推广应用等”。
目前， 我国白酒技术创新的主体仍是远离生产现场

的科研院所，所取得成果也还处于实验室研究小试规模。
白酒生产有综合性、独特性、多学科等特点，实验室研究

小试规模向一定规模的工业生产过渡存在较大距离，需

要经历中试放大阶段。 白酒生产的中试放大阶段可借鉴

化工或液态发酵中试放大阶段， 主要完成工艺路线和单

元反应操作方法的最终确定；设备材质和型号的选择；传

热、传质、传氧效果的考察；反应条件的进一步研究；工艺

流程操作方法的确定；物料衡算；原材料、中间体的物理

性质和化工常数的测定； 原材料、 中间体质量标准的制

定；消耗定额，原材料成本，操作工时与生产周期的确定

等十大研究任务[1]。 因此，建立中试平台，进一步分析实

验室研究成果投入实际生产的可行性条件， 是不可缺少

的重要环节,各环节衔接流程见图 1。

1 中试平台的主要功能

1.1 研究功能

1.1.1 新工艺研究

白酒企业的扩张主要以实施技改项目提高基酒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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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试验逐级放大流程图

为手段，在不断提高制酒厂房数量的同时，也应提高制酒

厂房制酒效率。以酱香型白酒为例，酱香型白酒生产周期

长、出酒率低、成本较高、产量增长缓慢，上市量不足与产

品市场价格较高是酱香型白酒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主要

问题。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扩大各种档次产品的生产规

模， 可更好地满足各种消费群体对茅台集团系列优质白

酒产品的需求。生产周期短、出酒率高、生产成本低、产量

增长快、产品质量佳的酱香型白酒新工艺的研发，正是对

市场需求的顺应。
大曲酱香型系列白酒与茅台酒的生产工艺相同 （见

图 2），1 年生产周期在 10 个月左右。 分为 2 次投料，9 次

蒸煮，8 次发酵，7 次取酒，单位时间的产酒量与单位生产

厂房的利用率都低于浓香型白酒。

近年来， 许多企业对大曲酱香型白酒的新型生产工

艺进行了探索，以茅台集团习酒公司为例，该公司开展的

“习酒窖藏 1988 新产品产业集成技术研究及应用” 探索

了一种新工艺。 新工艺采用泡粮器润粮， 经 1 次投料，8
次蒸煮、7 次发酵、7 次取酒，相对传统工艺而言，减少了

一次投粮工序，缩短了生产周期，提高了设备的机械化程

度，减轻了劳动强度，实现了传统酿酒发酵工艺的改进；
生产所得新产品经酒体风味设计优化， 在保持原有中国

名优酱香型白酒水平的同时， 结合新消费人群的需求进

行了全新提高， 符合当代消费者对香气和口味的双重需

求，是一款优质的高档新产品，该项研究成果获得了中国

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2]。 未来的研究方向仍

会是在缩短投料次数的基础上， 通过减少发酵与取酒次

数进一步缩短大曲酱香型白酒生产周期（见图 3），提高

单位时间的产酒量与单位生产厂房的利用率。 但是大曲

酱香型白酒的生产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开放式、多菌

种、固态发酵过程，要实现 2 年 3 周期甚至 1 年 2 周期且

产品风格、 质量水平不走样的目标， 就必须依托中试平

台，从原料破碎度、润粮方式、堆积时间、糖化剂的选择、
入窖发酵时间、取酒轮次等方面展开系统性研究。

1.1.2 功能微生物应用研究

“中国白酒 169 计划” 自实施以来取得了许多成果，
其围绕微生物选育、 功能微生物制剂及酶制剂等方面开

展了大量的科研实践。 依托中试平台摸索将实验室小试

规模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工业生产的基本工艺条件， 为下

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供准确的技术数据。 通过中试研究

可加快功能微生物应用的研究进程， 发挥完善现有酿造

工艺、改善酒质、稳定甚至提高产量的作用，推进实现科

技成果产业化，以期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1.1.3 先进适用技术

由于白酒酿造过程机理复杂，影响基酒产、质量因素

众多，酿造工艺传承多、创新少，目前多数酿造工序仍需

人工完成。 白酒产业的机械化、 自动化将是未来发展目

标，依托中试平台可对机械制曲、机械润粮、冷却水自动

化控制、曲粉转运、基酒转运等一系列机械化、自动化应

用开展研究，积极探索、不断总结、不断提升白酒酿造过

程中的机械化与自动化程度，实现产业升级。
1.2 标杆功能

中试平台是以研究试验为主，在工艺的操作、水电气

的使用等方面较生产车间更精细， 可起到标准化生产示

范与节能降耗标杆的作用。推动白酒企业精益生产、精益

管理，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提升公司竞争力。
1.3 人才培养功能

参与中试研究试验的酿造人员在感受失败的痛苦和

成功的喜悦的过程中，激发了创新力、磨练了意志、加强

图 2 传统大曲酱香型白酒生产工艺

图 3 新型大曲酱香型白酒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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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责任心、提高了酿造理论水平。借助中试平台可迅速成

长为技术过硬、作风优良的酿造骨干，通过人员流转的方

式把他们安排到生产车间， 他们将会影响一批及带动一

批酿造人员，全面夯实制酒班组管理基础、着力提升企业

员工素质、稳步增强白酒企业发展动力。
1.4 参观功能

中试平台是企业重要的展示窗口之一， 它的建立将

会是反映企业的科技实力、 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

重要标志。

2 小结

中试是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必要环节， 是集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工程研究、试验发展为一体的技术创

新活动，也是包含了技术、管理、市场等各方面创新要素

的经济活动[3]。 建立中试平台将对白酒企业加快技术创

新、成果转化，加速产业升级，推动跨越式发展，特别是对

贵州白酒企业后发赶超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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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反哺农业，回馈社会。 充分发挥白酒产业对农

业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作用， 促进白酒产

业以大带小、以工促农等产业链的发展，形成一条“农业-
粮食-酿酒业-饲料业”或“肥料业-畜牧（饲养）业-农业”
的良性生物循环链； 通过白酒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有

机结合，推动和提升设备加工业、印刷业等一系列相关产

业的快速发展。
5.4 通过并购重组，实现规模经济

企业并购重组是搞活企业、 盘活不良资产的重要途

径。我国目前的白酒企业发展不均衡，既有世界驰名的白

酒企业如茅台，五粮液企业集团，同时也存在大量的地方

酒厂，这些地方酒厂大部分高能耗、低产出。 支持有能力

的企业通过收购、控股、并购、重组，形成集团化、规模化

的大型企业集团。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规模经济是指由于

规模扩大而导致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情况。 规模扩大可

以使生产要素得到充分的利用，劳动分工更细化，专业化

程度更高，技术得以提升[12]。 回顾历史，一些国际知名的

白酒企业正是通过兼并重组成长壮大的， 不仅给自己带

来了机遇，而且被兼并的企业也焕发生机。中国贵州茅台

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998 年成功兼并贵州习酒总

公司，如今习酒公司已成为茅台集团的浓香型白酒基地,
可年产浓香型及酱香型白酒 15000 t。 未来国内白酒业格

局是从哑铃型变为纺锤型。超高端白酒增长放缓，中高端

和次高端白酒较快增长并分化加大。 将形成几个层次的

高端白酒龙头企业，白酒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行业内横

向并购数量增加[13]。

6 小结

随着低碳经济成为全球共识， 低碳产业链的绿色品

质被更多的消费者认可， 低碳产品越来越被市场追捧并

在竞争中凸显其价值。 人们期望通过低碳经济模式与低

碳生活方式，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造福子孙后代。 非低

碳产业必将会被更多的国家、区域、产业和企业排斥，并

通过碳税加以调整。中国白酒低碳产业链构建，不仅可以

加速中国白酒产业低碳化发展，谋取产业绿色竞争力，而

且是低碳经济时代中国白酒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也是

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然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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