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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白酒在 贮存 中由 于容器原 因 (铁质 )

,

造成 酒液 变 色发黄
,

影响产 品质量
。

针 对这一 问题进行 了研 究
,

结果认

为
,

用植酸结合饱和颗拉活性炭柱过滤处理
,

效果较好
。

方 法 :

植酸 用量必 须通过 小试
,

并应 先检测 酒 中铁 离子含量
,

以

此 为基拙
,

找 出植酸最佳 用 量
。

试验 酒植酸用 量为 a 03 %
,

静置 48 h
,

取上清液 经饱和 活性炭柱过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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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白酒的生产过程中
,

基酒的分级人库
、

长期贮存是一项必不

可少的工序
。

但经过 长时间的贮存
,

很容易使酒 中的固形物含量增

多乃至酒色变黄
.

从而影响到白酒 的卫生指标及感官质量
。

因此白

酒的降固脱色也是许多白酒生产厂家面临的技术难题
。

我公司的

贮酒容器大多是铁质材料
,

这一问题显得更加尖锐
。

目前
,

已 有上

百吨的半成品酒 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黄色
,

使酒呈现 出铁的腥味
、

糙

杂味
,

大大影响了白酒的 口感质量
。

另外
,

这些长期搁 置的黄酒不

但颜色继续加深得不到应用
,

而且占用容器
,

给生产带来不便
。

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
,

我们经过反复探讨与 比较
,

总结出了植酸结合饱

和 (处理白酒已 达极 限 )颗粒活性炭柱过滤处理 白酒的脱黄降固技

术
。

经生产应用
,

操作简单
,

效果明显
。

1 白酒中黄色的来源及固形物增高原因

1
.

1 酒 中酚类物质储存过程 中被氧化
,

使酒色变黄
。

但此种情况

对白酒 的卫生指标及 口感影响不大
。

]
.

2 铁质容器的金属铁 与白酒的梭酸反应
,

使酒 中溶人较多的二

价铁离子
,

而二价铁离子再与氧气充分接触反应
,

被氧化为三价铁

离子
,

从而使酒出现黄色或棕色
。

其反应方程式
:

R C 0 0 H : 十 2 ,

0
, _ 3+

Fe
一

—
一一Fe Fe

—一
4’e

1
.

3 白酒接触到锈蚀 的铁质容器
,

或毁坏的猪血复合桑皮纸的防

护层
,

使铁锈或血红素溶人酒中
,

使酒呈现黄色或失光乃至棕红

色
。

其反应式为
:

Fe Zo 3
(红棕色 )+ 6 H

‘

/ ZFe
, ‘+ 3H 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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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酒中溶人 了大量的金属离子使酒 色变黄的同时
,

往往 伴随着

固形物含量的增高
。

2 应用原理

2
.

1 植酸主要 以镁
、

钙
、

钾 的复合盐形式存 在于米糠熬皮及多种

植物的种子里
,

是维生素B族的一种 肌醇六磷脂
,

其分子 式C 6 H S

〔O PO (O H )
:
〕
。 ,

分 子量为6 60
·

8
,

其性状 为淡 黄色或淡褐 色的粘稠

液体
,

易溶于水
、

乙醇
,

对热比较稳定
。

它是国际上公认的食 品添加

剂
,

应用较为广泛
。

植 酸呈强酸性
,

在很大 的p H值范围内带负电

荷
,

对金属离子极具鳌合力
,

植酸以六个磷酸基团牢固地粘合带正

电的金属 离子
,

形成络合物而沉淀
,

使酒 中的金属离 子含量降低
,

起到除去酒中金属离子的作用
。

反应式如下
:

Fe ,
‘

+ [o Po (o H )
,

〕一 [F
e
(H

,

Po 4

〕
2‘

2. 2 加人植酸充分沉淀后的白酒仍可能 发现悬浮的微粒
,

使酒中

出现微弱的失光现象
。

结合饱和活性炭柱处理
,

不仅能进一步达到

脱色过滤作用
,

还可很好地解决失光现象
,

降低固形物含量
,

使酒

色澄清
。

另外
,

饱和的炭柱不会吸咐过多的微量成分
,

也不致影响

到白酒的 口 感质量
。

植酸 与活性炭结合应用
,

还解决 了单独使用植

酸因用量过大会增加处理成本
,

影响 白酒 口感质量这一问题
,

从效

益上讲
,

很具实用性
。

3 处理方法

3
.

飞 小 型试验

发黄 白酒的植酸用量必须通过小试确定
,

不可过量
,

小试应先

10 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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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酒 中铁离子的含量
。

由于黄酒中不仅含有三价铁离子
,

还含有

一定量的Fe 2+ ,

所 以对酒中铁离子含量要作一较为准确的测定
。

铁

离子浓 度侧定的具体方法
:

取酒样 10 nil 置于标准的 比色管中
,

加

50 % 的盐酸溶液 l m l
、

过氧化氢 3滴
,

其作用是使酒中的Fe
Z‘

氧化为

Fe 3+
,

因Fe 2+ 与 Ksc N 反应 呈现为无色
。

再加人 25 % 的K sc N溶液 l

m l
,

发生颜色反应后与 已知铁标准溶液相比较
,

铁标准溶液 的浓度

可 为 1 m g / L
、

Z m 岁L
· ·

⋯ IO m 岁L
,

若酒中 的铁离子含 量超过 10

m 『L
,

则需将酒样再加水稀释 后重新 比较 测定
,

找 出铁离子的含

量之后
,

并 以此为梯度
,

结合理化指标及感官质量
,

找出植酸的最

佳用量
。

3
.

1
.

1 试验材料
:

标准含 量的植酸
,

库存 于6 03 #

罐基酒 (铁离子含

量较高
,

溶液失光且现棕黄色 )
,

饱和颗粒活性炭的填充柱
,

玻璃容

器若 干
。

3
.

1 2 试验步骤
:

取60 3
,

罐基酒 50 00 时平均分 5份
,

记作。号
、

1号
、

2号
、

3号
、

4号
,

准确量取植酸液 0
.

1
,

0
.

2
,

0
.

3
,

0
.

4 1111
,

对应加人 1号
、

2

号
、

3号
、

4号酒样
,

充 分摇匀
,

0号酒样作对照样
,

静置 3 h 即可见浅

黄色的絮状沉淀
,

但酒样仍可见少量悬浮的絮状物
,

直到静置48 h

后沉淀基本完全
,

但肉眼仍可见悬浮微粒
,

以饱 和炭柱分别过滤上

清液待用
。

酒样理化指标见表 1
。

品评结果
: : 0号 (未处理 )棕黄

,

失光浑浊
,

香气带铁腥味
,

酒体

粗糙
,

味杂 ; 01 号 (处理后 )清亮
,

透 明
,

香较正
,

味较醇甜谐调
,

酒体

较纯正
,

尾略欠净
。

3. 2. 3 小结
:
结合小试及大样处理结果分析

,

排除测量误差
,

大小

试验吻合
,

达到预期 目的
。

3
.

3 操作要领

3
.

3
.

1 小样试验时取样必须使酒基充分均匀
,

保证小型试验与大

样处理 的一致性
。

3
.

3
.

2 大样处理时必须将发黄的酒转人不锈钢或防腐性能 良好的

容器
,

防止植酸与铁锈或铁质器壁反应
。

3. 3
.

3 酒基大样尽可能充气均匀
,

尽量使二价铁离子转化 为三价

铁离子
,

以利络合反应 的进行
。

3
.

3
.

4 植酸对热稳定性较好
,

而较高的温度 又有利于反应进行
.

所

以 对发黄 白酒要尽量在夏天气温较高时作处理
。

表 l 酒样理化指标 (g / L )

成分

酒精度

O 号样 l 号样 2 号样 3 号样 4 号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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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形物

3
.

1
.

3 感官状况
:

0号棕黄浑浊
,

香气略带铁腥味
,

酒体粗糙
,

味杂 ;

l号浅黄透明
,

香气 尚正
,

酒体 略糙
,

味较 杂 ; 2号淡黄透明
,

香气略

正
.

酒体尚正
,

较醇甜
,

味稍杂 ;3 号较清亮透 明
,

香气较正
,

味较醇

甜谐调
,

后味略欠净 ;4 号清亮透明
,

香气 略正
,

稍淡
,

味较醇甜
,

尾

稍杂涩
。

3
.

1
.

4 小结
:
综上所述

,

从 0号到 4号 的理化数据及感官品评
,

确定

此基酒 的植酸用量为 0. 0 30 % (
v
八 )

,

过少的植 酸达 不到脱黄降固

的目的
,

过多的植酸量又会给酒带来淡
、

杂
、

涩的缺点
,

影响 白酒的

感官质量
。

3 2 大样处 理

3
.

2
.

1 处理程序
:
针对 603

#

酒基数量
,

植酸 以 0
.

03 0 % 的比例加人
,

充分充气均匀
,

静置 48 h
,

抽取上层酒液经过饱 和活性炭柱
,

控制

流 出速度 3
.

2 t/ h
,

压力 0
.

13 MPa
,

处理完毕后混 和酒基
,

充气均匀
,

取样 I O0 0 ml 留作理化分析
,

感官 品评待用
,

编号记作01 号
。

3 2. 2 理化指标及品评结果 (见表2)

二色址一一一一一 一丝业指标
_

( g / L)

成分 O 号 (未处理 )样 01 号 (处理后 )样

酒 度 61
.

6 一

—
丽万一一

—总 酸 1
.

3 6 1
.

3 5

总 酉片 3
.

4 0 3
.

31

己 酸乙酷 2
.

54 2
.

4 2

乳酸乙酪 1
.

7 2 1
,

6 9

甲 醇 0
.

3 4 0
.

32

杂醉汕 0
.

5 8 0
.

5 6

固形物 0
.

7 7 0
.

3 6

4 结论

4
.

1 通过对白酒 的脱黄降固技术探讨及生 产应 用
,

处理后酒 的酸

酷等变化不大
,

感官质量却大大改观
,

效果明显
。

此方法较之发黄

白酒的再蒸馏更 经济而易于操作
,

能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
。

4. 2 此处理方法
,

不仅除去 了酒中的铁离子
,

还 除去了酒 中的其

他金属离子
,

大大降低了固形物的含量
。

4. 3 植酸结合饱 和活性炭对 白酒 的脱黄降固技术 可 以对大量发

黄 白酒作处理
,

可 以进一步在生产中推广应用
。

5 讨论

5
.

1 此处理方法的优点是从根本上解决 了白酒 的脱黄降固难题

处理后 的白酒理化指标及感官标 准均 可达 到国家标准
,

可以应用

于勾兑生产
。

缺点是处理过的白酒 口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些缺

陷或不足
,

在勾兑过程 中不可作为主体酒
,

而只可与其他基酒搭配

使用
。

5
.

2 植酸纯度必须达标统一
,

防止不合格 品影 响到 白酒的处理效

果及感官风味
。

5. 3 加强室外酒罐的封 口管理
,

做到 用时罐 口 开
,

不用 时罐 口 封

严
,

防止尘土雨雪进人酒中
,

导致 固形物含量增高
,

也可防止酒精

挥 发
、

酒度降低
。

5. 4 标本兼治
,

对贮 酒容器出现 的暇疵要早 发现早解决
,

定期检

查
,

加强防腐措施
,

杜绝罐内壁
「

的锈蚀防护层的脱落毁坏
。

条件许

可 的尽量使用不锈 钢罐作贮酒容器
,

抽转酒的管道也尽量取消黑

胶皮质管道
,

铺设固定的不锈钢管道
。

此种处理 白酒脱黄降固的方

法 只是我们特定情况下应用的手段
,

而不是我们所要求的 目的
。

6 效益分 析

6
.

1 对于长期搁置得不到合理利用的发黄白酒
,

不仅占用贮酒容

器
,

影响其他酒的周转
、

贮存
、

老熟
,

而且还会在生产销售的黄金季

节影响成品酒的勾兑生产
。

这 些含有大量铁离子的 白酒长时间的

存放
,

还会加深酒 中的反应程度
,

更进一步影响酒的 口感质量
。

解

决了它的脱黄降固
,

也就解决了上述问题
,

效益是显然的
。

6. 2 存放于被毁坏生锈酒罐的发黄酒
,

以往的处理手段都是作串

香用
,

把酒的级别降至最低档次
,

且串香后的酒仅仅局限于个别低

档酒勾兑用酒
。

而植酸处理过 的一级原酒即使降低两个档次作为

三级酒用
,

效果仍是极为可观的
。

粗略地估算
:
串香酒以 2 5 00 元/t

计
,

三级酒 以59 0 0元/t 计
,

每 h就可创造效益 34 00 元
,

以公 司现存

巧0余 t发黄白酒来算
,

合计可创造价值50 余万元
,

而所用 的处理植

酸总成本仅为70 00余元
,

更何况植酸处理后的一级酒 口感很好
。

另

外串香过程还浪费 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

相 比之下
,

此种脱黄降固的

处理方法经济而易于操作
,

实用而效果显著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