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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馥郁香型白酒》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 2018 年 12 月 25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第四

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函〔2018〕83 号），《馥

郁香型白酒》国家标准列入制定计划（计划编号：20184342-T-607），

由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中粮营养健康研

究院等单位主要负责起草，全国白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2、主要工作过程 

计划下达后，秘书处立即投入工作，2019 年 1 月发文筹建起草

工作组，截至回函日，共征集近 10 家单位参与起草工作，涵盖科研、

检测、生产企业等单位。 

2019 年 3 月 7 日，全国白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起草工作组

单位在北京召开《馥郁香型白酒》国家标准起草启动工作会议，根据

《饮料酒术语和分类》国家标准的修订工作进展，为保持白酒标准体

系协调一致，会议围绕馥郁香型白酒的定义，与会专家展开了充分讨

论，一致同意从原料、糖化发酵剂、工艺特征、感官特征等方面，清

晰、科学表达馥郁香型白酒的内涵，按照工作计划，将继续征集相关

企业的样品，开展样品测定与统计分析工作。 

工作组按照启动会议商讨确定的框架和内容，于 2019 年 3 月-4

启动样品征集工作，征集各生产企业不同类型成品酒及基酒样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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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集中进行方法学研究及样品测试和分析工作，针对馥郁香型白酒典

型样品开展白酒风味成分剖析及其特征分析，结合其他香型（浓、清、

酱、芝麻等）白酒风味组分数据库，利用统计分析手段分析风味物质

量比关系，研究分析主要风味成分与感官特征的贡献关系，找寻能够

体现馥郁香白酒典型特征的香味组分及其有别于其他香型白酒的含

量规律。 

2019年 10 月，工作组在湖南省吉首市召开《馥郁香型白酒》国

家标准起草工作会议，在前期研究工作基础上，与会专家和代表围绕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展开充分的讨论，主要包括产品分类、级别设

置、指标体系等方面，按照国家标准制定工作思路，产品标准应发挥

引领产品高质量的作用，与会专家围绕上述讨论议题基本达成一致意

见，会后由湖南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提供历年馥郁香型白酒国抽及企

业送检数据，秘书处根据会议讨论确定的内容，进一步验证不同香型

白酒指标间差异情况，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 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 编制原则 

1) 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2) 结合行业和产品特点； 

3) 与相关标准法规协调一致； 

4)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与技术进步。 

2. 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a)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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馥郁香型白酒是在传统小曲酒生产基础上，融合传统大曲酒生产

工艺，历经漫长的生产实践而形成的创新香型。 

自上世纪 90年代开始,从生产环境中微生物分布变化、发酵微生

物的消长变化、生产工艺特点、微量成分含量和量比关系等方面开始

对馥郁香型白酒生产工艺和产品特征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科学系统

总结归纳其典型特征，产品具有“色清透明、诸香馥郁、入口绵甜、

醇厚丰满、香味协调 、回味悠长，具有馥郁香型的典型风格”和“前

浓、中清、后酱”的独特口味特征。 

根据对馥郁香型白酒典型生产工艺和产品风格特征的提炼和总

结，形成其定义和术语：以粮谷为原料，采用小曲和大曲为糖化发酵

剂，经泥窖固态发酵、清蒸混入、陈酿、勾调而成的，不直接或间接

添加食用酒精及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香呈味物质，具有前浓中清

后酱独特风格的白酒。 

b) 感官要求 

白酒是传统嗜好性食品，感官要求的表述应同时体现专业性与通

俗性，以便专业鉴定与引导消费。为此，标准工作组在充分借鉴了不

同香型白酒产品的专业品评表述的基础上，总结馥郁香型白酒的感官

共性与特性，利于监督检验机构、消费者正确品评与欣赏，感受其特

殊风味。 

c) 理化要求 

（1）酒精度的表示：不再区分高度酒与低度酒，总酸、总酯以

45%vol 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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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酸、总酯 

根据行业调研和样品分析情况，在自然条件下，白酒在贮存过程

中发生着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特别是低度

白酒在贮存一段时间后，酸和酯相互转化，总酯含量下降，总酸含量

则上升。总酸和总酯代表了白酒中的大部分的风味成分，因此将总酸

和总酯加和计算，表征馥郁香型白酒总体特征。 

通过比较不同香型白酒总酸+总酯的分布情况，发现不同香型白

酒在酸和酯总量上存在一定差异，其中馥郁香型与芝麻香型比较接近，

明显高于清香型和浓香型，如图 1 所示，因此总酸+总酯含量相对较

高是馥郁香型白酒的理化特征之一。 

 

图 1 不同香型白酒总酸+总酯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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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香型白酒总酸分布情况 

比较分析不同香型白酒总酸分布情况，馥郁香低于芝麻香型，略

高于浓香型，明显高于清香型，因此酸含量相对高也是其理化特征之

一。 

统计不同档次产品总酸和总酯之和，产品质量等级存在对应关系，

高档酒明显高于低档酒，如图 3 所示。 

 

图 3 不同档次成品酒总酸+总酯分布情况 

（4）己酸乙酯/乙酸乙酯 

己酸乙酯和乙酸乙酯是馥郁香型白酒中重要两大酯类，其含量和

比例组成影响着产品风格，对比分析不同香型白酒中己酸乙酯/乙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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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酯分布情况，发现各香型产品中该比值分布差异区分明显，因此可

作为馥郁香型白酒产品的特征指标之一。 

 
图 4 不同香型白酒己酸乙酯/乙酸乙酯分布情况 

根据样品实测结果和历年数据，经统计分析，分别对不同级别产

品总酸+总酯、总酸、己酸乙酯/乙酸乙酯等指标设置要求。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分析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为深入剖析馥郁香型白酒产品成分，采用直

接进样毛细柱/填充柱气相色谱法开展馥郁香型白酒主要挥发性风味

组分检测剖析，在对馥郁香型白酒 50 余钟风味组分构成剖析的基础

上，结合其他香型白酒风味组分数据库，利用多元统计分析手段进行

风味组分量比关系研究，研究其主要风味成分对感官特征的贡献关系，

提出指标建议，并统计样品普查数据和历年监测数据验证不同香型白

酒产品的理化指标分布特征（见图 1~图 4），为标准制定提供依据。 

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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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无。 

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协调一致。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 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八、 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过渡办法等内容） 

建议本标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由归口单位组织行业相关单位积

极开展宣贯工作。 

九、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全国白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19年 11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