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混合戊醇》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混合戊醇是以生物发酵法生产乙醇的主要副产物，近年来，随着生物发

酵法乙醇作为食品、化工行业原料的广泛应用，以及燃料乙醇作为可再生能

源的推广，生物发酵乙醇的产能发展迅速，混合戊醇的产量也不断提高。混

合戊醇作为主要副产物，占乙醇产量的比例为 2%左右，全行业每年总产量约

3 万吨。多年来，各企业均一直将混合戊醇作为副产品出售给深加工企业，

深加工企业通过进一步分馏、精馏、酯化等工艺生产各种高纯度的醇类产品

及衍生物，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但是，多年来，混合戊醇没有产品标准和技术指标，且被俗称为杂醇油，

大大制约了混合戊醇提取产量和产品的经济效益。制定混合戊醇的产品标准

成为行业的当务之急。混合戊醇标准的制订，一可纠正不正确的俗称而统一

产品名称，二可规定统一的产品技术指标，规范市场；三可延长发酵酒精企

业产品产业链，提高综合利用水平和经济效益，更有利于混合戊醇深度开发

利用。 

（二）主要工作过程 

2020 年 2 月初，中国酒业协会酒精分会组织国内酒精生产厂家酝酿起草

混合戊醇的产品标准，在企业自愿主动申请的前提下，选定十家酒精生产企

业作为标准起草单位，并于 2020 年 4 月初组织成立了标准起草编制小组，

这十家单位分别为：山东泓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临沂市金沂蒙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太仓新太酒精有限公司、江苏花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九江汇泉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中山市华士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迈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西佰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德避暑山庄

酒业有限公司、江南大学。由山东泓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牵头具体起草标准

文本，其它十家共同参与起草。 

制标小组成立后，中国酒业协会酒精分会给小组具体布置了标准起草以

及标准制定有关的任务。于 5 月上旬向标准主管部门上报了《中国酒业协会



 

 

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并获立项审查通过。受新冠疫情影响，无法召开现

场会议，5 月中旬，制标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在网上成立团体标准起草微信

群，5 月 25 日利用微信召开远程视频启动会议，围绕本标准的人员安排、时

间节点、具体工作分工进行了充分讨论，并成立工作小组内部沟通机制。标

准起草组广泛查阅了我国现有涉及到可供参考的 8 项国家乙醇及酒精技术法

规和标准：变性燃料乙醇 GB 18350-2013、工业合成乙醇 GB/T 6820-92、工

业酒精 GB/T 394.1-2008、工业用乙醇 GB/T 6820-2016 2017.2.28、化学试剂 

乙醇（无水乙醇） GB/T 678-2002、食用酒精 GB 10343-2008、 酒精通用分

析方法 GB/T 394.2-200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酒精 GB 31640-2016），

分别从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贮存，运输和安全等

方面进行了详细参考，参考主要企业的混合戊醇的产品指标，标准主要起草

单位山东泓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 月 3 日制定出草案讨论稿，由各参与起草

单位分别提出修改意见，山东泓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修改。2020 年 6

月 19 日，中国酒业协会酒精分会再次组织远程视频会议，就混醇标准讨论

稿提交制标小组成员单位进行讨论，各家参与单位负责人和相关技术人员参

与讨论 30 余人次，形成会议修改意见。针对修改意见，参考国家相关标准

和法规，对起草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进行充分讨论，从定义、分类、质量指

标设置等方面取得一致意见，10 家标准起草单位进行深入讨论后对讨论稿再

次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标准初稿。 

根据起草单位安排，酒精分会下发通知《关于混合戊醇产品自检和送检

的通知》（中酒协酒精[2020]03 号），通知多家典型企业，根据标准初稿进

行样品抽样检测，收集企业自检报告，并送样品到江南大学集中检测。共收

集和检测了 19 家典型生产企业的混合戊醇样品，原料涵盖了木薯、玉米、

稻谷、糖蜜，酒精产品也涵盖了不同级别食用酒精以及燃料乙醇。 

在对样品测试数据进行汇总分析整理后，中国酒业协会酒精分会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又组织一次远程视频会议，将编制说明、检测数据和标准内容

条款提交标准起草组再次讨论，各成员单位踊跃发言，根据讨论情况，标准

主要起草单位山东泓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应大家要求，把优级水分指标做了

修改，由 15%调整到 16%，其它指标不再做修改，并对初稿个别词语做了修

改，最终形成了《混合戊醇》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①具有行业特点，指标及其对应的分析方法要积极参照采用国家标准； 

②标准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③要结合行业实际情况和产品特点； 

④与相关标准法规协调一致； 

⑤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与技术进步。 

2、主要内容 

本标准对混合戊醇各项指标进行了规范，对混合戊醇的气味，颜色，水

分，乙醇，正丙醇，正丁醇、异丁醇、异戊醇等指标予以明确规定。 

将混合戊醇分为优级和普通级，规定混合戊醇产品的质量标准。 

建议混合戊醇标准的具体执行指标如下： 

2.1  感官要求：外观上应是淡黄色至黄褐色的液体，无可见杂质，具

有特殊的刺激性气味。 

2.2 理化要求：理化要求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理化要求 

项     目 优   级 普 通 级 

水  分 w/w %     ≤ 16 20 

乙  醇 w/w %     ≤    10 15  

正丙醇 w/w %     ≤ 10 15 

正丁醇 w/w %     ≤ 1 2 

异丁醇 w/w %     ≤ 10 15 

异戊醇 w/w %     ≥   55 45 

 

3 、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主要是针对发酵酒精副产物混合戊醇，解决了混合戊醇无合适的

产品标准可用的问题，从而可以全方位规范混合戊醇的质量、包装、运输、

贮存和安全，完成对发酵酒精行业混合戊醇产品质量的全面控制，将有利于



 

 

提高发酵酒精行业的综合经济效益，有利于混合戊醇综合开发及下游产品的

发展和进步。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样品验证主要选用了国内 19 家企业包括山东泓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临沂市金沂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太仓新太酒精有限公司、江苏花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中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德避暑山庄酒业有限公司、九江汇

泉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中山市华士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苏州迈博汇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广西佰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特安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吉

林省新天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博大生化有限公司、中粮生物化学(安

徽)股份有限公司、孟州市华兴食用酒精有限公司、漯河天冠生物化工有限

公司等共 53 批次样品，全部是生物发酵工艺，原料涵盖了木薯、玉米、稻

谷、糖蜜，酒精产品也涵盖了不同级别食用酒精以及燃料乙醇。经过对国内

这 19 家典型生产企业的混合戊醇样品批量分析，有 16 家 41 个样品达到目

前标准普通级以上指标要求。个别企业个别批次样品没有达到初稿标准指标

要求，主要有以下原因：由于水分高导致的异戊醇含量不合格，通过降低水

分很容易实现产品达标；水分、乙醇、正丙醇和异戊醇四个指标分别交替不

合格，应该是提取工艺有问题，需要从工艺上进行调整解决。下面是 53 批

次混合戊醇样品的分析结果，针对每个检测指标，利用 EXCELL 统计工具，

逐项进行了分析： 

1、乙醇含量指标分析：53 批次混合戊醇样品的平均含量为 8.06%。因

此拟定优级指标≤10%，普通级指标≤15%。 

2、水的质量分数指标分析：53 批次混合戊醇样品的平均含量为 18.82%。

因此拟定优级指标≤16%，普通级指标≤20%。 

3、正丙醇含量指标分析：53 批次混合戊醇样品的平均含量为 6.15%。

因此拟定优级指标≤10%，普通级指标≤15%。 

4、异丁醇含量指标分析：53 批次混合戊醇样品的平均含量为 10.03%。

因此拟定优级指标≤10%，普通级指标≤15%。 

5、正丁醇含量指标分析：53 批次混合戊醇样品的平均含量为 0.62%。

因此拟定优级指标≤1%，普通级指标≤2%。 

6、异戊醇含量指标分析：53 批次混合戊醇样品的平均含量为 56.17%。



 

 

因此拟定优级指标≥55%，普通级指标≥45%。 

7、19 家企业的混合戊醇 53 个样品检测数据见附件。 

 

四、 标准中涉及的专利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 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

况 

 由于混合戊醇中含有各种组成香味的成分，山东两家公司作为国内对酒精

行业副产品混合戊醇深加工最早的企业，多年来一直从事混合戊醇深加工业

务，在分离出酒精后，进一步分离出各种香料原料或单体化工原料，比如混

合戊醇中含量最高的异戊醇（含量 50-60%）大部分用于生产乙酸异戊酯、异

戊酸异戊酯，2-甲基丁酸乙酯、3-甲基丁酸乙酯等，还有一部分用于化工应

用，如异戊醇用于有色金属选矿用药剂异戊基黄药等，原来每年国家需要进

口几千吨以上。随着酒精行业产能提高，混合戊醇产量也逐年增长，深加工

企业也越来越多的开发出新产品，如生产出丙醇、丁醇及戊醇等细分产品，

由于这些产品的碳源来自大自然和发酵工艺，所以产品可以通过欧盟天然度

测试，广泛应用于酒类饮料类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混合戊醇产品标准的制定，有利于规范市场，方便不同厂家之间的质量

比较，提高市场上混合戊醇产品的质量规范化程度，最终促进产品质量指标

的提升。 

混合戊醇产品标准的制定有利于提高酒精生产企业的经济效益。混合戊

醇现阶段每吨售价为 4000-5000 元，按酒精行业年产 3 万吨混合戊醇计算，

每年经济效益在 2 亿元以上。而对混合戊醇深加工后产生的效益，将远超混

合戊醇仅做为原料的 2 亿元效益。 

六、与国内相关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及与现行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性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主要参考了 GB 10343-2008《食用酒精》的标准，未见其

他类似产品的国内或者国际标准，因此，这里仅就本标准与 GB 10343-2008

《食用酒精》进行对比，两个标准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个是乙醇浓度不同，



 

 

《食用酒精》标准的乙醇浓度是大于 95%，规定了乙醇浓度的最低值，其他

指标规定的是最高值，浓度越低越好；而混合戊醇的标准规定了异戊醇的最

低值，乙醇和其他指标规定的是最高值。二是 GB 10343-2008《食用酒精》

标准针对的是在食品行业使用的乙醇产品，而本标准则主要是针对混合戊醇

深加工行业等使用领域。 

本标准采用了 GB 15603《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 12463《危险

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GB/T 15098《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类别划分办

法》，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七、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中国酒业协会团体标准。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九、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

建议 

无。   

 

 

 

 

                 中国酒业协会酒精分会       

              2020 年 9 月 15 日 

 

 

 

 

 

 

 



 

 

附表：19 家企业的混合戊醇 53 个样品检测数据 

序号 单位名称 水分 乙醇 正丙醇 异丁醇 正丁醇 异戊醇 检测单位 

1 企业 1 13.93 8.24 0.13 3.18 0.63 73.90 江南大学 

2 企业 1 13.96 8.41 0.19 3.42 0.73 73.44 企业自检 

3 企业 1 13.92 8.28 0.13 3.18 0.63 73.87 江南大学 

4 企业 1 13.38 8.45 0.19 3.28 0.74 73.96 企业自检 

5 企业 1 14.02 8.26 0.13 3.18 0.63 73.79 江南大学 

6 企业 1 13.98 8.37 0.19 3.26 0.71 73.49 企业自检 

7 企业 2 16.72 4.57 10.13 13.78 0.78 54.01 江南大学 

8 企业 2 18.30 3.82 9.62 13.30 0.77 54.10 企业自检 

9 企业 2 16.59 4.55 10.11 13.79 0.78 54.18 江南大学 

10 企业 2 17.83 4.02 9.55 13.27 0.78 54.46 企业自检 

11 企业 2 16.53 4.52 10.09 13.84 0.78 54.25 江南大学 

12 企业 2 17.65 3.66 9.43 13.30 0.79 55.10 企业自检 

13 企业 3 42.06 7.90 6.24 10.67 0.15 33.00 江南大学 

14 企业 3 26.90 13.71 4.89 8.84 0.21 45.46 江南大学 

15 企业 3 15.09 7.61 5.96 11.20 0.51 59.62 江南大学 

16 企业 4 14.19 2.12 8.49 12.95 0.80 61.45 江南大学 

17 企业 5 17.74 8.68 1.83 7.07 0.87 63.82 江南大学 

18 企业 5 19.51 8.80 1.90 9.07 0.90 60.91 企业自检 

19 企业 5 18.43 8.90 1.92 9.19 0.91 61.72 企业自检 

20 企业 5 18.95 8.86 1.91 9.13 0.91 61.33 企业自检 

21 企业 6 16.09 4.28 12.88 12.66 0.50 53.60 江南大学 

22 企业 6 16.14 7.02 7.24 9.64 0.5 59.23 江南大学 

23 企业 6 14.31 6.08 3.13 8.31 0.48 66.82 江南大学 

24 企业 6 14.68 6.35 4.21 6.49 0.90 66.46 江南大学 

25 企业 7 19.60 6.20 7.10 9.50 0.70 56.20 企业自检 

26 企业 7 19.60 6.10 6.00 9.10 0.80 58.00 企业自检 

27 企业 7 19.80 7.70 4.00 8.90 0.80 58.10 企业自检 

28 企业 8 16.64 7.91 4.02 9.29 0.74 61.41 江南大学 

29 企业 9 9.30 0.02 0.03 1.46 0.18 89.02 江南大学 

30 企业 10 14.10 3.48 6.16 19.93 0.44 55.90 江南大学 

31 企业 11 13.56 9.83 0.16 1.25 0.41 74.79 江南大学 

32 企业 12 20.78 7.84 7.47 14.92 0.27 48.73 江南大学 

33 企业 12 23.00 8.20 7.60 14.80 0.30 45.80 企业自检 

34 企业 12 24.80 11.50 6.50 12.70 0.30 43.60 企业自检 

35 企业 12 24.00 10.30 6.40 14.20 0.20 44.60 企业自检 

36 企业 13 15.76 6.28 4.68 10.24 0.51 62.54 江南大学 

37 企业 13 17.90 7.50 5.20 9.20 0.66 59.00 企业自检 

38 企业 13 20.00 6.70 3.20 9.50 0.56 60.00 企业自检 

39 企业 13 20.00 6.20 3.00 9.80 0.55 60.00 企业自检 

40 企业 14 13.70 1.78 5.66 13.74 0.55 64.57 江南大学 



 

 

41 企业 15 14.71 4.99 4.20 17.15 0.59 58.37 江南大学 

42 企业 16 54.30 3.24 5.96 7.75 0.28 28.47 江南大学 

43 企业 16 52.89 3.34 6.14 7.99 0.28 29.36 江南大学 

44 企业 16 17.17 36.02 19.42 10.54 0.36 14.61 企业自检 

45 企业 16 17.35 36.77 19.30 10.54 0.36 14.69 企业自检 

46 企业 16 17.40 34.44 20.30 10.77 0.37 14.91 企业自检 

47 企业 17 15.01 7.73 1.15 6.39 0.69 69.02 江南大学 

48 企业 18 15.86 3.17 10.29 13.41 0.96 56.31 江南大学 

49 企业 18 16.00 5.20 12.30 14.40 1.10 51.00 企业自检 

50 企业 18 14.00 4.00 8.30 12.50 1.30 59.90 企业自检 

51 企业 18 15.00 4.80 10.50 13.50 1.20 55.00 企业自检 

52 企业 19 15.30 2.67 4.46 12.03 0.46 64.90 企业自检 

53 企业 19 18.89 8.06 6.15 10.03 0.62 56.17 江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