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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制酒质量通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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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一次性筷子 第 1 部分：木筷》等

63 项国家标准修订计划的通知》，《露酒》国家标准列入修订工作

计划，项目编号为 20142738-T-607，本标准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

究院等单位主要负责起草，全国酿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 

计划下达后，秘书处广泛查阅和分析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法规情况，

为顺利开展标准制定工作提供基础材料，同时自 2015 年开始饮料酒

标准体系相关标准开展全面修订工作，《饮料酒术语和分类》、《葡

萄酒》、《啤酒》、《果酒通用技术要求》等国家及行业标准的制修

订工作也为本标准积累了相关经验和可借鉴的思路。 

2018年 4 月发文筹建起草工作组，截至回函日，共征集 14 家单

位参与起草工作，涵盖科研、检测、生产企业、协会等单位。 

2018 年 10 月 18 日，秘书处组织起草工作组单位在山东烟台召

开《露酒》国家标准起草启动工作会议，与会代表围绕标准名称、露

酒与配制酒的定义及区别、分类原则及分类方案、理化指标、标签标

注等问题，展开了充分沟通与讨论，部分内容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并

讨论后续工作安排和计划。鉴于露酒和配制酒原料来源广泛，生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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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多种多样，如何在标准中科学表达分类原则、理化指标设置、标签

标示等，仍需工作组进一步持续研究、探讨和凝聚共识。 

按照启动会议商讨确定的框架和内容，秘书处进一步开展行业调

研，包括以食用酒精为溶剂得到的浓缩液对酒精度的影响、企业产品

工艺和执行标准情况等。相关企业需提交调查报告、生产工艺相关材

料（如企业产品标准、内控标准）等。 

在前期研究工作基础上，结合国家标准制定工作思路，于 2020

年 1 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草案，并在工作组内部进一步讨论，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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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名称 

原标准名称为“露酒”，并和“配制酒”同义，露酒是我国历史

较为古老的酒种，甲骨文有“鬯其酒”的记载，鬯者，“以百草之香，

郁金而酿制”，指明了植物香源与酒的结合，这是有文献记载的最早

露酒，在 GB/T17204《饮料酒术语和分类》国家标准修订过程中，已

将“露酒”定义从“配制酒”中明确出来，从分类上露酒属于配制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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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类，同时根据食品领域推荐性国家标准清理工作意见，明确本标

准为质量标准，因此标准名称修改为“配制酒质量通则”。 

b) 术语和定义 

配制酒和露酒的定义与 GB/T17204《饮料酒术语和分类》国家标

准保持一致，根据行业调研情况，配制酒（包括露酒）产品在加工过

程中，原定义中关于“改变了其原酒基风格”的描述与实际情况不完

全吻合，部分产品仍可能保持原酒基风格，因此在修订后的定义中取

消了该描述。 

露酒产品从所用酒基、生产工艺等方面在定义中突出其特征，与

其他配制酒进行区分。 

浸泡蒸馏和浸泡发酵是分别是两种生产工艺的融合，浸泡能够更

好的保持原料的色泽和香味，而发酵和蒸馏工艺带入不同的香味，赋

予产品不同的风格。 

c) 产品分类 

广义配制酒是指除了发酵酒和蒸馏酒以外的所有酒种，其生产原

料来源非常广泛，可食用的动植物、大型真菌等均为作为其原料，加

工工艺依据原料特点、产品风格等也多种多样，从所用酒基、原料、

生产工艺、产品特性等方面分别进行分类。 

d) 理化要求 

酒精度：考虑到配制酒产品种类极其丰富，由 4%vol~60%vol 调

整为 0.5%vol~68%vol，但以白酒和黄酒为酒基的露酒产品其酒精度

应大于等于 4%vol,并且当配制酒产品酒精度小于 4%vol 时，其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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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标签标示值仅允许正偏差，即实测值不得小于标签标示值。 

总酸：总酸的表征方式，以所用不同酒基划分。 

总酸+总酯：特指以白酒为酒基的露酒或配制酒，且产品酒精度

应≥20%vol，露酒酒基包括固态法白酒、固液法白酒和液态法白酒，

不包括调香白酒。总酸、总酯是白酒产品典型的风味物质，该指标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所用酒基为白酒的特征。 

干浸出物：无糖浸出物,是酒中非挥发性物质的总和，包括游离

酸及盐类、单宁、色素、果胶、低糖、矿物质、生物碱、氨基酸、脂

肪酸等。动物类和植物类配制酒干浸出物含量较别较大，与原标准保

持一致。 

铁、铜指标主要适用于以葡萄酒为酒基的配制酒。 

根据各类产品实际情况，提出如下理化要求： 

表1 理化要求 

项目 要求 

酒精度 ab(20℃)/(%vol) 0.5~68.0 

总酸 

以白酒为酒基（以乙酸计）c/ （g/L）                     ≥ 0.10 

以黄酒为酒基（以乳酸计）/ （g/L）                      ≥ 1.50 

以葡萄酒、果酒（发酵型）为酒基（以酒石酸计）/ （g/L）  ≥ 2.00 

以啤酒为酒基/ （mL/100mL）                            ≥ 1.00 

混合酒基（以乙酸计）/ （g/L）                          ≥ 0.50 

干浸出物 

植物类/ （g/L）                                        ≥ 0.30 

动物类/ （g/L）                                        ≥ 4.00 

动植物类/ （g/L）                                      ≥ 0.50 

总酸+总酯 d/（g/L）                                                      ≥ 0.20 

总糖 e/（g/L）                                                            ≤ 300 

铁 f/（mg/L）                                                            ≤ 8.0 

铜 f/（mg/L）                                                            ≤ 1.0 

a 露酒产品酒精度应≥4%vol。 

b 产品酒精度≥4%vol 时，标签标示值和实测值允许差为±1%vol，产品酒精度＜4%vol 时，仅允许正

偏差 1%vol。 

c 酒精度应≥20%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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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仅限于以白酒为酒基的产品，且其酒精度应≥20%vol。 

e 标签标示值与实测值允许差为±10%。 

f 仅限于以葡萄酒为酒基的产品。 

e) 判定规则 

按照食品质量国家标准清理工作原则提出的方案和要求，当产品

声称执行本标准时，应按本标准规定的内容，判定是否符合本标准的

质量要求。 

f) 标签 

本标准第 4 章，分别按照酒基、工艺、原料、特性等给出不同类

型的产品分类，其风格特征、生产成本等也不相同，为向消费者提供

更为准确的信息，预包装产品应至少标示按所采用工艺划分的类别，

即浸提类；复蒸馏类；浸泡发酵类；浸泡蒸馏类；直接调配类；同时

也可标示其他分类，同时还应标注含糖量和所用酒基。 

对于露酒产品，由于多使用药食同源的材料进行生产，因此建议

在标签中标示中每日或每次推荐饮料量以及不适宜人群，为消费者正

确选择产品提供准确信息。 

采用食用酒精作为溶剂进行浸提动植物类原材料中的有用成分

是配制酒生产中常用的方式，所得浸提液中含有食用酒精，与酒基等

调配、再加工，因此产品中酒精一部分来自酒基，一部分来自浸提液，

露酒产品可使用固态法白酒、固液法白酒和液态法白酒作为酒基，其

中固液法白酒和液态法白酒可加入以谷物为原料制成的食用酒精，因

此当露酒产品加入浸提液时，所用食用酒精仅包括谷物食用酒精，同

时预包装配制酒在生产中若使用食用酒精（包括浸提液带入的食用酒

精），应在标签中明示为食用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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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分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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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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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GB/T 27588-2011废止。 

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全国酿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20年 1 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