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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食品工业协会团体标准

《赤水酱香酒》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任务来源及起草单位

（一）任务来源

赤水河流域的白酒产业是贵州省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支柱性产业。赤

水历来有酒、能产好酒、正在兴酒。早在明代就在酿造咂酒.逐渐发展成

为酿白酒(烧酒)。到了清代乾隆年间，赤水河通航，盐运发展很快，盐商

涌进，甘肃、陕西、湖广等商号驻入，宫庙烟火很旺。为适应外地商人饮

酒口味，复兴“怡和祥烧坊”开发酱香型白酒酿造技艺，经清末、民国不

断发展，酱香型白酒酿造技艺代代传承 19 世纪未，“贵福烧坊”与“怡

和祥烧坊”合二为一，成了赤水唯一一家有记录可查的传承古法酱香工艺

的老酒烧坊 1949 年解放后，“贵福烧坊”主动将所有产业交给了国家

1952 年赤水建国营酒厂。70 年代生产的琼浆酒、茅香酒和老窖酒畅销河

南、河北、江苏、山东、黑龙江、吉林及省内各地。

为了发扬光大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风格的“赤水酱香酒”，2023年2

月由赤水丹青酒业有限公司发起，并联合贵州贵粱酒业有限公司、贵州贵

福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巴蜀液酒业有限公司、贵州酣客君台酒业有限

公司、赤水市酒业行业协会等单位提出制定“赤水酱香酒”团体标准的建

议，会议商定成立“赤水酱香酒”团体标准起草小组，经过调研和讨论编

制形成“赤水酱香酒”团体标准草案稿。

2023年3月2日向贵州省食品工业协会提出团体标准“赤水酱香酒”的

制定立项申请。3月10日贵州省食品工业协会回函同意立项（关于同意贵

州省食品工业协会团体标准《赤水酱香酒》立项的函黔食协（函）

[2023]05 号）。

（二）起草单位

起草单位：赤水丹青酒业有限公司、贵州贵粱酒业有限公司、贵州贵

福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巴蜀液酒业有限公司、贵州酣客君台酒业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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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赤水市酒业行业协会、贵州周角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和贵州省食

品工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单位。

（三）起草组分工

贵州省食品工业协会标准技术委员会负责标准制定工作的组织、协

调，相关标准资料的查阅、收集。通过召开讨论会、电子邮件等方式，征

求行业专家及赤水产区相关企业对标准起草的意见和建议，并进行整理、

归纳和形成标准讨论稿、征求意见稿及送审（报批）稿等，并对征求到的

相关意见组织研讨采纳与否。

赤水丹青酒业有限公司、贵州贵粱酒业有限公司、贵州贵福酒业有限

责任公司、贵州巴蜀液酒业有限公司、贵州酣客君台酒业有限公司、赤水

市酒业行业协会、贵州周角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负责相关样品、

资料的提供，相关项目指标的验证工作，参与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的讨

论、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二、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赤水市发展酱香型白酒产业完全符合国家和贵州省相关产业发展规划

和产业政策，“赤水产区”的提出符合贵州省委省政府关于贵州省发展酱

酒产业的总体布局和规划，是积极响应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贵州在新

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 (国发 (2022)2号)等文件号召、打造

贵州省白酒高质量发展样本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赤水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赤水地区地处赤水河下游酱香白酒黄金产区核心区，享有赤水河流域

的水源、土壤和微生态环境，已成功种植了当地特有红樱子高梁，拥有酿

造生产优质酱香型白酒的原材料、区位和资源优势，已经能够生产出优质

的高温大曲和酱香型白酒，酱酒生产要素完备，产业发展基础优异。

“赤水酱香酒”团标的提出和制定，对促进赤水市酱香白酒生产企业

的管理水平，生产工艺技术的传统传承与创新统一，提升消费市场对高端

酱香型白酒的消费信心，满足对高端白酒礼仪文化的需求，都有着积极的

意义。

“赤水酱香酒”团标标准，在标准的内容涵盖方面既遵循传统、严谨

科学，有严格的标准和规范要求，又有别于非坚持传统大曲酱香白酒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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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在技术指标上，严于目前执行的GB/T 26760-2011酱香型白酒国

家标准。展现赤水产区酱香型白酒特点，提倡酱香型白酒坚持传统、传

承、品质第一的高质量发展思路。达到以科学、先进、高质量的标准，真

正使“赤水酱香酒”团标标准，成为“赤水酱香酒”生产企业的技术保障

和区别低劣酱香白酒的技术壁垒，引领赤水市酱香型白酒产业发展的目

的。

三、标准编制过程

“赤水酱香酒”团体标准的制定任务确定后，“赤水酱香酒”团体标

准起草小组主要收集了国内与酱香型白酒有关的各种标准及资料，其中国

家标准 2 个（《GB/T 26760 酱香型白酒》和《GB/T 10781.4-202X 征求

意见稿》）、地方标准 14 个、省级团体标准 22 个：

2023年2月，由赤水丹青酒业有限公司组织贵州贵粱酒业有限公司、贵

州贵福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巴蜀液酒业有限公司、贵州酣客君台酒业

有限公司、赤水市酒业行业协会、贵州周角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相关

单位召开座谈会，专题讨论制定“赤水酱香酒”团体标准建设工作，听取

各单位对制定“赤水酱香酒”的建议。同月并成立了“赤水酱香酒”团体

标准起草小组，着手编写“赤水酱香酒”团体标准。

2023 年 2 月 24 日，“赤水酱香酒”团体标准起草小组完成团体标准

草案稿的编写，由赤水市酒业行业协会组织生产企业和相关单位就团体标

准草案稿进行讨论修改，形成“赤水酱香酒”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

说明。

2023 年 3 月 2 日向贵州省食品工业协会提出团体标准“赤水酱香酒”

的制定立项申请。

我们采集了赤水产区相关企业的典型样品的理化指标，进行了数据验

证，要求相关企业提供各自产品感官评价指标和特点，以及标准的感官描

述建议，并参照相关标准的规定，结合“赤水酱香酒”独特工艺形成的特

殊品质和风格，设定了理化指标和感官指标要求，于 2023 年 3 月向有关

企业和专家进行了“赤水酱香酒”团体标准制定情况通报，征求有关生产

企业、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整理、归纳、研究和修改，

形成“征求意见稿”，在贵州省食品工业网进行了公开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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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和依据

（一）基本原则

1、认真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2、充分考虑使用要求，并兼顾全社会的综合效益。

3、不违反国家相关强制性标准，并与国家推荐性标准协调。

4、立足赤水、突出特色，具有科学性、先进性、适用性和可操作

性。结合赤水产区白酒产业实际，总结、继承和发扬酱香型白酒的品质优

势，促进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5、引导企业规范生产，促进赤水产区酱香型白酒的健康发展，增加

赤水市酱香型白酒的核心竞争力。

（二）标准依据

依据《食品安全法》，卫生指标符合 GB 2757，参考了GB/T 26760-

2011《酱香型白酒》和 GB/T 10781.4-202X 《白酒质量要求 第 4 部分：

酱香型白酒》（征求意见稿）以及收集到的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的内容，

按照《白酒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中对原辅料、生产工艺、感官、质量指标等

相关规定进行制定。本标准的格式按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中的原则要求进行编写。

五、主要章、条确定的原则

根据反馈意见，为突出本文件规定产品的特性，采纳各方意见将标准

名称定为《赤水酱香酒》。

（一）范围

依据产品特定的工艺、品质、口感等要求，界定了《赤水酱香酒》的

范围，以及“赤水酱香酒”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要求（含检验方

法）、检验规则和标识、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规定。

（二） 术语和定义

按照 GB/T 15109-2021《白酒工业术语》界定的规定，以及“赤水酱

香酒”特征，本标准特对“赤水酱香酒”定义为：“在贵州省遵义市赤水

市地理地域范围内生产，以高粱、小麦、水等为原料，以高温大曲等为糖

化发酵剂，经高温堆积、窖池发酵等传统固态法发酵、蒸馏、贮存、勾兑

而成的，未添加食用酒精及非白酒发酵产生的呈香呈味呈色物质具有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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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的白酒。”并参照国家标准对“高温堆积”、“高温大曲”等核心要

素进行了定义。

（三） 要求

参照《GB/T 26760 酱香型白酒》和《GB/T 10781.4-202X 征求意见

稿》的要求，《赤水酱香酒》团体标准要求:包括术语和定义、要求（含

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本标准对属于

国家强制要求的食品安全要求不再列出,直接引用执行相关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A、原辅料

针对《赤水酱香酒》的原料特别作了规定，使用高粱、小麦、水等为

原料。

高粱应符合GB/T 8231的规定；小麦应符合GB/T 1351的规定；水应符

合GB 5749的规定；其他辅料符合国家相关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

B、感官要求

根据产品特性，色泽和外观、香气、口味口感、风格和组织状态等进

行了描述，检验按GB/T 10345《白酒分析方法》的规定进行。感官要求应

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45%vol≤酒精度≤55%vol 的感官要求

项目 优级 一级 二级

色泽和外观 无色或微黄，清亮透明，无悬浮物，无沉淀，无杂质
a

香气

自然发酵产生的酱香复合香气突

出；果香、花香、青草香、烘焙香

等多种香气协调、平衡、舒适；曲

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

自然发酵产生的酱香香气明显；果

香、粮香、青草香、烘焙香等多种

香气协调；曲香明显。空杯留香久

自然发酵产生的酱香香气明显；果

香、粮香等多种香气协调；有曲

香。空杯留香

口味口感

入口酒体醇厚，圆润丰满，后味曲

香突出，回味悠长

入口酒体醇和，协调平衡，后味干

净，回味长

入口酒体柔和，协调较好，后味较

干净

风格 具有本品的典型风格 具有本品的典型风格 具有本品的典型风格

a
当酒的温度低于 10℃时，允许出现白色絮状沉淀物质或失光；10℃以上时应逐渐恢复正常。

C、理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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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酒精度（20℃）/（%vol）45～55(酒精度标签标示值与实测值

允许差为±1.0%vol。)

根据本产品的独特特性制定；检测按GB 5009.225《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酒中乙醇浓度的测定》的规定进行。赤水产区酱香型白酒多为高度酒，

暂不考虑低度酒。

2）、固形物/（g/L）≤0.70

检验按GB/T 10345《白酒分析方法》的规定进行。

3）、总酸（以乙酸计）/（g/L）[产品自生产日期≤一年执行的指标]

≥1.40

参照GB/T 10345《白酒分析方法》、GB 1245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等相关白酒国家标准，根据本产品的工艺、风格特性

制定。根据赤水产区相关企业提供的检测数据和GB/T 10781.4-202X 《白

酒质量要求 第4部分：酱香型白酒》（征求意见稿）的规定，本标准设定

总酸（以乙酸计）/（g/L）≥1.40（下限值）的规定，优级产品总酸（以

乙酸计）/（g/L）≥1.80（下限值）。总酸的检验按GB/T 10345《白酒分

析方法》的规定进行。

4）、总酯（以乙酸乙酯计）/（g/L）[产品自生产日期≤一年执行的

指标]≥2.00

参照GB/T 10345《白酒分析方法》等相关白酒国家标准和本产品的工

艺、风格特性制定。本标准根据赤水产区相关企业提供的检测数据和GB/T

10781.4-202X 《白酒质量要求 第4部分：酱香型白酒》（征求意见稿）

的规定和《赤水酱香酒》所采用的工艺形成的酯类物质特征，当在总酯

（以乙酸乙酯计）/（g/L）≥2.00（下限值）时，综合其他技术指标，

《赤水酱香酒》的“曲香浓郁、入口圆润丰满、落口醇厚、回味悠长”风

格奇偶凸显出来，优级产品总酯（以乙酸乙酯计）/（g/L）≥2.50（下限

值）。总酯的检测按GB/T 10345《白酒分析方法》的规定进行。

5）、己酸乙酯/（g/L）≤0.20

根据赤水产区相关企业提供的检测数据和GB/T 10781.4-202X 《白酒

质量要求 第4部分：酱香型白酒》（征求意见稿）的规定，赤水产区酱香

型白酒己酸乙酯数据都低于0.20，所以设定该值为己酸乙酯/（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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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己酸乙酯的检测按GB/T 10345《白酒分析方法》和GB/T 10781.4-

202X 《白酒质量要求 第4部分：酱香型白酒》（征求意见稿）的规定进

行。

6）、总酸+总酯/（g/L）[产品自生产日期＞一年执行的指标]≥3.50

根据赤水产区相关企业提供的检测数据和GB/T 10781.4-202X 《白酒

质量要求 第4部分：酱香型白酒》（征求意见稿）的规定，本标准的总酸

+总酯/（g/L）设定最低≥3.50，其中优级产品≥4.80，计算方法见本标

准中6.2.4。

7）、食品添加剂

不得添加食用酒精及非发酵酒产生的呈香呈味呈色物质，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

综上所述，理化要求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理化要求

项目 优级 一级 二级

酒精度
a
/％vol 45.0～55.0

总酸
b
/(g/L)（以乙酸计）

产品自生产日期≤一年执行的指标

≥1.80 ≥1.60 ≥1.40

总酯
b
/(g/L) （以 乙酸乙酯

计）

≥2.50 ≥2.20 ≥2.00

己酸乙酯/(g/L) ≤0.20

总酸+总酯
b
/（g/L） 产品自生产日期＞一年执行的指标 ≥4.80 ≥4.00 ≥3.50

固形物/(g/L) ≤0.70

a
酒精度实测值与标签示值允许差为±1.0%vol。

b
按 53.0%vol 酒精度折算。

六、审定意见处理结果

无。

七、标准实施建议

本标准的制定，对确保“赤水酱香酒”产品质量和市场推广，有着积

极的作用。建议标准一旦发布，在赤水产区相关企业进行宣贯培训并在行

业协会定期组织监督检查。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http://www.so.com/s?q=%E4%B9%99%E9%85%B8%E4%B9%99%E9%85%A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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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赤水酱香酒》团体标准起草小组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