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养型露酒（酱香型白酒酒基）》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关于〈营养型露酒（酱香

型白酒酒基）〉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中生协标委〔2023〕6 号），项目名称“营养型露酒

（酱香型白酒酒基）”，项目编制单位为北京都元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 

2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露酒是以黄酒、白酒为酒基，加入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或特定食品原辅料或

符合相关规定的物质，经浸提和(或)复蒸馏等工艺或直接加入从食品中提取的特定成分制

成的，具有特定风格的饮料酒。不同酒基中加入不同营养物质，将对露酒产品的风格特征

和营养成分产生极大的影响。近年来，酱香型白酒受到了广大消费者喜爱，以酱香型白酒

为酒基生产的营养型露酒产品也得到市场认可。 

对于露酒产品，虽然我国已经制定了露酒产品总体标准 GB/T 27588《露酒》，但该标

准只是对产品进行了总体要求，标准对采用酒基已经添加特定成分后产品理化特性指标要

求均没有做出要求。露酒细分产品标准的缺失给露酒的生产管理、市场监督和产品界定等

方面带来诸多困难，产业中存在着生产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造成行业频频陷入舆论危机。

为了提升产品质量，保证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的规范行业内企业的市场行为，保护消费

者和企业双方的利益，十分有必要在 GB/T 27588《露酒》基础上制定不同露酒产品标准。 

目前以蒜露酒、肽露酒和黄酮露酒等为代表的营养型露酒为代表的产品得到了国家高

度关注和支持，国内市场也不断扩大，但是没有相应的标准，为了保证产业健康发展和产

品质量，更好的规范行业内企业的市场行为，保护顾客和企业双方的利益，十分有必要制

定《营养型露酒（酱香型白酒酒基）》的团体标准。同时，本团体标准制定后，与已经制

定的露酒国家标准一起，能有效的完善露酒标准体系，促进露酒新产品标准的研制力度。 



3 主要工作过程 

（1） 起草（草案、论证）阶段： 

本标准在 2023 年 4 月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下达了《营养型露酒

（酱香型白酒酒基）》团体标准立项计划后，征集了起草成员单位，为组建标准起草工作

组做好准备，并进行了标准基本框架和具体技术内容的初步起草研究工作。 

2023 年 4 月，在北京召开了标准启动工作会议，确定了总体工作方案并制定了《营养

型露酒（酱香型白酒酒基）》团体标准具体的工作方案，初步明确标准修订的框架。 

2023 年 4 月-2023 年 6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开始对国内外标准及有关技术资料进行检

索整理，并对生产企业征求了修订标准的意见，对标准的框架结构、适用范围、主要技术

指标进行了研究，并进行了主要技术指标样品收集和验证工作。标准起草工作组根据多次

内部研讨意见，起草形成了《营养型露酒（酱香型白酒酒基）》团体标（工作组讨论稿）

和编制说明，之后在征集起草单位意见基础上，决议形成《营养型露酒（酱香型白酒酒基）》

团体标（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4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本标准由北京都元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都元生物科学研究院、贵州仁怀都元

酒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 

主要成员：XXX、XXX。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编制原则 

1.1标准文本结构制定原则 

按照 GB/T1.1《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相关要

求和内容。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编制原则 

1.1标准文本结构制定原则 

按照 GB/T1.1《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相关要



求和内容。 

1.2参考国内标准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10344 预包装饮料酒标签通则 

GB/T 10346 白酒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GB/T 15308 葡萄酒、果酒通用分析方法 

GB/T 22492 大豆肽粉 

GB/T 26760 酱香型白酒 

GB/T 27588 露酒 

GB/T 17204-2021 饮料酒术语和分类 

NY/T 1791 大蒜等级规格 

NY/T 2643 大蒜及制品中蒜素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SN/T 4592 出口食品中总黄酮的测定 

2 标准主要内容 

2.1标准主要内容及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营养型（酱香型白酒酒基）的分类、原辅料要求、技术要求、生产加工

过程、检验规则以及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界定了相

关的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适用于蒜露酒、肽露酒、黄酮露酒等营养型（酱香型白酒酒基）的生产、检验

和销售，其他营养型（酱香型白酒酒基）的生产、检验和销售可参照使用。 

2.2 标准主要内容及依据 

（1） 术语与定义 

本文件根据 GB/T 17204-2021 饮料酒术语和分类给出了露酒和的酱香型白酒定义，并

在此基础上规定了营养型露酒（酱香型白酒酒基）的定义，“以酱香型白酒为酒基，加入

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或特定食品原辅料或符合相关规定的营养物质，经浸提和(或)

复蒸馏等工艺或直接加入从食品中提取的特定成分制成的，具有特定风格的饮料酒”。同

时，规定了蒜露酒、肽露酒和黄酮露酒的定义。 



（2） 分类 

考虑到对于加入不同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或特定食品原辅料或符合相关规

定的营养物质的营养型露酒（酱香型白酒酒基）产品在感官要求和理化指标中均存在不用

要求，因此本标准按加入不同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或特定食品原辅料或符合相关

规定的营养物质可以分为： 

 蒜露酒； 

 肽露酒； 

 黄酮露酒。 

（3） 原辅料要求 

由于本标准营养型露酒是以酱香型白酒为酒基，因此在原辅料要求中首先规定了酱香

型白酒应符合 GB/T 26760 的规定。 

同时，对于大蒜原来要求，规定了大蒜应符合 NY/T 1791 的规定，宜采用符合 NY/T 

1791 中特级等级要求的大蒜。 

（4） 感官要求 

本标准对于蒜露酒、肽露酒和黄酮露酒，分别对外观、色泽、香气、滋味和杂质方面

进行了规定。 

表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蒜露酒 肽露酒 黄酮露酒 

外观 清亮透明，无沉淀及悬浮物
a
 清亮透明,无沉淀及悬浮物

a
 清亮透明,无沉淀及悬浮物

a
 

色泽 呈黄色，色泽均匀一致 微黄晶亮透明酒液微黄、晶莹清澈、

透光度好，均匀一致 

微黄晶亮透明酒液微黄、晶莹清澈、

透光度好，均匀一致 

香气 

具有大蒜和酱香型白酒特有的香

味，诸香和谐 

酱香突出，陈味舒适柔和，复合香

优美、幽雅，回香悠长，空杯留香

持久 

酱香突出，陈味舒适柔和，复合香

优美、幽雅，回香悠长，空杯留香

持久 

滋味 

醇和，舒顺谐调，酒体完整 具醇和,舒顺谐调,酒体完整醇厚丰

满，细腻协调，尾净爽口，回味悠

长 

具醇和,舒顺谐调,酒体完整醇厚丰

满，细腻协调，尾净爽口，回味悠

长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a
对贮存 6 个月以上的露酒允许有少量沉淀。 

（5） 理化要求 

露酒是以黄酒、白酒为酒基，加入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或特定食品原辅料或

符合相关规定的物质，经浸提和(或)复蒸馏等工艺或直接加入从食品中提取的特定成分制



成的，具有特定风格的饮料酒。不同酒基中加入不同营养物质，将对露酒产品的风格特征

和营养成分产生极大的影响。近年来，酱香型白酒受到了广大消费者喜爱，以酱香型白酒

为酒基生产的营养型露酒产品也得到市场认可。本标准中对 3 种营养型露酒（酱香型白酒

酒基）产品在理化指标中除了规定应符合 GB/T 27588 基本要求外，还分别提出了代表营

养型露酒特征营养成分的指标。 

大蒜属于天门冬目石蒜科葱属，是最常见的食药两用植物之一。鳞茎部分主要含有 65%

的水、28%的碳水化合物、2.3%的有机硫化物、2%的蛋白质、1.2%的游离氨基酸和 1.5%的

纤维。大蒜中富含糖类、氨基酸、维生素、多肽、活性酶类、含硫化合物、脂类化合物、

无机盐等营养元素。大蒜以直接生食为最多，营养价值最高，生理功效明显，具有抗菌、

抗心血管疾病、降血压、抗高血脂和动脉硬化、增强纤维蛋白溶解活性、抗病毒等作用。

其不仅是一种优良的保健食品，而且是一种具有广泛用途的天然药品。 

大蒜素是大蒜主要功能成分之一，为一种植物杀菌素。大蒜素化学名为二烯丙基三硫

化物，是从蒜的球形鳞茎中提取的挥发性油状物，不仅杀菌力强、抗菌谱广，而且具有抗

肿瘤、降胆固醇、抗血小板聚集、护肝、预防心血管疾病和降血压等生理学作用。蒜露酒

利用了大蒜果肉含氮物质丰富，酒精浸提作用可使部分蛋白质变性沉淀，消除了蛋白质过

多的不利影响，且不影响酒的风味。该酒的特点是无蒜之异臭味，存蒜之清香，抗菌之功

效。饮用该酒能补充体力，消除疲劳，增强机体耐久力，既能增进食欲，又能使人入睡安

稳，还能美容美颜，可明显地提高机体抗病能力。大蒜露酒具有很好的生理功效，主要原

因在于其中含有丰富的大蒜素，因此，本标准中蒜露酒选择大蒜素含量作为蒜露酒的特征

营养指标。 

低聚肽是特殊的蛋白质片段，由 2 到 20 个氨基酸组成，可通过自然或人工蛋白水解等

方式释放出来，具有营养价值或参与生理活动促进健康的价值，可作为营养制剂以及药物

制剂。与大分子蛋白质相比，小分子肤有快速吸收、迅速到达血液循环系统同时 100%得

到利用等优点。食源性低聚肽来源于食用蛋白(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而食源性蛋白质的

资源非常丰富。目前，兼具营养与生物活性的食源性低聚肽不断被发现并广泛应用于功能

性食品、医药、农牧业等等多个方面。因此，本标准中肽露酒选择肽含量作为肽露酒的特



征营养指标。 

黄酮类化合物是一类广泛分布于自然界且具有多种生物活性的天然多酚类化合物，是

植物的次级代谢产物，大多呈黄色或淡黄色。黄酮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于植物、蔬菜和水果

中，它们在饮食中的主要来源是洋葱、苹果、菠菜、花椰菜、西兰花、胡萝卜、李子、杏

子、葡萄、各种浆果、茶饮料和红酒。流行病学研究表明，食用富含类黄酮的食品和饮料

与多种疾病(包括某些癌症、心血管疾病和氧化应激相关疾病)风险的降低密切相关。不同

种类的植物和食品中含有不同种类的黄酮类化合物，常见的黄酮类化合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黄酮类，包括芹菜素、黄芩素、木犀草素。主要来源于欧芹、芹菜和洋甘菊茶;②黄酮醇

类，包括山茶酚、榭皮素、芦丁、杨梅素，主要来源于洋葱、西兰花、茶和各种水果;③黄

烷酮类，包括橙皮素、袖皮苷。主要来源于柑橘类水果;④黄烷醇类，包括表儿茶素、没食

子类儿茶素，主要来源于可可、苹果、葡萄、红酒和茶;⑤花青素类，包括天竺葵素、矢车

菊素，主要来源于浆果和红酒;⑥异黄酮类，包括大豆素、染料木素，主要来源于大豆。 

葛根素是一种异黄酮类化合物，主要从豆科植物野葛或甘葛藤的块根中提取。研究报

道，葛根素具有降血脂、血糖、血压，清除自由基、抗氧化、抗肿瘤、提高免疫力、抗骨

质疏松等多方面的作用。目前也证实了，葛根素可以通过抑制炎症反应、抑制氧化应答反

应、促进细胞增殖等机制，对各种原因引发的肝脏疾病有较好的保护及治疗作用。因此，

本标准中黄酮露酒选择总黄酮含量和葛根素作为黄酮露酒的特征营养指标。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1）大蒜素含量 

本标准研制中对不同批次蒜露酒产品大蒜素含量委托嘉兴市食品药品与产品质量检

验检测院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如下： 

序号 样品批次 检测项目 检测数据 检测方法 

1 2022.09.13 大蒜素含量 34.07mg/L NY/T 2643-2014 

2 新生产 大蒜素含量 14.31mg/L NY/T 2643-2014 

大蒜酒中大蒜素的测定方法参照 NY/T 2643-2014《大蒜及制品中蒜素的测定 高效液

相色谱法》。由于大蒜酒中大蒜素含量较低，为保证方法适用性，将“7.1 试样处理”改为



“量取大蒜酒样品适量，经 0.45μm 滤膜过滤，得到待测液，供高效液相色谱测定。” 

此外，为了验证检测方法的精密度，本标准研制中对黄酮露酒葛根素含量检测精密度

委托嘉兴市食品药品与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中连续 6 次进样，RDS：

1.032%，方法精密较高。 

（2）肽含量 

本标准研制中分别对肽露酒产品按 GB/T 22492 规定的方法委托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

进行了肽含量检测，检测数据如下：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数据 检测方法 

1 肽含量 0.32 g/100g GB/T 22492-2008（附录 B） 

2 肽含量 0.28 g/100g GB/T 22492-2008（附录 B） 

（3）葛根素含量 

本标准研制中对葛根素含量委托江南大学分析测试中心进行了检测，检测数据为

86.7mg/L。 

同时，为了验证黄酮露酒中葛根素含量随着存储时间变化情况，本标准研制中对不同

存储时间黄酮露酒葛根素含量委托嘉兴市食品药品与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进行了检测，检

测结果如下： 

序号 样品批次 检测项目 检测数据 相对相差 检测结果 

1 20220812 葛根素含量 125.58 mg/L 
1.25% 126.37 mg/L 

2 20220812 葛根素含量 127.16 mg/L 

3 新生产 葛根素含量 137.11 mg/L 
3.14% 134.99 mg/L 

4 新生产 葛根素含量 132.87 mg/L 

从检测数据看出，黄酮露酒葛根素含量随着不同存储时间产生一定的变化，但变化幅

度不大。 

此外，为了验证检测方法的精密度，本标准研制中对黄酮露酒葛根素含量检测精密度

委托嘉兴市食品药品与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如下： 

序号 样品批次 检测项目 检测数据 RSD 



1 20220812 葛根素含量 125.58 mg/L 

0.784% 

2 20220812 葛根素含量 127.03 mg/L 

3 20220812 葛根素含量 127.62mg/L 

4 20220812 葛根素含量 125.85 mg/L 

5 20220812 葛根素含量 127.75 mg/L 

6 20220812 葛根素含量 125.72 mg/L 

取同一样品连续进样 6 针 

从验证数据看出，对黄酮露酒葛根素含量检测方法精密度较高。 

（4）总黄酮含量 

同时，为了验证黄酮露酒中总黄酮含量随着存储时间变化情况，本标准研制中对不同

存储时间黄酮露酒总黄酮含量委托嘉兴市食品药品与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进行了检测，检

测结果如下： 

序号 样品批次 检测项目 检测数据 检测方法 

1 20220812 总黄酮含量 55.90mg/L SN/T 4592-2016 

2 新生产 总黄酮含量 64.10mg/L SN/T 4592-2016 

酮酱酒中总黄酮的测定方法参照 SN/T 4592-2016《出口食品中总黄酮的测定》。由于

酮酱酒中总黄酮含量较低，为保证方法适用性，故将标准“7.2 标准曲线的绘制”部分中“精

密吸取芦丁标准品工作溶液 1ml，2ml，3ml，4ml，5ml”改为“精密吸取芦丁标准品工作

溶液 0.5ml，1ml，2ml，4ml，5ml”。经验证，该浓度范围的标准曲线的线性相关系数符合

要求。 

同时将样品前处理方法改为“量取酮酱酒样品 50ml，滤纸过滤后，精密吸取 10.0ml，

至于 50ml 容量瓶中，按 7.2 方法进行操作”。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露酒是以黄酒、白酒为酒基，加入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或特定食品原辅料或

符合相关规定的物质，经浸提和(或)复蒸馏等工艺或直接加入从食品中提取的特定成分制

成的，具有特定风格的饮料酒。不同酒基中加入不同营养物质，将对露酒产品的风格特征

和营养成分产生极大的影响。近年来，酱香型白酒受到了广大消费者喜爱，以酱香型白酒

为酒基生产的营养型露酒产品也得到市场认可。 

对于露酒产品，虽然我国已经制定了露酒产品总体标准 GB/T 27588《露酒》，但该标

准只是对产品进行了总体要求，标准对采用酒基已经添加特定成分后产品理化特性指标要

求均没有做出要求。露酒细分产品标准的缺失给露酒的生产管理、市场监督和产品界定等

方面带来诸多困难，产业中存在着生产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造成行业频频陷入舆论危机。

为了提升产品质量，保证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的规范行业内企业的市场行为，保护消费

者和企业双方的利益，十分有必要在 GB/T 27588《露酒》基础上制定不同露酒产品标准。 

目前以蒜露酒、肽露酒和黄酮露酒等为代表的营养型露酒为代表的产品得到了国家高

度关注和支持，国内市场也不断扩大，但是没有相应的标准，为了保证产业健康发展和产

品质量，更好的规范行业内企业的市场行为，保护顾客和企业双方的利益，十分有必要制

定《营养型露酒（酱香型白酒酒基）》的团体标准。同时，本团体标准制定后，与已经制

定的露酒国家标准一起，能有效的完善露酒标准体系，促进露酒新产品标准的研制力度。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

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可以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后立刻实施。 

为使标准能更好的发挥技术指导作用，更好地服务经济建设，推动营养型露酒可持续

健康发展，要求：一是做好《营养型露酒（酱香型白酒酒基）》标准的宣贯工作。二是对

《营养型露酒（酱香型白酒酒基）》标准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及时发现标准执行中的

问题，不断修改完善，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实用性。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不涉及对现行标准的废止。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