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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叁肆伍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编制说明

一、标准编制任务来源及简要起草过程

（一） 任务来源

由贵州叁肆伍酒业有限公司提出，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归口，联合中国食品发

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贵州云廷酒业有限公司、贵州百年金典酒庄有限公司等共同组织

成立了《叁肆伍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团体标准起草小组，通过制定叁肆伍醇甜大曲酱香

型白酒的团体标准，用以规范叁肆伍醇甜大曲酱酒产品的品质，提高企业的创新性，为酱

酒市场有序、规范化、标准化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二） 起草单位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贵州叁肆伍酒业有限公司、贵州云廷酒业有限公

司、贵州百年金典酒庄有限公司等。

（三） 目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消费者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白酒高品质、个性化的需求持续增加。

用科技为传统产品赋能，除了全面升级酿造技术，创新研发产品同样是白酒企业提质增效，

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酱香型白酒生产周期最长、发酵工艺最复杂、参与发酵的微生物最

多，因此风味成分组成最为复杂。酱香型白酒酿制过程中，三、四、五轮次出酒率高，酒

的品质佳，因此在生产实践中，三、四、五轮次醇甜酒的品质直接影响产品品质。当前并

无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的生产和评判标准，致使以醇甜酒为主体的产品质量不稳定、不统

一，造成原料以及人工的浪费，不利于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在市场的推广以及白酒行业、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标准在于填补此项空白，规范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生产及质量管控，保障基酒质量

安全、稳定产品质量，同时为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等新产品的研发、标准制定、产品分类、

检验规则等提供参考和依据，满足社会对于高品质白酒，特别是高品质酱酒的消费需求，

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为醇甜大曲酱酒产业建设及提质升级提供标准引领和支撑。

（四） 简要起草过程

2024 年 7 月，贵州省特色食品产业促进会批准《叁肆伍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团体标

准立项计划，贵州叁肆伍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作为项目发起单位，牵头负责《叁肆伍醇甜大

曲酱香型白酒》标准起草工作。

自 2024 年 7 月起，工作组于贵州叁肆伍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座谈交流，确立标准

名称、范围和主要框架，对于原料、大曲以及酿造工艺、贮存工艺、勾调工艺等关键工艺

过程进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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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7 月至 8月，工作组搜集国内外关于叁肆伍醇甜白酒、酱香型白酒等相关产品

文献资料和相关的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等。

2024 年 8 月对于大量叁肆伍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样品分别进行感官、理化、风味等进

行检验分析。

2024 年 8 月，根据会议研讨、资料查找、企业调研及检测数据分析，确立叁肆伍醇甜

大曲酱香型白酒标准的主要技术要求，形成标准讨论稿，在此基础上，经工作组进一步讨

论，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修订标准时，应增列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一) 标准编制原则

1. 规范性。本标准以国家、行业现有的标准为制定基础，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

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来进行本标准的制定工作，主要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

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20001.10-2014《标准编写规则

第 10部分：产品标准》、GB/T 20004.1-2016《团体标准化 第 1部分：良好行为指南》、

GB/T 20004.2-2018《团体标准化 第 2部分：良好行为评价指南》和《团体标准管理规定》

的规定编写内容。

2. 准确性。标准所规定的条款力求明确而无歧义。

3. 统一性。标准结构、文体和术语力求统一。

4. 协调和适用性。充分结合现有法律法规、基础标准的有关条款，达到标准间的相互

协调一致，标准内容结合产区产业发展实际，易于实施，适用于大曲酱香型白酒的生产、

检验、销售和质量控制等。

5. 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原则。本标准中的评价指标体系简易可行，大部分指标均已在各

类型白酒产品生产检验过程中得到实施，对于酱香型白酒（产品）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二)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1. 标准名称及范围

根据标准制定内容，本标准名称确定为《叁肆伍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

本标准规定了叁肆伍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术语和定义、要求、分析方法、检验规则和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叁肆伍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的生产、检验与销售。

2. 术语和定义

叁肆伍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 Three four five chuntian daqu jiangxiangxing baijiu

以粮谷为原料，采用高温大曲等为糖化发酵剂，经固态发酵、固态蒸馏、陈酿、勾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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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的，使三、四、五轮次酒比例大于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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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本品醇甜特征风格的酱香型白酒。

其中，固态发酵工艺是指：小麦经润湿、磨碎后进行高温制曲。以高粱为原料，经润

料、蒸煮、摊凉，高温堆积，高温发酵，高温摘酒，高温陈酿，精心勾调，长期贮存，检

验、包装出厂。

3. 要求

从感官、理化、真实性、食品安全及生产过程控制方面提出要求。

3.1 感官要求

本标准对叁肆伍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感官要求进行描述限定。

表 1 叁肆伍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感官要求

项 目 特 级 优 级 检验方法

色泽和

外观
无色（或微黄）透明，无浑浊，无悬浮物，无沉淀物 a

GB/T 10345

香 气

酱香复合香气突出，果香、花香、焙烤香等

多种香气舒适，且有愉悦的特殊香，曲香浓

郁，香气全面、协调

酱香复合香气较突出，有果香、

花香、焙烤香等多种香气，曲香

明显，香气较全面、协调

口味和

口感

酒体醇厚、绵甜，诸味协调，醇甜突出，回

味长

酒体较醇厚、绵甜，诸味谐调，

醇甜较突出，后味较长

风 格 具本品典型风格 具本品明显风格

评分范

围
≥93.0 ≥88.0，＜93.0

a当酒的温度低于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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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感官特征分为色泽和外观、香气、口味和口感、风格这四项，分

别对特级、优级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进行描述限定，就色泽和外观而言：特级和优级均设

定为“无色或微黄，清亮透明，无悬浮物，无沉淀”；就香气而言，特级设定为“酱香复

合香气突出，果香、花香、焙烤香等多种香气舒适，且有愉悦的特殊香，曲香浓郁，香气

全面、协调”、优级设定为“酱香复合香气较突出，有果香、花香、焙烤香等多种香气，

曲香明显，香气较全面、协调”；就口味和口感而言，特级设定为“酒体醇厚、绵甜，诸

味协调，醇甜突出，回味长”、优级设定为“酒体较醇厚、绵甜，诸味谐调，醇甜较突出，

后味较长”；就风格而言，特级设定为“具有本品典型风格”、优级设定为“具有本品明

显风格”。并对色泽和外观补充备注“当酒的温度低于 10℃时，允许出现白色絮状沉淀物

或失光。10℃以上应逐渐恢复正常”。

3.2 理化指标

本标准在对叁肆伍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成品酒及各轮次基酒、调味酒进行取样分析后，

制定了关于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理化指标中酒精度、总酸、总酯、固形物、己酸乙酯、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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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乙酯和乳酸乙酯的含量。

从附表 1可看出，收集用于勾调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的各轮次酱香型基酒、不同比例

轮次基酒、调味酒共计 57个样本数，酒精度在 52.6-56.4 %vol，总酸含量 2.20-3.96 g/L，

总酯含量 3.12-6.16 g/L，可以得到，勾调醇甜大曲酱香白酒的基酒、调味酒，总酸含量、

总酯含量均高于 GB/T 10781.4《白酒质量要求 第 4部分：酱香型白酒》中规定的优级酒

标准“总酸≥1.50 g/L，总酯≥2.50 g/L”。

对三款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进行理化指标的检测，结果如附表 2所示。总酸、总酯作

为白酒尤其是酱香型白酒常规理化指标，分别对三款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成品酒分析发现，

总酸含量 2.75-3.21 g/L，总酯含量 3.61-4.62 g/L，均满足 GB/T 10781.4《白酒质量要求 第

4部分：酱香型白酒》中规定的优级酒标准“总酸≥1.50 g/L，总酯≥2.50 g/L”的要求，

在此基础上将标准提高至特级酒标准“总酸≥1.80 g/L，总酯≥2.60 g/L”、优级酒标准“总

酸≥1.60 g/L，总酯≥2.50 g/L”。酒精度、固形物、己酸乙酯含量，均符合 GB/T 10781.4

《白酒质量要求 第 4部分：酱香型白酒》中对优级酒的规定，在此基础上，制定标准为

“酒精度 53.5±1.0 %voL，固形物≤0.70 g/L，己酸乙酯含量≤0.20 g/L”。

附表 3中，可以看出各轮次基酒以及调味酒中风味物质的含量，其中乙酸乙酯、乳酸

乙酯含量显著性高于其他风味物质，这两种物质对白酒风味有较大贡献，因此增加了关于

乙酸乙酯和乳酸乙酯含量的限定：“乙酸乙酯≥1.50 g/L，乳酸乙酯≥1.00 g/L”，对产品

品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最终形成如表 2所示理化要求。

表 2 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理化要求

项 目 特 级 优 级 检验方法

酒精度（20℃）/ %voL 53.5±1.0 GB 5009.225

固形物/（g/L）≤ 0.70 GB /T 10345

总酸（以乙酸计）/（g/L）≥

产品自生产日期小于或等于

一年执行的指标

1.80 1.60 GB 12456

总酯（以乙酸乙酯计）/（g/L）

≥
2.60 2.50

GB /T 10345

己酸乙酯/（g/L）≤ 0.20

酸酯总量/（mmol/L）≥
产品自生产日期大于一年执

行的指标
60.0

乙酸乙酯/（g/L）≥ 1.50

乳酸乙酯/（g/L）≥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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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净含量

应按《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执行。

4. 实验方法

4.1 感官检验

依据 GB/T 10345执行。

4.2 理化检验

酒精度测定按照 GB 5009.225规定执行；总酸按 GB 12456描述的方法进行；总酯、

乙酸乙酯、己酸乙酯、乳酸乙酯、固形物、酸酯总量均按 GB/T 10345执行。

4.3 净含量检验

净含量检验应按 JJF 1070规定的方法执行。

5. 检验规则和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

5.1 检验规则和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应按 GB/T 10346执行。

5.2 标签应按 GB 7718和 GB 2757执行。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和预期经济效果

本标准对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的术语和定义、感官要求和理化要求等继续梳理和规范，

形成标准化的产品质量判定规则，对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感官及理化品质做出规范，以期

在行业范围内形成具有统一性、规范性的标准，指导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生产及质量管控，

既满足了社会对于高品质、个性化白酒的消费需求，也能够促进白酒产业可持续发展。

酱酒在市场上的热度居高不下，庞大的利益，再加上没有相应标准规范，酱酒新产品

的质量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这十分不利于白酒行业的发展。本标准规范醇甜大曲酱香型

白酒生产及质量管控，保障基酒质量安全、稳定产品质量，同时为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等

新产品的研发、标准制定、产品分类、检验规则等提供参考和依据，满足社会对于高品质、

个性化白酒的消费需求，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为醇甜酱酒产业建设及提质升级提供标准

引领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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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蒸馏酒角度来看，国外的白兰地、威士忌、朗姆酒、伏特加、金酒、龙舌兰等多

以水果、大麦、甘蔗等为原料酿造而成，或者以果汁等调制基酒得到，目前并无醇甜大曲

酱香型白酒的研究和生产。

现行有效的白酒相关标准近 500项，对各种香型白酒质量进行要求，如 GB/T 10781.1

《白酒质量要求 第 1部分：浓香型白酒》、10781.2《白酒质量要求 第 2部分：清香型白

酒》、GB/T 10781.4《白酒质量要求 第 4部分：酱香型白酒》10781.8《白酒质量要求 第



7

8部分：浓酱兼香型白酒》、10781.9《白酒质量要求 第 9部分：芝麻香型白酒》、10781.11

《白酒质量要求 第 11部分：馥郁香型白酒》等。其中，针对酱酒制定的标准比例较高，

详细地对原辅料和生产控制进行规范，如 DB 52/T 873、867、869、870、868、866、876、

874、875、879 等酱酒生产原辅料和规范类标准；对不同风格酱酒进行规范，如 T/CBJ

2107-2020《清雅酱香型白酒》、T/GZSX 083-2021 《醇柔酱香型白酒》、T/AHFIA 063-2022

《小石窖酱香型白酒》、T/AHFIA 120-2023 《徽派酱香型白酒》、T/CSPF 0001-2023 《清

柔酱香型白酒》、T/CNFIA 169-2023 《绵柔酱香型白酒》、T/THSX 010-2023 《淡雅酱

香型白酒》等。但关于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的感官及理化性质的质量标准、生产技术规范

等目前仍是空白，这导致产品标准不明、质量参差不齐，现有的标准虽然对酱香型白酒相

关指标进行了全面描述，但针对性不强，对新风格产品的独特的指标无法准确囊括，所以

亟需专门标准来限定醇甜大曲酱酒品质，本标准《叁肆伍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应运而生。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编制按照 GB/T 1.1、GB/T 20001.10、GB/T 20001.7、GB/T 20001.5等标准要

求进行编写，标准技术内容体现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标准中涉及的安全、质量等重

要指标均执行现行有效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相

协调，没有矛盾。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团体标准发布，并在贵州叁肆伍酒业有限公司加以推广应用。

八、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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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在贵州叁肆伍酒业有限公司进行推广实施，对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进行全方位

的规范，推动酱酒市场高质量发展，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个性化酱酒的需求，促进白酒

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九、废止或替代现行有关标准文件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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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1 轮次酒、调味酒理化指标

样品号 样品名称
酒精度

（20℃，%vol）

总酸

（g/L）

总酯

（g/L）

1 一轮次酒 56.4 3.96 6.16
2 一轮次酒缺失 53.2 3.19 4.54
3 一轮次酒2.5% 53.3 3.22 4.65
4 一轮次酒5% 53.3 3.22 4.61
5 一轮次酒10% 53.4 3.22 4.76
6 一轮次酒20% 53.8 3.34 4.87
7 二轮次酒 54.7 3.79 5.51
8 二轮次酒缺失 53.5 3.22 4.61
9 二轮次酒5% 53.5 3.22 4.65
10 二轮次酒10% 53.6 3.24 4.65
11 二轮次酒15% 53.7 3.27 4.69
12 二轮次酒30% 53.8 3.39 4.83
13 三轮次酒 53.5 3.24 4.61
14 三轮次酒缺失 53.6 3.24 4.83
15 三轮次酒5% 53.6 3.29 4.72
16 三轮次酒15% 53.6 3.29 4.79
17 三轮次酒25% 53.6 3.29 4.76
18 三轮次酒50% 53.5 3.24 4.65
19 四轮次酒 53.3 3.22 4.58
20 四轮次酒缺失 53.7 3.32 4.87
21 四轮次酒5% 53.4 3.29 4.79
22 四轮次酒10% 53.7 3.29 4.85
23 四轮次酒20% 53.6 3.29 4.83
24 四轮次酒40% 53.6 3.27 4.83
25 五轮次酒 53.4 3.24 4.65
26 五轮次酒缺失 53.7 3.32 4.83
27 五轮次酒5% 53.7 3.32 4.79
28 五轮次酒15% 53.7 3.27 4.79
29 五轮次酒20% 53.7 3.29 4.79
30 五轮次酒40% 53.6 3.29 4.79
31 三四五轮次酒 53.5 3.19 4.43
32 三四五轮次酒缺失 54.4 3.39 5.05
33 三四五轮次酒30% 53.9 3.34 4.90
34 三四五轮次酒60% 53.7 3.29 4.72
35 三四五轮次酒70% 53.6 3.27 4.69
36 三四五轮次酒80% 53.5 3.22 4.65
37 三四五轮次酒90% 53.5 3.24 4.58
38 六轮次酒 51.4 3.34 4.83
39 六轮次酒缺失 53.8 3.27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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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六轮次酒5% 53.7 3.27 4.72
41 六轮次酒10% 53.6 3.19 4.58
42 六轮次酒20% 53.3 3.12 4.43
43 六轮次酒30% 53.1 2.60 3.89
44 七轮次酒 52.5 3.32 4.79
45 七轮次酒缺失 53.7 3.27 4.72
46 七轮次酒5% 53.6 3.27 4.76
47 七轮次酒10% 53.5 3.19 4.69
48 七轮次酒20% 53.3 3.09 4.54
49 七轮次酒30% 53.3 2.60 4.04
50 调味酒1 53.5 3.35 4.67
51 调味酒2 53.7 3.37 4.67
52 调味酒3 52.8 3.02 4.06
53 调味酒4 52.6 2.80 3.77
54 调味酒5 53.5 3.87 5.46
55 调味酒6 52.8 2.62 3.52
56 调味酒7 53.5 2.20 3.12
57 调味酒8 52.8 2.95 3.84

附表2 醇甜大曲酱香型白酒理化指标

样品号 样品名称
酒精度

（20℃，%vol）
固形物（g/L）

总酸

（g/L）

总酯

（g/L）

己酸乙酯

(g/L)

1 L1 53.4 0.14 2.75 3.61 0.01
2 L2 53.2 0.11 2.66 3.38 0.01
3 L3 52.8 0.09 3.21 4.62 0.01

附表3 各轮次基酒、调味酒风味化合物含量（mg/L）

序号 样品名称 一轮次 二轮次
三四五

轮次
六轮次 七轮次 单存 酱香 窖底

1 乙醛 336.22 451.91 57.10 465.13 562.25 553.37 552.91 477.80
2 丙醛 23.46 13.32 0.00 10.25 5.21 13.96 8.29 8.32
3 异丁醛 0.00 7.06 0.00 22.23 36.54 9.59 9.56 11.71
4 甲酸乙酯 20.12 35.08 7.31 70.66 113.87 33.23 34.93 54.95
5 丙酮 0.00 5.87 0.00 7.67 0.00 6.24 5.41 5.12
6 乙酸乙酯 4784.52 3535.97 29.51 1988.84 2448.08 2567.20 2467.48 2518.13
7 乙缩醛 12.24 10.56 0.00 6.20 5.56 13.61 14.09 11.83
8 甲醇 206.89 208.09 108.63 271.93 382.73 158.05 185.21 240.85
9 异戊醛 11.88 5.22 0.00 43.45 73.12 21.38 18.60 29.52
10 丁酸乙酯 47.56 32.25 0.00 33.45 40.16 15.96 28.70 615.86
11 仲丁醇 352.60 60.07 62.39 82.29 69.99 93.03 107.29 119.06
12 正丙醇 19395.75 3206.64 1587.83 2111.63 1697.09 2535.23 2702.28 2138.40
13 异戊酸乙酯 0.00 1.57 0.00 7.33 0.00 6.19 5.31 22.44
14 异丁醇 206.69 144.44 76.16 132.39 201.65 137.72 141.39 15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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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样品名称 一轮次 二轮次
三四五

轮次
六轮次 七轮次 单存 酱香 窖底

15 乙酸异戊酯 8.0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8.32
16 戊酸乙酯 18.3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78.02
17 正丁醇 88.16 104.09 65.16 122.54 193.45 71.99 84.99 467.28
18 活性戊醇 97.90 71.15 37.90 74.86 116.06 65.52 66.07 73.63
19 异戊醇 304.16 212.39 126.42 262.58 437.82 193.14 200.68 254.67
20 己酸乙酯 0.00 0.00 0.00 11.79 14.71 6.59 5.09 464.57
21 正戊醇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7.32
22 3-羟基-2-丁酮 5.59 0.00 40.43 15.63 18.32 56.19 56.56 22.05
23 庚酸乙酯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63
24 乳酸乙酯 970.95 1870.69 2131.94 1713.90 1554.06 1907.78 2105.99 1670.31
25 正己醇 0.00 6.60 0.00 5.45 0.00 0.00 0.00 51.45
26 糠醛 24.80 90.54 159.55 223.13 299.67 190.90 207.31 239.65
27 四甲基吡嗪 0.00 0.00 0.00 0.00 5.73 0.00 0.00 0.00
28 苯甲醛 0.00 0.00 0.00 9.77 0.00 0.00 0.00 0.00
29 2,3-丁二醇(左消旋) 18.85 20.56 43.37 43.80 66.23 72.36 33.60 79.85
30 2,3-丁二醇(内消旋) 25.60 18.89 37.73 33.44 52.50 31.74 14.77 44.54
31 1,2丙二醇 61.96 108.97 122.77 76.86 93.43 125.00 42.96 125.49
32 β-苯乙醇 7.89 12.09 14.27 20.83 23.66 11.55 14.74 21.57
33 棕榈酸乙酯 10.41 24.91 8.24 23.51 0.00 16.69 0.00 18.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