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贵州茅台酒》
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贵州茅台酒》国家标准修订起草工作组

二〇二四年七月



—2—

《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贵州茅台酒》
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4 年第一批推荐

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4〕16 号），《地理标志

产品质量要求 贵州茅台酒》（计划编号：20240321-T-463）被列

入修订计划，项目周期 12 个月。本标准由全国知识管理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地理标志分技术委员会（TC554/SC1）归口，中国贵

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负责组织起草工作。

（二）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国家标准修订起草工作组

国家标准计划《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贵州茅台酒》于2024

年 3 月 25 日正式下达。根据标准修订工作计划，于 2024 年 4 月

由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组建了起草工作组，制定了标准

修订工作计划，并明确各起草单位的分工。

2.起草国家标准草案

标准起草组全面分析了国内外酒类及相关标准限量要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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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对当前贵州茅台酒数据进行系统梳理，为标准的修订

进行摸底调查；同时从自然、人文、传统、科技等几个方面总结

贵州茅台酒传统生产工艺特征，提炼形成更多的茅台酒地理标志

特色质量指标，形成了标准草案。

3、形成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

标准起草组于 2024 年 4月-7月期间先后召开了六次标准讨

论会，对贵州茅台酒的产地环境、原料及制曲、制酒、贮存、勾

兑的四大传统工法、产品特色质量指标等内容进行了讨论完善，

形成起草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原则和主要修订内容

（一）编制原则

1.质量引领，多方兼顾。践行集团“质量立企”战略规划，

坚定高质量发展信念；发挥各部门专业技能及外部专家作用，对

标国内外酒类及相关标准，结合国内外市场需求及战略定位，形

成多方协作的标准修订合力。

2.平稳推进，保障应用。全面掌握 GB/T 18356-2007 的应用

实施情况，充分考虑标准与历史数据、生产现状及检测能力的衔

接，有效保障标准与实际生产的协同配套。在新标准制定发布前，

确保原标准正常实施和发挥作用，不造成监管真空，不降低安全

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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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重科学，全面提升。深入提炼五维白酒品质表达体系，

尤其是将从产区、工法、感官特征与典型风格表达等方面体现贵

州茅台酒地理标志产品质量特色的指标纳入标准，确保贵州茅台

酒品质管控能力与修订后标准水平双提升。

4.标准编写格式符合 GB/T1.1-2020 的规定。

（二）主要修订内容

1、文件名称

文件名称修改为《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贵州茅台酒》，并

同步修改英文名称。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文件部分存在废止、替代、不适用情况。使用的

GB/T 10345《白酒分析方法》中总酸测定方法已被废止，由 GB

1245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代替，GB 5009.48

《蒸馏酒及配制酒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中乙醇浓度测定方法由

GB 5009.25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乙醇的测定》代替。标

准 GB/T 8231 的适用范围为食用高粱，非酿酒高粱。增加了定量

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JJF 1070《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

量检验规则》。

3、术语和定义

根据产品特征以及贵州茅台酒生产工艺特点，在原 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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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6-2007《地理标志产品 贵州茅台酒》标准中术语和定义的

基础上，将陈年贵州茅台酒从术语移入勾兑工法中，在勾兑工法

中对其基础酒酒龄等要求进行详细阐释；完善了贵州茅台酒、三

高三长、轮次、沙、典型体、勾兑、酒龄的定义；同时增加了工

法、高温大曲、母曲、曲坯、曲草、曲仓、翻仓、窖泥、三合土、

晾堂、砂石窖、醅、母糟、尾酒、打造、酒花、盘勾、基础酒等

术语和定义，体现贵州茅台酒传统工法特色。

4、产地范围

因历史地名变迁等原因，地理标志产品贵州茅台酒产地范围

内部分地名发生了变更，为确保地理标志保护工作的连续性和准

确性，依据新的地名信息对地理标志产品贵州茅台酒的产地范围

进行标识，并严格按照公告重新绘制产地范围图。制曲、制酒酿

造生产区域分布于海拔 420m-600m 产地范围内，东以环茅路至坛

茅公路到盐津河南端地段为界，往南延伸，东靠智动山、马福溪

主峰，更改后与原公告保护范围一致。

5、产地环境

本次标准修订从自然环境和的酿造微生态的角度，全面总结

了贵州茅台酒产区酿造环境的独特性，从气候温度、地貌土壤、

植被等提炼了贵州茅台酒酿造自然环境独有的特征。在茅台特有

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特有的酿造微生态环境，通过长期的酿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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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筛选、进化出独特的酿酒酵母等优势微生物菌群。

用于封闭窖口和制作窖底的紫红土，成分有利于茅台酒的酿

造，对近五年送检的紫红土检测数据进行统计，锌元素含量范围

为 65.3～266.2mg/kg，硒元素含量范围为 0.6～3.8mg/kg。

6、要求

（1）原料

原标准中关于贵州茅台酒所用高粱技术指标的规定应符合

GB/T 8231，但标准 GB/T 8231 的适用范围为食用高粱，非酿酒

高粱，因此取消 GB/T 8231 的有关描述。

红缨子高粱，属贵州省地方糯高粱品种，在贵州省仁怀市选

育而成，最适种植环境海拔在 400m-1200m 之间，砂性土壤，小

于 30°的浅坡、丘陵地带，适宜在仁怀及毗邻的播州区、汇川

区，习水县及金沙县等区域种植。

此外，该部分将水细化为水源水、生产用水两个部分，并做

出了不同的要求。水源水取自赤水河，符合 GB 3838 中地表水Ⅱ

类及以上的要求；生产用水由水源水经净化而成，符合 GB 5749

的要求。

（2）工法

贵州茅台酒的酿造工艺包括制曲、制酒、贮存、勾兑四大工

法，具有季节性生产、三高三长、精心勾兑等工艺特点。酿造过



—7—

程采用开放式固态发酵模式，需遵循时节自然规律，根据不同气

候，科学组织生产，合理安排全年各轮次作业时间，维护酿造微

生物生长代谢条件。生产过程应运用以老带新、以酒养糟、以酒

勾酒、以酒存酒等传统技艺，包括母曲、母糟、尾酒的使用及“连

锅汤”操作。本次修订将原“5.3传统工艺”更改为“6.2工艺要求”，

系统总结了贵州茅台酒生产制曲、制酒、贮存、勾兑四大工法，

增加了每个工法中所涉及的相关工艺装备、核心工艺要求，进一

步规范了贵州茅台酒的生产过程。

（4）感官要求

为兼顾标准的专业性与消费者易接受性，便于消费者直观地

了解贵州茅台酒产品本身的感官特性，起草组以 GB/T

33405-2016《白酒感官品评术语》国家标准中界定的感官描述词

为基础，结合茅台风味物质研究及感官特征分析结果，从专业鉴

定与消费者引导的角度完善茅台酒感官描述，形成使消费者通俗

易懂，更易感知的具体香气描述词。同时为使消费者直观理解贵

州茅台酒的香气特征，本次修订参考 GB/T 39625-2020 中建立感

官剖面的原则和方法，对贵州茅台酒典型样品的香气特征进行评

价和描述，绘制香气特征剖面图，同时增加注解，贵州茅台酒的

香气特征并不限于示例中所列术语。

目前市售产品已取消33%vol贵州茅台酒与38%vol贵州茅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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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故取消“5.4 感官要求”中关于 33%vol 贵州茅台酒与 38%vol

贵州茅台酒的相关要求，优化了 43%vol 贵州茅台酒感官要求。

在香气特征描述方面，根据感官评价结果形成了：酱香、曲

香、水果香、烟熏香、干植物香、青草香、甜香、酸香、焙烤香、

花香等香气描述词，不仅能充分反映不同种类贵州茅台酒的共性

特点，随其产生的感官剖面图也直观体现不同种类贵州茅台酒之

间香气特征的差异。感官特征及感官剖面图的增加不仅对原有感

官要求内容进行了补充，一方面反映了产品的真实特性，使消费

者更易理解，感知不同种类贵州茅台酒的独特风味，另一方面能

够便于市场监督管理。

（5）理化指标要求

酯类、醇类和有机酸类是白酒中重要的呈香呈味物质。在自

然条件下，有机酸和醇类、酯类之间会发生可逆的转化反应，在

一定时间内，有利于产品质量风格趋于稳定、协调。在本次标准

修订过程中，遵循白酒贮存过程中酸酯转化的客观规律，对自生

产日期一年内和一年后的产品提出不同的理化指标要求，针对生

产日期一年内的产品的总酸、总酯含量分别提出了要求，在出厂

一年后，采用酸酯总量进行表达。

1）酒精度

陈年贵州茅台酒因基础酒贮存过程中乙醇自然挥发，酒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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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下降。

2）总酸、总酯

本次标准修订的理化指标与酱香型白酒 GB/T 10781.4 《白

酒质量要求 第 4 部分：酱香型白酒》保持一致，取消了总酸上

限，同时对生产日期一年内的 53%vol 贵州茅台酒总酸和 43%vol

贵州茅台酒总酸和总酯含量要求做出了修改，提高了理化指标的

要求。53%vol 贵州茅台酒总酸由 1.50 g/L 提高至 1.60 g/L。按

照其相应酒精度折算，43%vol 贵州茅台酒总酸下限由 1.00 g/L

提高至 1.50 g/L，总酯含量下限由 2.00 g/L 提高至 2.50 g/L。

3）酸酯总量

遵循白酒中酸酯转化客观规律，对自生产日期一年后的产品

增加了酸酯总量含量要求，统计分析了多批次贵州茅台酒酸酯总

量的分布情况，按照其相应酒精度折算，综合设定陈年贵州茅台

酒、53%vol 贵州茅台酒总酸和 43%vol 贵州茅台酒酸酯总量下限

值为 60mmol/L。

4）固形物

陈年贵州茅台酒因基础酒贮存过程中高沸点不挥发物质留

存较多，固形物略高，陈年贵州茅台酒的固形物限量为 1.0g/L，

未进行调整。

5）删除卫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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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国家标准体系建设，为彻底厘清食品质量标准和食

品安全标准的关系，科学合理地构建食品质量国家标准体系，市

场监管总局开展了食品质量国家标准清理工作，明确食品质量标

准不再涉及食品安全指标和要求。故本次修订删除原标准中“5.7

卫生指标”内容。

6）增加品鉴温度、瓶贮条件

为完善贵州茅台酒品质表达，使消费者更好地感受贵州茅台

酒丰富协调的香气、香味，提高饮用舒适感，推荐在 20℃-25℃

条件下品鉴贵州茅台酒，推荐在干燥、通风，常温（0℃-35℃）

条件下保存成品贵州茅台酒。

7、试验方法

感官要求、固形物、总酯、酸酯总量等指标按照 GB/T 10345

《白酒分析方法》的规定执行；总酸按照 GB 12456《食品中总

酸的测定》的规定执行；酒精度按照 GB 5009.225《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酒和食用酒精中乙醇浓度的测定》的规定执行；净含量

按 JJF 1070《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中规定执行。

8、资料性附录

（1）更新贵州茅台酒地理标志保护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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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新的地名信息，更新了地理标志产品贵州茅台酒产地范

围图。（见资料性附录 A）。

图 1 贵州茅台酒产地范围图

（2）增加贵州茅台酒生产工艺流程图

资料性附录 B 中展示了贵州茅台酒主要生产工艺，进一步细

化了贵州茅台酒传统生产流程。贵州茅台酒的生产工序主要包括

制曲、制酒、贮存勾兑、包装四个工序，其中不同工艺流程对白

酒品质均会造成影响，如曲块踩制、仓内发酵、高粱蒸料、堆积

发酵、上甑摘酒、勾兑、贮存等。资料性附录 B 在原标准对生产

工艺描述的基础上，细化并绘制了主要生产工艺流程，使标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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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能更清晰地了解贵州茅台酒的生产全过程。

图 2 贵州茅台酒生产工艺流程

（3）增加贵州茅台酒酿造生产作业模型

除传承传统工法和坚持高温制曲、高温堆积、高温馏酒、长

期贮存、精心勾兑等工艺要求外，贵州茅台酒在生产过程中维护

酿造微生物生长代谢条件，遵循时节自然规律科学。附录 C 展示

了贵州茅台酒生产过程中的主要环节与二十四节气的关系，以二

十四节气代表的气候特征为依托向消费者展示贵州茅台酒的生

产作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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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贵州茅台酒生产作业模型

（4）增加贵州茅台酒风味轮廓图

为便于向消费者更加直观地展示贵州茅台酒的香气特征及

不同批次间贵州茅台酒的品质稳定性，本次修订增加了风味轮廓

相似度。按照香气特征将风味物质分为花香、水果香、青草香、

焙烤香、酸香、余味、干植物香、甜香 8 个维度，绘制贵州茅台

酒风味轮廓图（见资料性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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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贵州茅台酒风味轮廓图

（5）增加贵州茅台酒感官剖面图

为能让消费者更直观的了解不同产品之间的香气特征差异，

本次修订过程中参考GB/T 39625-2020中给出的建立感官剖面的

原则和方法，对陈年贵州茅台酒、53%vol 贵州茅台酒总酸和

43%vol 贵州茅台酒的香气特征进行评价和描述，绘制感官剖面

示意图，对不同产品的香气特征进行评价和描述，仅作为参考，

表达形式依所采用的评价方法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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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年贵州茅台酒感官剖面图 53%vol贵州茅台酒感官剖面图

43%vol贵州茅台酒感官剖面图

图 5 贵州茅台酒感官剖面图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为确保样品数据的可靠性和科学性,根据标准修订小组的工

作安排,组织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贵州茅台

酒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技术中心、生产管理部、勾贮车间等相

关部门对不同贵州茅台酒产品的酒精度、总酸、总酯、酸酯总量、

风味轮廓图进行检测。上述进行检测任务的部门均具备良好的分

析测试能力,所得结果真实可靠,能够为产品标准修订提供依据。

贵州茅台酒是我国大曲酱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集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中欧地理标志产品、有机食品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于一身，营销网络覆盖国内市场及五大洲 64 个国家和地区，

是香飘世界的中国名片。标准的修订发布，将进一步强化贵州茅

台酒的品牌形象和独特性，巩固和提升市场地位；传承贵州茅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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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传统工法；增强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度，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标准实施后，通过严格的品质控制和产地保护，将进一步增

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产品的国际化进程。

标准实施后，有助于贵州茅台酒产业的发展，将带动当地及

周边地区的就业增长，特别是在原材料种植、加工、销售等环节，

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同时，随着产业

规模的扩大和产业链的延伸，相关配套产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进一步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贵州茅台酒的生产过程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地理标志产品标

准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理念。通过规范原料种植、生产用水

及水环境保护、植被生态保护等措施，确保茅台酒生产过程中的

环境友好性。同时遵循生态系统的生态承载量规律，促进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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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采标情况。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

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不涉及对现有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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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协调一致，尚未发现本

标准与我国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相冲突。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GB/T 18356-2007 《地理标志产品 贵

州茅台酒》废止。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未涉及专利。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

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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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附件

1. 原料的检验报告（包括高粱、小麦、水）

2. 产品理化指标的检验报告

3. 天气实况气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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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名变更说明

国家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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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原料的检验数据（包括高粱、小麦、水）

（1）高粱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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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麦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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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源水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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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产用水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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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产品理化指标的检验报告

（1）自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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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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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天气实况气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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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地名变更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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