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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陈年酒 (0 6年 )的初步剖析

元 锡轻工 业学院 发酵分析小 组

绍 兴 酿 酒
`

洛 厂

绍兴酿酒厂从绍兴某建筑工地挖掘出埋藏在地下的绍兴陈洒数坛
,

经启封泥头
,

内得一

纸
,

纸上注明该酒为民国九年 ( 1 9 2 0 年 ) 酿造
,

主今已有 60 余年
。

这样的陈年酒在我国还是

少见的
。

对于研究绍兴酒的老熟是有某些特殊意义的
。

绍兴酿酒厂曾分析此酒的糖
、

酒精
、

酸
、

挥发醋等项 目
,

经过研究比较
,

认为与现在绍

兴元红酒相似
、

其外观及品尝结果如下
;

酉 一鉴 定 结 果

名 一 { 口 味

较较 醇淡 厚薄陈 年 酒 ( 6 0年 )

元 红 酒 ( 3 年 )

项 目

色 译 香 味

一

透明
、

呈淡金黄色 浓
、

水 果 香 味

透 明
、

呈 橙 黄 色 { 黄 酒 醇 香

我院发酵分析小组对该酒进行多项测定
,

并用市售元红酒 (3 年 ) 作对比
,

其结果如下
:

目

酒度 (
l二 l八 o o nr l )

糖度 ( g / 1 0 o m l )

酸度 (唬泊酸计 g / l o o n 工1)

挥发醋 (乙酸乙醋计 g / 1 0 O i ln )

p H

电导率 (协9 /
e o l )

甘 油 ( g / l o o l n l )

氧化钙 ( g / 1 0 o n i l )

氧化还原电位 ( m V )

氨基氮甲醛法 ( g / l o o m l)

氨基氮荀三酮法 ( g / l o o m l)

拆光率 ( 1 4
。

5℃ )

固形物 ( 1 4
。

S C )

陈 年 酒 ( 6 0 年 )

1 3
。

2 ~ 1 4
。

6

0
。

3 4

0
。

4 5

0
。

0 5 3

4
。

3 0

2
。

2 0 x 10 3

0
。

6 0

O
。

0 0 6 0

1 8 5

0
。

0 6 1

0
。

0 4 0

l
。

3 4 8 0

10 %

元 红 酒 (3 年 )

1 6~ 1 7

0
。

3 8

0
。

6 3

4
。

6 8

1
。

4 2 X 1 0 3

0
。

5 0

0
。

0 2 5 6

2 9 0

0
。

0 6 7

0
。

0 5 9

1
。

3 4 4 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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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研究其芳香成分的变化
,

经气相色谱法分析得到部分低沸点芳香成 分 的 含

量 b
’

仪器与操作条件
:

国产 10 3 气相色谱仪 氢火焰检测器

色谱柱
:

( l) 吐温一 司班混合柱

( 2
一

) 4 0 2 有机担体

样品准各
:

取 1 25 m l 小 口试剂瓶 2 只
,

分别装入陈年酒及元红酒各 1 00
; 1飞 1

,

加硫酸钱

〔 ( N H ; ) 2 5 0 4〕至饱和
,

用橡皮塞密封
,

在 40 ℃ 下恒温 1 小时
,

用针筒取顶空蒸气进样
。

定性
:

用标准品核对保留时间方法定性
,

并分别用吐温
—

司斑混合柱
,

4 02 有机担体

柱来核对
。

定量
:

用内标法定量
,

其测定结果如下
:

单衬: : 尽 1/ 1 0 0【1 1 1

含 ~
红l 分

乙 醛 !甲酸乙酉。
`乙酸乙两: , l与酸乙西旨 }仲 丁 醇 }异 丁 酉享一异 r、 醇

6 0年 )

年 酒
1 3

。

了 0
。

5 1 9
。

3 0
。

3 9 7
。

0 3 3 0
。

4

( 3 年 )

元 红 酒
6

。

4 O
。

] 3 5
。

5 0
。

2 9

6
。

7 6

l
。

5 8 6
。

1 7 12
。

9

讨论
:

1
.

陈年酒含酸量较高
,

从酸度
、

p H
、

电导率的数据可以看出
,

其中电异 率 有 明 显 增

加
。

据报导
,

电导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酒的
“

老熟
”
程度

,

这可能是随着贮存年数的增加
,

醇类氧化使酸含量增加
。

另一方面
,

酒中组分尤其是乙醇与水分子缔合作用
,

使导电能力也

有所提高
。

酒的电导变化是酒的物理化学性质改变的体现
。

目前
,

各国正着手从物理化学特

性来研究酒的 “ 老熟
” ,

设想从中找出量变到质变的规律
。

当然
,

电导的增加与贮存年数不

是完全成正比关系的
,

可能是开始变化较大
,

而以后变化较小
。

2
.

物理化学的另一个特性
—

氧化还原电位
,

目前愈来愈得到重视
,

世界葡萄分酬办会

已把氧化还原电位的研究作为一个重大科研内容
。

由于洒中所 含组分较多
,

其中氧化物质与

还原物质随着年数的不同会引起较大的改变
,

从而引起酒体风味的改变
,

洒经过适当贮存
,

会变得醇厚
,

一般讲
,

其氧化还原电位有所降低
。

从能斯特方程得知
、

氧化还原电位
二 E

,

十

5 9
_

_

19 [氧化态〕
〔还原态 〕

电位下降
,

说明氧化物质减少
,

还原物质增加
。

在较低的电位下
,

有利

于酒的香味物质形成
。

黄酒在贮存过程中如醇、 醛~ 酸
,

其氧化物质会逐渐下降
,

}冻年洒 f l{]

电位要比元红酒低得多
。

同样
,

从氧化还原 电位来研究酒的
“
老熟

” 又是一个重要的物理化

学常数
,

最使人感兴趣的是找寻恰当的氧化还原 电位
。

氧化
’

还原 电位过低
,

使酒产生
“

老熟
”

味
,

即 “ 老熟
”
过头了

。

3
.

从气相色谱分析来看
,

陈年酒的醋类含量有明显的增加
,

其中
,

乙酸乙醋的含量较

大
,

比元红酒多一倍左右
,

这与陈年酒的香味呈明显水果香是一致的
,

其它乙酚类如甲酸乙

醋
,

丙酸乙醋含量也有所增加
。

说明随着贮存年数的增加
,

酸与乙醇能逐渐醋化
,

另一方而
,



醇氧化成酸
,

酸又与乙醇醋化
,

故陈年酒含醋量较高
。

但醋量也不是愈多愈好
,

陈年酒香味

过浓
,

并不是好的饮料酒
,

但可作为一种名贵的调香酒
。

4
。

陈年酒醛类含量也较高
,

是元红酒的一倍
,

醛类的形成也属于醇类的氧化 (当然乙醇

缩合能生成缩 乙醛 )给予酒类增加香味
,

从乙醛的增加是否能看作醇类氧化成醛较快
,

而醛

类氧化成酸较慢
,

故陈年酒的乙醛含量较大
。

5
.

陈年酒的杂醇油含量较大
,

异戊醇
,

仲丁醇比元红酒高二至三倍
,

而异丁醇与元红

酒接近
。

适量的高级醇也是酒的一种芳香物质
。

这可能是由于原料
、

菌种
、

工艺不 同之故
,

值得进一步探讨
。

6
。

从甘油
、

氨基态氮
,

固形物含量等可看出
,

虽然贮存了 60 多年的陈酒
,

但与元红酒

相差不很大
,

值得讨论
。

附
:

陈年酒 ( 60 年 )
,

元红酒 (3 年 ) 的气相色谱图
。

陈年酒一吐温司斑混合柱

8 9



元红 酒一吐温司斑混合柱

元红酒
,

陈年酒注标
:

1
。

乙醛

5
。

丙酸乙醋

11
。

异戊醇

g , 1 0未定性定量

2
.

甲酸乙酉旨

6
。

仲丁醇

乙醇乙酸乙醋

异丁醇

3
,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