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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传统白酒历史悠久，以特制酒曲为糖化发酵剂、固态发酵、甑桶蒸馏为特征，是世界著名的
蒸馏酒之一，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传统工艺精湛，产品风格独特，是重要的民族工业
，“中国蒸馏酒酿造传统技艺”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了传承与发扬这一传统技艺，特编著此书——《传统白酒酿造技术》。
　　全书共4章，系统地介绍了传统白酒酿造技术，使读者较全面地了解白酒的发展历史、现状及趋
势。
对目前12种香型白酒的传统工艺、技术特点、生产要素进行了全面论述。
针对生产中的难点及发展趋势，如提高名优酒比率、勾兑用水、低度白酒、单粮改多粮型酒生产进行
重点阐述；对现代白酒生产中出现的新技术、新工艺，结合笔者20多年来的科研和生产实践经验加以
评述讲解，如酒体设计、香型融合技术、堆积发酵等，同时对迅速发展的保健酒进行了多角度介绍。
　　本书积极提倡酿酒循环经济及节能降耗技术，并附以先进经验，希望得到相关企业的借鉴使用，
以期促进节能降耗在全行业的推广；对中国白酒质量体系建设、HACCP的具体应用、中国驰名商标
及国家地理标志等国家级权威认证体系、行业要求的纯粮标志及酒类质量认证等分别进行叙述。
　　通过笔者主持参与近100期全国酿酒技术培训班的经验，指出酿酒行业人员培训、职业鉴定的具体
要求、操作特点、存在问题，并对我国酿酒队伍的人才建设提出建设性意见。
对新旧国家标准的特点比较，对酒类添加剂应用及食品安全等问题进行重点解读。
历数我国酿酒业的发展历程、阶段，提出了21世纪中国白酒的发展努力方向。
　　为突出传统白酒酿造技术及发展，对微生物基础知识、发酵、蒸馏基本理论等，相关书籍有详细
阐述，本书一概从略。
书稿完成后由我国著名酿酒专家、全国评酒专家组成员、四川酿酒专家组组长曾祖训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审定并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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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白酒发展的历史知识，对浓、清、酱等香型白酒的工艺特点做了较深入的叙述，对发展的
其他的香型工艺也做了精明评述，对当前白酒发展的单粮和多粮酿造工艺，提高优质品率，以及白酒
后加工技术等有较为全面的论述。
该书还特别收集了与企业发展有关的诸多质量体系认证，中国驰名商标、国家标准解读，酒政发展等
企业质量管理等需要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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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的酒有5000年以上的悠久历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这就是以生长霉
菌为主要微生物的酒曲为糖化发酵剂、复式发酵、半固态发酵，这成为东方酿酒业的典型代表。
　　一、酿酒起源的传说　　在古代，往往将酿酒的起源归于某人的发明，把这些人说成是酿酒的始
祖，由于影响非常大，以致成了正统的观点。
对于这些观点，宋代《酒谱》曾提出过质疑，认为“皆不足以考据，而多其赘说也”。
这虽然不足以考据，但作为一种文化认同现象，不妨罗列于下。
主要有以下几种传说。
　　1.仪狄酿酒相传夏禹时期的仪狄发明了酿酒。
公元前2世纪史书《吕氏春秋》云：“仪狄作酒”。
从战国时期《世本。
作》：“仪狄做酒醪变五味”，这是造酒最早的文字记载。
传至周朝，汉代刘向编纂的《战国策》则进一步说明：“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
而甘之，曰：‘后世必有饮酒而亡国者’。
遂疏仪狄而绝旨酒”。
　　2.杜康酿酒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口尝之而美，逐疏仪狄。
杜康作秫酒”。
《世本》也有同样的说法。
至今杜康造酒之说广为传颂，及至日本人将酿酒工统称“杜氏”。
更有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故有人认为杜康是酿酒的祖师爷，这是一种悖论。
据宋高承在其《事物纪原》一书中说：“不知杜康何世人，而古今多言其酿酒也”，说明杜康究竟是
哪个时代人，尚未搞清楚，何况当年杜康酿造的酒绝非今日的蒸馏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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