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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良姜露酒与姜黄露酒的研制及感官品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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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制开发具有独特风味的健康酒类产品!创新性

地应用食用酒精回流提取高良姜配方制剂和姜黄配方制剂

的有效成分!制备出高良姜露酒和姜黄露酒!并对其质量指

标"感官风味和挥发性成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高良姜露

酒和姜黄露酒均符合
Ŷ

(

M%+>,,

+

%&''

标准!酒液色泽金

黄透明!植物香气特征明显!其中高良姜露酒香气更为和谐!

风格更为典型突出#

Y!)̀ $

分析结果显示!高良姜露酒中

含有一定丰度的桉叶油醇#

关键词!露酒$高良姜$姜黄$质量标准$挥发性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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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姜科山姜属植

物的根茎(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广东+海南+广西+贵州+云南+

四川+台湾等省!区#(是著名的十大南药之一,

'

-

(其主要的活

性成分为高良姜素+山奈素+山奈酚和槲皮素等化合物,

%S?

-

)

姜黄!

:D?7.?'5!'?5D70\;5

=

/

#则是姜科姜黄属植物的根

茎(在中国四川+云南+贵州+海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陕

西+台湾等省!区#都有种植(含有姜黄素+脱甲氧基姜黄素+

双脱甲氧基姜黄素+姜黄酮+姜烯+桉叶素+龙脑等活性成

分,

@

-

)高良姜和姜黄已先后被中国卫计委列入药食同源原

料目录)目前(对高良姜素+姜黄素以及黄酮类化合物等有

大量研究(证明其具有抗氧化,

>

-

+抗菌+抗肿瘤+预防老年痴

呆,

(S+

-等功效(并对消化系统有保护作用,

,

-

(相关制剂和健

康食品的开发正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

露酒是中国生产历史悠久的传统酒种之一(是以蒸馏

酒+发酵酒或食用酒精为基酒(以食用的动植物+食用添加剂

作为呈香+呈味+呈色物质(按一定生产工艺加工而成的饮料

酒,

*

-

)目前(尚未检索到应用高良姜和姜黄生产植物类露酒

的文献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提出了%外加白酒健康

成分&和%自然强化的健康成分&的新概念(认为%可酌情向白

酒中添加已经确证的健康成分(以;以内寻外加(自然强化3

作为健康白酒的重要实现途径&

,

'&

-

)因此(本研究根据这一

原则研究了以高良姜和姜黄为主要原料的植物类露酒的生

产工艺+质量指标和风味特征(为规模化生产提供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与仪器

高良姜+姜黄+黄精+桑椹+枸杞子+乌梅+山药+肉桂"四

川千方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食用酒精"纯度
*>P

(江西锦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硫酸酮+酒石酸钾钠+氢氧化钠"分析纯(天津永大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

?,'



葡萄糖"优级纯(天津市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

锰溶解标准物"

'&&&.

=

*

\

(北京海岸鸿蒙标准物质技

术有限公司$

提取罐"

M]

型(浙江金安制药机械有限公司$

过滤机"

Z!T%&

型(广东洛克流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酒精计"

?&)@&

型(上海医用仪表厂$

温度计"

ĝ N'&*

型(河北冀州市耀华器械仪表厂$

电子分析天平"

-#)',&U

型(日本
Rc#

公司$

气相色谱"

Y!)%&'&

型(日本岛津公司$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U?

型(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

任公司$

数显恒温水浴锅"

__)(

型(上海浦东物理光学仪器厂$

电子调温电炉"

\̂)R\&&'

型(江阴市保得科研器械有限

公司$

气质联用仪"

]Z%&'&W18</

型(岛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固相微萃取装置"

$D

F

412;

型(美国
$D

F

412;

公司)

':%

!

试验方法

':%:'

!

高良姜+姜黄提取液基酒的制备工艺

物料
*

称量
*

加食用酒精
*

回流提取
*

提取液基酒

按照特定配方称取植物物料高良姜!姜黄#+黄精+桑椹+

枸杞子+乌梅+山药+肉桂(将已称量好的物料倒入提取罐(加

入食用酒精)设定蒸汽压力为
&:&' Z̀/

+提取温度为
,>f

(

回流提取
'&3

(得到提取液基酒)

':%:%

!

高良姜+姜黄成品酒的制备工艺

提取液基酒
*

调配
*

陈酿
*

过滤
*

质量检测
*

成品酒

调配"加入一定量白砂糖调整总糖为
%%

=

*

\

$并加入纯

化水调整酒精度为
?&PA;1

)

陈酿"陈酿时间
(

个月)

过滤"用硅藻土过滤机进行过滤(得到的产品应澄清

透明)

':%:?

!

成品酒的指标测定
!

按
Ŷ

*

M%+>,,

'

%&''

执行)

':%:@

!

气质联用分析

!

'

#样品前处理"取
>.\

样品和
&:'&

=

*

.\

氯化钠加

入到
%&.\

顶空瓶中(平衡
'>.05

(用
>&

*

?&

'

. RÂ

*

!U#

*

ZR $̀

型萃取头在萃取温度为
@>f

下萃取
?&.05

)

!

%

#

Y!)̀ $

条 件"毛 细 管 色 谱 柱
U

=

101458 _Z)

"BBON/X

!

(&.i%>&

'

.

(

&:%>

'

.

#$手动进样(进样口温度

%>&f

(载气为
_4

(载气流量为
':&.\

*

.05

(不分流进样)

升温程序"柱初始温度
(&f

(保持
?.05

(再以
>f

*

.05

升

温至
'&&f

(以
'&f

*

.05

升温至
%>&f

保持
'&.05

(汽化

室温度
%>&f

)

!

?

#质谱条件"电子电离
-"

源$电子能量
+&4A

(离子源

温度
%,&f

(接口温度
%(&f

(质量扫描范围
7

*

X%&:&&

"

@>&:&&

)

Y!)̀ $

测定后(挥发性风味物质根据
B"$M&,

数据

库进行检索(各物质成分的保留指数可以通过保留时间计

算(再参考相关的文献确定物质成分)

%

!

结果与讨论

%:'

!

露酒成品酒的理化"卫生指标及感官鉴定

从表
'

+

%

可知(用相同工艺进行高良姜露酒与姜黄露酒

生产(各项质量指标均达到
Ŷ

*

M%+>,,

'

%&''

标准要求)

从感官质量上分析(高良姜露酒更优于姜黄露酒)色泽上高

良姜露酒与姜黄露酒均具有自然金黄色+澄清透明+有光泽$

但在香气方面(高良姜露酒优于姜黄露酒(其植物芳香更显

和谐+清新$在滋味方面(高良姜露酒的后味比姜黄露酒更显

清爽和丰满$风格上高良姜露酒的典型性比姜黄露酒更为

突出)

%:%

!

露酒成品酒的挥发性成分

为了了解露酒的香气特征(进一步应用气质联用色谱仪

分析了其挥发性风味成分(图
'

为总离子流图谱(表
?

为挥

发性香气成分)由表
?

可知(

%

种露酒中均检出多种烷类+酯

类+醛类+烯类化合物(且相对含量相近)其中(高良姜露酒

中检出独有的桉叶油醇和亚硫酸丁基十四烷酸酯(姜黄露酒

中则检出独有的苯甲醛+壬酸乙酯和
!

)

古巴烯)桉叶油醇是

高良姜中的特征性风味成分(其相对含量可达
>&P

,

''

-

)在

高良姜露酒中(由于配方中含有黄精+桑椹+枸杞子+乌梅+山

表
'

!

高良姜露酒与姜黄露酒的理化"卫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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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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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酒度*

PA;1

总酸*

!

=

2

\

S'

#

总糖*

!

=

2

\

S'

#

甲醇*

!

=

2

\

S'

#

干浸出物*

!

=

2

\

S'

#

铅*

!

.

=

2

\

'

#

氰化物*

!

.

=

2

\

S'

#

Ŷ

*

M%+>,,

'

%&'' @:&

"

(&:&

-

+:>&

-

?&&:&

-

%:&&

)

&:?&

-

&:%

-

,:&&

高良姜露酒
?&:? &:>( %%:( &:'( ':%?

'

&:' &:%&

姜黄露酒
?&:? &:>, %%:> &:', ':%?

'

&:' &:%&

表
%

!

高良姜露酒和姜黄露酒的感官风味鉴定

M/714%

!

$456;<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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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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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风味 高良姜露酒 姜黄露酒

色泽 具有自然感的金黄色(清澈透亮(有光泽 具有自然感的金黄色(清澈透亮(有光泽

香气 植物香气清新(诸香和谐 植物香气舒适性欠优雅

滋味 口感柔和+舒顺谐调+后味清爽(酒体丰满 入口醇厚+后味微涩(酒体完整

风味 风格典型 具有本品应有的风格

@,'

开发应用
!

%&',

年第
+

期



药+肉桂等原料(桉叶油醇的相对含量仅为
&:>>P

(但却有可

能使产品的风格更具典型性)姜黄中含有多种烯烃类和醛

酮类化合物(如姜烯+倍半水芹烯和姜黄酮等,

'%

-

(某些姜的

制品中也含有
!

)

古巴烯,

'?

-

(这与提取与制备方法有关)本

研究采用乙醇回流提取(因此
%

种露酒中都含有较多的脂肪

酸乙酯类化合物(其中壬酸乙酯仅存在于姜黄露酒中)苯甲

醛是工业上常使用的一种芳香醛(可在原料肉桂中发现(此

外(肉桂醛是肉桂的特征性香气成分,

'@

-

)由于原料来源不

同其挥发性芳香成分及浓度都有较大的差异(而姜黄露酒中

苯甲醛的来源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图
'

!

高良姜露酒和姜黄露酒总离子流图谱

T0

=

D<4'

!

M;8/10;5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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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2;3;1029<05J.0X49

G083,;

1

'2'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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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应用食用酒精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下对高良

姜+姜黄特定配方的植物成分进行回流提取(所获得的基酒

经进一步调配和陈酿可以获得风味独特的露酒产品)

?

!

结论
本试验研究了药食同源植物高良姜和姜黄在露酒中的

应用(通过对配方和提取工艺的研究(获得了风味独特的新

产品(并对其挥发性成分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以下结论)

!

'

#应用食用酒精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下对高良姜!姜

黄#+黄精+桑椹+枸杞子+乌梅+山药+肉桂特定配方的植物成

分进行回流提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调配和陈酿可以获得风

味独特的露酒产品)

!

%

#高良姜露酒和姜黄露酒的各项质量指标均符合露

酒国家标准(且具有自然的金黄色和植物芳香)其中(高良

姜露酒的后味比姜黄露酒更显清爽和丰满(典型性也更为突

出(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表
?

!

高良姜"姜黄露酒的挥发性香气成分

M/7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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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名称
保留时

间*
.05

高良姜露

酒*
P

姜黄露

酒*
P

六甲基环三硅氧烷
@:(@', %':'( %&:*(

甲氧基苯基肟
(:%>?% *:,% ,:&*

苯甲醛
+:@>@(

'

,:&?

八甲基环四硅氧烷
,:>&,? '%:@& '':+?

桉叶油醇
*:??@* &:>>

'

壬醛
'':@&*' &:?% &:@@

十甲基环五硅氧烷
'%:*>?* >:+' >:(>

苯甲酸乙酯
'?:?&'' &:*' ':@&

辛酸乙酯
'@:&>@* &:,' ':&>

癸醛
'@:%+>% &:'@ &:%?

肉桂醛
'(:&+?& ':>' >:'>

壬酸乙酯
'(:,'*,

'

&:%?

!

)

古巴烯
'*:?*'%

'

&:'(

癸酸乙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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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高良姜露酒的挥发性香气成分中

含有桉叶油醇和亚硫酸丁基十四烷酸酯(姜黄露酒的挥发性

香气成分中含有苯甲醛+壬酸乙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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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烯(有可能适宜

丰度的桉叶油醇使得高良姜露酒的典型性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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