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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奖项简介

本项目源于 2008 年贵州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牵头承担的酱香型白酒国家

标准制订工作（标准已于 2011 年正式发布实施），项目通过对酱香型白酒中关

键风味物质吡嗪类化合物的含量研究，初步掌握了其规律；同时，分别建立了

四种基于不同检测设备的检测方法，特别是突破性的将基于气相色谱的传统检

测手段首次扩展到液相色谱领域，填补了该检测领域的国内空白。

（一）主要技术内容

通过对代表酒样中吡嗪类化合物的检测筛查，确定了 8种含量较高（约85%～

90%）的吡嗪化合物作为目标物质；分别建立了气相色谱-串联质谱法、顶空固相

微萃取-气相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和液相色谱法-串联质谱法四种方法；尝试

将吡嗪类化合物作为特征物质，应用在茅台酒真伪鉴别中。

（二）创新点

1. 揭示了八种占比最高的吡嗪类化合物作为重要特征风味物质在酱香型

白酒中的含量分布规律。

2. 建立了四种同时测定八种吡嗪化合物的方法，其中顶空固相微萃取-气相

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均为国内首创，后两种液相方

法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新方法的建立优化和简便了前处

理流程，提高白酒中吡嗪类化合物的检测效率和准确度，同时降低了检测成本。

3. 首次提出将吡嗪类化合物作为特征指标应用在茅台酒真伪鉴定中的技

术思路。

（三）应用推广取得的社会效益

1. 该项目研究结果表明酱香型白酒中吡嗪类化合物含量的高低与其感官

属性呈正相关关系。部分酱香型白酒生产企业，通过应用该成果，对产品中吡

嗪类化合物持续进行检测，并据此调整其生产工艺，促进了产品质量的提升。

2. 四种检测方法的建立，克服了之前主流检测方法样品前处理过程操作复

杂、耗时长且回收率低，且只能检测出白酒中含量较高的一两种吡嗪化合物的

弊端，使得样品前处理操作更加便捷、高效，且四种方法均具备良好的灵敏度、

精密度和回收率，大大降低了检测的技术门槛，为科研院校、检测机构、生产

企业等在吡嗪类化合物的检测上提供了更多、更好的选择。特别是未配备大型

检测设备的中小型酱香型白酒生产企业，可选择符合自身仪器配置情况的检测

方法，大大节约了企业的检测成本和时间成本。

3. 尝试将吡嗪类化合物的含量作为特征指标应用在茅台酒真伪鉴别上，通

过对样品的初筛，对提升真伪鉴别的效率和准确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