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4月29日 星期五
主编 熊维维 编辑 唐善普 美编 李丹 校对 薛梅 版式 王艳 B31

喝杜康酒的多少一般代表着会员的等级高低，这种新鲜事估计好多人第一次听说。但是在日
本和韩国确实有一批忠实的杜康酒粉丝，他们以成为“杜康酒会”成员为荣。

创立了20多年的“杜康酒会”如今随着洛阳杜康的复兴又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
4月26日，2011首届中国杜康酒文化国际研讨会暨酒祖杜康新品上市发布会在郑州举行，来

自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保加利亚等国驻中国大使馆代表以及资深酒文化专家学者、媒体记者
共计300余人共同见证了这一时刻。围绕着杜康酒文化复兴以及杜康酒未来发展，专家学
者以及海外嘉宾纷纷建言。主办方还向参加本届杜康酒国际文化研讨会的外国嘉宾颁发
了“杜康酒会”荣誉证书，以表彰在传播杜康酒文化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据悉，本届中国杜康酒文化国际研讨会由河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洛阳杜康控
股承办，旨在通过华夏酒祖杜康的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与友谊，以酒为媒，扩大合作。

上世纪80年代，由河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提议创立的“杜康酒会”在日本、韩国、
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发展了众多会员。多年来，每位“杜康酒会”成员都在中国文化
迈向国际的道路上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并推动了杜康酒、杜康酒文化在海外事业的蓬
勃发展。

一位参加研讨会的日本友人在品鉴杜康酒的高端新品——酒祖杜康后，啧啧称赞
说，在日本，《三国演义》的故事家喻户晓，曹操更是受人尊重的英雄，曹操《短歌行》的
名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许多人耳熟能详。

本次洛阳杜康控股新品——“酒祖杜康”系列产品为该公司2011年的高端产
品，在白酒业界，酒祖杜康率先提出了“分区窖藏”的核心品牌诉求，缔造了中国高
端白酒品质的新标准。何谓“分区窖藏”？专家告诉记者，发酵和储藏是白酒酿造
工艺中最核心的环节，酒祖杜康对白酒酿造两大核心环节率先导入精细化管理标
准——“分区发酵”和“分区储藏”。而不同窖龄的窖池中有益微生物含量的差异
性，使得酒祖杜康系列产品百花齐放、各自芬芳。 谢宽

喝茅台酱香酒 不上头
好酒是“打脚不打头”的。喝茅台酱香酒，不上头，这是它的独特工艺决定。茅台酱香

酒需要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高温制曲、高温取酒、五年窖藏。
蒸煮九次，加曲八次，保证了茅台酱香酒的高品质；生产中去掉头酒和尾酒，只要中间

7次酒，大大降低了甲醇和乙醛的含量。
特别是与其他白酒最高 25度接酒不同，茅台酱香酒 40度高温接酒，这是生命的一个

临界温度，既能最大限度排除有害物质（主要是醛类和硫化物），又能保存有益的微生物；
取酒后还要经过三年以上的贮存，再以典型的“固态纯粮发酵原浆酒勾兑原浆酒”，然后再
存放两年才能出厂，使茅台酱香酒成为唯一不加任何添加剂、调味剂、净化物及水分的天
然发酵食品。

喝茅台酱香酒 口不干
据了解，茅台酱香酒有“三最四不”特点。
研究发现，茅台酱香酒酚类化合物含量最多，是其他酒的3至4倍，可清除体内多余的氧自由基，

利于心脑血管健康；酸度最高，是其他酒的3至5倍，主要是乙酸、乳酸，有利于身体健康；芳香成分最
多，不需要添加任何香气、香味物质，饮后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不口干。

当一杯美味的茅台酱香酒咂在口中布满舌头时，顿感中医所提“酸、甘、苦、辛、咸”五味，前甜后苦，
左酸右涩。中医讲舌尖为心肺经，舌中为脾胃经，舌根为肾经，左右两边肝胆经。芳香能醒脾提神，甘
甜能保脾健胃，酸能护肝扶肝，苦能养心养神。不口干，按《说文解字》，舌边有水为“活”，是生命的最佳
象征。

茅台酱香酒的酒精浓度在53度上下。这个时候是酒精分子和水分子亲和力最强的时候。由于亲
和力最强，束缚住了酒精对人体的危害，非常有益身体健康。 谢宽

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
高温制曲、高温取酒、五年窖藏

茅台酱香酒茅台酱香酒
好喝不上头好喝不上头

茅台的生产工艺被世人称为我国白酒工艺的活化石。因为它
以小麦制曲，高粱为料，一年只有一个生产发酵周期，端午踩曲，重
阳投料，将粮食中的淀粉不断发酵，经过多次蒸煮，慢慢“逼出”其
中的酒精和其他有机物，这是茅台型酱香酒与其他白酒最大的不
同，也是好喝、健康，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养生最高境界。

酒酒酒 道道道 下下下天天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