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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包装容器对劲酒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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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包装容器对酒体品质的影响因素，为劲酒包装容器的选择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方法 采

用光学透过率测试仪对不同包装容器的透光率进行了测定，并对贮存 2 年的劲酒的总黄酮含量、总皂苷

含量、色率、淫羊藿苷含量、口感进行分析，数据分析的方法为随机区组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结果 无

色玻璃瓶、PET 瓶透光率高达 90%以上，深色瓶、涂漆瓶、陶瓷瓶、不锈钢瓶透光率均极小。总体来说

高硼硅玻璃瓶和 PET 瓶储存的劲酒均有不同程度的颜色变浅，总黄酮、总皂苷含量降低，口感变差，

其他容器储存的酒体之间没有明显差异，且它的总体品质要高于高硼硅玻璃瓶和 PET 瓶储存酒体的总

体品质。结论 包装容器的透光性会对劲酒的品质产生影响，避光包装容器可能更适合劲酒的储存，避

光容器的材质和形状对劲酒品质基本没有影响；对于透光性容器，容器形状可能影响劲酒品质，相较于

圆柱型的包装容器，扁平型的可能更能保护劲酒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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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fferent Packaging Containers on Quality of Jingjiu 

QU Na, CHEN Yan-he, LIU Nian, YANG Yue-jun, ZHANG Ya-fang 

(Jing Brand Co., Ltd., Hubei Daye 4351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provide scientific data support for the selection of packaging containers for Jingji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mpact on liquor quality. The light transmittance of different packaging containers was measured 
with an optical transmittance tester. The total flavonoids, total saponins, color rate, icariin and taste of stored Jingjiu for 2 
years were analyzed, and variance analysis of random block design data was used as the method of analyzing data. The 
light transmittance of colorless glass bottles and PET bottles was as high as 90% or more. The light transmittance of 
dark bottles, painted bottles, ceramic bottles, and stainless steel bottles were all extremely small. On the whole, Jingjiu 
stored in high borosilicate glass bottles and PET bottles had varying degrees of lighter color, lower total flavonoids and 
total saponins as well as worse taste. There was no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iquors stored in other containers, and 
the overall quality was better than those stored in high borosilicate glass bottles and PET bottles. The light transmittance 
of the packaging container will affect the quality of Jingjiu, and light-proof packaging containers may be more suitable for 
storing Jingjiu. The material and shape of the light-proof container basically have no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Jingjiu. For 
light-transmitting containers, the shape of the container may also affect the quality of Jingjiu. Compared with the cylin-
drical packaging container, the flat type may better protect the quality of Jingj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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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瓶与酒密不可分，现如今酒瓶的品种琳琅满
目，不同的材质、不同的形状、不同的颜色。对酒瓶
的设计更多地偏重于美感和文化内涵，而对酒体品质
的影响研究甚少[1-3]。 

目前，文献报道的研究对象多为白酒，何利等[4]

研究不同酒瓶贮存酱香型白酒的酒体风味变化，发现

陶瓷瓶较玻璃瓶贮存的酒体酸增酯减更明显、醛类缩

合更快、酒体陈化效果更好。也有学者发现酒瓶对酒

体金属元素含量有影响，从而影响酒体质量[5]；在选

用白酒包装瓶时，首先应选用不含对人体有害的重金

属等离子酒瓶，以免造成对消费者的伤害，其次应选

用 SiO2 含量高、Na2O 含量低，具有较好抗水性和化

学稳定性的酒瓶[6]；陶瓷瓶对浓香型白酒理化指标影

响较大，玻璃瓶变化较小[7]。鉴于此，实验研究对象

为一款保健酒，选用了多种容器，对其所贮酒体的总

黄酮含量、总皂苷含量、色率、淫羊藿苷含量、口感

进行科学统计分析，系统深入地研究不同容器对劲酒

品质的影响，旨在为劲酒的包装容器选择提供理论依

据，也为其他保健酒的包装容器选择提供参考。 

1  实验  

1.1  材料与仪器  

主要材料：劲酒、无色玻璃瓶、高硼硅玻璃瓶、

PET瓶、棕色玻璃瓶、棕色涂漆玻璃瓶、红色涂漆玻

璃瓶、陶瓷瓶、不锈钢瓶，见图1。 
主要试剂：体积分数为95%的乙醇（食品级）、

中国劲酒（劲牌有限公司）、无水乙醇（国药，分析

纯）、乙腈（色谱纯）、甲醇（色谱纯）、淫羊藿苷（中

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纯度94.2%）、D101树脂、

NaNO2、AL(NO3)3、NaOH、香草醛、冰醋酸溶液、

高氯酸。 
主要仪器：光学透过率测试仪（型号LS108H， 

深圳市林上科技有限公司）、赛默飞液相色谱仪、安

捷伦色谱柱、纯水机、漩涡混合器、紫外分光光度计。 

1.2  方法 

1.2.1  容器透光率测定 

综合文献对不同样品透光率测定的报道[8-12]，采

用光学透过率测试仪测定容器材质的透光率。将容

器敲成碎片，取碎片测定在可见光550 nm、红外线

940 nm、紫外线365 nm等3种波长下的透光率。 

1.2.2  不同容器对劲酒品质影响研究 

将容器（图1）分别灌装劲酒，置于日光（室

温，有可见光，少量紫外和红外）下储存2年，定期

（0个月、2个月、4个月、6个月、12个月、18个月、

24个月）取样检测总黄酮含量、总皂苷含量、色率值、

淫羊藿苷含量，并进行感官品评。 

1.2.3 总黄酮含量测定方法 

首先，精密吸取样品10 mL并水浴蒸干，然后

用10 mL水溶解，再用10 mL水洗涤，合并溶液，加

入D−101大孔树脂柱，先用200 mL水洗涤（每秒1滴），

弃去洗脱液，继续用80 mL体积分数为70%的乙醇洗

脱（2秒1滴），洗脱液置于蒸发皿中蒸干，用体积分

数为70%的乙醇定容至10 mL，静置，最后取上清液

作为供试品溶液。精密吸取供试品溶液1 mL，置于

10 mL容量瓶中，然后加入0.3 mL质量分数为5%的

NaNO2溶液，混匀，放置6 min，与0.3 mL质量分数为

10%的L(NO3)3溶液混匀，放置6 min；然后加入2 mL
浓度为1 mol/L的NaOH溶液，混匀，放置15 min后用

体积分数为30%乙醇定容至10 mL，摇匀。同时另做

一空白对照样，用紫外分光光度计于510 nm波长下测

定吸光度，用外标法计算黄酮含量，然后分别对每种

实验条件下的总黄酮含量进行方差分析，分析不同容

器中劲酒的总黄酮含量的差异[13-14]。 
 

 
 

图 1  容器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contai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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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总皂苷含量测定方法 

精密吸取10 mL样品水浴蒸干，用10 mL水溶解，

再用10 mL水洗涤，合并溶液，上D–101大孔树脂柱

（使用前柱上端加1 cm的中性氧化铝，用50 mL体积

分数为95%的乙醇洗脱，然后用200 mL水洗净乙醇，

备用），先用200 mL水洗涤（每秒1滴），弃去洗脱液，

继续用50 mL体积分数为95%的乙醇洗脱（2秒1滴），

洗脱液置于蒸发皿中蒸干，用体积分数为95%的乙醇

定容至10 mL，静置，将上清液作为供试品溶液。精

密吸取供试品溶液0.5 mL，置于磨口带塞试管中，待

挥发尽溶剂，精密加入0.2 mL体积分数为5%的香草醛–
冰醋酸溶液、0.8 mL高氯酸，混匀，密塞置60°水浴中

加热15 min，冰水冷却15 min，加冰醋酸5 mL，摇匀。

同时另做一空白对照样，用紫外分光光度计于580 nm
波长下测定吸光度，用外标法计算总皂苷含量，分别

对每种实验条件下的总皂苷含量进行方差分析，分析

不同容器中劲酒的总皂苷含量的差异[15-16]。 

1.2.5  色率值测定方法 

用紫外分光光度计于580 nm波长下测定透光率

（以纯净水为空白对照）。分别对每种实验条件下的

色率值进行方差分析，分析不同容器中劲酒的色率值

的差异。 

1.2.6  淫羊藿苷含量测定方法 

精密量取10 mL样品，水浴锅蒸干，用10 mL超纯

水复溶，再用10 mL超纯水洗涤，合并溶液上柱，先用

200 mL纯水洗涤（每秒1滴），弃去洗脱液，再用80 mL
体积分数为70%的乙醇洗脱（2秒1滴），洗脱液置于蒸

发皿中蒸干，用体积分数为70%的乙醇定容至10 mL，
静置，将上清液作为供试品溶液。用0.22 μm滤膜过滤

后进行高效液相色谱含量检测，色谱条件：以十八烷基

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4.6 mm×250 mm，5 μm，如

Agilent SB–Aq柱），以乙腈与水的体积比为30/70作
为流动相，检测波长为270 nm，柱温为30 ℃，进样

量为10 μL，流速为1.0 mL/min。理论板数按淫羊藿苷

峰计算，应不低于5 000。用外标法计算淫羊藿苷含量，

分别对每种实验条件下的淫羊藿苷含量进行方差分析，

分析不同容器中劲酒的淫羊藿苷含量的差异[17]。 

1.2.7  感官品评方法 

在2年后取出样品，分别组织公司品评专家进行品

评打分，由于每位专家评分标准有差异，因此设置对照

样（保质期内的劲酒），样品最终品评分校正值为样品

品评分减去对应专家的对照样品评分。对品评分校正值

进行方差分析，分析不同容器中劲酒口感的差异。 

1.2.8  数据处理方法 

采用spss处理软件中的随机区组设计资料的方

差分析进行数据处理，使用一般线性模型过程中单因

变量分析模块来进行方差分析。在主体间效应的检验

中，校正模型的P<0.05，表示该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

变量之间的两两比较选择SNK法，表1—5中的数值为

不同指标在2年内的均值，子集之间变量的因变量有

显著性差异，而子集之内没有显著性差异。 

2  结果与分析 

2.1  容器透光率 

容器透光率见图2，对于3种波长的光，棕色玻璃

瓶、棕色涂漆玻璃瓶、红色涂漆玻璃瓶、陶瓷瓶、不

锈钢瓶透光率均极小，无色玻璃瓶、高硼硅瓶、PET
瓶透光率均较大。 

 

 
 

图 2  不同容器的透光率值 
Fig.2 Light transmittance values of different containers 

 

2.2  容器对劲酒总黄酮含量的影响 

总黄酮含量主体间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校正模型

的 P<0.05，说明使用该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根据表 1
的 SNK 法统计结果分析可知，高硼硅瓶、PET 瓶与其

他容器分为 2 个子集，说明高硼硅瓶、PET 瓶与其他容 
 

表 1  总黄酮含量 SNK 法统计结果 
Tab.1 SNK statistical results oftotal flavonoids  

容器 
子集 

1 2 

PET 瓶 122.195 7  

高硼硅瓶 130.395 7  

不锈钢瓶  172.610 0 

红色涂漆玻璃瓶  184.195 7 

棕色涂漆玻璃瓶  188.781 4 

棕色玻璃瓶  192.238 6 

无色玻璃瓶  196.324 3 

陶瓷瓶  202.32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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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存在显著性差异，高硼硅瓶与PET瓶之间没有显著性

差异，其他容器之间也没有显著性差异，且高硼硅瓶、

PET瓶储存劲酒的总黄酮含量显著低于其他容器。 

2.3  容器对劲酒总皂苷含量的影响 

总皂苷含量主体间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校正模型

的P<0.05，说明使用该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根据表2
的SNK法统计结果分析可知，PET瓶与其他容器分为3
个子集，说明PET瓶与其他容器存在显著性差异，且PET
瓶储存劲酒的总皂苷含量显著低于其他容器。 
 

表 2  总皂苷 SNK 法统计结果 
Tab.2 SNK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otal saponins 

容器 
子集 

1 2 3 

PET 瓶 279.196 0   

高硼硅瓶  326.628 3  

无色玻璃瓶  329.560 0 329.560 0

红色涂漆玻璃瓶  332.949 7 332.949 7

不锈钢瓶  334.205 1 334.205 1

陶瓷瓶  346.874 6 346.874 6

棕色涂漆玻璃瓶  347.847 7 347.847 7

棕色玻璃瓶  354.806 9 354.806 9

 
2.4  容器对劲酒色率值的影响 

色率值主体间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校正模型的

P<0.05，说明使用该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根据表3
的SNK法统计结果分析可知，高硼硅瓶、PET瓶与其

他容器分为2个子集，说明高硼硅瓶、PET瓶与其他

容器存在显著性差异，且高硼硅瓶、PET瓶储存劲酒

的色率值明显高于其他容器，表明高硼硅瓶、PET瓶

中酒体存在颜色变浅的现象。 
 

表 3  色率值 SNK 法统计结果 
Tab.3 SNK statistical results of color rate value 

容器 
子集 

1 2 

不锈钢瓶 55.194 3  

陶瓷瓶 56.781 4  

棕色涂漆玻璃瓶 59.070 0  

无色玻璃瓶 59.652 9  

棕色玻璃瓶 59.731 4  

红色涂漆玻璃瓶 62.744 3  

高硼硅瓶  69.087 1 

PET 瓶  69.827 1 

2.5  容器对劲酒淫羊藿苷含量的影响 

淫羊藿苷含量主体间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校正

模型的 P<0.05，说明使用该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根

据表 4 的 SNK 法统计结果分析可知，容器间劲酒中

淫羊藿苷含量没有显著性差异，说明不同包装容器基

本不会影响劲酒中淫羊藿苷的含量。 
 

表 4  淫羊藿苷含量 SNK 法统计结果 
Tab.4 SNK statistical results of icariin 

容器 
子集 

1 

高硼硅瓶 2.224 2 

PET 瓶 2.357 2 

不锈钢瓶 3.645 8 

棕色玻璃瓶 3.676 1 

红色涂漆玻璃瓶 3.697 1 

无色玻璃瓶 3.710 2 

陶瓷瓶 3.714 3 

棕色涂漆玻璃瓶 3.733 4 
 

2.6  容器对劲酒口感的影响 

感官品评分值主体间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校正

模型的P<0.05，说明使用该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根

据表5的SNK法统计结果分析得出，高硼硅瓶、PET
瓶储存的劲酒口感较差。 
 

表 5  劲酒感官品评分值 SNK 法统计结果 
Tab.5 SNK statistical results of sensory score 

under sunlight conditions 

容器 
子集 

1 2 3 

PET 瓶 −2.833   

高硼硅瓶 −2.083 −2.083  

陶瓷瓶  −1.333 −1.333 

无色玻璃瓶  −1.167 −1.167 

棕色玻璃瓶  −0.917 −0.917 

不锈钢瓶  −0.750 −0.750 

棕色涂漆玻璃瓶  −0.750 −0.750 

红色涂漆玻璃瓶   −0.167 

 

2.7  讨论 

由反映劲酒品质的总黄酮含量、总皂苷含量、色

率、淫羊藿苷含量、口感等5个指标可知，高硼硅玻

璃瓶和PET瓶储存的劲酒均有不同程度的颜色变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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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黄酮、总皂苷含量降低，口感变差，其他容器储存

的酒体之间没有明显差异，且其他容器储存的酒体总

体品质要好于高硼硅玻璃瓶和PET瓶储存的酒体。 
光照可能会使酒体中的活性成分与总黄酮、总皂

苷发生反应，从而使得总黄酮、总皂苷的含量降低，

使酒体中的色素发生光氧化反应，从而导致褪色，也

会导致酒体中风味成分酯类的水解而影响口感，因

此，推测高硼硅玻璃瓶和PET瓶很可能是由于透光率

大，从而对酒体品质产生不利影响。同为避光性的棕

色玻璃瓶、棕色涂漆玻璃瓶、红色涂漆玻璃瓶、陶瓷

瓶、不锈钢瓶储存的劲酒品质没有显著性差别，说明

避光容器的材质和形状对劲酒品质基本没有影响。 
无色玻璃瓶与高硼硅玻璃瓶、PET瓶的透光率都

接近90%，但是无色玻璃瓶对劲酒品质却没有不利影

响，推测可能与其扁平的形状不同于高硼硅玻璃瓶、

PET瓶的圆柱型有关。光的本质是电磁波，是具有能

量的，在传播过程中伴随着电磁能量的传播。当光在

2种介质中传播时，受到介质的相互作用，其传播路

径会发生偏折，产生反射和折射的现象。容器的形状

不同，光的折射路径会不同，光传播的能量就可能产

生差别，从而对酒体品质产生不一样的影响[18]。为此，

笔者所在课题小组采用了同种材质、不同形状的透光

性容器进行试验，试验初步发现对于透光性的容器，

扁平型的确实更利于保护劲酒品质。 
由于容器的选择受限于市场的需求和可获得性，

导致容器材质、形状、透光性均不相同，所以只是初

步考察了不同种类的容器对劲酒品质的影响。文中采

用了科学的统计方法，大致推测出了共性的影响因

素，为其他保健酒选择合适的包装提供了借鉴意义，

容器的材质、形状的具体影响还在深入的研究中。 

3  结语 

包装容器的透光性会对劲酒的品质产生影响，避

光包装容器可能更适合劲酒的储存，避光容器的材质

和形状对劲酒品质基本没有影响；对于透光性容器，

容器的形状也可能影响劲酒品质，相较于圆柱型的包

装容器，扁平型的包装容器可能更能保护劲酒品质。

文中得出的结果为其他保健酒选择合适的包装提供

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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