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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饮酒后舒适度的检测方

法，它是通过测量实验动物在灌胃饮酒后不同时

间或相同时间的血样本的渗透压，根据渗透压值

判断实验动物饮酒后的舒适度变化或差异，以评

价饮用同一种酒后的舒适变化或者对比饮用多

种酒后的舒适度差异；本发明从临床前药理研究

方向出发，以药理动物实验为基础研究方法，利

用血液渗透压与大/小鼠灌胃饮酒后的机体舒适

度的关系，客观考察酒类饮后机体舒适度变化及

筛选出饮后舒适度较佳的酒体，从而指导不同酒

类产品的品质对比，为白酒等酒产品开发和品质

升级提供技术支撑；该方法具有操作简便，客观

表达，检测灵敏度高、抗环境干扰能力强等特点，

为白酒等酒类饮后舒适度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

全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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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饮酒后舒适度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方法是通过测量实验动物在

灌胃饮酒后不同时间或相同时间的血样本的渗透压，根据渗透压值判断实验动物饮酒后的

舒适度变化或差异，以评价饮用同一种酒后的舒适变化或者对比饮用多种酒后的舒适度差

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饮酒后舒适度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同一组别的实验

动物灌胃饮用同一种酒后的不同时间，当其血样本渗透压升高，表示其机体的舒适度降低，

当其血样本渗透压降低至正常，表示其机体的舒适度逐渐恢复至正常。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饮酒后舒适度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实验动物灌

胃饮用某一种酒后的不同时间血样本渗透压的变化，判断实验动物的饮后舒适度变化，从

而评价饮用某一种酒后舒适度的变化。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饮酒后舒适度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评价饮用某一种

酒后的舒适度变化，下述实验方案通过动物实验伦理审查，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将实验动物禁食、自由饮水、灌胃饮酒；

在饮后不同的时间，对实验动物取血，并测量血样本的渗透压；

根据实验动物灌胃饮酒后不同时间点取血样本的渗透压，判断实验动物饮酒后机体的

舒适度变化，以评价饮用某一种酒后的舒适度变化。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饮酒后舒适度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不同组别的实验

动物灌胃饮用不同酒后，对比同一时间各组血样本渗透压，渗透压高的表示其机体的舒适

度较差，渗透压低的表示其机体的舒适度较好。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饮酒后舒适度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不同组别的

实验动物灌胃饮用不同酒后的同一时间各组血样本渗透压差异，对比实验动物的饮后舒适

度差异，从而评价饮用不同酒的舒适度差异。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饮酒后舒适度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评价饮用不同种

类的酒后舒适度差异，下述实验方案通过动物实验伦理审查，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将实验动物随机分成若干组，对所有实验动物禁食、自由饮水，分组依次灌胃饮水、饮

酒；

间隔相同时间，分别对各组的实验动物取血，并测量各组血样本的渗透压；

根据实验动物灌胃饮酒后同一时间取血样本的渗透压，判断实验动物饮酒后机体的舒

适度差异，以评价饮用不同种类的酒后舒适度差异。

8.根据权利要求4或7所述的一种饮酒后舒适度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实验动

物具有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且其使用方法经过单位“动物使用和管理委员会”批准，选用适

应性喂养良好的，于灌胃前12-16h，对所有动物禁食、自由饮水。

9.根据权利要求4或7所述的一种饮酒后舒适度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实验动

物的灌酒体积为0.05-0.20mL/10g.bw。

10.根据权利要求4或7所述的一种饮酒后舒适度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测量血样本

渗透压的方法是：对实验动物取血后，先将血样本静置10-30min后，以2000-5000r/min离心

5-20min，取上层清液，再测量所述上层清液的渗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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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饮酒后舒适度的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药理研究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饮酒后舒适度的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酒类消费具有全球性，在新时期随着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度不断提高，酒类消费也

呈现出健康趋势。其中，对饮酒后舒适度的追求逐渐成为酒类健康消费模式的一种。在中

国，白酒酿造具有五千年历史，人们对酒类饮用舒适度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白酒产品，其他

也包括保健酒、黄酒等。

[0003] 饮用舒适度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饮用过程中的舒适度，包括饮用时对

白酒色、香、味的整体感受，即入口好；另一方面是指饮后的舒适度，即指饮后的生理反应，

是否上头、是否口干、醒酒快不快。而不上头、不口干、醒酒快，则是白酒消费者追求的最佳

饮后舒适度。大量研究显示，白酒饮后舒适度的影响因素较多且复杂。其中，白酒中主要成

分对白酒饮后舒适度的影响较大，如白酒中的酒精、高级醇及羰基化合物等，且其影响与饮

酒者机体的分解、代谢能力有关。同时，白酒饮后舒适度与酒中各类微量元素的种类、比值

是否合适也息息相关。影响酒类饮后舒适度的相关因素如此繁多，而评价酒类饮后舒适度

的客观方法却较少，这为开展酒类品质提升相关技术研究带来了阻碍。

[0004] 目前，关于白酒饮后舒适度的评价具备一定的研究基础，如白酒饮后舒适度的评

价方法，主要是通过人体饮用并完成相关评价问卷来确定某一种白酒的饮后舒适度或多种

白酒的饮后舒适度差异。所采用的评价问卷主要关于饮后是否上头、是否口干等问题设置，

而饮酒者回答问卷问题时自身具有主观性。同时，也有一些借鉴动物实验开展醉酒度研究

的评价方法，如基于“小鼠翻正反射消失和恢复试验”的相关指标来评价白酒饮后舒适度，

具有片面性。随着现代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生活意识不断加强，消费者对各种

酒类产品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其中，饮后舒适度也是消费者越发注重的酒类品质指标。

因此，研发一种用于客观、有效的评价饮酒后舒适度的检测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针对当前评价酒类饮后舒适度的客观方法较少，提供一种客

观、有效的评价饮酒后舒适度的检测方法，该方法从临床前药理研究方向出发，以药理动物

实验(大/小鼠灌胃)为基础研究方法，利用血液渗透压与大/小鼠灌胃饮酒后的机体舒适度

的关系，客观考察酒类饮后机体舒适度变化及筛选出饮后舒适度较佳的酒体，从而指导不

同酒类产品的品质对比，为白酒等酒产品开发和品质升级提供技术支撑。该方法具有操作

简便，客观表达，检测灵敏度高、抗环境干扰能力强等特点，为白酒等酒类饮后舒适度研究

方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本发明的一种饮酒后舒适度的检测方法，它是通过测量实验动物在灌胃饮酒后不

同时间或相同时间的血样本的渗透压，根据渗透压值判断实验动物饮酒后的舒适度变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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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以评价饮用同一种酒后的舒适变化或者对比饮用多种酒后的舒适度差异。

[0008] 进一步地，在本发明较佳实施例中，实验动物灌胃饮用某一种酒后，在血样本渗透

压升高的过程中，观察实验动物饮酒后状态呈现短暂兴奋、步态失调、活动减小等直至翻正

反射消失等醉酒不适反应，表示实验动物饮酒后机体的舒适度逐渐越低；在血样本渗透压

降低的过程中，观察实验动物饮酒后状态呈现翻正反射恢复初期无力、逐渐行动活跃至正

常，表示实验动物饮酒后机体的舒适度逐渐恢复至正常。

[0009] 进一步地，在本发明较佳实施例中，各组别实验动物灌胃饮用不同种类酒后，间隔

相同时间取血检测血样本渗透压，与正常饮水组比，血样本渗透压升高幅度较大，实验动物

状态为翻正反射消失，表示实验动物饮酒后机体的舒适度较差；与正常饮水组比，血样本渗

透压升高幅度较小，实验动物状态为短暂步态失调，表示实验动物饮酒后机体的舒适度较

好。

[0010] 进一步地，在本发明较佳实施例中，评价某一种酒饮后舒适度的检测方法，具体包

括以下步骤：

[0011] 实验方案通过动物实验伦理审查；

[0012] 将实验动物禁食、自由饮水、灌胃饮酒；

[0013] 在饮后不同时间，对实验动物取血，并测量血样本的渗透压；

[0014] 根据实验动物灌胃饮酒后不同时间取血样本的渗透压，判断实验动物饮酒后机体

的舒适度变化，以评价一种酒饮后的舒适度变化。实验动物的渗透压值与饮用前比较，渗透

压越高，说明饮后舒适度越低。

[0015] 进一步地，在本发明较佳实施例中，评价饮用多种不同白酒舒适度的检测方法，具

体包括以下步骤：

[0016] 实验方案通过动物实验伦理审查；

[0017] 将实验动物随机分成若干组，对所有实验动物禁食、自由饮水，分组依次灌胃饮

水、饮酒；

[0018] 间隔相同时间，分别对各组的实验动物取血，并测量各组血样本的渗透压；

[0019] 根据实验动物灌胃饮酒后同一时间取血样本的渗透压，判断实验动物饮酒后机体

的舒适度差异，以评价饮用不同种类酒后的舒适度差异。实验动物的渗透压值与正常饮水

组比较，渗透压升高幅度越大，表示饮后舒适度较低。

[0020] 进一步地，在本发明较佳实施例中，实验动物具有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且其使用

方法经过单位“动物使用和管理委员会”批准，选用适应性喂养良好的大/小鼠，于灌胃前

12-16h，对所有动物禁食、自由饮水。

[0021] 进一步地，在本发明较佳实施例中，实验动物的灌酒体积为0.05-0.20mL/10g.bw。

[0022] 进一步地，在本发明较佳实施例中，评价饮酒后舒适度，大鼠至少6只，不同时间采

集血样本，需在灌胃后的至少5h内，每间隔至少0.5h采集。

[0023] 进一步地，在本发明较佳实施例中，评价多种不同酒的饮后舒适度，包括正常饮水

组，小鼠至少分为3组，每组至少8只，间隔相同时间采集血样本，需在饮后的2至6h内完成。

[0024] 进一步地，在本发明较佳实施例中，测量血样本的渗透压的方法是：对动物取血

后，先将血样本静置10-30min后，以2000-5000r/min离心5-20min，取上层清液，再测量所述

上层清液的渗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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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本发明实施例的评价酒类饮后舒适度的检测方法是测量实验动物在灌胃饮酒后

不同时间或间隔相同时间取血样本的渗透压，根据渗透压高低，判断饮酒后机体舒适度，此

方法可客观而有效的评价酒类饮后舒适度。通过酒类饮后舒适度的药理研究，不断改善酒

类产品饮后舒适度，以指导酒类产品品质提升。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

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条件者，按照常规条件或制造商建

议的条件进行。所用试剂或仪器未注明生产厂商者，均为可以通过市售购买获得的常规产

品。

[0027] 下面对本发明实施例的一种酒饮后舒适度的检测方法进行具体说明。

[0028] 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酒饮后舒适度的检测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9] S1实验动物前处理：实验方案通过动物实验伦理审查；选用适应性喂养良好的大/

小鼠，在灌胃前12-16h，对所有实验动物禁食、自由饮水。

[0030] S2分组、灌胃：将动物随机分成若干组，对所有动物灌酒、禁水，灌酒体积一般为

0.05-0.20mL/10g.bw。

[0031] S3测量：评价饮用某一种酒后舒适度，在不同的时间，对大鼠采集血液；评价多种

不同酒的饮后舒适度，间隔同一时间，对各组小鼠采集血液，并测量样本渗透压。本实施例

中，测量血液样本渗透压的方法是：先将样本静置10-30min后，以2000-5000r/min离心5-

20min，取上层清液，再测量所述上层清液的渗透压。

[0032] S4数据处理：采用统计学软件分析每组血样本的渗透压，得到每组渗透压均值，该

渗透压均值与对比组具有显著差异，一般p＜0.05。

[0033] S5结果判断：根据实验动物灌胃饮酒后的血样本的渗透压，判断一种酒饮后的机

体舒适度变化及饮用多种白酒后的机体舒适度差异，判断依据是：渗透压越高，机体舒适度

越差。

[0034] 酒饮后舒适度主要是指饮后是否上头、是否口干、醒酒快或慢等，研究显示，白酒

中主要成分如酒精、醇类等及这些成分在机体中的代谢、分解情况对饮后舒适度的影响较

大。一般来说，渗透压反映溶解于溶剂中的分子数量，而血液中的电解质、尿素氮和血糖含

量是影响血清渗透压的主要因素，乙醇等醇类小分子化合物大量进入机体则会使血清渗透

压升高。

[0035] 通常情况下，动物灌胃或人饮酒后机体的血液渗透压先升高后降低，这是因为大

量乙醇及酒体中含有的其他醇类等通过口腔进入机体，再由胃和小肠进入血液，同时不断

代谢使得乙醇含量降低并转化生成乙醛、乙酸等其他小分子物质，以上物质的含量变化综

合影响着机体的血清渗透压先升高后降低；随着乙醇、乙醛等物质的代谢转化与机体排泄，

影响血清渗透压的外来分子数量逐渐减少至动物灌胃或人饮酒前的稳态。因此，本发明实

施例通过检测血样本的渗透压值来判断一种酒类的饮后舒适度及其变化。

[0036] 而对于多种不同的酒，由于酒精度数不同，在相同酒摄入量的条件下机体摄入的

酒精含量不一样；或酒精度数相同，机体摄入相同的酒精含量，但各种白酒中的醛类、微量

成分等小分子含量也各不相同，综合影响机体饮后的乙醇、醛类、微量成分等小分子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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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转化速度不同，进而影响机体的血清渗透压变化。因此，本发明实施例通过检测在实验

动物灌胃不同酒后的同一时间的血样本的渗透压值来对比不同酒的饮后舒适度及其差异。

[0037] 上述酒类饮后舒适度的检测方法为白酒等酒类产品开发和品质提升提供技术支

持。利用该方法开展大/小鼠动物试验，根据灌胃饮酒后实验动物机体的血清渗透压值来表

达饮后舒适程度。

[0038] 本发明是从临床前药理研究方向出发，以药理动物实验(大/小鼠灌胃)为基础研

究方法，利用血液渗透压与大/小鼠灌胃饮酒后的机体舒适度的关系，客观考察酒类饮后机

体舒适度变化及筛选出饮后舒适度较佳的酒体，从而指导不同酒类产品的品质对比，为白

酒等酒产品开发和品质升级提供技术支撑。该方法具有操作简便，客观表达，检测灵敏度

高、抗环境干扰能力强等特点，为白酒等酒类饮后舒适度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0039]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特征和性能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40] 实施例1

[0041] 本实施例以42度白酒对大鼠灌胃，提供一种饮酒后舒适度的检测方法，下述实验

方案通过动物实验伦理审查，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42] (1)选用适应性喂养良好的大鼠10只，于灌胃前12-16h，对所有大鼠禁食、自由饮

水。

[0043] (2)对所有大鼠灌胃前取血，用42度白酒灌胃并禁水，记录灌胃时间，灌胃体积为

0.08mL/10g .bw。并分别在灌胃后0.5h、1h、2h、4h、6h和8h时，对大鼠眼眶取血，且记录大鼠

饮酒后的活跃程度和翻正反射能力。

[0044] (3)将上述各时间点大鼠的血样本室温静置15min后，以3000r/min离心15min，取

上层的血清样本冷冻保存；采用全自动冰点渗透压仪检测血渗透压。

[0045] (4)采用统计学软件分析检测得到的各组(灌胃前组、灌胃后0.5h组、灌胃后1h组、

灌胃后2h组、灌胃后4h组、灌胃后6h组和灌胃后8h组)大鼠的渗透压数据，得到大鼠灌胃白

酒后不同时间的血清渗透压，实验结果见下表1。

[0046] 表1大鼠灌胃白酒后不同时间点血清渗透压值

[0047]

序号 组别 渗透压值(mOsm)

1 灌胃前组 282.18±3.21

2 灌胃后0.5h组 358.25±4.23**

3 灌胃后1h组 378.75±5.10**

4 灌胃后2h组 382.80±3.21**

5 灌胃后4h组 335.10±4.36**

6 灌胃后6h组 303.78±4.91**

7 灌胃后8h组 278.78±6.10

[0048] 注：“**”表示与灌胃前组比较，p<0.05；

[0049] 从表1可以看出，与白酒灌胃前组比较，灌胃后0.5-6h的灌胃组的渗透压值具有不

同程度的显著性差异升高，8h的灌胃组渗透压已恢复。且通过观察发现，在灌胃后至0.5h

内，所有实验大鼠翻正反射消失，灌胃后4h大鼠开始逐渐恢复翻正反射，灌胃后8h大鼠均恢

复正常，主动摄取食物和水。说明血清渗透压与灌胃酒后大鼠的机体舒适度具有明显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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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

[0050] 因此，根据检测大鼠在给予一种白酒灌胃后一段时间内的血清渗透压，客观分析

大鼠在该段时间内机体舒适度变化情况，从而评价饮用某种酒后舒适度变化。

[0051] 实施例2

[0052] 本实施例以相同度数42度不同的酒对小鼠灌胃，提供一种饮酒后舒适度的检测方

法，下述实验方案通过动物实验伦理审查，其包括以下步骤：

[0053] (1)选用适应性喂养良好的小鼠，于灌胃前12h，对所有小鼠禁食、自由饮水。

[0054] (2)将所有小鼠随机分成5组，每组10只，分别为：空白对照组、42度酒精组、42度小

荞酒组、42度金荞酒组、42度健康白酒组。对空白对照组给予纯净水灌胃并禁水，对其他组

的小鼠分别给予对应的酒进行灌胃并禁水，做好灌胃时间记录，小鼠的灌胃体积为

0.145mL/10g.bw。

[0055] (3)灌胃后观察：除空白对照组小鼠活动正常外，其他灌胃白酒组小鼠灌胃后逐渐

翻正反射消失，并记录时间；灌胃后4h左右各组小鼠翻正反射逐渐恢复，并记录时间。统一

在规定的灌胃后4.5h，对各组小鼠摘眼球取血。

[0056] (4)将上述各组小鼠的血样本室温静置15min后，以3500r/min离心10min，取上层

的血清样本，冷冻保存；采用全自动冰点渗透压仪检测血清样本的渗透压。

[0057] (5)采用统计学软件分析检测得到的各组小鼠的渗透压数据，得到小鼠灌胃不同

42度白酒产品后同一时间的渗透压值，实验结果见下表2。

[0058] 表2小鼠灌胃不同42度白酒后同一时间血清渗透压

[0059]

序号 小鼠数量(只) 组别 渗透压(mOsm)

1 10 空白对照组 281.10±5.18

2 10 42度酒精组 345.65±4.28**

3 10 42度小荞酒组 328.75±6.10**#

4 10 42度金荞酒组 326.35±5.21**#

5 10 42度健康白酒组 320.10±4.76**##

[0060] 注：“**”表示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 .01；“#”表示与42度酒精组比较，p<0 .05；

“##”表示与42度酒精组比较，p<0.01。

[0061] 从表2可以看出，与空白对照组比较，灌胃42度的酒精和白酒产品在灌胃后4.5h后

小鼠血清渗透压均具有显著性差异，说明灌胃42度白酒4.5h后机体的舒适度还未恢复；与

42度酒精组比较，灌胃42度小荞、金荞、健康白酒在4.5h后的渗透压均有不同程度的显著性

降低，说明不同白酒产品小鼠灌胃后机体的舒适度明显不同。

[0062] 因此，根据检测小鼠在给予不同42度白酒产品灌胃后同一时间点的血清渗透压，

可比较分析小鼠在饮后相同时间的机体舒适度的差异情况，以评价不同白酒的饮后舒适度

差异，从而为不同白酒等酒类产品的品质提升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0063] 实施例3

[0064] 本实施例以不同度数的酒产品对小鼠灌胃，提供一种饮酒后舒适度的检测方法，

下述实验方案通过动物实验伦理审查，其包括以下步骤：

[0065] (1)选用适应性喂养良好的小鼠，于灌胃前12h，对所有小鼠禁食、自由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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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2)将所有小鼠随机分成5组，每组10只，分别为：53度茅台酒组、52度泸州老窖酒

组、40度江小白酒组、42度健康白酒1号样组、42度健康白酒2号样组。对各组的小鼠分别给

予对应的白酒灌胃并禁水，做好灌胃时间记录。控制各组小鼠摄入相等的酒精量，各组小鼠

的灌胃体积如下表3。

[0067] 表3

[0068]

组别 酒体度数(％vol) 灌胃体积(mL/10g.bw)

茅台酒组 53 0.115

泸州老窖酒组 52 0.117

江小白酒组 40 0.152

健康白酒1号样 42 0.145

健康白酒2号样 42 0.145

[0069] (3)灌胃后观察：各组小鼠灌胃后逐渐翻正反射消失，并记录时间；灌胃后4h左右

各组小鼠翻正反射逐渐恢复，并记录时间。统一在规定的灌胃后4h，对各组小鼠摘眼球取

血。

[0070] (4)将上述各组小鼠的血样本室温静置15min后，以3500r/min离心10min，取上层

的血清样本，冷冻保存；采用全自动冰点渗透压仪检测血清样本的渗透压。

[0071] (5)采用统计学软件分析检测得到的各组小鼠的渗透压数据，得到小鼠灌胃不同

酒度白酒产品后同一时间的渗透压，实验结果见下表4。

[0072] 表4小鼠灌胃不同酒度白酒后同一时间血清渗透压

[0073]

序号 小鼠数量(只) 组别 渗透压(mOsm)

1 10 茅台酒组 345.18±7.18

2 10 泸州老窖酒组 362.64±6.18*

3 10 江小白酒组 368.75±6.40**

4 10 健康白酒1号样 330.35±5.21*

5 10 健康白酒2号样 358.10±4.86*

[0074] 注：“*”表示与茅台酒组比较，p<0.05；“**”表示与茅台酒组比较，p<0.01。

[0075] 从表4可以看出，与茅台酒组比较，灌胃不同酒度的泸州老窖、江小白、及健康白酒

2号样，在灌胃后4h的血清渗透压具有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升高；而灌胃健康白酒1号样4h的

血清渗透压具有显著性的降低。说明不同酒度白酒产品小鼠灌胃后机体的舒适度明显不

同，其中健康白酒1号样渗透压最低，即健康白酒1号样饮后舒适度较好。

[0076] 因此，根据检测小鼠在给予不同酒度白酒产品灌胃后同一时间点的血清渗透压，

可比较分析小鼠在饮后相同时间的机体舒适度的差异情况，以评价不同酒度白酒的饮后舒

适度差异，从而为不同白酒等酒类产品的品质分析研究提供数据支撑。

[0077]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一种饮酒后舒适度的检测方法可客观而有效的评价一种或多

种酒类饮后的舒适度变化或差异。

[0078] 以上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本发明的实

施例的详细描述并非旨在限制要求保护的本发明的范围，而是仅仅表示本发明的选定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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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

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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