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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武汉市武昌区的王先
生向《楚天都市报》记者反映，5月 12日，
他在网上一酒品经营店购买了9箱白酒，
总共花去近7000元。6月28日摆婚宴宴
请亲朋时，众人喝着头疼、不舒服，口感也
不对，他为此想作鉴定。

据王先生介绍，5月 12日，他在某网
上商城一家酒品经营店购买了这批酒，准
备作婚宴用酒。6月28日，在婚宴上他将
酒开封。哪知众人喝后头疼、不舒服，口
感也不对，最终还有3箱酒没敢喝。好好
一场婚礼，众宾客最终扫兴而去。

6月30日，王先生联系该商城，对方
表示其需提供质检部门或检测机构提供
的假酒检测报告，才能介入处理。随即，
该网店工作人员也联系上王先生，表示自
己的酒肯定不是假酒。

王先生又拨打白酒企业客服电话，工
作人员告知他，可以帮其鉴定酒的真假，
但不对其出具任何鉴定报告。他又拨打
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热线，对方表示，酒品
类的投诉应找酒类专卖管理局。“我只是
想鉴定酒的真伪，没想到如此费周折。”王
先生不解。

《楚天都市报》记者联系上该店客服
人员，其证实王先生确实在该店购买了这
些酒，但他们的产品都有防伪标识，不会
是假酒。该品牌白酒企业客服人员则告
诉记者，王先生所在地有区域负责人，可
以为其提供鉴定酒的真伪服务，但确实无
法出具书面报告。

7月 1日，武汉市酒类专卖局有关工
作人员回复王先生称，已受理投诉，但需
要其保留未开封的酒品，以及当时的发
票。他们没有鉴定真假酒的资质，鉴定报
告他们也无法出具，需联系有鉴定资质的
机构来出具。他们将协助王先生处理此
事。 （简杰）

武汉：
网购白酒被质疑
有关部门已受理

本报讯“所有菜品选用最优质
的原材料，纯天然无添加剂，私人订
制。”近来，在微博、微信朋友圈里，
销售自制美食的形式日渐走俏，通
过微博、微信订购美食成为不少吃
货的新选择。然而，在“微店美食”
火爆的背后，也存在无证经营、食品
安全等风险隐忧。

西宁一家专门出售重庆特色小
吃的微店店主向记者介绍，他本身
就是重庆人，微博上“售卖”的小吃
都是一些重庆家常菜，刚开始是通
过身边的朋友在微博上宣传，拍几
张照片写一些评价，渐渐地越来越

“火”，每条微博的评论和转发都达
上千条。“食物的原材料都是自己亲
自采购的，食物也是自己做的。”店
主表示，质量和卫生可以绝对保证，
目前也没有过客人投诉的情况。

《工人日报》记者留意到，一些
店家为了让消费者放心，会将自己
选材和制作的过程用图片的形式拍
摄下来，但是一些消费者还是会怀
疑它的真实性。

“有一次吃完微店里订购来的
小龙虾就开始拉肚子，但店家回复
我说那是因为太辣了。这些网络美
食虽然人气赚得快，但它们大多没
有实体店，食品制作都是在自己家
里完成的，没有卫生和食品安全许
可证，不太令人放心。”网友“一只
猫”表示，“微店美食”的卫生问题值
得关注，因为大部分是家庭式生产，
材料是否新鲜，制作过程是否干净
卫生，消费者都不得而知。

工商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传
统的实体餐厅除了要进行工商登
记，还需要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和
卫生许可证才能开门对外营业。而
通过微博、微信在网络销售美食的
微店基本属于无证经营。虽然店家
都打着“优质原材料、绝对干净卫
生”的旗号售卖，但无法监督。“微店
美食”的属性界定尚未清晰，执法上
存在一定难度。 （邢生祥 丁建敏)

“微店美食”
让人欢喜让人忧

部分“鹰城市民最喜爱的婚（喜）宴酒店”推介：
豫达未来大酒店 电话：0375-2619999
马记大酒店 电话：0375-3302222
金山牛庄酒店 电话：0375-8889288
全聚德·信阳甲鱼村 电话：0375-3819777

部分“鹰城市民最喜爱的特色风味名吃店”推介：
御香斋曹氏带皮蒸羊 电话：0375-2906868
金牛宴卤肉馆 电话：0375-2377688
神农庄园烤全羊 电话：0375-4994369
银记羊汤烩面 电话：13569598298

QQ群：3112079071 微信公众平台：“鹰城吃喝玩”

品鉴葡萄酒，对酒香的感知是不可或
缺的。不管科学方法和仪器对香气进行
怎样的分析和解释，对于品评和描述一款
酒的酒香、发现它的优点和缺点，最高明
的能手还是我们的鼻子。描述从一款葡
萄酒中感受到的酒香，从某种意义上讲就
是找到准确恰当的词汇真实表达构成葡
萄酒的各种香气成分的细微差别，要准确
到位而不带偏差。这些神奇而含义深厚
的专业词汇是葡萄酒品评领域的奠基石。

直接感觉：杯中葡萄酒的香气

葡萄酒倾入酒杯后，会在酒杯上方的
空间开始慢慢释放出香气。时间快慢取
决于香气的挥发性和葡萄酒的温度。最
具挥发性的香气最先释放出来，然后一点
点地消失；挥发性弱的香气要经过长时间
才能慢慢地释放出来。感受到的香气在
品酒过程中是不断演化的，一般称之为循
序渐进的前期香气、中心香气和底层香
气，共有三层。很难发现3至4个层次以
上的葡萄酒香气。

酒香品鉴的方法和步骤

拿出一个酒杯，倒入 1/5容量的葡萄
酒，晃动然后嗅闻。当葡萄酒液表面恢复
平静状态，这时闻到的香气是最具挥发性
的香气分子。这“前期”的香气通常与随
后即将感受到的香气有很大差别。晃动
葡萄酒液，能给酒杯带来一种旋转的动
力。这样会让另一部分香气挥发释放出

来，到达鼻腔，同时让葡萄酒接触空气进
行氧化，也快速调整了香气分子的组成。
试着描述你的感觉并且辨识葡萄酒的芳
香组成。一个品酒专家或者经验老到的
侍酒师，能够达到即使在盲品的时候，也
能辨别出譬如说荔枝的香气，他还能说出
这种香气来源的葡萄品种，如琼瑶浆品
种，有的时候甚至能说出是哪个酒庄酿造
的。

入口的香气：后鼻腔的回溯香气

轻呷一口葡萄酒在口中，不要吞咽下
去。葡萄酒在口腔中加热，最后一批香气
分子得以挥发释放。可以用嘴深吸一点
空气入口，让空气在口中穿越葡萄酒来感
觉这新一层的香气，如同大多数品酒师做
的那样。这种后鼻腔的回溯嗅觉能够让
我们体验到“香气浓郁持久度”（称之为P.
A.I），即在吞咽或吐出葡萄酒之后，口腔和
后鼻腔感觉持续的时间，被称为余韵，余
韵长短是品评葡
萄酒品质的重要
标志，其计算单位
为“ 可 达 丽 ”
（Caudalies），在
拉 丁 语 中 为

“Cauda”，也就是
“余韵”的意思，一
个“可达丽”相当
于一秒钟的时间。

（丽恭）

学会全面感知
葡萄酒的酒香

本报讯 两年前，四川攀枝花市的陈先生
在京东商城购买了12瓶泸州老窖·八年窖藏·
永盛烧坊。今年6月1日，陈先生将最后一瓶
酒拿出来招待朋友，却发现酒里有一块泡沫
状的凝固物，他随后向销售商和厂家投诉，但
至今都没有结果。

6月25日，郁闷的陈先生告诉《攀枝花晚
报》记者：“网上买东西倒是方便，但出了问
题，销售商和厂家都在推卸责任，看来今后在
网上买吃的、喝的要慎重！”

网购的白酒中发现凝固物

陈先生说，2013年5月中旬，他上网看到
京东商城的“泸州老窖·八年窖藏·永盛烧坊”
在搞特惠销售，于是花 700 元买了一件（12
瓶）。到货后，陈先生多次饮用发现，这是正
宗的泸州老窖酒，质量没问题。

今年6月1日，陈先生邀约朋友到家里小
聚，他将最后一瓶“泸州老窖·八年窖藏·永盛
烧坊”摆上了桌。但是，当他打开包装盒后发
现，酒瓶里竟漂浮着一小块像泡沫状的凝固
物，大家都觉得这酒有问题，不敢再喝了。

销售经理答复 酒放久了会有凝固

当天，陈先生通过QQ和“泸州老窖·八年

窖藏·永盛烧坊”的销售经理取得了联系，反
映了此情况。

客户经理通过QQ视频观看了陈先生拍
摄的这瓶问题酒包装上的批号后，作出如下
回答——酒放的时间长了，都会出现凝固物，
这酒不会有问题。如果还有疑问，请直接向
泸州老窖酒厂总经销服务部投诉。

酒厂推给经销商 至今无明确答复

随后，陈先生拨打了泸州老窖酒厂的热
线电话4008881573。

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要求陈先生将该批次
白酒的生产批号网传给他们。陈先生照办
后，工作人员确认，此酒系泸州老窖酒厂生
产，他们将把陈先生的投诉转给泸州老窖四
川总经销商来处理。

几天后，泸州老窖四川总经销商工作人
员给陈先生打来电话，称这个批次的酒不是
他们销售的，他们无权处理。陈先生又拨打
了泸州老窖酒厂的热线电话，工作人员答复：
将把此事汇报给相关部门。

6月28日上午，记者多次拨打泸州老窖
酒厂热线电话，一直都是电话留言。记者留
言并留下联系电话，直到6月29日发稿时，厂
家依然没有答复。 （婉枝）

攀枝花：
网购白酒出现凝固物，向商家、厂家投诉均无果

网购酒水须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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