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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萝卜
因其所含的胡萝卜素与酒精

在肝脏酶的作用下，会生成有毒
物质，危害健康。

2.凉粉、凉皮
酸辣爽滑的凉粉、凉皮也是颇

受欢迎的下酒菜。但凉粉、凉皮在
加工过程中要加入适量白矾，而白
矾具有减缓肠胃蠕动的作用，用凉
粉佐酒则会延长酒精在胃肠中的
停留时间，因而增加人体对酒精的
吸收。同时也增加了酒精对胃肠
的刺激，减缓了血流速度，延长了
酒精在血液中的停留时间，促使人
醉酒，危害健康。

3.生鱼刺身、醉虾等生冷海鲜
吃海鲜时饮大量啤酒，会引

发痛风。因为大多数海鲜食物会
给身体制造过多的尿酸，而尿酸
是人体代谢产生的废物，如不能
及时排出而沉积于关节或软组
织，就会使关节或软组织出现红
肿热痛，甚至引发高烧。此外，体
内尿酸过多，还可导致肾结石及
尿毒症的发生。

4.熏腊食品
一口咸肉一口白酒，酒的滋味

虽然绵长，却暗藏健康隐患。因为
熏腊腌制的食品含较多亚硝胺，亚
硝胺在酒精中的溶解度很大，会增
加患食管癌、胃癌等的风险。

5.烤肉、烤串
食物经过烧烤不但会损失脂

肪和蛋白质等营养成分，还容易
产生致癌物。酒精会扩张消化道
血管，并破坏消化道黏膜，使这些
致癌物质更易被人体吸收。

适合下酒的食物有：
1.含蛋白质丰富的肉、禽、蛋

类
酒水入肠，会影响人体的新

陈代谢，易出现蛋白质缺乏。因
此，应选择松花蛋、家常豆腐、清
炖鸡、烧排骨等做下酒菜，以补充
蛋白质。

2.属于碱性食品的蔬菜、水果
饮酒时，鸡、鸭、鱼、肉菜相对

较多，这些都是酸性食品，为了保
持体内的酸碱平衡就必须选择蔬
菜、水果等属于碱性的食物，如炒
豆芽、醋菜、橘子、苹果等。

3.膳食纤维高的菜
膳食纤维可减缓或减少酒精

的吸收，起到保护肝脏的作用。海
带、木耳、大白菜等都属于膳食纤
维高的菜。凉拌海带丝、洋葱拌木
耳等都是既护肝又美味的选择。

4.粗粮薯类
这类食物中含有丰富的碳水

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和酒精结合，
会减缓肠胃对酒精的吸收。另外，
这类食物中B族维生素的含量也
相当丰富，能弥补大量饮酒对维生
素B1的损失。因此，炒土豆丝、杂
粮外婆菜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5.豆腐
任何酒都含有乙醛，乙醛是

一种有毒物质。豆腐中的肮氨酸
是一种重要的氨基酸，它能解乙
醛之毒，并使其排出体外。因此，
人们在饮酒时或饮酒后吃点豆腐
是大有好处的。 （张五阳 整理）

有些下酒的食物
吃了可能危害健康

□记者 张五阳

本报讯“我总听到有人
说白酒味道有的酸、有的甜，
我喝着怎么都是一个味道？”
提起白酒的味道，市民小张
总会眉头一皱，都说酒分酸、
甜、苦、辣，可他总觉得酒除
了辣还是辣。那么白酒该如
何品出其他味道？如何能分
辨出白酒的口感？记者采访
了市酒业协会秘书处外宣部
秘书长顾跃峰，一探究竟。

“喝酒不能闷头喝，还要

学会品，只有懂得品酒，才会
真正了解这款酒的内涵与精
髓。”顾跃峰告诉记者，品酒
与喝酒还略有一些区别。喝
酒只需要直接喝就行，但这
样往往很多白酒中内涵的元
素就会被淡化掉；而品酒则
是需要一些技巧及要求，目
前国内白酒品评分为五个基
本步骤：静其心、观其色、闻
其香、品其味、悟其格。

据介绍，品酒讲究“静”，
不能心浮气躁。拿起酒杯，
视线与酒杯平齐，看酒在杯

中的色泽与黏稠度。可以轻
晃酒杯，看酒在杯壁上挂杯
的程度，好酒所含微量成分
丰富，酒体黏稠、挂杯度好。
轻轻晃动，酒液就像丝绸一
样从杯壁上缓缓落下，挂杯
痕迹明显、均匀。看了酒的
色泽后，接着就可以闻酒在
杯中的气味，好酒的气味非
常香醇，很有韵味；劣酒一般
会有一种刺鼻的气味。

“最重要的一步是‘品’。
这里的品不能大口地喝，一定
要小口，约1毫升的量，铺满

整个舌面即可。同时，舌头与
酒接触也有讲究，一定要先接
触舌尖，然后到舌头两侧，最
后到舌根，再缓缓入喉。因为
舌尖对甜味敏感，两侧对酸味
喜爱，舌根对苦味在意。”顾跃
峰说，这些步骤做到位后，就
可以感受酒在口腔中独特的
韵味，可以品尝出甜、酸、苦。
好酒一般可以做到绵甜柔和、
协调爽净、醇厚饱满、回味悠
长。最后则是对这款酒的历
史、工艺进行了解感悟，只有
这样才能品出酒的真正内涵。

酒不能瞎喝，要会品
专家教你喝出酒的内涵

“酱酒卖不动了……”
去年10月以来，不少经

销商这样说道。
他们手上的产品，大多

出现了动销困难、利润下滑
的情况。而酱酒，似乎也走
到了“降温”的拐点。

去年下半年的如履薄冰
与上半年的一哄而上，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

这样巨大的前后反差，
让很多人对酱酒品类的发展
前景产生了质疑，甚至出现
了崩盘的论调。

该如何正视酱酒的问
题？“酱酒热”还能传导到消
费端吗？

五大“铁柱”撑起“酱
酒热”

在去年 8 月之前，酱酒
的舆论形势仍然一片大好。

彼时，“酱酒热”得到了
五大层面的支撑。

一是投资热情高涨。买
酒、做定制产品以及收购酒
厂的经销商、投资者蜂拥而
至茅台镇。基酒与当地酒厂
的价格水涨船高，酱酒的投
资热度被推向顶峰。

二是头部企业积极扩建
扩产。以茅台、习酒、郎酒、
国台为代表的酱酒“头部玩
家”纷纷实施技改工程，均表
示要在“十四五”期间扩大产
能。同时，一、二线品牌轮番
涨价，渠道出现了囤货惜售
的现象。

三是数千亿元业外资本
的入局。不只业内，包括烟
草、家电、高新技术、医药、金
融等领域的业外资本也在

“染酱”，资本市场甚至出现
了上市公司与酱酒沾边，股
价就能应声上涨的奇景。譬
如，众兴菌业的股价就一度
就暴涨了122.45%。

四是政府意志。在泸州
古蔺县水口镇改名为茅溪镇
之后，2020 年，泸州传出计
划投资200亿元打造茅溪镇
酱酒园区的消息，并出台了
相关补助政策。在这样的大
力度扶持下，以古蔺县酱酒
园区为核心的川派酱酒阵营
逐渐浮出水面。

五是专家学者、酒企高

层共同看好酱酒未来。权图
工作室认为，酱酒产业和市
场的规模会在十年内翻一
番，分别达到5000亿元级和
3000 亿元级。酱酒的快速
崛起不是偶然，而是中国白
酒品质升级和风味发展的必
然趋势和最后一站，是会持
续20年以上的长周期。

贵州醇董事长、总经理
朱伟表示：“酱香酒不仅没有
泡沫，而且是远远的没有泡
沫。未来，酱香型白酒的市
场份额会超过浓香型白酒。”

尽管有以上五大层面力
挺“酱酒热”，然而人们没有
想到的是，去年 8 月 20 日，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价监竞争
局召开了白酒市场秩序监管
座谈会。彼时，就有业内人
士猜测，这场会议与酱酒的
资本过热有关，主要目的在
于维护酒业的正常秩序。

座谈会后，市场对酱酒
的态度悄然发生了变化。去
年10月，众兴菌业和吉宏股
份两家上市公司先后发布公
告终止收购酱酒企业，引发
行业广泛关注。随后，“酱酒
退烧”的声音逐渐放大。

理性看待问题：团购
渠道独木难支

“酱酒退烧”的舆论让不

少资本与经销商望而却步，
有人认为酱酒红利已经终
结，大部分经销商囤货比以
往更为谨慎，同时出现了战
略性撤退的现象。

这些变化，或多或少地
给酱酒发展带来了负面影
响。

事实上，从市场反馈来
看，酱酒品类的确存在着渠
道热度降温，但并不代表品
类发展不可持续，更遑论面
临崩盘。

问题主要源自于动销困
难。不少经销商都在感叹，
从 2020 年到去年 7、8 月份
之前，只要是酱酒都好卖，但
这之后，很多产品就卖不动
了。

对此，盛初集团董事长
王朝成认为，与浓香品牌不
同，酱酒主要依赖团购渠道
销售。这一年多来，渠道几
乎被填满，造成了渠道销售
的减缓。但是，渠道降温不
代表消费端不热，消费端是
一个缓慢的上升过程，这一
趋势并没有变。

对于酱酒而言，团购渠
道具有两面性。有别于浓香
企业从区域走向全国，很多
酱酒企业是通过团购直接做
全国化招商的，本身量也不
算大，因而能够迅速完成销

售。但这样做了一段时间
后，团购渠道开始恶性竞争，
出现了价格倒挂、抛货的现
象，利润开始下滑。

所以酱酒面临的现实在
于，不是品类不热了，而是渠
道碎片化的疯狂阶段已经过
去，只靠团购来做大销量已
经不可持续，需要转换方向。

酱酒新趋势：品牌化
&大众化

相较浓香，酱酒品类的
发展有其特殊性，动销问题
是其发展过程中必经的一道
坎，但这并不意味着酱酒品
类的成长将会停止。

在酱酒市场格局尚未落
定的背景下，这一品类还将
有5至10年甚至更为长远的
发展期。

那么，未来酱酒的发展
趋势是什么？在王朝成看
来，第一是品牌化，第二是大
众化。

首先，品牌力是酱酒得
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力量。
在这一轮“洗牌期”，不少手
握大品牌的经销商并不慌
张，在他们看来，即使目前产
品难以动销或利润下滑，但
产品仍能实现盈利。从长期
来看，大品牌的价格仍然有
回旋的余地。

其次是大众化，从浓香
的例子来看，100至300元的
大众价格带始终是销量最高
的区间之一。不论是从品牌
数量还是从全国化程度来
看，大众价格带都有着极为
明显的优势。

在大多数行业人士看
来，尽管“酱酒退烧”的说法
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的市场
情况，但适当的降温有利于
行业的长期发展，是“酱酒
热”回归理性、回归品质与品
牌的表现。

不论浓香还是酱香，一
个品类想要一直维持高毛利
并不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价格必定会越来越透明。
而领军企业的带动、持续提
升的品质以及消费者的好口
碑，才是酱酒品类真正的立
身之本。

（邱梦思）

从炙手可热到如履薄冰，酱酒“退烧”过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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