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望、闻、品、尝，40名百姓“品酒师”亮出舌尖上的功夫

泰安六人冲击“齐鲁品酒王”

C07
今日泰山

2013年3月25日 星期一
编辑：赵兴 美编：姚继贵 组版：张祯

本报泰安3月24日讯
由山东省白酒协会、山东省
糖酒副食品商业协会、齐鲁
晚报联合主办，山东省白酒
品牌推进委员会承办的“第
二届山东省百姓品酒大赛”
泰安赛区比赛，于23日鸣锣
开赛。经过四轮激烈比赛，6

位高手从40位参赛选手中
脱颖而出，进入下一轮全身
决赛。

23日，来自泰安市的40

位品酒高手，齐聚第二届山
东省百姓品酒大赛泰安分
会场。5种白酒样品整齐摆
放在会场一角，瓶身只有字
号标签，没有其他标识，让
参赛者好奇地不停张望。上
午9点钟，比赛正式开始。比
赛分为四轮，包括香型判
断、酒精度判断、参赛者对

白酒口感的表述及酒类常
识问答等四个环节。

在比赛中，第一环节是
香型判断。选手们信心满
满，一一闻香、品尝后，不一
会就写下香型、浓香型、芝
麻香、清香型、老白干等答
案。第二轮酒精度判断环
节，部分选手犯了难，30—
32度，34-36度、38-39度、42-
44度、52-54度的五个区间，
让一些选手拿捏不准。第三
轮的口感表述，由选手对5

种样酒由好到次排列。包括
白酒口感、色泽、香气、味
道、风格等，让选手综合考
虑排序。第四轮的酒类常识
则相对简单，写下常见的一
些香型白酒及代表品牌。

经过一上午的激烈比
拼，在比赛专业裁判的认真

裁判下，6位得分最高的选
手，进入到下一轮全省的决
赛，与全省选拔出的其他高
手角逐“齐鲁品酒王”。

本届品酒大赛分为初
赛、决赛和颁奖三个环节。
通过初赛选拔出100名民间
品酒高手参加4月中旬举办
的决赛。根据决赛成绩，组
委会将向参赛选手颁发总
计10万元奖金。前10名将获
得由山东省白酒工业协会
和齐鲁晚报颁发的“齐鲁金
钻品酒师”荣誉证书，每人
奖金3000元；11-30名将荣获

“齐鲁银钻品酒师”，每人获
奖金2000元；31-60名将荣获

“齐鲁铜钻品酒师”，每人奖
金1000元。

本报泰安3月24日讯
“这杯酒有一股浓郁的芝麻
香味，肯定是芝麻香。”王慧
女士递给记者一杯酒说。受
老公影响喜欢上品酒的王
慧，在老公的鼓励下，和老
公一起来参加比赛。

品香型环节，王慧女士
是第一个交上答卷的。“以
前在酒店里做面点师，闲暇
时间就摆弄摆弄酒，跟大家
一起讨论，时间长了对酒的
品牌和度数有了一定的了
解。另外，因为接触过香精，
对香型比较敏感。”王慧女
士说，老公平时喜欢藏酒、

品酒，在他的熏陶下也慢慢
产生了浓厚兴趣。

“这种机会很难得，收获
挺大的。”王慧说，她是在老
公的鼓励下报的名，因为是
业余爱好，没有什么窍门，主
要凭感觉。“重在参与，主要
想体验一下现场的气氛，结
果不是很看重。希望老公能
够取得理想的成绩。”

王慧女士的老公刘立
涛先生是第二次参加泰安
分赛区的品酒大赛。在第一
届品酒大赛上，刘立涛先生
以 第 5 名 的 好 成 绩 成 功 入
围，在决赛中留下了点遗

憾。“上一届进入决赛了，但
决赛的时候没有发挥好，觉
得比较遗憾，希望今年能够
取得比较理想的成绩，弥补
一下缺憾。”刘立涛先生说，
受“泸州老窖老酒中国寻”
活动的影响，对藏酒和品酒
产生浓厚的兴趣。在齐鲁晚
报看到第一届品酒大赛的
消息后，立刻报了名，比赛
前专门在家练了好几天，取
得了第5名的成绩。

“品酒大赛是对酒文化
和酒知识的一种很好地宣
传，能学到很多，因此毫不犹
豫地来参加了第二届品酒大

赛。”刘立涛说，不管这次能
不能取得比上次更好的成
绩，有机会还会继续参加。

比赛结果揭晓，刘立
涛先生获得第二名，再次
晋级决赛。“我会好好珍惜
这次机会，比好赛的同时，
跟各地的品酒名师切磋、
交流，积累更多的品酒知
识，了解博大精深的酒文
化，并把自己学到的介绍
给身边的朋友，让身边的
人真正学会喝酒，而不是
一口喝下去任何感觉都没
有的瞎喝。”刘立涛说。

老公去年拿了第五
今年夫妻一起参赛

本报泰安3月24日讯
“这杯酒酒花比较丰富，持
久不散，初步判断酒的度数
在 5 2 ℃ ～ 5 6 ℃ 这 一 区 间
内。”望、闻、尝……品酒的
方法有很多，民间品酒师隋
先生有自己的品酒小窍门。

酒度鉴别环节，在场的
品酒师大多都是先将鼻子
靠近酒杯口闻，然后再小酌
一口，细细品尝。隋先生做
的第一件事不是闻，而是用
手心按压住杯口，轻轻摇一
摇，仔细观察酒杯中出现的

酒花。
“通过观察酒花能够对

酒的度数有个初步把握。”
民间品酒师隋先生说，60℃
以上的酒花大，消失得比较
快。52℃～56℃之间的酒花
比较丰富，持久不散。4 0℃
左右的酒花稍细，持续时间
比 5 0 ℃左右的稍短一些。
30℃左右的酒花特别细，持
续时间特别短。通过观察酒
花，对酒度有个初步判断，
再通过品尝，利用胃部感觉
做出更为精确的判断。“度

数高的酒下肚，胃部会有一
种强烈的冲击感；度数低
的，喝起来比较寡淡，基本
没有冲击感。”隋先生说。

别看隋先生品酒很有
一套，但他却不大喜欢喝
酒。“平时很少喝酒，但是喜
欢收藏酒，算起来收藏了有
10多年了，收藏的各地名酒
有 1 0 0 0多瓶，2 0 0多个不同
的品种。”隋先生说，收藏酒
的过程中慢慢对品酒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没事的时候
喜欢品一品，偶尔会拿出七

八十年代的老酒喝上一两
口，时间久了积累了一些辨
别酒的经验。“收藏酒，特别
是老酒，收藏的不仅仅是不
同品种的酒，更是一种记
忆。开一瓶七八十年代的
酒 ，抿 上
两 口 ，
给人一
种 回
到过去
的 感 觉 ，当
时的记忆就会重
新浮现在脑海中。”

摇摇酒杯看酒花
估出白酒的度数

选手通过“闻”分析香型和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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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名选手角逐进入全省决赛的资格。 这酒的香型和度数，还真好好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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