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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茅台

镇：走集约、绿
色、环保之路

的酒类消费市场，在酱香热浪潮
下，正进入到中场的酒企品牌和
品质比拼时代。广东酒类行业协会

会长彭洪表示，广东的酱酒消费区域和人群仍在不断扩
大。他认为，目前广东市场酱酒集中度不高，高品质、强品
牌的企业将成为俘获消费者的重要指标。行业调研显示，2021
年，广东的酒水消费同比增长20%左右，其中酱酒品类增幅最
大，广东的酱酒市场正朝着品牌集中化、品质高端化的趋势发展。

近年来，国台酒在广东市场的销售份额不断扩大，深受消费者
青睐。作为政府授牌的茅台镇第二大酿酒企业，从1999年立足仁
怀、扎根茅台镇起，20多年来，国台就认认真真地“学习茅台、做好国
台”，用匠心和恒心做一瓶产地正宗、原料正宗、工艺正宗和品质正
宗的茅台镇正宗大曲酱香国台美酒，形成国台酱酒、国台国标、国台
十五年和国台龙酒等产品梯队组合，满足多个消费阶层需求，市场
网络遍及全国各地。

2021年，国台取得跨越式增长，实现含税销售额过百亿的成
绩。品牌价值1002.55亿，位列中国白酒第十名。在进入中国酒业
百亿酒企阵营后，国台朝着中国新名酒目标奋进。

秉承传统不泥古，科学创新不离宗。国台在严格秉承茅台镇正
宗大曲酱酒12987传统酿造工艺、以匠心精神精酿一瓶正宗酱酒的
同时，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推动传统酿造向智能化、智慧化酿造升
级转型，不断赋予传统酱酒现代健康属性。

20212021年年，，贵州省工信厅遴选的贵州省工信厅遴选的1515个工业互联网体系建设个工业互联网体系建设
应用案例和应用案例和2929个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应用案个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应用案
例例，，国台酒业是入选的唯一酒企国台酒业是入选的唯一酒企。。今年今年11月月，，在在
工信部评定的工信部评定的““20212021年度国家级绿色工厂年度国家级绿色工厂””中中，，
国台酒业榜上有名国台酒业榜上有名。。

国台在酱酒领域推进数字赋能国台在酱酒领域推进数字赋能、、绿色集约绿色集约、、
智能酿造是比较早的智能酿造是比较早的，，走得也是比较快的走得也是比较快的。。那那
么么，，国台的智能酿造取得了哪些成果国台的智能酿造取得了哪些成果，，又为中国又为中国
白酒行业做出哪些开创性的探索白酒行业做出哪些开创性的探索？？

为广东消费者奉献一瓶正宗大曲酱酒

国台以智能酿造引领高质量发展
广东

B“智能工匠”完美再现“人工工匠”

相较于其他香型，酱香型白酒
对产区有着更为严苛的要求。产
区的基础就是天造地设的自然资
源禀赋。茅台镇的水源、土壤、空
气、气候与微生物生态环境，成就
了茅台镇产区酱酒的独一无二，也
使得茅台镇成为中国正宗酱酒不
可复制的核心产区。但是，茅台镇
的土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都有
限，如何更好的使用有限的土地，
是国台一直思考的问题。

国台2011年起兴建的国台酒
庄，从规划设计开始，就是集约式
发展。酿酒车间由传统的一层式、
半边酿酒半边摊晾调整为两层，一
层全部用于酿酒，二层用于摊晾，
节约一半用地，扩大一倍产能。

实际上，不只是酿酒车间，国
台的酒库同样也在“向上要空
间”。在国台，酒库也被设计成了
双层结构，类似于立体车库。传统
酒库更追求地面面积，国台酒库则
追求空间上的体积，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当然，投资强度也明显增大。

据悉，按国台酒庄350亩地万吨产
能全部配套初步匡算，投资强度约
为1142.86万元/亩，制酒车间高达
2265万元/亩，酒库约为1687.5万
元/亩，其他配套约为743.8万元/
亩，远远高于传统酿造的投入。

投入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干？
用国台酒业集团董事长闫希军的
话说，茅台镇的资源是老祖宗留下
来的，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吃尽用
绝，不仅要省着用，还要通过创新，

用最少的资源为当地的老百姓、政
府和社会奉献最大的价值。

目前，国台拥有国台酒业、国
台酒庄、国台怀酒、国台茅源四个
生产基地。国台酒庄是智能化酿
造水平最高的。作为酱酒行业智
能化酿造的先行者，国台进行了大
量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创新。
去年11月投产的国台酒庄制酒1
车间，是目前国台生产机械化和智
能化水平最高的车间。

在国台酒庄制酒 1车间，入
口处的数字化中控室是整个车
间的中枢神经。车间内所有机
器的运作，均出自中控室的指
令，并在电脑程序的指挥下精准
运作。

与传统车间不同的是，这里
并没有工人们挥锹如云、挥汗如
雨的热闹场面，车间工人的工作
更多是在维护设备、数据采集录
入等。中控室外，视线所及均是
大型机械设备、密集的金属管
道，和一条条由机械手、感应器
等各种部件组成的自动化生产

线，在轰鸣声中作业。
“长期以来，国台持续积累

了制曲、酿酒、存储等各主要
工艺环节的技术参数。在智能
酿造推进过程中，国台始终坚
持传统酿造核心工艺不变，而
且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成果，持
续强化对传统经验的数字化解
析，破解传统酿造工艺的技术
精髓。”闫希军认为，智能酿造
并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把
传 统 的 经 验 转 化 为 科 学 的 数
据，将模糊的经验清晰化。用
标准支撑数字的规范性，用数

字验证标准的准确性，将智能
酿造的数字化系统不断充实、
丰富和完善。

目前，国台已初步建立覆盖
全生产过程的数字化标准体系，
将传统酿造的30道工序、165个
环节进一步细化为 269 个环节
和 1071 项指标，基本实现全程
在线监测、收集、分析、控制。
从 2011 年开始兴建国台酒庄开
始，通过十多年的努力，国台已
经把人工踩曲推进到机械制曲，
把人工酿造推进到机械化、自动
化，正在全面实施智能化酿造，

把传统的存储方式推进到数字
化智能储酒。

业内人士认为，国台以“秉
承传统、科学创新”的精神，以

“敢为人先”的勇气，把创新作
为破解发展难题、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金钥匙”，率先在白酒智
能酿造展开积极探索，大胆创
新、小心论证时代前沿科技与传
统制造业的融合应用，并取得了
丰硕的阶段性成果突破。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成就未
来。当下，智能化酿造已经成为
白酒行业转型升级时期面对的

热点，也是实现行业全面提升的
发展方向。国台酒业智能酿造
之路稳健扎实，走在了酱酒的前
列；国台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采
用智能化酿造技术，有效提升产
品质量，对全行业都有着重要的
启示意义。

据介绍，国台通过对两种生
产方式长期跟踪对比，智能酿造
能更高效地出酒、能出好酒，产
品质量更加稳定可控。而且，工
人重体力劳动强度大幅下降，资
源更加节约，环保效果更加优
化。

C 领航智能酿造：十年进化之路

今年，距离国台启动机械
化、智能化酿造已有 10 多年。
对于国台目前取得的成果，多位
行业领导和专家到现场观摩后
认为，国台的智能酿造已走在行
业前列，引领着酱香型白酒产业
创新的方向，是新型工业化的具
体实践。

实际上，这十多年间，国
台的智能化探索也曾经历多
次蜕变。

1.0~3.0 时代。这一阶段主
要是把生产厂房由一层改造为
两层，同时将原来人工开合不严
实的传统酒甑，改成自动化的密
闭酒甑，基酒转运变为管道化输
送系统，二层晾堂的糟醅可以通
过设备转移到一层窖池，建立立
体酒库仓储系统等。

同时，生产厂房加入了润粮
机，把人工润粮用机械化代替。
并且在 2018 年，冷却循环水系
统正式投入了使用，可用水泵送
回生产设备（如冷凝器）再次使
用，冷水的用量大大降低。

4.0时代。这一阶段是随着

2020 年制酒 4车间的投产开始
的。在前两代的基础上，3.0 时
代将摊晾环节完全由机器取代
人工，摊晾过程糟醅不用再接触
地面，通过传送板链实现翻拌、
降温、撒曲、混匀等工艺操作。

5.0时代。这一阶段是随着
2021年 11月的 1车间投产而开
始的。1 车间秉承“一个车间、
一台设备、一套系统”的设计理
念，在4车间的基础上进行优化
创新，新增了生产管理 MES 系
统（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
tem，直译为制造执行系统），整
体调度车间内各工序段设备的
运行衔接，将各个生产单元和模
块无缝衔接，融为一体。朝着

“无人车间、透明工厂”又迈进了
一步。

据悉，下一步，国台还要依
靠信息支撑、数字集成、智能分
析，把智能酿造推进到新阶段，
从而实现国台从传统产业转型
为新型工业化的企业，闯出一条
新路，为酱香白酒智能酿造规模
化建设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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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核心战略产品国台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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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对 于 现 代 社
会的公卫体系建设，中西医
深度融合的抗疫实践，在哪
些方面可以提供经验？

张忠德：任何医学是否
存在价值，就是看它能不能
够解决问题。在两年多世界
各地的战疫中，中医药实实
在在地救治一个又一个的病
人。中医药抗疫不仅在中国
各地从南到北，也在支援海
外抗疫中积极发挥作用。在
东南亚、非洲都有我们广东
中医的抗疫队伍，将中国方

案与当地实践结合。
我们用疗效证明：在突

发 公 卫 事 件 中 的“ 防、治、
康”各个环节，中医药都可
起到很好的作用。我们要
用看得见的疗效和可重复
的循证医学语言，向世界阐
述好中医药理念，为应对全
世界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提供越来越成熟的中国方
案。未来如何在国家的公
卫体系建设中积极发挥中
医药作用，这也是我们正在
探索的课题。

疫两年多来，中
医药不断以疗
效受到关注和

肯定。今年3月，世卫
组织发布了报告，建
议成员国在其卫生体
系及监管框架中考虑
将中医药纳入新冠肺
炎临床管理规划。

中医药对抗疫病
自古已有，面对不断
变 异 的 病 毒 引 发 的
疫情，中医药抗疫有
何 秘 诀 ？ 中 西 医 融
合 抗 疫 方 案 如 何 持
续创新，为世界输出
中 国 方 案 ？ 羊 城 晚
报 记 者 专 访 中 医 抗
疫专家，解读中医药
抗疫智慧。

中西医深度融合，未来
如何在公卫系统中更好发挥
作用？如何持续创新，为中
国方案提供“广东经验”？

“在援助香港应对第五
波疫情中，中医药在预防、治
疗以至康复的全过程中发挥
着作用。”广东省卫生健康委
副主任、省中医药局局长徐
庆锋表示，广东先后派出526
名医疗防疫人员支援香港抗
疫，其中中医专家 21 名。这
支中西医队伍，在香港推动
建立起中西医深度融合的工
作机制。中西医共同排班、
共同查房、共同收治病人、共
同制定诊疗方案，发挥了“1+
1＞2”的临床效应，并协助香
港修订中医诊疗方案。

广东是全国领先的中医
药强省、大省，在中西医结合
方面有独特的经验优势。“中
医医院需要拥抱现代医学，

探索中西医结合模式。”徐庆
锋表示，目前，国家疫病防治
队伍和中医紧急医学救援队
伍已在广东相继成立，未来
还将健全中医药深度融入全
链条精准防控机制，粤港澳
大湾区也会持续推动中医药
领域的深度合作。

“中医药要走向世界，临
床疗效是硬道理。中医药在
此次协助香港抗疫的防、治、
康各环节都发挥了作用，未来
我们更要发挥好大湾区中医
药优势。”5月19日，张忠德完
成援港抗疫休整回到广州时
说。“不仅仅是抗疫，在构建公
共卫生系统中，中西医融合作
战都能发挥作用。不同医学
体系科学学科，互相取长补短
救治病人，让患者受益最大
化，在实践中形成不断完善的
中国方案。这样的方案，对老
百姓来说就是最好的方案。”

中医药抗疫为何能持续输出中国方案？
以“不变”应万变，

中医大咖谈：

羊城晚报：世卫组织建议
将中医药纳入抗疫临床管理框
架中。作为19年前就曾赴香港
进行中西协同抗疫的广东专
家，你对此有何看法？对中西
医融合的医疗模式，有何建议？

林琳：我认为世卫的建议
是基于目前抗疫实践中中医
药展现出来的疗效。我相信
多学科交融是医学发展的必
然，也会是未来中医发展的
其中一个方向。

以我35年的中西医结合

治疗肺炎的临床经验来看，
无论是细菌性肺炎、病毒性
肺炎或是新冠肺炎，中西医
融合模式都比单纯的西医或
中医效果更好。

对于各种变异甚至重组
的新冠病毒，中医的整体观和
辨证论治的思维也有优势。
中医从证候入手，辨证论治，
加减组方治疗，非常灵活。因
此中西医融合，不仅适合用于
防治新冠肺炎，也同样适合用
于多种疾病的防治。

张忠德：

林琳：多学科交融，是医学发展之必然

在公卫体系各环节，中医药
都应发挥积极作用

对话

壹援港战疫，中西医融合抗疫方案持续创新

贰 中医药抗疫有何秘诀？以“不变”应万变

叁中国方案获肯定，交叉学科可融合

肆
助力公卫，中医药将深度融入

全链条精准防控机制

战

内地中医团队进入内地中医团队进入
香港定点救治医院深切香港定点救治医院深切
治疗部会诊危重症病例治疗部会诊危重症病例

香港亚博馆新冠救治中心关舱备用，内地医疗队合影

漫画/郑瑞端

为何病毒不断变异，中医药
却总能找到应对之道？其奥秘在
于中医学“观其脉证，知犯何逆，
随证治之”的辨证论治总则。张
忠德表示，中医应对传染病有一
套理论体系，无论什么病毒，根
据证候来分析核心病机，以此建
立治疗方案，就能以“不变”应万
变，对每个患者辨证论治。

“西医关注的是病毒，而中医
关注的是症状、证候，是当病毒

侵袭人体，人体对它产生的反
应。”在上海指导疫情防控的中
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中医要调整这些不
适反应，就叫‘辨证论治’。”而此
前张伯礼在广州接受羊城晚报记
者采访时，也曾剖析为何中医的
辨证论治能“以不变应万变”：

“这次新冠疫情，中医看来仍属
于湿毒疫范畴。所以中医治疗从
湿证入手。”

战疫两年多来，中医药抗疫的
成效受到肯定。

3月14日，国家最新版《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 行 第 九
版）》中，大幅增加了中医药治疗方
案内容，近 9 页的篇幅占了全文近
三分之一容量。从预防、治疗到康
复，从针灸到中药汤剂、中成药，轻、
中、重、危重型患者全覆盖。

3 月 31 日，世卫在其官方网站
上发布了“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中医
药抗击新冠肺炎专家评估会”的报
告。报告指出中药能有效治疗新冠
肺炎，能有效降低轻型、普通型病例
转为重症的风险，且与单纯的常规
治疗相比，可缩短病毒清除时间、临
床症状缓解时间和住院时间。报告
建议成员国在其卫生体系及监管框

架中考虑将中医药纳入新冠肺炎临
床管理规划；鼓励成员国考虑使用
中国的中西医结合模式、推进国际
临床试验。

其实，不同医疗体系协同，向世
界输出中西医融合抗疫经验，中医
已不是第一次。广东省中医药救治
新冠肺炎重症和危重症病例专家组
组长林琳，19年前就曾应香港医管
局的邀请，赴港援助抗击“非典”疫
情，首开中医药进入香港公立医院
的先河。

“此次抗疫，让世界看到中医
药的临床疗效。后续我们还要运
用现代科技去阐明它的疗效和机
理。”林琳说，“如何运用先进的现
代科技去发展中医药，这是目前要
攻克的难点。”

从 3%到 80%，这对数字，见
证了一次中西医融合抗疫方案的
创新落地过程。

2022 年 3月 16日，广州中医
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院副院
长张忠德教授第12次踏上抗疫的
征途。此次目的地是香港。

“医疗队抵港时，香港亚博馆
新冠治疗中心（以下简称亚博馆）
的中医参与率不足3%。到5月4
日，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亚博馆宣
布关舱备用时，中医药参与率已
提高至近80%。”5月6日，回粤休
整的张忠德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
家专访时说，“尽管此次在亚博馆
收治的患者，70岁以上老年人占
了85.3%，60岁以上占93.7%。高
龄患者有多种基础病，叠加新冠
肺炎后，症状相对来说比较重，但
我们重点调整了对高龄患者的治
疗方案，患者的症状明显缓解。
内地医疗队成建制接管了亚博馆
8个区中的6个区，所管辖病床的
患者无一例死亡。”

从3%到80%，不仅彰显中医参
与率的快速提高，还见证了不到两个
月内，中医药抗疫实现的多项突破。

“香港的医疗系统与内地不同，
对中医有较多限制，包括治疗方式及
治疗的病症范围。我们入驻后，科学
扩大了中医药使用范围，修订及完善
中医诊疗方案。”张忠德介绍。

4月4日，香港中医医师随内
地援港医疗队，历史上首次进入红
区，参与中西医协作诊治。5月 5
日，在内地援港医疗队圆满完成任
务的欢送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
官林郑月娥感谢内地援港医疗队
在两个方面增强了香港的治疗能
力，其中之一就是发挥了中西医协
作在抗疫治疗的优势，建立了中西
医深度融合的合作机制。

从 2020 年 1 月 24 日除夕夜
驰援武汉，2021年 5月广州“正面
刚”德尔塔，到 2022 年赴香港迎
战奥密克戎，张忠德的12次出征
抗疫，见证了中西医深度融合的
抗疫方案越来越成熟。

文/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通讯员 粤杏林
图/内地援港医疗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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