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粮液集团公司-四川轻化工大学校企合作 
2022 年度科技项目申报指南 

 

为落实五粮液集团公司与四川轻化工大学签订的战略

合作协议，推动双方在科技创新研发中的深度合作，确保双

方在项目研究的选择上与五粮液发展规划项契合，促进双方

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展，催生出高水平的学术科研成果，推进

成果转化，有针对性地开展合作项目研究，现发布五粮液集

团公司-四川轻化工大学科研合作项目 2022 年度申报指南。 

一、项目类别及经费额度 

1、项目类别:自然科学类、软科学类 

2、资助经费额度： 

自然科学类：单个项目资助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 

软科学类：重点项目 10 万，面上项目 5 万。 

3、总经费额度 

总经费额度控制在五粮液集团公司与四川轻化工大学

确定的经费总额范围内。 

二、项目研究期限 

自然学科类项目研究周期 2-3年；软科学类项目 1-2年。 

三、项目重点资助方向 

自然学科类项目请在附件 1 查阅；软科学类项目请在附

件 2 查阅。 

四、申请人条件 

1、四川轻化工大学在职教师可独立申报，也可与国内

科研院校、企业联合申报。 

2、项目负责人应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并具有较



好的工作积累和研究基础。 

3、作为项目负责人每人限报 1 项项目，作为参与人最

多不超过 2 项。 

4、未完成已承担项目的项目负责人不得作为项目负责

人再申报项目。 

五、申报要求 

申报截止时间：2022 年 11 月 11 日。以学院为单位，统

一报送《项目申报书》（附件 3）一式两份到汇东校区行政楼

507。自然学科类项目申报书交李代琼，软科学类项目申报

书交周静。电子文档请通过 OA 分别发送给两位老师。 

 

 

四川轻化工大学 科技处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附件 1：五粮液集团公司-四川轻化工大学校企合作

2022 年度自然科学项目重点资助方向 

 

一、多粮浓香型白酒酿造机理解析及质量提升技术研究与开发 

围绕多粮浓香型白酒制曲、酿酒等关键环节开展基础应用研

究，解析大曲品质形成机理、白酒风味形成机理，开发多粮浓香

型白酒大曲、基酒质量提升技术。 

二、多粮浓香型白酒酿酒工艺技术装备研究与开发 

以制曲、酿酒生产现实需求为导向，着力于多粮浓香型白酒

提质增效，节能降耗，降低劳动强度，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

的可控性，开展酿酒工艺技术装备研究与开发。 

三、多粮浓香型白酒循环经济技术开发 

以丢糟、黄水、底锅水等酿酒副产物资源化、效益化利用为

目标，开发循环经济新技术开发。 

四、浓香型白酒功能因子研究 

围绕浓香型白酒饮用舒适、健康等，以讲述五粮液之美（酒

好且健康）为导向，开展浓香型白酒功能因子研究。 

五、粮食类快速检测研究 

以粮食快速检测方法研究为导向，基于对大米、玉米、小麦、

高粱、糯米品种的鉴别、粮食参杂的量化检测与评定、粮食成分

（水分、淀粉、直链淀粉等）的定量检测及其分析系统开发，可

有效提高检测效率并利于检测数据的在线检测与分析。 

六、酿酒专用粮品种引种、试种和开发 

对具潜在开发价值的酿酒高粱和水稻品种进行引种试种,通

过综合分析,优选酿酒专用新品系和异地品种，与现有优质专用

品种中试品比，获得符合酿酒特性的新品种。 



七、缩短酿酒蒸粮时间的技术研究及应用 

在不影响酿酒工艺及酒质的情况下，研究一种可缩短蒸粮时

间的技术及方法，降低酿酒过程的蒸粮时间，并减少蒸汽消耗，

从而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 

八、中国的传统色彩的研究、定义与应用   

以现代产品创新设计对中国传统色彩的现实需求为导向，着

力于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品设计，提升产品的文化与审美价

值。系统开展传统色彩研究，挖掘其特征与内涵，用色规律和使

用方法，运用于产品设计开发。 

九、运输包装材料表面处理工艺研究 

进行牛皮纸表面处理工艺开发及应用研究，提高运输包材表面的

光洁度，避免运输过程中零售产品外观磨损，降低塑料保护袋的

使用量，以达环保降塑、降低系统性产品成本之目的。 

十、白酒酿造物质变化数据采集分析。 

对白酒酿造过程中的发热物质与发酵、贮存中热量数据进行

采集、挖掘分析；对酒糟成份、理化指标进行快速检测，并通过

检测数据分析与酿造过程的关联关系。 

十一、针对黄水的化学传感研究 

针对黄水酸度、颜色、粘稠度数据采集形成一体式检测仪产

品，并进行挖掘分析。 

十二、川红工夫红茶橘糖香风味物质解析 

以稳定生产具有橘糖香川红工夫红茶为指引，致力于提高川

红工夫红茶产品品质和橘糖香红茶生产稳定性，解析工夫红茶橘

糖香的香气成分，研究橘糖香气生成的最适条件，降低生产成本，

提升生产的可控性，开展川红工夫红茶橘糖香风味物质解析。 

十三、工夫红茶饮料研究与开发 



为满足现代消费者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拟开发一款具有红茶

特性，方便饮用的快捷、便利的茶饮料，最终以冰红茶或冷泡茶

产品形式呈现。 

十四、茶酒新产品开发 

针对发酵型茶酒市场的空缺，以追求健康养生人群为目标群

体，发挥茶酒保健的功能特性，最大程度将红茶与发酵型果酒、

白酒优势结合，致力于开发兼具茶香、果香、粮香的茶酒，同时

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茶饮料产品创新，开展一系

列发酵型茶酒的研究。 

十五、人参风味物质提取工艺技术研究 

以提升人参酒感官质量为导向，着力于优化生产工艺，提高

人参香气的舒适度、缩短原料提取周期，开展人参风味物质提取

工艺技术研究。 

十六、露酒产品货架期稳定性研究 

通过对露酒产品货架期颜色变化、沉淀形成机理及其解决措

施的的研究，提高露酒产品货架期稳定性。 

十七、四川特色果酒新产品研发及对人体有益的功能因子解析研

究 

开展以四川特色水果资源挖掘、发酵技术开发以及品质提升，

重点以四川桑葚、宜宾本土野生猕猴桃、晚熟柑橘等特色资源为

原料，开展果酒新产品研发、酒体功能因子解析及对人体健康影

响的研究。 

  



附件 2：五粮液集团公司-四川轻化工大学校企合作 

2022 年度软科学项目重点资助方向 

一、思想政治工作和公司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路径研究 

研究五粮液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特点和发展方向，为

五粮液编制思想政治工作实施方案（3-5 年），梳理公司思想

政治工作体系，全面展示公司思想政治工作成效，探究思想

政治工作和公司生产经营中心工作的关联因子，为推动二者

深度融合提出新路径、新思路、新方法，进一步激发员工干

事创业积极性，为加快打造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

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提供强大精神支撑和内在动力。 

二、五粮液参与乡村振兴的优势与路径研究 

结合五粮液前期脱贫攻坚实践和乡村振兴定点帮扶工

作探索，进一步研究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独特优势，总

结企业特色工作模式，深度挖掘几个有方法、有成效、有特

色、可推广的典型机制，谋划下一步工作重点和具体实施路

径，更好推进帮扶地区乡村全面振兴的同时，协同推进企业

社会形象宣传展示，提升品牌影响力。 

三、五粮液特色党建品牌打造 

研究当前国企党建新要求、新趋势，探索建立契合五粮

液党建特色的深度融合的独有党建文化品牌及其实施路径。 

四、白酒酿造干部人才队伍建设 

针对新时代白酒产业发展趋势，围绕建设梯次分明、数

量充足、素质优良的专业型干部人才队伍要求，结合五粮液

传统酿酒工艺，探索建立具有五粮液特色白酒酿造干部人才

队伍建设体系，系统谋划“十四五”期间白酒酿造干部人才

队伍的培养方向和实施路径，着力打造一支懂生产、会管理



的干部队伍和高学历、高水平的专业人才队伍。 

五、五粮液青年发展五年规划 

为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五粮液集团公司实际，根

据五粮液青年特点，研究制定五粮液青年发展五年规划，明

确青年发展目标，形成青年发展措施，针对不同年龄段青年

群体，探索青年成长规律，规划青年成长路径，畅通青年成

长渠道，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举措等，助力青年成

才成功，努力形成青年人人都能成才、人人皆可出彩的生动

局面，为公司发展注入强劲、持续的青春智慧和动力。 

六、中国酒器造型的历史沿革及演化趋势 

研究盛酒器物的发展与演变，从酒器用途、造型、材质、

纹饰、颜色等角度进行分析，系统了解我国璀璨的酒文化历

史，探索酒器的发展方向。 

七、年轻群体的饮酒态度与特征 

探究国内年轻消费群体的饮酒态度、偏好与消费场景，

分析产品包装在各环节中的影响，总结群体的消费特征。 

八、五粮液古窖池群、八大老作坊文化 IP 

聚焦长发升、利川永、刘鼎兴、天锡福、张万和、全恒

昌、听月楼、钟三和八大古酒坊酿造资产和古窖池群资源 IP，

挖掘蕴含优势、历史沿革、典故、建筑特色与经营特色。 

九、五粮液产品图谱 

涵盖主品牌、自营品牌、总经销品牌产品的历史发展、

瓶型瓶盖设计、包装设计、酒体设计、迭代升级、风味品评

等全方位研究解读。 

十、浓香优势 



从历史、工艺、风味、品鉴、标准、市场营销等角度比

较分析各香型白酒，挖掘浓香白酒的极致工艺和稀缺价值。 

十一、和美文化 

探究中国传统和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丰富内涵；界定

和美价值在五粮液品牌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十二、五粮液品质优势 

研究五粮液酒的健康价值（功能因子），尤其是不同于

竞品的价值点，为销售提供有力支撑。 

十三、五粮液老酒市场 

对五粮液老酒市场的基本现状、收藏人群、收藏偏好、

价值认知等进行研究，找到影响五粮液老酒价值提升、影响

收藏的关键因素，并提出对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