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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工作基准试剂标定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 ,同类

性质的实验均可套用此模式。本文实验使用的工作

基准试剂其质量分数按 100 %计。当对标准滴定溶

液浓度值的准确度有更高要求时 ,可用二级纯度标

准物质或定值标准物质代替工作基准试剂进行标

定 ,并在计算标准滴定溶液浓度时 ,将其纯度值的质

量分数代入计算式中 ,即 , c =
mw ×1 000
( v1 - v2 ) M

, 而在进

行不确定度评定时 ,亦应考虑其对不确定度的贡献。

512 　用工作基准试剂邻苯二甲酸氢钾标定氢氧化

钠标准滴定溶液 ,不确定度主要来源于由滴定管滴

定产生的不确定度 ,即主要来源于肉眼对终点的判

定、滴定管的准确度及温差效应等所带来的不确定

度。其他因素带来得不确定度较小 ,基本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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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份食品中防腐剂的检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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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护消费者的健康 ,了解市售食品中食品添

加剂的添加情况 ,2004 - 2005 年对 193 份饮料、蜜饯

中的苯甲酸、山梨酸、糖精钠进行了检测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1 　样品来源 　193 份样品来源于太原市超市 (122

份) 、个体小食品批发市场 (71 份) 。其中饮料 92 份

(碳酸类饮料 47 份 ;果汁类饮料 45 份) ,蜜饯 101

份。

112 　检验方法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食

品卫生理化检验方法 GBΠT 5009128 —2003 ; GBΠT

5009129 —2003。

113 　评价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食品添

加剂卫生标准 GB 2760 —1996。

2 　结果

193 份样品检测结果见表 1。193 份样品的检测

结果显示 , 饮料、蜜饯的苯甲酸、山梨酸、糖精钠均

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问题。从检出结果来看 ,饮料

中的苯甲酸和蜜饯中糖精钠超标率较高。

表 1 　苯甲酸、山梨酸、糖精钠的检测结果

样品类别 检测份数
苯甲酸 山梨酸 糖精钠

超标数 超标率 ( %) 超标数 超标率 ( %) 超标数 超标率 ( %)

饮料 92 26 2813 15 1613 19 2017

蜜饯 101 8 719 3 310 28 2717

合计 193 34 1716 18 913 47 2414

　　超市的 122 份样品及个体小食品批发市场的 71

份样品检测结果见表 2。经χ2 检验 ,超市与个体小

食品批发市场的样品 ,苯甲酸超标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P < 0105) ,山梨酸、糖精钠超标率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 P < 0101) 。超市及个体小食品批发市场

的样品检测结果表明 ,超市食品的品质好于个体小

食品批发市场。

　　47 份碳酸类饮料样品及 45 份果汁类饮料样品

检测结果见表 3。经χ2 检验 ,碳酸类饮料与果汁类

饮料苯甲酸、山梨酸、糖精钠超标率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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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方法 　参照 GBΠT 5009135 —2003《食品中合成

食用色素的测定》。

2 　结果

211 　各种肉制品中人工合成食用色素检出情况 　

60 份样品的人工合成食用色素的检出结果见表 1。

表 1 　肉类制品中人工合成食用色素检出情况
类别 样品数 检出数 检出率 %

酱卤肉 15 13 86167

灌肠类肉制品 10 10 100100

休闲肉干制品 35 30 85171

合计 60 53 88133

　　结果显示灌肠类制品检出率最高 ,其次是酱

卤肉。

212 　人工合成食用色素的检出种类 　60 份样品检

出的人工合成食用色素有胭脂红、日落黄、柠檬黄、

苋菜红 4 种。它们在样品中的分布见表 2。酱卤肉

中 ,有 3 份样品同时含有胭脂红、柠檬黄 2 种色素 ;

灌肠类制品中 ,有 6 份样品同时含有苋菜红、日落

黄 2 种色素 ;休闲肉干制品中有 12 份样品同时含有

苋菜红、日落黄 2 种合成食用色素。
表 2 　人工合成食用色素在样品中的分布

色素种类 酱卤肉 灌肠类制品 休闲肉干制品

柠檬黄 8 - 4

日落黄 6 9 29

苋菜红 1 6 15

胭脂红 3 - 4

注 :“ - ”为未检出。

213 　肉禽类制品中的合成食用色素的含量 　60 份

被检样品中人工合成食用色素的使用量见表 3。其

中胭脂红含量相对较低 ,日落黄含量相对较高。

表 3 　肉制品中合成食用色素的含量 mgΠkg

类别 酱卤肉 灌肠类制品 休闲肉干制品

柠檬黄 1100～8130 - 0151～1. 73

日落黄 1121～6199 2123～6168 2120～14. 28

苋菜红 0185 0196～1171 0141～1. 36

胭脂红 0127～0144 - 0102～0. 16

注 :“ - ”为未检出。

214 　被检样品中使用色素的种类 　60 份被检样品

中 ,使用单一合成食用色素的有 26 份 ,占检出试样

数的 49106 % ,主要分布在酱卤肉和休闲肉干制品。

其中 20 份样品中的合成食用色素为日落黄 ,4 份为

柠檬黄 ,2 份为苋菜红 ;使用混合色素的样品有 27

份 ,超过了使用单一合成食用色素的样品数 ,占检出

试样数的 51194 %。混合色素主要分布在休闲肉干

样品中 ,其中 23 份样品含 2 种色素 ,4 份样品含 3 种

色素。其中有 19 份样品都含有苋菜红、日落黄 2 种

合成食用色素。在整个检出样品中 ,含有日落黄的

样品数为 44 份 ,占检出试样数的 83102 % ,含有苋菜

红的为 22 份 ,占检出试样数的 41151 % ,含有柠檬黄

的有 12 份 ,占检出试样数的 22164 % ,含有胭脂红的

为 7 份 ,占检出试样数的 13121 %。由此可见在本次

被检样品中日落黄和苋菜红被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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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超市、个体批发市场样品中苯甲酸、山梨酸、糖精钠检测结果

样品来源 检测份数
苯甲酸 山梨酸 糖精钠

超标数 超标率 ( %) 超标数 超标率 ( %) 超标数 超标率 ( %)
超市 122 15 1213 5 411 18 1418

个体 71 19 2618 13 1813 29 4018

合计 193 34 1716 18 913 47 2414

表 3 　不同类别饮料苯甲酸、山梨酸、糖精钠检测结果

样品名称 检测份数
苯甲酸 山梨酸 糖精钠

超标数 超标率 ( %) 超标数 超标率 ( %) 超标数 超标率 ( %)

碳酸类 47 16 3410 10 2113 13 2717

果汁类 45 10 2212 5 1111 6 1313

合 计 92 26 2813 15 1613 19 2017

　　193 份食品的检测结果显示 ,食品卫生监督管

理部门要特别加强对小食品批发市场的管理 ,杜绝

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 ,以确保消费者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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