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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 10345－2007《白酒分析方法》。本标准与GB/T 10345－2007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

下： 

——增加了酸酯总量的测定方法； 

——增加了乙酸、己酸的测定方法； 

——修改了乙酸乙酯、丁酸乙酯、己酸乙酯、乳酸乙酯、正丙醇、β-苯乙醇的测定方法； 

——修改了丙酸乙酯、二元酸（庚二酸、辛二酸、壬二酸）二乙酯的测定方法； 

——附录中增加了酒精度的测定方法 仪器法。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白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58）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 10345－1994，GB/T 10345－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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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分析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白酒分析的总则、基本要求和详细分析步骤。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香型白酒的分析。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T 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 602 化学试剂 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GB/T 60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有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 5009.22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酒中乙醇浓度的测定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3 总则 

3.1 本标准中所采用的名词术语、计量单位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 

3.2 本标准中的“仪器”，为分析中所必需的仪器，一般实验室仪器不再列入。 

3.3 本标准中所用的水，在未注明其他要求时，应符合 GB/T 6682-2008 中三级以上（含三

级）水的规格。所用试剂，在未注明其他规格时，均指分析纯（A.R.）。 

3.4 本标准中的“溶液”，除另有说明外，均指水溶液。 

3.5 同一检测项目，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分析方法时，实验室可根据各自条件选用，但以第一

法为仲裁法。 

4 基本要求 

4.1 测定样品，应做平行试验。以实测数据报告其分析结果，不需要按酒精度折算，有效数

字应与技术要求相一致。 

4.2 分析方法中的有效数字，表示吸取或称量时要求达到的精密度。 

4.3 恒重系指样品经干燥，前后两次称量值之差在 2mg 以下。 

5 感官评定 

5.1 原理 



GB/T 10345—XXXX 

感官评定是指评酒者通过眼、鼻、口等感觉器官，对白酒样品的色泽和外观、香气、口味

口感及风格特征的分析评价。 

5.2 品酒环境 

品酒室要求光线充足、柔和、适宜，温度为 16 ℃-26 ℃，湿度 40 %-70 %为宜。室内空气

流动清新，不应有任何气味。 

5.3 评酒要求 

5.3.1 品酒员要求感觉器官灵敏，经过专门训练与考核，符合感官分析要求，熟悉白酒的感

官品评用语，掌握白酒的特征。 

5.3.2 评语要公正、科学、准确。 

5.3.3 品酒杯外形及尺寸见图 1。 

 单位为毫米 

            
a 有杯脚款                          b 无杯脚款 

图1 白酒品酒杯 

5.4 品评 

5.4.1 样品的准备 

将样品放置于 20 ℃-25 ℃环境下或（20 ℃-25 ℃水浴中保温）平衡温度后，采取密码标记

后进行感官品评，品评前将样品注入洁净、干燥的品酒杯中，量为 15mL～20mL。 

5.4.2 色泽和外观 

将酒杯拿起，以白色评酒桌或白纸为背景，采用正视、俯视及仰视方式，观察酒样有无色

泽及色泽深浅。然后轻轻摇动，观察酒液澄清度、有无悬浮物和沉淀物，记录其色泽和外观情 

况。 

5.4.3 香气 

5.4.3.1 一般嗅闻，首先将酒杯举起，置酒杯于鼻下 10 mm-20 mm 左右处微斜 30°，头略低，

采用匀速舒缓的吸气方式嗅闻其静止香气，嗅闻时只能对酒吸气，不要呼气。再轻轻摇动酒杯，

增大香气挥发聚集，然后嗅闻，记录其香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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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2 特殊情况下，将酒液倒空，放置一段时间后嗅闻空杯留香。 

5.4.4 口味口感 

将样品注入洁净、干燥的酒杯中，喝入少量样品(0.5 mL-2.0 mL)于口中，以味觉器官仔细品

尝，记下口味特征。 

5.4.5 风格 

综合香气、口味、口感等特征感受，结合各香型白酒风格特点，做出总结性评价，判断其

是否具备典型风格，或独特风格（个性）。 

6 总酸 

6.1 指示剂法 

6.1.1 原理 

白酒中的有机酸，以酚酞为指示剂，采用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进行中和滴定， 以消耗氢

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量计算总酸的含量。 

6.1.2 试剂和溶液 

6.1.2.1 酚酞指示剂（10g/L）：按 GB/T 603 配制。 

6.1.2.2 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c(NaOH)=0.1mol/L］：按 GB/T 601 配制与标定。 

6.1.3 分析步骤 

    吸取样品 50.0mL 于 250mL 锥形瓶中，加入酚酞指示剂（6.1.2.1）2 滴；以氢氧化钠标准滴

定溶液（6.1.2.2）滴定至微红色 30s 不褪色，即为其终点。 

6.1.4 结果计算 

样品中的总酸含量按式（1）计算 

          
0.50

60
=

Vc
X ……………………………………………(1) 

式中： 

𝑋——样品中总酸的质量浓度(以乙酸计)，单位为克每升（g／L）； 

𝑐——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实际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𝑉——测定时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60——乙酸的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M(CH3COOH)=60] ； 

50.0——吸取样品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所得结果应表示至两位小数 

6.1.5 精密度 

在重复性测定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超过其算术平均值的2%。  

6.2 电位滴定法 

6.2.1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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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中的有机酸，采用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进行中和滴定，当滴定接近等当点时，利用

pH 变化指示终点。 

6.2.2 试剂和溶液 

同 6.1.2 。 

6.2.3 仪器 

电位滴定仪（或酸度计）：精度为 2mV。 

6.2.4 分析步骤 

6.2.4.1 按使用说明书安装调试仪器，根据液温进行校正定位。 

6.2.4.2 吸取样品 50.0mL（若用复合电极可酌情增加取样量）于 100mL 烧杯中，插入电极，

放入一枚转子，置于电磁搅拌器上，开始搅拌，初始阶段可快速滴加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

（6.1.2.2），当样液 pH=8.00 后，放慢滴定速度，每次滴加半滴溶液,直至 pH=9.00 为其终点，

记录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 

6.2.5 结果计算 

同 6.1.4 。 

6.2.6 精密度 

同 6.1.5 。 

7 总酯 

7.1 指示剂法 

7.1.1 原理 

用碱中和样品中的游离酸，再准确加入一定量的碱，加热回流使酯类皂化。通过消耗碱的

量计算出总酯的含量。 

7.1.2 仪器 

7.1.2.1 全玻璃蒸馏器: 500mL。 

7.1.2.2 全玻璃回流装置:回流瓶 1 000mL、250mL(冷凝管不短于 45cm)。 

7.1.2.3 碱式滴定管：25mL 或 50mL。 

7.1.2.4 酸式滴定管：25mL 或 50mL。 

7.1.3 试剂和溶液 

7.1.3.1 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c(NaOH)=0.1mol/L］：按 GB/T 601 配制与标定。 

7.1.3.2 氢氧化钠标准溶液［c(NaOH)=3.5mol/L］：按 GB/T 601 配制。  

7.1.3.3 硫酸标准滴定溶液［c(
1

2
 H2SO4)=0.1mol/L］：按 GB/T 601 配制与标定。 

7.1.3.4 乙醇（无酯）溶液［40%(体积分数)］：量取 95%乙醇 600mL 于 1 000mL 回流瓶（7.1.2.2）

中，加氢氧化钠标准溶液（7.1.3.2）5mL，加热回流皂化 1h。然后移入蒸馏器中重蒸，再配成乙

醇溶液（40%，体积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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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5 酚酞指示剂（10g/L）：按 GB/T 603 配制。 

7.1.4 分析步骤 

吸取样品 50.0mL 于 250mL 回流瓶中，加 2 滴酚酞指示剂（7.1.3.5），以氢氧化钠标准滴定

溶液（7.1.3.1）滴定至微红色 30s 不褪色(切勿过量)，记录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毫升数

（也可作为总酸含量计算）。再准确加入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7.1.3.1）25.00mL（若样品总酯

含量高时，可加入 50.00mL），摇匀，放入几颗沸石或玻璃珠），装上冷凝管（冷却水温度宜低于

15℃），于沸水浴上回流 30min，取下，冷却。然后，用硫酸标准滴定溶液（7.1.3.3）进行滴定，

使红色刚好完全消失为其终点，记录消耗硫酸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同时吸取乙醇（无酯）溶

液（7.1.3.4）50mL，按上述方法同样操作做空白试验，记录消耗硫酸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 

7.1.5 结果计算   

样品中的总酯含量按式（2）计算 

  …    …
0.50

88)( 10
1

−
=

VVc
X …………………………………（2） 

式中： 

𝑋1——样品中总酯的质量浓度(以乙酸乙酯计)，单位为克每升（g／L）； 

c ——硫酸标准滴定溶液的实际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V 0  ——空白试验样品消耗硫酸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 1  ——样品消耗硫酸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88——乙酸乙酯的摩尔质量的数值，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M(CH3COOC2H5)=88] ； 

50.0——吸取样品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所得结果应表示至两位小数。  

7.1.6 精密度 

在重复性测定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超过其算术平均值的2%。  

7.2 电位滴定法 

7.2.1 原理 

用碱中和样品中的游离酸，再加入一定量的碱，回流皂化。用硫酸溶液进行中和滴定，当

滴定接近等当点时，利用 pH 变化指示终点。 

7.2.2 仪器 

7.2.2.1 同 7.1.2.1。 

7.2.2.2 同 7.1.2.2。 

7.2.2.3 同 7.1.2.3。 

7.2.2.4 同 7.1.2.4。 

7.2.2.5 电位滴定仪（或酸度计）：精度为 2mV。 

7.2.3 试剂和溶液 

同 7.1.3 。 

7.2.4 分析步骤 

7.2.4.1 按使用说明书安装调试仪器，根据液温进行校正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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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2 吸取样品 50.0mL 于 250mL 回流瓶中，加 2 滴酚酞指示剂（7.1.3.5），以氢氧化钠标

准滴定溶液（7.1.3.1）滴定至微红色 30s 不褪色(切勿过量)，记录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

毫升数（也可作为总酸含量计算）。再准确加入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7.1.3.1）25.00mL（若

样品总酯含量高时，可加入 50.00mL），摇匀，放入几颗沸石或玻璃珠），装上冷凝管（冷却水

温度宜低于 15℃），于沸水浴上回流 30min，取下，冷却。将样液移入 100mL 小烧杯中，用

10mL 水分次冲洗回流瓶，洗液并入小烧杯。插入电极，放入一枚转子，置于电磁搅拌器上，开

始搅拌，初始阶段可快速滴加硫酸标准滴定溶液（7.1.3.3），当样液 pH=9.00 后，放慢滴定速

度，每次滴加半滴溶液,直至 pH=8.70 为其终点，记录消耗硫酸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同时吸取

乙醇（无酯）溶液（7.1.3.4）50.00mL，按上述方法同样操作做空白试验，记录消耗硫酸标准滴

定溶液的体积。 

7.2.5 结果计算 

同 7.1.5 。 

7.2.6 精密度 

同 7.1.6 。 

8 酸酯总量 

8.1 原理 

以碱中和试样中的游离酸，再加入一定量的碱，加热回流使酯类皂化，以酸中和剩余的碱。

通过计算碱的总消耗量得出酸酯总量。 

8.2 分析步骤 

8.2.1 以碱中和试样中的游离酸，试剂和溶液、仪器、分析步骤同 6.1.2、6.1.3 或 6.2.2 至 6.2.4，

记录消耗的氢氧化钠体积 V1。 

8.2.2 加热回流及中和剩余碱，试剂和溶液、仪器、分析步骤同 GB/T 10345-2007 中的 8.1.2 至

8.1.4 或 8.2.2 至 8.2.4，记录空白试验样品消耗硫酸标准溶液体积 V0、样品消耗硫酸标准溶液体

积 V2。 

8.3 结果计算 

样品中的酸酯总量按式（3）计算 

( ) 
0.50

100020211 −+
=

VVCVC
X ………… (3) 

式中： 

X2——样品中的酸酯总量，单位为毫摩尔每升(mmol/L) ； 

c1——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实际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 

V1——样品中总酸所消耗的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 mL)； 

c2——硫酸标准溶液的实际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 

V0——空白试验样品消耗硫酸标准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 mL)； 

V2——样品消耗硫酸标准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 mL)； 

50.0——吸取样品的体积，单位为毫升( mL)。 

所得结果保留至一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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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精密度 

在重复性测定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超过其算术平均值的2%。  

9 固形物 

9.1 原理 

白酒经蒸发、烘干后，不挥发性物质残留于皿中，用称量法测定。 

9.2 仪器 

9.2.1 电热干燥箱：控温精度±2℃。 

9.2.2 分析天平：感量 0.1mg。 

9.2.3 瓷蒸发皿：100mL。 

9.2.4 干燥器：用变色硅胶作干燥剂。 

9.3 分析步骤  

吸取样品 50.0mL，注入已烘干至恒重的 100mL 瓷蒸发皿内，置于沸水浴上，蒸发至干，然

后将蒸发皿放入 103±2℃电热干燥箱内，烘 2h，取出，置于干燥器内 30min，称量。再放入 103±2℃

电热干燥箱内，烘 1h，取出，置于干燥器内 30min，称量。重复上述操作，直至恒重。 

9.4 结果计算   

样品中的固形物含量按式（4）计算 

                 1000
0.50

1 
−

=
mm

X …………………………………………（4） 

式中： 

X3——样品中固形物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克每升（g／L）； 

𝑚——固形物和蒸发皿的质量，单位为克（g）； 

m1 ——蒸发皿的质量，单位为克（g）； 

50.0——取样品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所得结果应表示至两位小数。 

9.5 精密度   

在重复性测定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超过其算术平均值的2%。  

10 乙酸乙酯、丁酸乙酯、己酸乙酯、乳酸乙酯、正丙醇、β-苯乙醇 

10.1 原理 

样品被气化后，经色谱柱分离，由于被测定组分在气液两相中具有不同的分配系数，分离

后的各待测组分按先后顺序流出色谱柱，进入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内标法定量分析。 

10.2 试剂和材料  

10.2.1 乙醇：色谱纯。 

10.2.2 乙酸乙酯、丁酸乙酯、己酸乙酯、乳酸乙酯、正丙醇、β-苯乙醇等标准物质纯度≥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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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叔戊醇、乙酸正戊酯、2-乙基丁酸等内标标准物质纯度≥ 99%。 

10.2.4 乙醇溶液（40%，体积分数）：量取 40 mL 乙醇（10.2.1），用水定容至 100mL，混匀。 

10.2.5 醇类混合储备液( 正丙醇为 10000 mg/L，β-苯乙醇为 5 00 mg/L )：分别准确称取 1.0 g

（精确至 1mg）正丙醇、0.05 g β-苯乙醇（精确至 1mg）至 100 mL 容量瓶中，用乙醇溶液（40%，

体积分数）（10.2.4）定容，混匀。置 0 ℃~4 ℃低温冰箱密封保存。  

10.2.6 酯类混合储备液( 乙酸乙酯、己酸乙酯、乳酸乙酯均为 25 000 mg/L，丁酸乙酯为 25 00 

mg/L )：分别准确称取 2.50 g（精确至 1mg）乙酸乙酯、己酸乙酯、乳酸乙酯 ，0.25 g（精确至

1mg）的丁酸乙酯至 100 mL 容量瓶中，用乙醇溶液（40%，体积分数）（10.2.4）定容，混匀。

置 0 ℃~4 ℃低温冰箱密封保存。 

10.2.7 叔戊醇、乙酸正戊酯和 2-乙基丁酸内标混合储备液（2%，体积分数）：分别吸取 2.0mL

叔戊醇、乙酸正戊酯、2-乙基丁酸至 100 mL 容量瓶中，用乙醇溶液（40%，体积分数）（10.2.4）

定容，混匀。置 0 ℃~4 ℃低温冰箱密封保存。 

10.2.8 酯类、醇类系列混合标准工作液：分别吸取 0.2mL 、0.4mL、0.6mL、1.0mL 醇类、酯

类的标准储备液于 4 个 10 mL 容量瓶中，用乙醇溶液（40%，体积分数）（10.2.4）定容混匀, 

依次配制成乙酸乙酯、己酸乙酯、乳酸乙酯为 500 mg/L、1000 mg/L、1500 mg/L、2500 mg/L；

丁酸乙酯为 50mg/L、100 mg/L、150 mg/L、250 mg/L;正丙醇为 200mg/L、400 mg/L、600mg/L、

1000mg/L；β-苯乙醇为 10mg/L、20 mg/L、30mg/L、50mg/L 的系列标准曲线，现配现用。 

10.3 仪器和设备 

10.3.1 气相色谱仪，配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10.3.2 分析天平：感量为 0.1 mg 和感量为 0.01 mg。 

10.3.3 移液器：0.1 mL~1.0 mL。 

10.4 分析步骤 

10.4.1 色谱参考条件 

气相色谱柱：聚乙二醇极性毛细管柱（60 m×0.25 mm×0.25μm）或（50 m×0.25 mm×0.20μm）

等效色谱柱。 

——升温程序：初温 35℃，保持 1 min，以 3.5℃/min 升到 180℃，再以 15℃/min 升到 210℃，

保持 6 min； 

——检测器温度：250 ℃； 

——进样口温度：250 ℃； 

——恒流模式：1.0 mL/min；  

——进样量：1.0 μL； 

——分流比：40：1。  

色谱条件随仪器而异，应通过试验选择最佳操作条件，以内标峰与酒样中其他组分峰获得

完全分离为准。 

10.4.2 绘制标准曲线 

准确移取10mL酯类、醇类和酸类系列混合标准工作液（10.2.8）, 分别加入0.1mL叔戊醇、

乙酸正戊酯、2-乙基丁酸三内标混合储备液（10.2.7），充分摇匀，按照参考色谱条件进样测定，

以各酯类、醇类组分单标准品色谱峰的保留时间为依据进行定性，以各酯类、醇类的浓度为横

坐标，各酯类、醇类组分的峰面积与对应的内标峰面积之比为纵坐标，其中丙醇、β-苯乙醇以叔

戊醇为内标；乙酸乙酯、己酸乙酯、以乙酸正戊酯为内标；乳酸乙酯、以 2-乙基丁酸为内标，

绘制标准工作曲线。 



GB/T 10345—XXXX 

10.4.3 样品测定 

准确吸取10mL样品至10mL容量瓶中，加入0.1mL叔戊醇、乙酸正戊酯、2-乙基丁酸三内标

混合储备液（10.2.7），充分摇匀, 按照色谱参考条件（10.4.1）测定待测液中各挥发性组分峰面

积与对应的内标峰面积之比，由标准工作曲线得到待测液中各组分(ci)的浓度。 

10.5 结果计算  

样品中各挥发性组分的含量按式（5）计算： 

1000
4

ic
X =

………………  （5） 

式中： 

X4—样品中各酯类、醇类组分的含量，单位为克每升（g/L）； 

ci—从标准曲线得到待测液中各酯类、醇类组分的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结果保留至小数后三位。 

10.6 精密度 

在重复性测定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超过其算术平均值的5%。 

11 乙酸  

11.1 原理 

样品被气化，经色谱柱分离后，根据被测定组分在气液两相中具有不同的分配系数，分离

后的组分先后流出色谱柱，进入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内标法定量分析。 

11.2 试剂和材料 

除另有说明外，所有试剂均为色谱纯，水为 GB/T 6682-2008 规定的二级水或二级以上水。                          

11.2.1 乙醇。 

11.2.2 乙酸：纯度≥ 99%。 

11.2.3 2-乙基丁酸：纯度≥ 99%。 

11.2.4 乙醇溶液（50%，体积分数）：量取 50 mL 乙醇，用水定容至 100mL，混匀。 

11.2.5 乙酸标准储备液（20.0 g/L）：称取 2.0g（精确至 1mg）乙酸至 100 mL 容量瓶中，用

乙醇溶液（50%，体积分数）（11.2.4）定容，混匀。0 ℃~4 ℃低温冰箱密封保存。 

11.2.6 2-乙基丁酸内标溶液（2%，体积分数）：吸取 1.0mL 的 2-乙基丁酸至 50 mL 容量瓶

中，用乙醇溶液（50%，体积分数）（11.2.4）定容，混匀。0 ℃~4 ℃低温冰箱密封保存。 

11.2.7 乙酸系列标准工作溶液：分别准确吸取 0.2 mL，0.4 mL，0.6 mL，0.8 mL，1.0 mL 乙

酸标准储备液（11.2.5）于 10 mL 容量瓶中，用乙醇溶液（50%，体积分数）（11.2.4）定容，

摇匀，配置成 0.4 g/L， 0.8 g/L，1.2 g/L，1.6 g/L，2.0g/L 的乙酸系列标准工作溶液。 

11.3 仪器和设备 

11.3.1 气相色谱仪：配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11.3.2 分析天平：感量为 0.1 mg。 

11.3.3 移液器：0.1mL~1.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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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分析步骤 

11.4.1 样品测定 

准确吸取样品 10.0 mL 于 10.0 mL 容量瓶中，加入 0.1 mL2-乙基丁酸内标溶液（11.2.6），

混匀，用于气相色谱测定。 

11.4.2   参考色谱条件   

同10.4.1。  

11.4.3 绘制标准曲线 

在配制好的乙酸系列标准工作溶液（11.2.7）中分别加入0.1 mL 2-乙基丁酸内标溶液，充分

摇匀，按照参考色谱条件测定，以乙酸系列标准工作溶液浓度为横坐标，乙酸与2-乙基丁酸内

标峰面积之比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11.4.4 样品测定 

准确吸取10mL样品至10mL容量瓶中，加入0.1mL 2-乙基丁酸内标溶液，充分摇匀， 按照

参考色谱条件测定，根据乙酸标准物质的保留时间，与待测样品中乙酸的保留时间进行定性。

根据待测液中乙酸与2-乙基丁酸内标的峰面积之比，由标准曲线查得待测液中乙酸的含量。 

11.5 结果计算   

样品中乙酸的含量按式（6）计算： 

… cX =5 …………………  （6） 

    式中： 

X5——样品中乙酸的含量，单位为克每升（g/L）； 

𝑐——从标准曲线查得待测液中乙酸的含量，单位为克每升（g/L）； 

以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表示，结果保留至小数后两位。 

11.6 精密度 

在重复性测定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超过其算术平均值的10%。 

12 己酸 

12.1 气相色谱法（第一法） 

12.1.1 原理 

样品气化后随同载气进入色谱柱，被测组分在两相中分配系数的不同而得到分离，分离后

进入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产生响应值，以保留时间定性，内标法定量。 

12.1.2 试剂或材料 

除另有说明外，所有试剂均为色谱纯，水为GB/T 6682-2008规定的二级或二级以上水。 

12.1.2.1 无水乙醇。 

12.1.2.2 己酸：纯度≥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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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3 2-乙基丁酸：纯度≥99%。。 

12.1.2.4 乙醇溶液（50%，体积分数）：量取 250 mL 无水乙醇于 500 mL 容量瓶中，用水定

容，混匀。 

12.1.2.5 己酸储备液（5.0 g/L）：称取 0.5 g（称准至 0.1 mg)己酸于 100 mL 容量瓶，用乙醇

溶液（50%，体积分数）（12.1.2.4）定容，摇匀。 

12.1.2.6 己酸系列标准工作溶液：分别准确吸取 0.5mL，1.0mL，1.5mL，2.0mL 己酸储备液

（12.1.2.5）于 10 mL 容量瓶中，用 50%乙醇溶液（12.1.2.4）定容，摇匀，配置成 0.25 g/L， 0.50 

g/L，0.75 g/L， 1.00 g/L 的己酸系列标准工作溶液。 

12.1.2.7 2-乙基丁酸内标溶液（2%，体积分数）：吸取 1.0 mL 2-乙基丁酸于 50 mL 容量瓶中，

用 50%乙醇溶液（12 1.2.4）定容，混匀。 

12.1.3 仪器和设备 

12.1.3.1 气相色谱仪：配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12.1.3.2 分析天平：感量 0.1 mg。 

12.1.3.3 聚乙二醇极性气相色谱柱（60 m×0.25 mm×0.25μm）或（50 m×0.25 mm×0.25μm）或

等效色谱柱。 

12.1.4 分析步骤 

12.1.4.1 参考色谱条件 

同10.4.1。  

12.1.4.2 绘制标准曲线 

在配制好的己酸系列标准工作溶液（12.1.2.6）中分别加入0.1 mL 2-乙基丁酸内标溶液

（12.1.2.7），充分摇匀，按照参考色谱条件(12.1.4.1)测定，以己酸系列标准工作溶液浓度为横

坐标，以对应的己酸与2-乙基丁酸内标峰面积比值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12.1.4.3 样品测定 

准确吸取10mL样品至10mL容量瓶中，加入0.1mL内标溶液（12.1.3.7），充分摇匀, 按照参

考色谱条件(12.1.4.1)测定，测定样品中己酸与2-乙基丁酸内标的峰面积比值。 

12.1.5 结果计算 

样品中己酸的含量按式（7）计算： 

cX =6 ………………  （7） 

    式中： 

X5——样品中己酸的含量，单位为克每升（g/L）； 

𝑐——从标准曲线查得待测液中己酸的含量，单位为克每升（g/L）； 

以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表示，结果保留至小数后两位。 

12.1.6 精密度 

在重复性测定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超过其算术平均值的10%。 

12.2 离子色谱法（第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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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原理 

样品用水稀释后，经过阴离子交换色谱柱分离，电导检测器测定，以保留时间定性，外标

法定量。 

12.2.2 试剂或材料 

除另有说明外，所有试剂均为优级纯，水为GB/T 6682-2008规定的一级水。 

12.2.2.1 无水乙醇：色谱纯。 

12.2.2.2 碳酸钠。 

12.2.2.3 碳酸氢钠。 

12.2.2.4 氢氧化钠。 

12.2.2.5 己酸: 纯度≥99.5%。 

12.2.2.6 碳酸钠溶液（1 mmol/L）：准确称取 0.106 g 碳酸钠溶液，用适量水溶解，定容至

1000 mL，混匀。 

12.2.2.7 碳酸钠和碳酸氢钠混合溶液（碳酸钠 13mmol/L，碳酸氢钠 2mmol/L）：准确称取

1.378 g 碳酸钠溶液（12.2.2.6）和 0.168 g 碳酸氢钠，用适量水溶解，定容至 1000 mL，混匀。 

12.2.2.8 氢氧化钠溶液（100 mmol/L）：称取 4.0 g 氢氧化钠，用适量水溶解，定容至 1000 

mL，混匀。也可使用自动淋洗液发生器 OH-型制备。 

12.2.2.9 乙醇溶液（50%，体积分数）：量取 250 mL 无水乙醇于 500 mL 容量瓶中，用水定

容，混匀。 

12.2.2.10 己酸标准储备液（1000 mg/L）：称取 0.1g（称准至 0.1 mg）己酸于 100 mL 容量瓶

中，用乙醇溶液（50%，体积分数）（12.2.2.9）溶解并定容，混匀。 

12.2.2.11 己酸系列标准工作溶液：分别移取适量的己酸标准储备液（12.2.2.10），用水配制

成 5.0 mg/L，10.0 mg/L，15.0 mg/L，20.0 mg/L 的系列标准工作液。 

12.2.3 仪器和设备 

12.2.3.1 离子色谱仪：配电导检测器和梯度淋洗系统。 

12.2.3.2 分析天平：感量 0.1 mg 。 

12.2.4 分析步骤 

12.2.4.1 样品前处理 

准确移取 1.0 mL 样品于 50 mL 容量瓶中，用水定容，混匀；稀释后的样品用有机系微孔

滤膜过滤，收集 1 mL 过滤后的样品于样品瓶中，待测。 

12.2.4.2 参考色谱条件   

12.2.4.2.1 碳酸根/碳酸氢根淋洗体系 

——阴离子交换柱色谱柱：聚苯乙烯及二乙烯基苯共聚物填料，季铵盐活性基团  4.0 

mm×250mm （带相同类型保护柱 4.0mm×5 mm），或性能相当的离子色谱柱； 

——淋洗液：A:碳酸钠溶液（12.2.2.6），B: 碳酸钠和碳酸氢钠混合溶液（12.2.2.7）； 

——抑制器：超微填充嵌体结构； 

——流速：0.7 mL/min； 

——柱温箱温度：室温； 

——进样体积：20 μL； 

——检测器：电导检测器； 

——检测池温度：35℃； 

——梯度洗脱程序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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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梯度洗脱程序 

序号 时间（min） A (%) B (%) 

1 0 100 0 

2 18 100 0 

3 18 0 100 

4 23 0 100 

5 23 100 0 

6 45 100 0 

12.2.4.2.2 氢氧根淋洗体系 

——阴离子色谱柱：二乙烯基苯-乙基乙烯基苯共聚物填料，烷醇基季铵盐交换官能团， 

4.0mm×250mm （带相同类型保护柱 4.0mm×5 mm），或性能相当的离子色谱柱。 

——淋洗液：由氢氧根淋洗液在线发生器产生； 

——抑制器：自循环模式或相当性能抑制器，抑制电流：93 mA； 

——流速：1.5 mL/min； 

——柱温箱温度：35 ℃； 

——进样体积：20 μL； 

——检测器：电导检测器； 

——检测池温度：35℃； 

——梯度洗脱程序见表 2。 

表2 梯度洗脱程序 

序号 时间（min） 淋洗浓度（mmol/L） 

1 0 5 

2 15 5 

3 20 60 

4 25 60 

5 26 5 

6 33 5 

12.2.4.3 标准曲线绘制 

取己酸系列标准工作溶液（12.2.2.11），按照参考色谱条件进行测定，以己酸色谱峰的保留

时间为依据进行定性，以己酸系列标准工作溶液的浓度为横坐标，以峰面积为纵坐标，绘制标

准曲线。 

12.2.4.4 样品测定  

将制备的样品（12.2.4.1）注入到离子色谱仪中，按照参考色谱条件测定己酸色谱峰面积,根

据标准工作曲线得到待测液中己酸的含量。 

12.2.4.5 结果计算  

样品中己酸的含量按式（8）进行计算： 

 … n
c

X =
1000

7
………………………………（8） 

式中： 

X6——样品中己酸的含量，单位为克每升(g/L) ； 

C——从标准曲线上查得待测液中己酸的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n——样品稀释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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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表示，结果保留至小数后两位。 

12.2.5 精密度 

在重复性测定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超过其算术平均值的 10%。 

13 丙酸乙酯 

13.1 原理 

    同 10.1 。 

13.2 试剂和材料 

13.2.1 乙醇: 色谱纯。 

13.2.2 丙酸乙酯、叔戊醇（内标）的标准物质：纯度≥ 99%。 

13.2.3 乙醇溶液（40%，体积分数）：同 10.2.4 。 

13.2.4 叔戊醇储备液（2%，体积分数）：分别吸取 2.0mL 叔戊醇至 100 mL 容量瓶中，用（40%，

体积分数）（10.2.4）定容，混匀。置 0 ℃~4 ℃低温冰箱密封保存。 

13.2.5 丙酸乙酯储备液(1000 mg/L)：准确称取 0.1g(精确至 1mg)丙酸乙酯至 100 mL 容量瓶

中，用乙醇溶液（10.2.4）定容，混匀。置 0 ℃~4 ℃低温冰箱密封保存。 

13.2.6 丙酸乙酯中间液(100 mg/L)：吸取 10.0mL丙酸乙酯储备液(11.2.5)至 100 mL容量瓶中，

用（40%，体积分数）（10.2.4）定容，混匀。置 0 ℃~4 ℃低温冰箱密封保存。 

13.2.7 丙酸乙酯标准工作液：分别吸取 0.1mL、0.2mL、0.4mL、0.6mL 丙酸乙酯中间液(100 

mg/L)储备液于 10 mL容量瓶中，用乙醇溶液（10.2.4）定容混匀, 逐级稀释，依次配制成 10 mg/L、

20mg/L、40mg/L、60mg/L 系列标准曲线，现配现用。 

13.3 仪器和设备 

   同 10.3。 

13.4 分析步骤 

13.4.1 参考色谱条件  

——毛细管气相色谱柱：中极性固定相 6%氰丙基苯、94%二甲基硅氧烷（30 m×0.53 

mm×0.3μm）等效色谱柱； 

——色谱柱温度：初温 35℃，保持 8min，以 10.0 ℃/min 升到 160 ℃，保持 5min； 

——检测器温度：230℃； 

——进样口温度：230℃； 

——载气流速：2.0 mL/min； 

——进样量：1.0 μL； 

——分流比：20：1。  

13.4.2 色谱条件随仪器而异，应通过试验选择最佳操作条件，以内标峰与酒样中其他组分峰

获得完全分离为准。 

13.4.3 绘制标准曲线 

同10.4.2 。 

https://www.baidu.com/s?wd=%E4%BA%8C%E7%94%B2%E5%9F%BA%E7%A1%85%E6%B0%A7%E7%83%B7&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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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4 样品测定 

同10.4.3 。 

13.5 结果计算 

同10.5。 

13.6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应超过平均值的10% 。 

14 二元酸（庚二酸、辛二酸、壬二酸）二乙酯 

14.1 原理 

    同 10.1 。 

14.2 试剂和材料 

14.2.1 乙醇: 色谱纯。 

14.2.2 二元酸（庚二酸、辛二酸、壬二酸）二乙酯、十四醇（内标）标准物质：纯度≥ 99%。 

14.2.3 乙醇溶液（30%，体积分数）：量取 30 mL 乙醇，用水定容至 100mL，混匀。 

14.2.4 二元酸（庚二酸、辛二酸、壬二酸）二乙酯混合储备液（200mg/L）：分别称取 0.02 g

（精确至 0.01mg）的二元酸（庚二酸、辛二酸、壬二酸）二乙酯组分至 100 mL 容量瓶中，用

乙醇溶液（14.2.1）定容至 100 mL，混匀。0 ℃~4 ℃低温冰箱密封保存。 

14.2.5 十四醇内标储备液（1000mg/L）：称取 0.1g（精确至 0.01mg）的十四醇至 100mL 容

量瓶中，用乙醇（14.2.1）定容，混匀。0 ℃~4 ℃低温冰箱密封保存。 

14.2.6 二元酸（庚二酸、辛二酸、壬二酸）二乙酯中间液（200mg/L）：二元酸（庚二酸、辛

二酸、壬二酸）二乙酯中间液（20mg/L）：吸取 1mL 的二元酸（庚二酸、辛二酸、壬二酸）二

乙酯混合储备液（200mg/L）(14.2.4)，于 10mL 容量瓶中，用乙醇溶液(30%，体积分数)（14.2.3）

定容，混匀，0℃-4℃低温冰箱密封保存。 

14.2.7 二元酸（庚二酸、辛二酸、壬二酸）二乙酯系列混合标准工作液：分别吸取 0.2mL 、

0.4mL、0.6mL、1.0mL 的二酸二乙酯混标中间液（12.2.6），于 4 个 10mL 容量瓶中，用乙醇溶

液（30%，体积分数）（14.2.3）定容混匀, 逐级稀释，依次配制成 0.40mg/L、0.80 mg/L、1.2mg/L、

2.0mg/L、5.0mg/L 系列标准曲线，现配现用。 

14.3 仪器和设备 

同10.3 。 

14.4 分析步骤 

14.4.1 色谱参考条件（一） 

同10.4.1 

14.4.2 色谱参考条件（二） 

——色谱柱：聚乙二醇气相色谱柱（30 m×0.32 mm×0.25μm）或等效色谱柱； 

——色谱柱温度：初温50 ℃，保持3min，以10.0 ℃/min升到170 ℃，然后以5℃/min升到180 ℃，

保持5min,再以20 ℃/min升到 210 ℃，保持3 min； 

——检测器温度：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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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样口温度：250℃； 

——恒压模式-色谱柱压力：12psi； 

——进样量：1.0 μL； 

——分流比：20:1。 

色谱条件随仪器而异，应通过试验选择最佳操作条件，以内标峰与酒样中其他组分峰获得

完全分离为准。 

14.4.3 绘制标准曲线 

同10.4.2 。 

14.4.4 样品测定 

同10.4.3 。 

14.5 结果计算 

14.5.1 样品中二元酸（庚二酸、辛二酸、壬二酸）二乙酯的含量按式（9）计算： 

 

icX =9 ………………………（9） 

式中： 

X9——样品中二元酸（庚二酸、辛二酸、壬二酸）二乙酯的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升

（mg/L）； 

ci-从标准曲线得到待测液中二元酸（庚二酸、辛二酸、壬二酸）二乙酯的含量，单位为毫克

每升（mg/L）； 

 

14.5.2 样品中二元酸二乙酯总量按式（10）计算： 

iTotal XX = ………………………（10） 

式中： 

—样品中二元酸二乙酯总量,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Xi—样品中二元酸（庚二酸、辛二酸、壬二酸）二乙酯的含量，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以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表示，结果保留至小数后两位。 

14.6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应超过平均值的10% 。 

15 其他 

可按照附录A规定的方法测定样品中的酒精度。

Tota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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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白酒中酒精度的测定  仪器法 

A.1 仪器法一 

A.2.1 原理 

试样经快速蒸馏器蒸馏后，注入全自动天平密度仪中测定试样的酒精度。 

A.2.2 试剂 

A.1.2.1 消泡剂。 

A.1.2.2 蒸馏缓冲液：蒸馏仪器专用。 

A.1.2.3 乙醇标准溶液（40 % vol）：购买有证书的国家标准物质。 

A.2.3 仪器和设备 

A.1.3.1 快速蒸馏器。 

A.1.3.2 全自动天平密度仪(或其他同等功能仪器)：测量精度为± 0.05% vol。 

A.1.3.3 恒温水浴：温控± 0.2 ℃。 

A.2.4 分析步骤 

A.1.4.1 仪器校正 

使用前用乙醇标准溶液按仪器说明书对全自动天平密度仪进行校正。 

A.1.4.2 样品蒸馏  

——用 100 mL 容量瓶量取试样 100 mL（液温 20 ℃），移入快速蒸馏器的蒸馏瓶中。用

100 mL 水分次洗涤容量瓶，洗液并入蒸馏瓶中，在蒸馏瓶中依次加入约 2 mL 蒸馏缓冲液和

2-3 滴消泡剂； 

——将快速蒸馏器的馏出液重量设置为 85 g，开启冷却水（冷却水温度宜低于 15 ℃），

启动快速蒸馏器，用原 100 mL 容量瓶接收馏出液。蒸馏结束后，待馏出液恢复至 20 ℃，用

水定容，摇匀。 

A.1.4.3 样品测定 

将定容后的馏出液注入全自动天平密度仪中，仪器测定该溶液的温度和密度，自动换

算出 20 ℃时样品的酒精度，记录测定值。 

A.2.5 结果表示 

20℃时样品的酒精度，以体积分数 “%vol”表示，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一位。 

A.2.6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得超过 0.5%vol。 

A.2 仪器法二 

A.2.1 原理  

直接把静置过的白酒试样导入数字密度计（配近红外烈酒分析模块），进入 U-型振荡

管密度计中，测定其密度；进入近红外酒精测量池，测定试样的酒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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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仪器 

A.2.2.1 数字密度计（配近红外烈酒分析模块）。 

A.2.2.2 过压或常压进样装置。 

A.2.3 分析步骤 

A.2.3.1 试样制备  

刚摇晃过的白酒需静置，一般试样可直接测量。 

A.2.3.2 样品测定 

按仪器的使用说明，依次用空气和水对密度计进行检查（必要时进行校正），然后再依

次使用水（零点）和 40-45%的酒精/水溶液（高点）对酒精分析模块进行校正。将试样导

入数字密度计（配近红外烈酒分析模块）进行测定，系统会自动显示并保存酒精度。 

A.2.4 结果表示 

样品的酒精度，以体积分数“% vol”表示，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一位。 

A.2.5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得超过 0.5%v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