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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文件由台州市标准化研究院牵头组织制定。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玉环市五丰蒸干脱脂鱼粉厂。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排名不分先后）：苏州大学、浙江丰宇海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宁波远大海

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章华江、王灵华、邵永林、许剑彬、许福土、叶元土、张银照、严根方。 

本文件评审专家组长：盛华栋。 

本文件由台州市标准化研究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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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原料 红鱼粉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饲料原料红鱼粉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

包装、运输、贮存、保质期和质量承诺。 

本文件适用于以全鱼（白鱼粉原料鱼除外）的鱼体为原料，经蒸煮、压榨、干燥、粉碎获得的饲料

原料红鱼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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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2  饲料中粗蛋白的测定  凯氏定氮法 

GB/T 6435  饲料中水分的测定 

GB/T 6438  饲料中粗灰分的测定 

GB/T 6439  饲料中水溶性氯化物的测定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0647  饲料工业术语 

GB 10648  饲料标签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T 14698  饲料原料显微镜检查方法 

GB/T 14699.1  饲料  采样 

GB/T 15399  饲料中含硫氨基酸的测定  离子交换色谱法 

GB/T 18246  饲料中氨基酸的测定 

GB/T 18823  饲料检测结果判定的允许误差 

GB/T 19164  饲料原料 鱼粉 

GB/T 20195  动物饲料  试样的制备 

GB/T 23742  饲料中盐酸不溶灰分的测定 

GB/T 23884  动物源性饲料中生物胺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GB/T 28717—2012  饲料中丙二醛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3 术语与定义 

GB/T 10647、GB/T 19164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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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4.1 设计研发 

应具备对鱼粉加工工艺进行设计、优化的能力。 

4.2 原材料 

4.2.1 应使用海洋捕捞鱼，不应使用腐败变质、受到石油或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原料。 

4.2.2 所使用的抗氧化剂、防腐剂应符合《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和《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的

要求。 

4.3 工艺装备 

4.3.1 应具备并使用预处理、蒸煮、压榨、干燥、粉碎等自动化连续生产线，实现对进料速度、蒸汽

压力等参数的监控。 

4.3.2 应配备废气、废水预处理设施。 

4.4 检验检测 

4.4.1 应具备成品外观与性状、水分、粗蛋白质、挥发性盐基氮、粗灰分、氨基酸、脂肪酸、组胺、

丙二醛的检验能力。 

4.4.2 应配置高效液相色谱仪、氨基酸分析仪、气相色谱仪、恒温培养箱等检测设备。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与性状 

应符合表1要求。 

表1 外观与性状 

项目 要求 

色泽 黄褐色至褐色，或青灰色 

状态 
肉眼可见粉状物，可见少量鱼骨、鱼眼等。显微镜下可见颗粒状或纤维状鱼肉、颗粒状鱼内脏和鱼溶

浆以及鱼骨、鱼鳞 

气味 具有鱼粉正常气味，无腐臭味、油脂酸败味及焦糊味 

5.2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理化指标 

项目 要求 

粗蛋白质/% ≥67.0 

赖氨酸/%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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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续） 

项目 要求 

17 种氨基酸总量 a/粗蛋白质/% ≥87.0 

甘氨酸/17 种氨基酸总量/% ≤8.0 

DHAb与 EPA
c
占鱼粉总脂肪酸比例之和/% ≥20.0 

水分/ % ≤10.0 

粗灰分/ % ≤17.0 

砂分（盐酸不溶性灰分）/% ≤1.0 

盐分（以 NaCl 计）/% ≤3.0 

挥发性盐基氮（VBN）/（mg/100 g） ≤95 

组胺/ （mg/kg） ≤300 

丙二醛（以鱼粉所含粗脂肪为基础计）/ 

mg/kg 
≤10.0 

a   17 种氨基酸总量：胱氨酸、蛋氨酸、天门冬氨酸、苏氨酸、丝氨酸、谷氨酸、甘氨酸、丙氨酸、缬氨酸、异亮氨

酸、亮氨酸、酪氨酸、苯丙氨酸、赖氨酸、组氨酸、精氨酸和脯氨酸之和。 
b   DHA：二十二碳六烯酸 (C22:6n-3)。 
c   EPA：二十碳五烯酸（C20:5n-3）。 

5.3 卫生指标 

应符合GB 13078的规定。 

6 取样 

按GB/T 14699.1规定执行。 

7 试验方法 

7.1 外观与性状 

7.1.1 取适量试样置于白瓷盘中，在自然光下通过目视、手触、鼻嗅等进行检验。 

7.1.2 显微镜检查按 GB/T 14698 规定执行。  

7.2 理化指标 

7.2.1 粗蛋白质 

按GB/T 6432规定执行。 

7.2.2 赖氨酸 

按 GB/T 18246 规定执行。 

7.2.3 17 种氨基酸总量 

7.2.3.1 胱氨酸和蛋氨酸按 GB/T 15399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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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2 天门冬氨酸、苏氨酸、丝氨酸、谷氨酸、甘氨酸、丙氨酸、缬氨酸、异亮氨酸、亮氨酸、酪

氨酸、苯丙氨酸、赖氨酸、组氨酸、精氨酸和脯氨酸按 GB/T 18246 规定执行。 

7.2.3.3 17 种氨基酸总量计算方法按附录 A规定执行。 

7.2.4 甘氨酸 

按GB/T 18246规定执行。 

7.2.5 甘氨酸/17 种氨基酸总量 

按附录A规定执行。 

7.2.6 DHA 与 EPA 占鱼粉总脂肪酸比例之和 

按附录B规定执行。 

7.2.7 水分 

按GB/T 6435规定执行，以直接干燥法为仲裁法。 

7.2.8 粗灰分 

按GB/T 6438规定执行。 

7.2.9 砂分（盐酸不溶性灰分） 

按GB/T 23742规定执行。 

7.2.10 盐分（以 NaCl 计） 

7.2.10.1 样品 

按GB/T 20195制备样品至少200 g，粉碎使其全部通过1 mm孔径的分析筛，充分混 ，装入磨口瓶中，

备用。 

7.2.10.2 测定 

平行做两份试验。称取试样3 g（精确至0.1 mg）于坩埚中，置于电炉上缓慢加热，逐渐调高温度，

炭化至无烟为止，将坩埚放入550 ℃±20 ℃马弗炉中灼烧4 h。取出坩埚，待温度降至室温后，加入约

15 mL水，于电炉上缓慢加热煮至微沸，立即取下，搅拌1 min～2 min，冷却至室温，将溶液和残渣全部

转移至100 mL容量瓶中，定容，摇 。静置10 min，过滤，准确移取滤液10 mL，滴定、试验数据处理和

精密度按照GB/T 6439规定执行。 

7.2.11 挥发性盐基氮（VBN） 

按附录C规定执行，以半微量法为仲裁法。 

7.2.12 组胺 

按GB/T 23884规定执行。 

7.2.13 丙二醛（以鱼粉所含粗脂肪为基础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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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附录B中的B.5.1提取试样中的粗脂肪后，立即称取粗脂肪1 g（精确至0.000 1 g）于具塞三角瓶

中，按照GB/T 28717—2012中7.1的规定，准确加入50 mL三氯乙酸-EDTA混合溶液，于25 ℃下以180次/min

振摇30 min。取约20 mL提取液于50mL离心管中，5 000 r/min离心5 min，取上清液 GB/T 28717—2012自

7.2开始操作。 

7.3 卫生指标 

按GB 13078规定执行。 

8 检验规则 

8.1 组批 

以相同材料、相同生产工艺、连续生产或同一班次生产的同一规格的产品为一批，但每批产品不得

超过60 t。 

8.2 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项目为外观与性状、粗蛋白质、水分、粗灰分和挥发性盐基氮。 

8.3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文件5.1～5.3规定的所有项目。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半年至少进行1次型式检

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a) 产品定型投产时； 

b) 生产工艺或主要原料来源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停产 3 个月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饲料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检验要求时。 

8.4 判定规则 

8.4.1 所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该批次产品合格。 

8.4.2 检验结果中有任意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可自同批次产品中重新加倍取样进行复检。 

若复检有一项结果不符合本文件规定，即判定该批次产品不合格。微生物指标不得复检。 

8.4.3 各项指标的极限数值判定按 GB/T 8170 中全数值比较法执行。 

8.4.4 理化指标检验结果判定的允许误差按 GB/T 18823 规定执行（GB/T 18823 未规定的项目除外）。 

9 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9.1 标签 

按GB 10648规定执行。若添加了饲料添加剂抗氧化剂、防腐剂，还应标明其通用名称。 

9.2 包装 

包装材料应无毒、无害、防潮。 

9.3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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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中防止包装破损、日晒、雨淋，不应与有毒有害物质混运。 

9.4 贮存 

贮存时防止日晒、雨淋，禁止与有毒有害物质混储。 

9.5 保质期 

未开启包装的产品，在规定的运输、贮存条件下，产品保质期应与标签中标明的保质期一致。 

10 质量承诺 

客户对产品质量有异议时，应在24小时内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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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鱼粉中 17 种氨基酸总量/粗蛋白质与甘氨酸/17 种氨基酸总量的结果计算 

A.1 17 种氨基酸总量结果计算 

试样中17种氨基酸（包括胱氨酸、蛋氨酸、天门冬氨酸、苏氨酸、丝氨酸、谷氨酸、甘氨酸、丙氨

酸、缬氨酸、异亮氨酸、亮氨酸、酪氨酸、苯丙氨酸、赖氨酸、组氨酸、精氨酸和脯氨酸）总量以质量

分数w1计，数值以百分含量（%）表示，按公式（A.1）计算： 

173211 +.........+++= aaaa wwwww ……………（A.1） 

式中： 

wa1——试样中胱氨酸的含量，%； 

wa2——试样中蛋氨酸的含量，%； 

wa3——试样中天门冬氨酸的含量，%； 

wa4——试样中苏氨酸的含量，%； 

wa5——试样中丝氨酸的含量，%； 

wa6——试样中谷氨酸的含量，%； 

wa7——试样中甘氨酸的含量，%； 

wa8——试样中丙氨酸的含量，%； 

wa9——试样中缬氨酸的含量，%； 

wa10——试样中异亮氨酸的含量，%； 

wa11——试样中亮氨酸的含量，%； 

wa12——试样中酪氨酸的含量，%； 

wa13——试样中苯丙氨酸的含量，%； 

wa14——试样中赖氨酸的含量，%； 

wa15——试样中组氨酸的含量，%； 

wa16——试样中精氨酸的含量，%； 

wa17——试样中脯氨酸的含量，%。 

测定结果以平行测定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保留至小数点后2位。 

A.2 17 种氨基酸总量/粗蛋白质结果计算 

试样中17种氨基酸总量/粗蛋白质以质量分数w2计，数值以百分含量（%）表示，按公式（A.2）计

算： 

100×=
3

1
2 w

w
w ……………………………………（A.2） 

式中： 

w1——试样中17种氨基酸总量，%； 

w3——试样中粗蛋白质含量（详见7.2.1），%。 

测定结果以平行测定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保留3位有效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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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甘氨酸/17 种氨基酸总量结果计算 

试样中甘氨酸/17种氨基酸总量以质量分数w4 计，数值以百分含量（%）表示，按公式（A.3）计算： 

100×= 7
4

1w

w
w

a
……………………………………………（A.3） 

式中： 

wa7——试样中甘氨酸的含量，%； 

w1——试样中17种氨基酸总量，%。 

测定结果以平行测定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保留2位有效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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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鱼粉中 DHA 与 EPA 占鱼粉总脂肪酸比例之和的测定 

B.1 原理 

用石油醚提取试样中的粗脂肪，在碱性条件下脂肪经皂化、甲酯化生成脂肪酸甲酯，经气相色谱仪

分析，峰面积归一化法测定DHA与EPA占鱼粉总脂肪酸比例之和。 

B.2 试剂或材料 

除非另有规定，仅使用分析纯试剂。 

B.2.1 水：GB/T 6682，三级。 

B.2.2 正庚烷：优级纯。 

B.2.3 甲醇：色谱纯。 

B.2.4 石油醚：沸程30 ℃～60 ℃。 

B.2.5 无水硫酸钠：150 ℃烘干1 h，密封保存，备用。 

B.2.6 三氟化硼甲醇溶液：15 %（市售）。 

B.2.7 2 %氢氧化钠甲醇溶液：称取2 g氢氧化钠，溶解于100 mL甲醇中，混 ，备用。 

B.2.8 饱和氯化钠溶液：称取360 g氯化钠，加入1 000 mL水，搅拌溶解，澄清后备用。 

B.2.9 DHA和EPA甲酯混合标准溶液（2.0 mg/mL）：称取 20 mg DHA甲酯标准品（CAS号：2566-90-7，

含量≥98 %）、20 mg EPA甲酯标准品（CAS号：2734-47-6，含量≥98 %）（精确至0.000 01 g）于10 mL

容量瓶中，用正庚烷溶解、定容，混 。－18 ℃以下保存，有效期3个月。 

B.2.10 快速滤纸：定量。 

B.3 仪器设备 

B.3.1 电子天平：感量1 g、0.000 1 g、0.000 01 g。 

B.3.2 气相色谱仪：配有氢火焰离子检测器（FID检测器）。 

B.3.3 恒温水浴锅：温度可达80 ℃，控温精度±1 ℃。 

B.3.4 干燥箱：温度可达150 ℃，控温精度±1 ℃。 

B.3.5 往复式振荡器：不低于180次/min，温度能保持在25 ℃±1 ℃。 

B.3.6 旋转蒸发仪。 

B.3.7 涡旋混合仪。 

B.4 样品 

按GB/T 20195制备样品至少200 g，粉碎使其全部通过1 mm孔径的分析筛，充分混 ，装入磨口瓶中，

立即检测。 

B.5 试验步骤 

B.5.1 粗脂肪提取 

平行做两份试验。称取100 g试样，分别包在10个滤纸包中（勿用脱脂棉线捆扎），置于500 mL具塞

三角瓶中，加入300 mL石油醚浸泡滤纸包，加入无水硫酸钠10 g，通氮气30 s，立即加塞。于25 ℃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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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复式振荡器上以180次/min振荡1 h，静置2 min～3 min，转移提取液于鸡心瓶或圆底烧瓶中。用100 mL

石油醚再洗涤一次滤纸包，合并提取液，于35 ℃旋转蒸发至无石油醚溢出，残留物为提取的粗脂肪。 

B.5.2 脂肪的皂化和脂肪酸的甲酯化 

完成提取后，立即称取粗脂肪0.2 g（精确至0.000 1 g）于250 mL烧瓶中，加入2 %氢氧化钠甲醇溶

液8 mL，连接回流冷凝器，80 ℃±1 ℃水浴上回流20 min。从冷凝回流器上端加入15 %三氟化硼甲醇溶

液7 mL，继续在80 ℃±1 ℃水浴上回流5 min后，用少量水冲洗回流冷凝器。停止加热，从水浴上取下烧

瓶，用冰浴迅速冷却至室温。准确加入10 mL正庚烷，振摇2 min，再加入饱和氯化钠水溶液2 mL，涡旋

混合30 s，静置分层。吸取上层正庚烷提取溶液5 mL至25 mL试管中，加入3 g～5 g无水硫酸钠，振摇1 min，

静置5 min，吸取上层溶液于进样瓶中，待测。 

B.5.3 气相色谱参考条件 

毛细管色谱柱：聚二氰丙基硅氧烷强极性固定相，长100 m，内径0.25 mm，膜厚0.2µm。或性能相当

者。 

检测器温度：280 ℃。 

进样口温度：270 ℃。 

柱温：初始100 ℃，保持13 min，10 ℃/min升温至180 ℃，保持6 min；1 ℃/min升温至200 ℃，保

持20 min；4 ℃/min升温至230 ℃，保持10.5 min。 

进样量：1.0 L。 

分流比：50:1。 

载气：氮气。 

载气流速：1.0 mL/min。 

尾吹气流速：40 mL/min。 

氢气流速：40 mL/min。 

空气流速：400 mL/min。 

B.5.4 测定 

在仪器的最佳条件下，分别取DHA和EPA甲酯混合标准溶液（B.2.9）和试样溶液（B.5.2）上机测定，

以保留时间定性，色谱峰峰面积归一化法定量。DHA和EPA甲酯混合标准溶液的气相色谱图参见图B.1。 

B.6 试验数据处理 

试样中DHA与EPA占鱼粉总脂肪酸比例之和以质量分数w5计，数值以百分含量（%）表示，按公式（B.1）

计算： 

100
+

5 
s

EPADHA

A

AA

∑
w ……………………………………（B.1） 

式中： 

ADHA——试样溶液中DHA甲酯色谱峰峰面积； 

AEPA——试样溶液中EPA甲酯色谱峰峰面积； 

sA ——试样溶液中各脂肪酸甲酯的峰面积之和。 

测定结果以平行测定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保留3位有效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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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其算术平均值的10 %。 

B.8 DHA 和 EPA 甲酯混合标准溶液气相色谱图 

DHA和EPA甲酯混合标准溶液（2.0 mg/mL）气相色谱图见图B.1。 

 

图 B.1 DHA 和 EPA 甲酯混合标准溶液（2.0 mg/mL）气相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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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鱼粉中挥发性盐基氮（VBN）的测定 

C.1 原理 

挥发性盐基氮在碱性溶液中蒸出，硼酸溶液吸收后，用盐酸标准滴定溶液滴定，依据氮的含量计算

出挥发性盐基氮含量。 

C.2 试剂或材料 

C.2.1 除非另有规定，仅使用分析纯试剂。 

C.2.2 水：GB/T 6682，三级。新沸冷水。 

C.2.3 硼酸溶液（20 g/L）：称取硼酸20 g，加水溶解后定容至1 000 mL。 

C.2.4 氧化镁混悬液（10 g/L）：称取氧化镁10 g，加1 000 mL水，摇 。 

C.2.5 盐酸标准滴定溶液（c（HCl）=0.1 mol/L）：按GB/T 601 配制、标定。 

C.2.6 盐酸标准滴定溶液（c（HCl）=0.01 mol/L）：用0.1 mol/L盐酸标准滴定溶液（C.2.4）稀释。

临用现配。 

C.2.7 盐酸标准滴定溶液（c（HCl）=0.02 mol/L）：用0.1 mol/L盐酸标准滴定溶液（C.2.4）稀释。

临用现配。 

C.2.8 甲基红乙醇溶液：称取0.1 g甲基红，用乙醇（95 %）溶解并定容至100 mL。 

C.2.9 溴甲酚绿乙醇溶液：称取0.5 g溴甲酚绿，用乙醇（95 %）溶解并定容至100 mL。 

C.2.10 甲基红-溴甲酚绿混和指示剂：将甲基红乙醇溶液（C.2.7）与溴甲酚绿乙醇溶液（C.2.8）等

体积混合，临用现配。 

C.2.11 消泡剂：硅油。 

C.2.12 pH试纸：1-14。 

C.3 仪器设备 

C.3.1 电子天平：感量0.1 g、0.000 1 g。 

C.3.2 往复式振荡器：不低于120次/min。 

C.3.3 半微量定氮装置。 

C.3.4 半自动凯氏定氮仪。 

C.3.5 全自动凯氏定氮仪。 

C.3.6 酸式滴定管：10 mL。 

C.4 样品 

按GB/T 20195制备样品至少200 g，粉碎使其全部通过1 mm孔径的分析筛，充分混 ，装入磨口瓶中，

立即检测。 

C.5 试验步骤 

C.5.1 半微量法（仲裁法） 

C.5.1.1 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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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做两份试验。称取试样5 g（精确至0.000 1 g）置于300 mL具塞锥形瓶中，准确加入100 mL水，

盖上瓶塞，以120次/min 室温下振摇30 min，静置5 min，干过滤，滤液为试样提取液。 

C.5.1.2 蒸馏 

按照GB/T 6432规定检查定氮装置气密性。将半微量定氮装置（C.3.3）的冷凝管下端浸入盛有30 mL

硼酸溶液（C.2.2）和3滴甲基红-溴甲酚绿混合指示剂（C.2.9）的锥形瓶中。准确移取提取液（C.5.1.1）

10 mL注入定氮装置反应室中，用10 mL水冲洗试样入口，滴加2滴消泡剂（C.2.10），塞好试样入口玻璃

塞，再加入15 mL氧化镁混悬液（C.2.3，用前摇 ），小心提起玻璃塞使氧化镁混悬液流入反应室，待

混悬液接近全部流入反应室时塞紧玻璃塞，并在入口处加水密封，防止漏气。打开蒸气开关，立即蒸馏。

蒸馏3 min后，用pH试纸测定馏出液的pH，当馏出液pH值为中性时达到蒸馏终点。取下锥形瓶，使冷凝

管末端离开液面，并用水冲洗冷凝管末端2次～3次，得到吸收液，待滴定。同时做试剂空白试验。 

蒸馏结束后对设备管路进行清洁。在反应室中加水20 mL～30 mL，蒸馏3 min～5 min，保证馏出液pH

为中性，确保蒸馏设备清洁无污染。 

C.5.1.3 滴定 

蒸馏得到的吸收液立即用0.01 mol/L盐酸标准滴定溶液（C.2.5）滴定，由蓝绿色变成灰红色为滴

定终点。 

C.5.2 半自动凯氏定氮仪法 

C.5.2.1 提取 

按C.5.1.1步骤进行。 

C.5.2.2 蒸馏 

按照GB/T 6432规定检查仪器气密性。按照仪器说明书进行操作。将仪器冷凝管下端浸入盛有30 mL

硼酸溶液（C.2.2）和3滴甲基红-溴甲酚绿混合指示剂（C.2.9）的锥形瓶中。准确移取提取液（C.5.1.1）

20 mL置于蒸馏管中，加水20 mL，滴加2滴消泡剂（C.2.10），再加入30 mL氧化镁混悬液（C.2.3，用前

摇 ），立即连接到蒸馏器上开始蒸馏。蒸馏3 min后，用pH试纸测定馏出液的pH，当馏出液pH值为中

性时达到蒸馏终点。取下锥形瓶，使冷凝管末端离开液面，并用水冲洗冷凝管末端2次～3次，得到吸收

液，待滴定。同时做试剂空白试验。 

蒸馏结束后对设备管路进行清洁。在蒸馏管中加水20 mL～30 mL，蒸馏3 min～5 min，保证馏出液pH

为中性，确保蒸馏设备清洁无污染。 

C.5.2.3 滴定 

蒸馏得到的吸收液立即用0.02 mol/ L盐酸标准滴定溶液（C.2.6）滴定，由蓝绿色变成灰红色为滴

定终点。 

C.5.3 全自动凯氏定氮仪法 

C.5.3.1 提取 

按C.5.1.1步骤进行。 

C.5.3.2 蒸馏和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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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GB/T 6432规定检查仪器气密性。使用0.02 mol/ L盐酸标准滴定溶液（C.2.6）。按照仪器说

明书操作。首先进行试剂空白测定，取得空白值。准确移取提取液（C.5.1.1）20 mL于蒸馏管中，加水

20 mL，滴加2滴消泡剂（C.2.10），再加入30 mL氧化镁混悬液（C.2.3，用前摇 ），立即连接到蒸馏

器上，开始测定。测定完毕及时清洗和疏通加液管路和蒸馏系统。 

注：为防止管路堵塞，手动添加氧化镁混悬液。 

C.6 试验数据处理 

试样中挥发性盐基氮的含量以质量分数w6计，数值以毫克每百克（mg/100 g）表示，按公式（C.1）

计算： 

100
/

14） - (

23

01
6 





VVm

cVV
w ………………………………（C.1） 

 

式中： 

c——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V0——试剂空白消耗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1——试液消耗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2——提取时加水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3——移取提取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14——氮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 

m——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100——计算结果换算为毫克每百克（mg/100g）的换算系数。 

测定结果以平行测定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保留3位有效数字。 

C.7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其算术平均值的10 %。 

 

                           


	空白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