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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 精 通 用 试 验 方 法

General methPA- for deter-i-tion of ethanol

1 主肠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酒精的通用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食用酒精和工业酒精中各种成分及杂质的测定。

2 引用标准

    GB 601化学试剂 滴定分析(容量分析)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GB 60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 125。极限数值的表示方法和判定方法

    GB 6682 实验室用水规格

    GB817。 数值修约规则
    GB 9721化学试剂 分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通则(紫外和可见光部分)

    GB 9722 化学试剂 气相色谱法通则

3 总则

3-，方法中的名词、术语、计量单位均采用国家规定的标准。
3. 2 方法中所用的分析天平、分光光度计、气相色谱仪及酒精计等仪器，所用的吸管、容量瓶及滴定管

等玻璃量器均需定期检定与校正。分光光度法所用的比色皿必须测其吸光度，对其结果进行校正。

3.3方法中的“仪器”，为试验中所必需使用的特殊仪器，一般试验室仪器未列入。试验中所用比色管

必须成套，其玻璃材质、色泽要一致。一般玻璃器皿，用洗涤剂或铬酸洗液清洗;用过高锰酸钾的器皿，须

用草酸浸洗，然后用水冲洗干净。
3.4 方法中所用的水，在未注明其他要求时，应符合GB 6682中三级水(或以上)规格要求。

3-5 方法中所用的试剂，在未注明其他规格时，均指分析纯(A. R).

I6 方法中的“溶液”，除另有说明外，均指水溶液。“稀释至刻度”是指用水冲稀至刻度，即准确定容至

一定体积。
3.7 溶液的浓度，一般以物质的量r单位为摩尔〕浓度表示，如:c(HCI)二0. 1 mol/L盐酸标准溶液;也

可以质量浓度表示，单位为克每升，如;10 g/L淀粉指示液。体积V,的特定溶液，被加入到体积v:的溶

剂中，以“V+V:”表示。体积百分含量，以%(v/v)表示。

3.8 方法中所制备的标准溶液的浓度，均指20℃时的浓度。

3.9 同一检测项目，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试验方法时，各实验室可根据各自条件选用，但以第一法为仲裁

法。

3.10 食用酒精中的醛、杂醉油、甲醇、酸、不挥发物含量是以g/100 mL计，而工业酒精是以mg/1计。

本方法计算单位以工业酒精为准(食用酒精须换算成原单位后)，按GB 817。修约，按GB 1250中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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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值比较法”进行判定。

3.11 测定样品必须做平行试验，允许差应符合试验要求，取结果的平均值。用分光光度法测定吸光度

时，取三次读数的平均值口

3.12 试验方法中的有效数字，表示吸取或称量时要求达到的精密度。

3.13 测定吸光度后，可用工作曲线法或回归方程计算其结果 限量测定(直接比较法)须直接取和该等

级限量指标相应的色度标准(简称;色标)与试样比较测试。目视比色法是在白色背景下，沿轴线方向。与

同体积色标溶液进行目视比较测定。

3.14 本方法中所用的基准乙醇，均为95%(V/V)乙醇，其中主要杂质的限量规定为:甲醇须小于

lo m盯L;醛小于1 mg/L;杂醉油小于1 mg/L;醋小于1 mg/L。可用毛细管色谱法检查或用分光光度
法测定其吸光度，要求与试剂空白相似。

4 试验方法

4.1 外观

    用50 ml比色管直接取试样50. 0 rnL，在亮光下观察，应透明，无肉眼可见杂质。

4-2 色度

4.2.1 定义

    色度单位为黑曾。1黑曾单位(号)是指每升含有2 mg六水氯化钻(COC12·6H20)和1 mg铂(以氯

铂酸HZPtcl。计)的铂一钻溶液的色度。

4.2.2 原理

    以黑曾单位(号)铂一钻色标溶液为准，用目视法观测比较试样的颜色，找出与系列色标中相近的色

标号，即为样品的色度

4.2.3 试剂和溶液

4.2.3.1盐酸:密度为1.19 g/mL(g/cm')a

4.2.3.2 500黑曾单位铂一钻色度标准溶液(简称:500号色标溶液)

    a 配制:准确称取1. 000 g氮化钻(COC12·6H20),1. 2455 g氯铂酸钾(K,PtCls)，加入100 ml盐
酸(4.2.3.1)和适量水溶解，用水稀释至1 000 mL>摇匀。

    b 检查:用1 cm比色皿，以水作参比进行分光光度测定，如溶液的吸光度在下列表1范围内，即

得Sot)号色标溶液。用棕色瓶贮于冰箱中，有效期为一年。超过有效期 溶液的吸光度仍在表1范围内，

可继续使用。

                                                  表 1

波长 nm 吸光度

120

145

0. 110̂ -0

0. 130̂ -0

0. 105- 0. 120

0.055- 0.065

430

拼

480

510
4.2.3. 3 稀铂一钻色标溶液的配制

通用配制方法

按式(ll计算并吸取500号色标溶液的体积，用水稀释至100 mL，即得所需的，号稀铂一钻色标溶

液

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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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一一配制100 m工n号稀铂一钻色标溶液时，所需500号色标溶液的体积，mL;

      n一一拟配制的稀铂一钻色标溶液的号数。

    b· 按a.法配制2,4,6,8,10,12号色标系列溶液。
    c. 稀铂一钻色标溶液有效期为一个月。

4.2.4 仪器

4.2-4.1 50 mL比色管一套.其玻璃颜色和刻线高度应相同。

4.2.4.2 分光光度计:应符合GB 9721要求。

4.2.5 分析步骤
    用50 mL比色管直接取试样50. 0 mL，与同体积的铂一钻色标系列标准溶液((4. 2. 3. 3 6)进行目视

比色

4.2.6 结果的允许差

    两次测定值之差不得超过1个色标号。

4. 3 气味

    用磨日量筒取试样10 mL，加水15 mL,盖塞，混匀。倒入50 mL小烧杯中，用鼻子嗅闻，记录其气

味，判定是否合格。

4.4 乙醇浓度(酒精度)

4.4.1 定义

    乙醇(酒精)体积浓度，是指在20℃时，酒精水溶液中所含乙醇的体积与在同温度下该溶液总体积

之百分比 以%(V/V)表示。

4.4.2 原理

    根据乙醇浓度与密度呈一定反比关系，利用酒精计(表)进行测定。

4.4. 3 仪器

    酒精计 90%-100%(v/v)，分度值为。. 1% (v/v)。同时备有温度计，分度值为0. 2 0C a

4.4.4 分析步骤

    将试样注入洁净、干燥的量筒中，在室温下静置几分钟，放入洗净、擦干的酒精计，同时插入温度计，

平衡5 min，水平观测酒精计，读取酒精计与液体弯月面相切处的刻度示值，同时记录温度。根据测得的

酒精计示值和温度，查附录A校正成20℃时的乙醉浓度(酒精度)。

    所得结果表示至一位小数。

4.4.5 结果的允许差

    平行试验测定值之差不得超过。.1%(v/v)a

4.5 硫酸试验

4.5.1 原理

    浓硫酸为强氧化剂，具有强烈的吸水及氧化性，与分子结构稳定性较差的有机化物混合，在加热情

况下，会使其氧化、分解、炭化、缩合，产生颜色。可与黑曾单位铂一钻色标溶液比较，确定试样硫酸试验的

色度，判定是否合格。

4.5.2 试剂和溶液

4.5-2-1  50。号铂一钻色度标准溶液

      a. 同4. 2.3.2.

      b. 若测定色度大于100号的试样，须按下面方法配制500号铂一钻色标溶液

    准确称取0. 300 g氯化钻(COCK·6H,O)和1. 500 g氯铂酸钾(K2PtCI6 )，加人100 -I盐酸

  (4.2. 3.1)和适量水溶解，用水稀释至1 000 mL,摇匀。

4.5.22 ，，号稀铂一钻色标系列溶液的配制

    取500号色标溶液(4. 5. 2. 1 a )，按4. 2.3. 3法配成10,15,20,30,40,50,60,70,80,10()号铂

35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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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色标i容液。

    b. 若测定的试样色度大于100号，取4. 5. 2. 1 b. 500号铂一钻色标溶液，按4. 2. 3. 3 a法配成

110,130,150,200,300号铂一钻色标系列溶液。
4.5.2.3浓硫酸:优级纯 密度为1. 84 g/mL，必要时用小于10号的乙醇作硫酸试验，按本法验证。

4.5.3 仪器

4.5.3.1 70 mL平底烧瓶:硬质玻璃制;空瓶质量为20士2 g;球壁厚度要均匀，尺寸见图1.

                                    图 70 ml平底烧瓶

4.5.12 25 rnL比色管一套，其玻璃颜色和刻线高度应相同。

4-5，4 分析步骤

4.5-4.1 准备好沸水浴
4.5-4.2 吸取10. 00 ml、试样于70 mL平底烧瓶中，在不断摇动下，用量筒或快速吸管均匀加入

10 ml.硫酸(15、内)，充分混匀。立即将烧瓶置于沸水浴中计时，准确煮沸5二。，取出，自然冷却。移入

25 ml比色管，与铂一钻色标系列溶液进行目视比色。

    所得结果表示至整数。

455 结果的允许差

    两次测定值之差不得超过10%0

4.s 氧化试验

4.6门 原理

    高锰酸钾为强氧化剂。在一定条件下试样中可以还原高锰酸钾的物质，与高锰酸钾反应 使溶液中

的高m酸钾颜色消褪 当加入一定浓度和体积的高锰酸钾标准溶液，在15士。.1C下反应 ，一与标准比较.

确定样品颜色达到色标时为其终点(记录分秒)，即为氧化时间。氧化时间的长短，可衡量酒精中含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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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性物质的多少。

4.6.2 试剂和溶液

4.6-2.1 高锰酸钾标准溶液‘(1 /5 KMnO,)=0. 1 mol/L:按GB 601配制与标定。移人棕色瓶贮于冰

箱中备用，有效期为半年。

4.6.2.2 高锰酸钾标准使用溶液:(1/5 KMnO,)=0. 005 mol/L
    使用时将。. 1 mol/L高锰酸钾标准溶液准确稀释20倍。此溶液须现用现配。

4.6-2.3 三氯化铁一氯化钻色标溶液的制备

4.6-2-3.1 三氯化铁溶液c(FeCl,)二0. 0450 g/mL
    a.配制:称取4. 7 g三氯化铁，用1+40盐酸溶液溶解，并定容成100 mL。用G;砂芯漏斗过滤，

收集滤液，贮于冰箱中备用。

    b. 标定:吸取三氯化铁滤液10. 00 mL于250 mL碘量瓶中，加水50 mL,密度为1. 19 g/mL的盐

酸3 mL及碘化钾3 g,摇匀，置于暗处30 min。加水50 mL，用0. 1 mol/L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滴定，近

终点时，加10 g/L淀粉指示液1 mL，继续滴定至蓝色刚好消失为其终点。

    c. 按式(2)计算三氯化铁的含量:
      (V，一 V，)XcX 0.2703 ，，、

入 = — .“................⋯ ⋯ ’..⋯ ⋯ “二l乙少
                            1U

式中:X- 1 mL三氯化铁溶液中含有三氯化铁的质量，g;

      V,— 样液消耗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的体积，mL;

      V,— 空白试验消耗硫代硫酸钠标准榕液的体积，mL;

        ‘— 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的浓度，mol/L;

  0. 270 3— 与1. 00 mL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c(Na,S,O,)=1. 000 mol/L〕相当的以克表示的三氯化

              铁的质量;

        10— 取样量,mL.

    d. 用1+40盐酸溶液稀释至每毫升溶液中含三氯化铁0.045 0 g,

4.6-2-3.2氯化钻溶液c(CoClz)=0. 050 0 g/mL,
    称取氯化钻(Cocl,·6H,0)5. 000 g，精确至0. 000 2 g，用1+40盐酸溶液溶解，并定容至100 mL,

4.6.2.3.3 色标的配制

    吸取三氯化铁溶液((4. 6. 2. 3. 1 d. )0. 50 mL及氯化钻溶液((4.6.2. 3.2)1.60 ml于50 mL比色管

中，用1+4。盐酸溶液稀释至刻度。

4.6.3 仪器与设备

4.6-3.1 50 mL磨口比色管。

4.6. 3.2 高精度恒温水浴:15士。.1'C。

4.6.3.3 秒表:1 s,

4.6-4 分析步骤

    用50 mL磨口比色管取试样50. 0 mL,置于15士0.1℃水浴中平衡10 min,然后用快速吸管加

1. 00 mL 0. 005 mol/L高锰酸钾标准使用溶液，立即加塞颠倒摇匀并计时，重新快速置于水浴中，与色

标比较，直至试样颜色与色标一致，即为终点，记录时间。

    计算到达终点的时间，修约到分钟。

4.6.5 结果的允许差

    两次测定值之差，若氧化时间在30 min以上(含30 min)，不得超过1. 5 min;若氧化时间在30 min

以下、10 min以上(含10 min)，不得超过1. 0 min;若氧化时间在10 min以下，不得超过0. 5 min.

4. 7 醛

4.7.1 第一法 碘量法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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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1 原理

    a 亚硫酸氮钠与醛发生加成反应，反应式为:
                                        O

                            II
                              R--C-H -I-NaHSO,一 R--C---4)H

      SO,Na
a一一 经基磺酸钠

b 用碘氧化过量的亚硫酸氢钠，反应式为:
                      NaHSO,+L十H,O一 NaHSO,+2HI

c 加过量的NaHCO,，使加成物分解，醛重新游离出来，反应式为:

H
|

R--C--OH +2NaHM - RCHO+NaHSOs+Na2M 十CO:个+H,O

                    SO,Na

    d 用碘标准溶液滴定分解释放出来的亚硫酸氢钠，反应式同4.7.1.16。

4.了卜12 试剂和溶液

    a 盐酸。(HCI)二0. 1 mol/L溶液.

    b.   12 g/L亚硫酸氢钠溶液。
    c 碳酸氢钠溶液c(NaHCO,)=1 mol/L,

    d 碘标准溶液:(1/2 I,)=0. 1 mot /L:按GB 601配制与标定。

    e 碘标准使用溶液c(1/2 1,)=0.01 mol/L:使用时将0. 1 mot/L碘标准溶液准确稀释10倍。

    f.   10 g/L淀粉指示液:按GB 603配制

4.7.1.3 分析步骤

    吸取试样15. 0 mL于250 mL碘量瓶中，加水15 mL,12 g/L亚硫酸氢钠溶液15 mL,o. 1 mol/L

盐酸溶液7 mL,摇匀，于暗处放置ih。取出，用50 mL水冲洗瓶塞，以0. 1 mol/L碘标准溶液

(4. 7. 1. 2 d.)滴定，接近终点时，加淀粉指示液。.5 mL，改用。01 mol/L碘标准使用溶液((4.7.1.2 e.)

滴定至淡蓝紫色出现(不计数)。加1 mol/L碳酸氢钠溶液20 mL,微开瓶塞，摇荡。5 min(呈无色)，用

0.01 mol/L碘标准使用溶液继续滴定至蓝紫色为其终点。
    同时作空白试验。

4.7.1.4 计算
                                            (V、一 V,) X c X 0.022 __

                      X一- 一一 花一-一=X 10, ⋯’.·····..·..⋯’⋯“·....... (3)
式中;X一一试样中的醛含量(以乙醛计),mg/L;

    V— 试样消耗碘标准使用溶液的体积，mL;

    V,— 空白消耗碘标准使用溶液的体积,mL;

      ‘— 碘标准使用溶液的浓度，mol/L;
  0.022— 与1. 00 mL碘标准使用溶液[c(1/2 12)=1.000 mol/L〕相当的以克表示的乙醛的质量。

    食用酒精，所得结果表示至四位小数。工业酒精，所得结果表示至整数。

4.7.1.5 结果的允许差

    两次测定之差，若醛含量大于5 mg/L(0. 000 5 g/100 mL)，不得超过5 YO;若醛含量小于、等于
5 mg/l，不得超过13%。

4.7.2 第二法 比色法

4.7.2.1 原理

    醛和亚硫酸品红作用时，发生加成反应，经分子重排后，失去亚硫酸，生成具有醒形结构的紫红色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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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其颜色的深浅与醛含t}成正比

4. 7.2. 2 试剂和溶液

    a. 碱性品红一亚硫酸显色剂:称取0. 075 g碱性品红溶于少量80 c水中，冷却 加水稀释至

75 ml，移入1L棕色细口瓶内，加50 mL新配制的亚硫酸氢钠溶液((53. 0 g NaHSO,溶于100 ml_水

中),500 ml_水和7.5 ml密度为1. 84 g/mL的硫酸，摇匀，放置10.12 h至溶液褪色并具有强烈的二

氧化硫气味，置于冰箱中保存。

    b.   1 g/1_醛标准溶液
    按乙醛:乙醛氨=1 e 1. 386(m/m)的比值，称取乙醛氨0. 138 6 g迅速溶于10 0C左右的基准乙醇

(无醛酒精)中，并定容至100 mL。移入棕色试剂瓶内，贮存子冰箱中。

    。. 醛标准使用溶液的制备

    吸取1 g/L醛标准溶液0.30, 0. 50,0. 80,1. 00,1.50, 2.00, 2.50及3. 00 mL，分别置于已有部分基

准乙醇(无醛酒精)的100 mL容量瓶中，并用基准乙醇稀释至刻度。即醛含量分别为3,5,8,10;15,20,

25及30 mg/L,

4.7-2.3 分析步骤

    a 吸取与试样含量相近的限量指标的醛标准使用溶液及试样各2. 00 mL，分别注入25 mL比色

管中，各加水5 mL、显色剂2. 00 mL，加塞摇匀，放置20 min(室温低于20℃时，需放入20'C水浴中显

色)，取出比色。

    b. 用2 cm比色皿.于555 nm波长处，以水调零，测定其吸光度。

4.7.2.4 计算

      A*
c.= 一于 X c

            了五

.........................f............"(4)

式中 。、— 试祥中的醛含量(以乙醛计).mg/1_
      Ax— 试样的吸光度;

A- 醛标准使用溶液的吸光度;
‘— 标准使用溶液的醛含量,mg/L,

    食用酒精，所得结果表示至四位小数。工业酒精，所得结果表示至整数

4.了.2.5 结果的允许差

    两次测定之差，若醛含量大于5 mg/L(0. 000 5 g/100 mL)，不得超过5%;若醛含量小于、等于

5 mg/I，不得超过10%。

4.8 杂醇油

4.8-1 第一法(醇类测定)毛细管气相色谱法

4.8.1门 原理

    试样被气化后，随同载气同时进入色谱柱，利用被测定的各组分与固定相之间进行的气液两相间的

溶解、解析等物化性质的差异，在柱内形成组分迁移速度的差异而得到分离。分离后的组分先后流出色

谱柱，进入检测器，根据色谱图上各组分的保留值与标样对照定性;利用峰面积，以内标法定量

4.8.1.2 试剂

    a. 甲 醇，色谱纯，作标样用。以基准乙醇配成1 g/L甲醇标准溶液。

    b一 正丙醇，色谱纯，作标样用。以基准乙醉配成1 g/L正丙醇标准溶液。
    。. 正丁醇，色谱纯，作内标用。以基准乙醇配成1 g/L正丁醇内标溶液。

    d. 异丁醇，色谱纯，作标样用。以基准乙醇配成1 g/L异丁醇标准溶液。

    e. 异戊醇，色谱纯，作标样用。以基准乙醇配成1 g/L异戊醇标准溶液。

4.8. 1.3 仪器与设备

    气相色谱仪:应符合GB 9722要求。采用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配有毛细管色谱柱联结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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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门.4 操作条件

    it - 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

    1).   PEG 20M交联石英毛细管柱，用前应在200 C下充分老化。枕内径0. 25 mm,柱长25--30 m

    c. 载气(高纯氮):流速为。.5-1. 0 ml./min，分流比为20，1̂ 100:1,尾吹气约30 ml-/min.

    CI 氢气:流速 30 mI./mine

        空气:流速300 mL/mina

    e-柱温的设定
    随仪器而异，以选择仪器最佳灵敏度的流速为准，起始柱温为70C，保持3 min,然后以SC /min程

序升温至100 C，直至异戊醇峰流出。以使甲醇、乙醉、正丙醇、异丁醇、正丁醇和异戊醇获得完全分离为

准 为使异戊醇的检出达到足够灵敏度，应设法使其保留时问不超过10 mina

P 检测器温度:200'C

    进样口温度:200'C

    伙. 进样量与分流比的确定
    应以使甲醉、正丙0、异丁醇、异戊醇等组分在含量1 mg/L时，仍能获得供测定的色谱峰为准

4.8.15 分析步骤

    。 校正因子f值的测定

    吸取1 g/L的正丙醇、异了醉、异戊醉标准溶液各。20 ml及1 g/L甲醉标准溶液1. 00 mL于

10 mL容量瓶中，准确加入1 g/L的正丁醉内标溶液。20 mL,然后用基准乙醉稀释至刻度，混匀后进

样1 kL，色谱峰流出顺序依次为甲醇、乙醇、正丙醇、异丁醇、正丁醇(内标)、异戊醇。记录各组分峰的保

留时间片根据峰面积和添加的内标量，计算出各组分的相对质量校正因子f值

    .， 试样的测定
    取少量待测酒精试样于10 mL容量瓶中，准确加入1 g/L的正丁醇内标溶液0. 20 nil，然后用待测

试样稀释至刻度，混匀后，进样1 pL,
    根据组分峰与内标峰的保留时间定性，根据峰面积之比计算出各组分的含量e

4.8，.6 计算

      A, 阴1
了= 一二呀X —

        广js 月2

· .⋯ ，二，..·. 、‘，.，···。。， 〔5)

二一，XA'X。020 X‘。 。 ‘ ·。.·....·.一 ‘0·⋯ “ ‘.一 (6)

式中:X— 试样中组分的含量.rag/La

        I— 组分的相对校正因子;

      A,一一作f值测定时内标的峰面积;

      A,一一作f值测定时各组分的峰面积:

      m一一作f值测定时各组分的量,g/I;

      m一 一作f值测定时内标的量.g/I;

      A— 试样中各组分相应的峰的面积;

      A一一添加于试样中的内标峰的面积;

    0.02。一一试样中添加内标的质量*g(I。
    试徉中杂醇油的含址以异丁醉与异戊醇之和表示。

    食用酒精，所得结果表示至四位小数。工业酒精，所得结果表示至整数。

4.8.1.7 结果的允许差

    各组分两次测定值之差，若含址大于、等于10 mg/L(0.001 g/100 mL)，不得超过100,0;若含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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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0 mg/1-，不得超过20% e

4.8.2 第二法 比色法(对一二甲氨基苯甲醛法)

4.8.2.1 原理

    除正丙醇外的高级醇，在浓硫酸作用下，都会脱水，生成不饱和烃(如:异丁醇变成丁烯，异戊醇变成

戊烯)。而不饱和烃与对一二甲氨基苯甲醛反应生成橙红色化合物，与标准系列比较定量。

4. B-2.2 试剂和溶液

    a. 浓硫酸:密度为1. 84 g/mL 优级纯。

    b. 对一二甲氨基苯甲醛显色剂:称取0. 1 g对一二甲氨基苯甲醛「(CH,),N " C,H,CHO〕溶于优级

纯硫酸中，并定容至200 mL，移入棕色瓶内，贮存于冰箱中。

    c· 19月杂醉油标准溶液。
    吸取密度为。.802 0 g/mL的异丁醇1. 25 mL及密度为。.809 2 g/mL的异戊醇l. 24 mL，分别置

于已有部分基准乙醇(无杂醇油酒精)的100 mL容量瓶中，以基准乙醇稀释至刻度。再分别以基准乙醇

稀释10倍，即得1 g/L异丁醇溶液(甲液)及1 g/L异戊醇溶液(乙液)。

    分别按甲+乙二1十4及甲+乙=3+1的比例混合，即得1号及2号1 g/L杂醇油标准溶液。

    d. 杂醇油标准使用溶液:

    取1号1 g/L杂醇油标准溶液。.20,0.50,1.00,1.50,2.00 mL及2号标准溶液2.00, 4.00, 6.00,

8. 00,10. 00,20. 00,30. 00,40. 00 mL，分别注入100 mL容量瓶中，以基准乙醇稀释至刻度。即杂醇油含

量分别为2,5,10,15,20及20,40,60,80,100,200,300,400 mg/L,
    注:1号杂醉油标准溶液适用于食用酒精和工业酒精的优级(优等品),2号适用干食用酒精的普通级和工业酒精的

        一等品、合格品

4.8-2- 3 分析步骤

4.8.2.3.1 工作曲线的绘制(回归方程的建立)

    a.根据样品中杂醇油的含量，吸取相近的4个以上不同浓度的杂醇油标准使用溶液各0. 50 mL,

分别注入25 ml比色管中，外用冰水浴冷却，沿管壁加显色剂10 mL，加塞后充分摇匀，同时置于沸水

浴中，20 min后，取出，立即用水冷却。

    b. 根据其含量的高低，立即用0. 5 cm或1 cm比色皿，在波长425 -m处，以水调零，测定其吸光

度。

    。. 以标准使用溶液中杂醇油含量为横坐标，相应的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工作曲线。或以函数计

算器建立线性回归方程A=me+b(b为常数项，。为回归系数)进行计算。

4-8-2. 3. 2 试祥的测定与计算

    :.吸取试样。.50 ml，按4.8.2.3.1中的a.和b.显色及测定吸光度。根据试样的吸光度在工作

曲线上查出试样中的杂醇油含量，或用回归方程直接计算。

    b. 或吸取与试样含量相近的限量指标的杂醇油标准使用溶液及试样各。.50 mL。按4.8.2.3.1

中的

式中

。.和b.显色并直接测定吸光度。按式((7)计算:

                                                    Ax

cx一了
X c ··。.··.··.···············。·⋯(7)

:‘、一一试样中的杂醇油含量(以异丁醇与异戊醇之和表示),mg/L;

Ax-一试样的吸光度;

A一一 杂醇油标准使用溶液的吸光度;

      。一一标准使用溶液的杂醇油含量,mg/L,
    食用酒精，所得结果表示至四位小数。工业酒精，所得结果表示至整数。

4.8.2.4 结果的允许差

    两次测定值之差，若杂醇油含量大于、等于10 m创L(0. 001 g/100 mL)，不得超过100;若杂醇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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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小于10 mg/l，不得超过20%

4.9 甲醇

49-1第一法 气相色谱法
    测定方法的原理、试剂和溶液、分析步骤与计算见4.8.1。其两次测定值之差不得超过5%0

4.9.2 第二法 变色酸比色法

4.9-2.1 原理

    甲醉在磷酸溶液中，被高锰酸钾氧化成甲醛，用偏重亚硫酸钠除去过量的KMno,，甲醛与变色酸在

浓硫酸存在下，先缩合，随之氧化，生成对酿结构的蓝紫色化合物。与标准系列比较定量。

4.9-2.2 试剂和溶液

    a.   30 g/L高锰酸钾一磷酸溶液
    称取3g高锰酸钾.溶于15 mL 85%(m/m)磷酸和70 mL水中，混合，用水稀释至100 Tr,l

    b.   100 g/L偏重亚硫酸钠(Na,S,O, )溶液。

    。 变色酸显色剂

    称取0. 1 g变色酸(C,,H,O,S,Na,)溶于10 mL水中，边冷却，边加90 mL 90Yo(m/m)硫酸，移入棕

色瓶中 kr于冰箱保存，有效期为一周。

    d.      10 g/l甲醇标准溶液
    吸取密度为。.791 3 g/mL的甲醉1.26 mL,置于已有部分基准乙醇(无甲醇酒精)的100 ml-容量

瓶中，并以基准乙醇稀释至刻度。

    e 甲醇标准使用溶液

    吸取10 g/l、甲醉标准溶液0,1.00,2.00,4.00,6.00,8.00,10.00,15.00,20}00及25. 00 mL，分别

注入100 mL容量瓶中，并以基准乙醇稀释至刻度。即甲醇含量分别为。,100,200,400.600,800,1 000,

1 500及2 500 mg/L,

4. 9.2. 3 仪器与设备

    a 恒温水浴;70士1'C

    b. 分光光度计:符合GB 9721要求。

4.9.2.4 分析步骤

4.9.24.1 工作曲线的绘制(回归方程的建立)

    a 吸取甲醉标准使用溶液和试剂空白各5. 00 mL，分别注入100 mL容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

度。

    b. 根据样品中甲醉的含量，吸取相近的4个以上不同浓度的甲醉标准使用液各2. 00 ml，分别注

入25 nil、比色管中，各加高锰酸钾一磷酸溶液1 mL放置15 min。加100 g/L偏重亚硫酸钠溶液。.6 mL>

使其脱色。在外加冰水冷却情况下，沿管壁加显色剂10 mL，加塞摇匀，置于70土1'C水浴中，20 min后，

取出，用水冷却10 mina
    。 立即用1 cm比色皿，在波长570 nm处，以零管(试剂空白)调零，测定其吸光度。

    d 以标准使用液中甲醇含量为横坐标，相应的吸光度值为纵坐标，绘制工作曲线。或以函数计算

器建立线性回归方程A=m:十b(b为常数项，二为回归系数)进行计算。

4.9.2.4.2 试样的测定与计算

    a 取试样5. 00 ml，注入100 mL容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线。吸取试样和试剂空白各2. 00 ml.

按4.9.2.4.1中的b.和。显色及测定吸光度。根据试样的吸光度在工作曲线上查出试样中的甲脾含

  址，或用回归方程计算。

    b 或吸取与试样含量相近的限量指标的甲醇标准使用液及试样各2.00 mLa按4. 9.2. 4. 1中的

  L.和。显色并直接测定吸光度 按式((8)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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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x
乙飞 二 下 x ‘

              月

··.....·.............................. (8)

式中:I,-一试样中的甲醉含量,mgll;

      八、一一试样的吸光度;

        八一一 甲醇标准使用溶液的吸光度;

        一一标准使用溶液的甲醇含量.mg/La
    食用酒精，所得结果表示至两位小数。工业酒精，所得结果表示至整数。

49-2.5 结果的允许差
    两次测定值之差，若甲醇含量大于、等于600 mg/L(o.06 g/loo mL)，不得超过.5肠;若甲醇含量小

于600 mg八，不得超过10Y,

49.3 第二法 品红一亚硫酸比色法

4. 9. 3.1 原理

    试样中的甲醇在磷酸溶液中，被高锰酸钾氧化成甲醛，反应式为:

          SCH,OH+2KMnO,+4H,PO。一 2KH,P0,+2MnHPO,+5HCHO+8H,O

    甲醛与亚硫酸品红(无色)作用生成蓝紫色化合物，与标准系列比较定量.

4.9.3.2 试剂和溶液

    a.   30 g/l高锰酸钾一磷酸溶液:同4.9.2.2 a.。

    h.   50 g/1-草酸一硫酸溶液
    称取5 g草酸(H,CA 。H20)1溶于40℃左右14-1硫酸溶液中，并定容至100 mLa

    c. 碱性品红一亚硫酸溶液

    称取。二2g碱性品红，溶于80℃的120 mL水中，加入100 g/L无水亚硫酸钠溶液20 ml、密度为

1. 19 g/ml盐酸2 mL，加水稀释至200 mL。放置1h，使溶液褪色并应具有强烈的二氧化硫气味(不褪

色者，碱性品红不能用)，贮于棕色瓶中，置于低温保存。

    d.   10 g/L甲辞标准溶液 同4.9.2.2 d.。

    e 甲醇标准使用溶液:同4. 9. 2. 2 e.。

4933 分析步骤

4.9.3.3.1 「作曲线的绘制(回归方程的建立)
    a. 吸取甲醇标准使用溶液和试剂空白各5. 00 mL，分别注入100 mL容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

度

    b. 根据样品中甲醇的含量.吸取相近的4个以上不同浓度的甲醇标准使用溶液和试剂空白各

5. 00 nil 分别注入25 ml.比色管中，各加高锰酸钾一磷酸溶液2. 00 mL放置15 min。加草酸一磷酸溶液

2. 00 mI.混匀，使其脱色。加品红一亚硫酸溶液5. 00 MI,，加塞摇匀，置于20℃水浴中放置30 min，取�。

    c. 立即用3 cm比色皿，在波长595 nm处，以零管(试剂空白)调零，测定其吸光度

    d 以标准使用溶液中甲醉含量为横坐标，相应的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工作曲线。或以函数计算

器建立线性回归方程A=m。十b(b为常数项，。为回归系数)进行计算。

49.3.3.2 试样的测定与计算
    a. 吸取试样5. 00 ml，注入100 mL容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线。吸取上饰制备好的试样液

  (4. 9. 3. 3. 2 a.)和试剂空白((4. 9. 3. 3. 1 a.)各5. 00 ml，按4.9.3-3.1中的b.和c显色及测定吸光度

根据试样的吸光度在工作曲线上查�试样中的甲醇含量，或用回归方程计算

    b. 或吸取与试样含量相近的限量指标的甲醇标准使用溶液(4. 9. 3. 3. 1 a)及试样液

  (4. 9. 3. 3. 2 a. )各2. 00 ml.按4.9.3.3.1中的6和c.显色并直接测定吸光度。计算同4. 9. 2. 4. 2 6.。

      (t叮洒精，所得结果表示至两位小数。工业酒精，所得结果表示至整数

  4.9.14  %}5果的允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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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测定结果之差，若甲醇含最大于、等于600 m日L(0.06 g/100 nil)，不得超过5%;若甲醉含员

小于600 mg/1_.不得超过l0% o

4.10 酸

4.10门 原理

    利用酸碱中和滴定

4.10.2 试剂和溶液

4.10-2.1  NO,酚酞指示液:按GB 603配制。

4-10.2.2 无二氧化碳的水:按GB 603制备

4.10.23 氢氧化钠标准溶液[c (NaOH)二0. 1 mot/L〕:按GB 601配制与标定

4.10.2.4 9, ,化钠标准使用溶液[c (NaOH)一。-02 mol/l.]:使用时将0. 1 mol/L氢氧化钠标准溶液

以无-'氧化碳的水准确稀释5倍

4.10.3 仪器

    5 m1.碱式滴定管

4.10.4 分析步骤

    取试样50 mL于250 mL锥形瓶中 先置于沸腾的水浴中保持2 min，取出.立即塞以钠石灰管 用

水冷却。再加无二氧化碳的水50 ml、酚酞指示液2滴，以。. 02 mol/L氢氧化钠标准溶液滴定至呈微红

色，30 s内不消失即为终点。

4.10. 5 计算

x =
Vx‘x 0. 060

        50
x lo,   .......................................(9)

式中 x-一 试样的含酸量(以乙酸计)*mg/L;

      V- 滴定试样时消耗氢氧化钠标准使用溶液的体积，mL ;

        。— 氢氧化钠标准使用溶液的浓度，mol/L;

    。060- 与1. 00 MI,氢氧化钠标准溶液[c(NaOH)=1. 000 mol/l.;相当的以克表示的乙酸之质
              M;

      5。— 取样星,ml

    食用酒精，所得结果表示至四位小数。工业酒精，所得结果表示至整数。

4. 10. 6 结果的允许差

    两次测定值之差不得超过100x,

4.11 醋

4.11.1 第 一法 皂化法

4.11.1.1 原理

    试样用碱中和游离酸后，加过量的氢氧化钠标准溶液加热回流，使醋皂化，剩余的碱用标准酸中和，

以酚酞作指示液 用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回滴过量的酸

4}i1}1}2 试剂

    a 氢氧化钠标准溶液c(NaOH)=0.1 mol/l一按GB 601配制与标定。

    6. 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c(NaOH) =0. 05 mol/L:使用时将。.1 mol/'L氢氧化钠标准溶液准确

稀释 一倍。

    c 硫酸标准溶液c(1/2H,SO,)=0. 1 mot /1-:按GB 601配制与标定

    d.   10 g/l酚酞指示液 :按GB 603配制。

4.11，3 仪器

    a. 网流装置一套 500 mL硼硅酸盐玻璃制成的磨口锥形烧瓶 同时配有400 mm长的球形冷凝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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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5 ml碱式滴定管。
4.11.，.4 分析步骤

        取试样100. 0 ml_于磨口锥形烧瓶中.加 100 mL水，安上冷凝管，于沸水浴上加热回流

10 min。在冷凝管上顶部装上钠石灰管，用水冷却，取下锥形烧瓶，加5滴酚酞指示液，用。. 1 mol/L氢

氧化钠标准溶液小心滴定至微红色(切勿过量约并保持巧s内不消褪。

    b. 准确加入。.1 mol/L氢氧化钠标准溶液10. 00 mL，放几粒玻璃珠，安上冷凝管，于沸水浴上加

热回流1h。在冷凝管顶部装上钠石灰管，用水冷却锥形烧瓶，取下钠石灰管，用两份10 mL水洗涤冷凝

管内壁，合并洗液于锥形烧瓶中。

        准确加入。. 1 mol/L硫酸标准溶液10. 00 mL。然后，用。.05 mol/L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

(4.11.1. 2 b.)滴定至微红色并保持15s内不消褪为其终点。

    d. 同时用100 mL水，做空白试验。

4.11.1.5 计算

一
x =

(V一VI)
xv
c x 0. 088

x 106

式中:x-一 试样中的醋含量(以乙酸乙醋计),mg/L;
      V- 滴定试样时消耗。05 mol/L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mL;

      V— 滴定空白时消耗。.05 mol/L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mL;

        ‘— 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mol/L;

    0. 088— 与1. 00 mL氢氧化钠标准溶液[c(NaOH)=1.000 mot/I〕相当的以克表示的乙酸乙酷

              的质量;

      V— 取样量mL

    工业酒精，所得结果表示至整数。

4.11.1.6 结果的允许差

    两次测定值之差不得超过1oyo0

4.11.2 第二法 比色法

4.11.2.1 原理

    在碱性溶液条件下，试样中的醋与经胺生成异经污酸盐，酸化后，与铁离子形成黄色的络合物，与标

准比较定量。

4.11.2.2 试剂和溶液

    a. 反应液:分别取3. 5 mol/L氢氧化钠溶液与2 mol/L盐酸轻胺溶液(NHa0H·HCl )等体积混

合(本溶液应当天混合使用)。

    b. 三氯化铁显色剂:称取50 g三氯化铁(FeCl,·6H20)溶于约400 mL水中，加4 mol/L盐酸溶

液12. 5 ml，用水稀释至500 mL,

    c.   1 g/l醋标准溶液
    吸取密度为。.900 2 g/ml的乙酸乙醋1. 11 mL，置于已有部分95. 0% (V/V)基准乙醉(无酷酒精)

的1 000 ml容量瓶中，并以基准乙醇稀释至刻度。

    d. 醋标准使用溶液

    吸取1 g/L酷标准溶液1.00, 2.00, 3.00及4. 00 mL，分别注入100 mL容量瓶中，并以基准乙醇稀

释至刻度。即醋含量分别为10,20,30及40 mg/L.
4.11.2.3 分析步骤

    a. 吸取与试样含量相近的醋标准使用溶液及试样各2. 00 mL，分别注入25 mL比色管中，各加

反应液(4.11.2.2;.)4. 00 ml -，摇匀，放置2 min。加4 mol/L盐酸溶液2. 00 mL、显色剂2. 00 ml，摇

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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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用3 cm比色皿，于520 n。处，以水调零，测定其吸光度

4.11.2.4 计算

    按式(11)计算:

      Ay
Cx= - X ‘

              产生

............⋯⋯ 。.............. (11)

式中:‘一:— 试样中的酷含量(以乙酸乙酷计),mg/L;

      Ax— 试样的吸光度;

      A- 醋标准使用溶液的吸光度;

        ‘— 标准使用溶液的酷含量,mg/La
    工业酒精，所得结果表示至整数。

4. 11.2. 5 结果的允许差

    两次测定值之差不得超过5%o

412 不挥发物

4.12门 原理

    试样于水浴上蒸干，将不挥发的残留物于11。士2'C烘至恒重，称量，以百分数表示。

4.12, 2 仪器与设备

4.12.2门 电热干燥箱:11。士2'C。

4.12-2.2 蒸发皿:材质为铂、石英或瓷的。

4.12. 2} 3 分析天平:感量0. 1 mg.
4.12.3 分析步骤

    取试样100 mL,注入恒重的蒸发皿中，置沸水浴上蒸干，然后放入电热干操箱中，于11012'C下烘

至恒重。

4.12.4 计算

x 二竺100x10, : “...⋯ ⋯ ，·⋯ ，.·⋯ (12)

式中:X— 试样中不挥发物的含量，mg/L;

      m,- 蒸发皿加残渣的质量，9;

      M, 恒重之蒸发皿的质量，9;

      100— 试样量,mL,

    食用酒精，所得结果表示至四位小数。工业酒精，所得结果表示至整数。

4,12.5 结果的允许差

    两次测定值之差不得超过lofo

4.13 重金属

4.13.1 原理

    重金属离子(以铅为例)在弱酸性(pH3̂-4)条件下，与硫化氢作用，生成棕黑色硫化物，当含量很少

时，呈稳定的悬浮液，其反应式为:

                                  pbs++H,S - PbS+2H’

    然后，与同法处理铅标准溶液系列比较，做限量测定。

4,13.2 试剂和溶液

4.13.2.1   pH3. 5的乙酸盐缓冲液:称取25. 0 g乙酸钱溶于25 ml水中，加45 ml, 6 mol/L盐酸，用

稀盐酸或稀氨水((6 mol/L或1 mol/L)，在pH计上，调节pH值至3.5，用水稀释至100 m1。

4-，3.2-2 ”g/L酚酞指示液:按GB 603配制。
4.13-2. 3 饱和硫化氢水:将硫化氢气体通入不含二氧化碳的水中，至饱和为止(此溶液临用前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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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2 4  1 g/L铅标准溶液:称取0.159 8 g高纯硝酸铅，溶于10 mL 1硝酸溶液中。定t移入

loo mL容缝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
4.13.2. 5 10 pg/mL铅标准使用溶液:取1 g/l铅标准溶液 临用前用水准确稀释100倍。

4.13.3 仪器

4.13.3.1 所用玻璃仪器需用1o/硝酸浸泡24 h以上，用自来水反复冲洗，最后用水冲洗干净

4.13.32  50m[比色管

4.13.4 分析步骤

4.13-4.1 A管:吸取2. 50 mL铅标准使用液于50 mL比色管中，#F加25.。mL水，加1滴酚酞指示

液，用稀盐酸或稀氨水调pH至中性(酚酞红色刚好褪去)，加入pH3. 5的乙酸盐缓冲液5 mL，混匀.备

用

4.13. 4.2 B管:用50 mL比色管直接取试样25.。mL，补加2.5 mL水，加1滴酚酞指示液，用稀盐酸

或稀氨水调pH至中性(酚酞红色刚好褪去)，加入pH3. 5的乙酸盐缓冲液5 mL,混匀，备用。

4.13.4.3 C管:用50 mL比色管直接取25. 0 mL(与B管相同的)试样，再加人2.50 mL《与A管等量

的)铅标准使用溶液，混匀，加1滴酚酞指示液，用稀盐酸或稀氨水调节pH至中性(酚酞红色刚好褪

去)，加入pH3. 5的乙酸盐缓冲液5 mL,混匀，备用。

4.13-4.4 向上述各管中，各加入10 ml新鲜制备的硫化氢饱和液，混匀，于暗处放置5 min。取出，在

白色背景下比色。其B管的色度不得深于A管;C管的色度应与A管相当或深于A管。

4.14 帆化物

4.14.1 原理

    氰化物在pH 7. 0缓冲溶液中，用氯胺T将氰化物转化成氯化氰，再与异烟酸一比坐啦酮作用，生成

蓝色染料，与标准系列比较定量。

4,14-2 试剂和溶液
4.14.2.1硝酸银标准溶液c(AgNO,)=0.020 mol/L:按GB 601配制0. 1 mol/L标准溶液，用时准确

稀释5倍。

4.14. 2. 2 10 g/L酚酞指示液:按GB 603配制。

4.142.3 。、5 mol/L磷酸盐缓冲液(pH= 7),称取34. 0 g无水磷酸二氢钾和35. 5 g无水磷酸氢二

钠，用水溶解并稀释至1 000 mL.
4.14.2.4 试银哭(对一二甲基亚节基罗丹宁)溶液:称取。02 g试银灵，溶于100 mL丙酮中。

4.14-2.5 异烟酸一比坐咐酮溶液。称取1. 5 g异烟酸，溶于24 mL 20 g/L氢氧化钠溶液中。另称取

。25 g比坐琳酮，溶于20 mL N一二甲基甲酞胺中，合并上述两种溶液，摇匀。

4.14-2.6  10 g/L氯胺T溶液;称取1. 0 g氯胺T(有效氯应保证在11%以上)，溶于100 ml水中。此

溶液须现用现配。

4.14-2.7 loo mg/l. W化钾标准溶液
    a. 配制;称取。.250 g氰化钾(KCN)*溶于水中，并稀释定容至100 mL，此溶液浓度为1 g/L。用

  前再标定、稀释。

    h 标定:吸取上述液10. 00 mL于100 mL锥形瓶中，加1 mL 20 g/L氢氧化钠溶液，使pH在11
  以上，再加0. 1 ml试银灵溶液，然后用。.020 mol/L硝酸银标准溶液滴定至橙红色为其终点。1 mL

  。020 mol/L硝酸银标准溶液相当于1. 08 mg氢氰酸。

    c 稀释:将标定好的氰化钾溶液((4. 14. 2. 7 b)用1 g/L氢氧化钠溶液准确稀释10倍，即为

  100 mg/l

  4. 14.2. 8 氰化钾标准使用溶液

    吸取100 mg/l氰化钾标准溶液(4. 14. 2. 7 c.

100 ml容址瓶中，用1曰工，氢氧化钠溶液稀释至刻度

)0, 4. 50,1. 00,1. 50,2- 0。及2. 50 ml分别于

。即相当于氢氰酸分别为。,0.5,1.0,1.5,2.。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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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mg/L。此溶液易降解，须现用现配

4.14.3 仪器

4.14.31  10 mL具塞比色管。

4. 14. 3.2 分光光度计:符合GB 9721要求。

4门4.13 恒温水浴:30士1'C。

4. 14.4 分析步骤

4.14.4门 绘制工作曲线(或建立回归方程)

    a. 吸取氰化钾标准使用溶液及试剂空白各1. 00 mL分别于10 mL具塞比色管中，各加2滴酚酞

指示液，用1+6乙酸溶液调至红色刚好消褪，再用1 g/L氢氧化钠溶液调至近红色，然后加入2 ml.磷

酸盐缓冲溶液，摇匀(呈无色)，再加。. 2 mL 10 g/L氯胺T溶液，摇匀，于20℃下放置3 min加2 ml异

烟酸一比坐琳酮溶液，补加水至刻度，摇匀，在恒温水浴((30士1 0C)中放置30 min，呈蓝色，取出

    b. 用1 cm比色皿，以零管(试剂空白)调零，于波长638 nm处，测定其吸光度。

    c. 以氰化物标准使用溶液的含量为横坐标，相应的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工作曲线。或以函数计

算器建立线性回归方程A=me+b(b为常数项，m为回归系数)进行计算。

4. 14-4.2 试样的测定与计算

    吸取试样及试剂空白各1. 00 MI，按4.14.4.1中的a.和b显色及测定吸光度。根据试样的吸光度

在_E作曲线上查出试样中的氰化物含量，或用回归方程计算。

    或吸取与试样含量相近的限量指标的氰化物标准使用溶液及试样各1. 00 mL，按4.14.4.1中的
a.和b.显色并直接测定吸光度。按式(13)计算:

                                                                      cX

式中:X— 试祥中的氰化物含量(以HCN计)

一AxAx·
,mg/l;

................................. (13)

Ax— 试样的吸光度;

  A 氰化物标准使用溶液的吸光度;

  ‘— 标准使用溶液的氰化物含量,mg/L,

食用酒精所得结果表示至整数。

注:(D试样中佩化物的含量高时，可适当减少取样量。

  ②氰化物属剧毒品，须按毒品管理办法执行 废液不得随意排放，应集中处理后再排放 处理方法:200 mL废水，

    加25 m工10%碳酸钠溶液、25 mL 30%硫酸亚铁溶液，搅匀，使之生成亚铁氰化铁，无毒，便可以排放。注意下

      水中不得有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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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酒精计示值换算成20℃时的乙醉浓度(酒精度)

                  (补充件)

认
酒精计示值

9l 92 93 94 g5 96 97 98

20℃时以体积百分数表示的乙醉浓度

5

6

7

8

，

1O

l1

12

13

l4

l5

l6

l7

18

19

2O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O

31

32

94。5

943

94 1

93，9

93，6

93。洛

93，2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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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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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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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0

89，7

89，4

89，2

  88。9

  88。6

  8B 4

  88。1

  879

95.4

952

95，0

948

夕45

94.3

94.1

93 9

93.6

夕3。4

93。2

93。Q

92，7

92，5

92‘2

920

918

915

91，3

910

90 7

90.5

日QZ

  gQ.0

  89。7

  89.4

  89。1

  88，9

96.3

96。1

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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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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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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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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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

  9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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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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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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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

942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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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

93。3

93.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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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2，3

  92.1

  91.8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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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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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

9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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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6

  934

  93.1

  929

  927

  925

  牙22

98.9

98 7

98.5

983

，8，2

98.0

97.8

今7，6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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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

96 8

96 6

96 4

96。2

960

95。8

956

，5.4

9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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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7

今4，5

  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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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8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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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7

9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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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2

99，0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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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5

98.3

98，1

98.0

978

97，右

97.4

97 2

97.0

96.8

9‘，6

96 4

96‘2

96.0

95.8

95 5

95 3

  95.1

  94.8

  94.6

  94.4

99.9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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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4

99.2

9今.1

98.9

98.7

98.6

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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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

97.8

97。6

97 4

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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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8

gG。6

96，4

962

96，0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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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后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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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 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食品发酵标准化中心归口。

本标准由山东酒精总厂、轻工业部食品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公明、王永生 、苏德香、田栖静、胡国栋、杜钟



GB/T 394.2-1994{{酒精通用试验方法》
        国家标准第1号修改单

本修改单经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于2000年9月15日以质技监标函〔2000D
157号文批准，自2001年4月1H起实施。

GB/T 394.2--1994 补充

4.94 第四法 折光法
    适用于甲醇(假酒精)或酒精中甲醉含量较高()3nn(V/V”的快速鉴别与测定。

4. 9. 4. 1 原理

    乙醇中含有甲醇时，会使折光率下降，其降低值与甲醉的含量成正比。通过测定样品的折光率计算

出试样中甲醇的含量。

4.9.4.2 仪器与设备

    a. 酒精计 分度值为0.1;

    b 折光仪:可读至小数点后四位;

        恒温水浴(外循环式):控温(20士0.1)0C;

    d. 空调室。

4·94.3 分析步骤

    a 用酒精计测定试样在2。℃时的酒精度(醇含量)，

    b. 在空调室内，于恒温(20士0.1)℃条件下，用高精度数字折光仪测定试样的折光率(n).

    若试样的折光率与附录B相同浓度的乙醇溶液的折光率相同或差值小于0.0004时，可认为试样

中的甲醉含量很低。若试样的折光率降低明显，查附录B，得到试样醇含量为‘YO (V/V)时乙醉的折光率

(n,)和与甲醇折光率的差值()n)，计算试样中甲醇的含蚤。

4.9.4.4 计算

    试样中的甲醉含量用式(B1)计算。

                                    x二                                    n''-nX= - Xc，，. 1.·..一，，..·..·.价二(BI)
                                                                乙刀 ‘、一 、一一

式中:X-一 试样中的甲醇含量,%(V/V);

      脚-一 从附录B中查出醇含量为c0a(V/V)时乙醉的折光率;

        ，一一试样的折光率;

        ‘-一用酒精计测得20℃时试样的酒精度(醉含蚤).0/a(V/V);

      An-一 从附录B中查出醇含量为二%(V/v)时，乙醉与甲醉溶液折光率的差值。

    计算结果精确至小数点后1位。

4.945 结果的允许差
      同一试样两次测定结果之差，不得超过平均值的5.O%e



                  附 录 B

20'C时醉含f、乙醉、甲醉溶液折光率对照表

                  (补充件)

醉含皿

  %

cv/vl

折光率 折光率

乙醉 !甲醉 }差值

醉含量

  %

cv/vl 乙醉 {甲醉 I差值 差值

0 }1 0.0228

0.0231

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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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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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253

0. 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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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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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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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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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1

0.0154

0. 0157

0. 0159

0.0162

0.0165

0.0167

001右9

0.0171

0. 0173

0.0176

0.0178

0.0181

0. 0183

0.0185

0.0187

0.0190

0.0193

0.0195

0.0198

0. 0201

0.0203

0.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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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212

0.0215

0.0218

0.0221

0 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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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8

3394

3400

3406

3412

3418

3424

3430

3436

3442

3448

3454

3460

3466

3472

3478

3484

3490

3496

3502

3508

3513

3519

3弓24

3330

3331

3332

3334

3336

3338

3340

3342

3344

334石

3348

3350

3352

3354

3356

3358

3360

3362

3364

3366

3368

3370

3372

3374

3376

3378

3380

3382

3384

338弓

3388

3390

3392

3394

3396

3398

0.0000

0.0004

0.0008

0.0011

0.0014

0.0017

0.0020

0. 0024

0.0027

0.0031

0.0035

0.0038

0.0042

0. 0046

0.0050

0.0054

0. 0058

0.0062

0.006右

0.0070

0. 0074

0.0078

0. 0082

0.0086

0.0090

0.0094

0.0098

0.0102

0. 0106

0.0110

0.0114

0.0118

0.0121

0. 0125

0. 0128

00131

3534

3539

3543

3548

3552

3556

3560

3564

3568

3572

3575

3579

3583

3586

3589

3592

3595

3598

3601

3604

3606

3609

3611

3614

3616

3618

3621

3623

3625

3右27

3629

3631

3633

3635

3636

36381.3529

3422

3422

3423

3423

3423

3424

3424

3424

3423

3423

3423

3422

3422

3421

3420

3419

3418

3417

3415

34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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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醇含贵”是指用酒精计在 20℃时测得的酒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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