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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气相色谱仪器是分析白酒中微量成分的重要设备，分为填充柱气相色谱仪和毛细柱气

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器的控温精度、酒样进入汽化室汽化后进入色谱柱的方式、2(3 色谱柱效、

酒样分析时间的长短等都是影响气相色谱仪分析白酒中微量成分数据准确性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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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相色谱仪器是分析白酒中微量成分的重要设备，

绝大多数酒厂都有该设备，白酒气相色谱仪器分为填充

柱色谱仪和毛细柱色谱仪。用填充柱色谱仪可分析出白

酒中的 %0 种骨架组分，基本能满足勾兑和质量监控需

求。本文简单介绍填充柱气相色谱仪器性能对白酒检测

数据准确性的影响。

% 填充柱气相色谱仪控温温度误差

填充柱气相色谱仪用 2(3 色谱柱检测白酒时，汽

化室和检测器的温度须加热到 %’"8%#" 9，柱箱温度须

加热到 7"8%"# 9，温度的稳定性将直接影响色谱图基

线平直，从而影响数据的准确性。目前填充柱色谱仪控

温方式有两种。

%*% “手动电位器:按钮开关”数字控温

设定和显示温度须经常旋动电位器和转换按钮开

关，时间长了或气候潮湿时容易接触不良，引起控温不

准，温度波动大等故障；无超温保护，如控温部分出故障

温度超过设定值，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如果温度误差波

动在;! 9以上，将造成色谱基线波动，带来 ! <8’ <检

测数据的误差。

%*! 电脑控温

电脑控温温度误差波动很小，不会带来检测数据误

差。有超温保护，如控温部分出故障，温度超过设定值，

将自动断开加热装置，保护色谱仪，不会引发安全事故。

! 酒样进入色谱柱方式

!*% 汽化进样

酒样进入汽化室汽化后，通过不锈钢衬管，再进入

色谱柱，由于死体积太大，色谱峰扁矮，半峰高宽度大，

乙醇拖尾峰太长，甲醇与乙醇、乙醇与乙酸乙酯分离差，

不锈钢衬管在 %#" 9汽化室中易吸附组分等因素，检测

出的数据不稳定。

!*! 柱上进样

酒样直接进入汽化室中的色谱柱汽化，无死体积且

不吸附组分，甲醇与乙醇、乙醇与乙酸乙酯分离得相对

较好，测出的数据稳定。



! "#$ 填充色谱柱效及填充柱气相色谱仪系统效能

!%& "#$ 填充色谱柱效

在所需检测各组分分离得相对较好的情况下，最后

一个峰的保留时间越短，色谱峰就越高，各组分半峰高

宽度越窄，"#$ 填充色谱柱效越高，最低检出的微量成

分就越低。

!%’ 填充柱气相色谱仪系统效能

!在柱温、 汽化室、检测器温度(载气、氢气、空气

流速，"#$ 填充色谱柱、酒样进入色谱柱方式一定的条

件下。"在所需检测各组分分离得相对较好的情况下。

最后一个峰的保留时间越短，色谱峰就越高，各组分半

峰高宽度越窄，最低检出的微量成分就越低，色谱仪系

统效能也越高。色谱仪系统效能主要受 "#$ 填充色谱

柱效、酒样进入色谱柱方式影响。

) 白酒微量成分最低检出含量与半峰高宽度关系

)%& 色谱专业术语

!峰保留时间：每一个白酒微量成分对应一个色谱

峰，从进样到色谱峰顶时间

为该峰的保留时间（详见图

&）。

"色谱峰面积：色谱峰

曲线与基线围成的面积，为

该峰的峰面积。峰面积越大，

和该峰对应的白酒微量成分

的含量越高。该峰面积计算

误差的大小，由该峰与相邻

峰是否分开决定，峰完全分

离时面积计算误差最小。

#酒样分析时间：在甲

醇与乙醇、乙醇与乙酸乙酯

分离得相对较好的条件下，

分析时间（即己酸乙酯保留时间）越短，色谱峰就越高，

各组分半峰高宽度越窄，最低检出的微量成分就越低。

$白酒微量成分色谱峰的半峰高宽度 （以图 & 为

例）：每一个白酒微量成分对应一个色谱峰，从基线到峰

顶的一半高度处，色谱峰的宽度为该峰的半峰高宽度

*+（见图 & 中的己酸乙酯峰）。

)%’ 填充柱色谱仪检测白酒微量成分

对于填充柱色谱仪（一般柱箱温度恒定）检测白酒

微量成分，在含量（面积）一定，甲醇与乙醇、乙醇与乙酸

乙酯分离得相对较好的条件下，己酸乙酯峰顶时间越

短，色谱峰就越高，半峰高宽度 *+ 值越小，白酒微量成

分最低检出含量也就越低。白酒微量成分最低检出含量

公式如下。

,-./0&%123454*+ ⋯⋯（&）

式中：5———氢火焰检测器敏感度（6 7 8），

*+———色谱峰的半峰高宽度（8）。

从（&）式看出，5 一定时，*+ 与 ,-./ 成正比。

表 & 为某单位的两台相同型号的填充柱气相色谱

仪器，酒样用不同方式进入 "#$ 填充色谱柱， 检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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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对比。

’*& 检测条件

’*&*% 气相色谱仪器 %（简称色谱 %）：

柱 上 进 样 和 柱 上 进 样 白 酒 分 析 快 速 /(0 填 充 柱

（!& 112! 1）；

柱温 %"" 3，汽化室、检测器温度 %#" 3；

载气（氮气）流速 &" 14 5 167，氢气流速 &" 14 5 167，

空气流速 &"" 14 5 167。

’*&*! 气相色谱仪器 !（简称色谱 !）：

汽 化 进 样 和 汽 化 进 样 白 酒 分 析 /(0 填 充 柱

（!&112! 1）；

柱温 8# 3，汽化室、检测器温度 %#" 3；

载气（氮气）流速 !" 14 5 167（此流速下酒样 % 的甲

醇与乙醇、乙酸乙酯在乙醇峰的拖尾上才勉强分离），氢

气流速 &" 14 5 167，空气流速 &"" 14 5 167。

因色谱 % 与色谱 ! 用相同型号的填充柱气相色谱

仪器，色谱 % 与色谱 ! 的氢火焰检测器敏感度（9）相

同，那么据公式（%）得：

色谱 % 微量成分最低检出含量
色谱 ! 微量成分最低检出含量

: 色谱 % 微量成分的半高峰宽
色谱 ! 微量成分的半高峰宽

以己酸乙酯为例： 色谱 % 白酒微量成分最低检出

含 量! &%
%&% 2色 谱 ! 白 酒 微 量 成 分 最 低 检 出 含 量:

"*!&;2色谱 ! 白酒微量成分最低检出含量；假如色谱 !
己酸乙酯最低检出含量为 %" 1< 5 %"" 14， 那么色谱 %
己酸乙酯最低检出含量为 !*&; 1< 5 %"" 14。

由表 % 数据可知，色谱 % 用于测酒样 % 各组分峰的

半高峰宽值比色谱 ! 小，色谱 % 用于测酒样 % 各组分含

量误差也比色谱 ! 小。对于比酒样 % 各组分含量低 %"
倍的酒样 !，色谱 ! 对很多微量组分已无法检出。

# 结论

温度波动带来检测数据的误差。柱上进样和 /(0
色谱柱效越高，半高峰宽值越小，酒样分析时间就越短，

填充柱气相色谱仪系统效能也越高，白酒微量成分最低

检出含量也越低。所以选用电脑控温，柱上进样和色谱

柱效高的填充柱气相色谱仪系统，能使酒中微量成分分

析更为准确可靠。"

国家酒类产品质量等级认证将实施

本刊讯：近日记者从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获悉，《食品质量认证实施规则———酒类（征求意见稿）》已发给国家商务部、中国酿酒工

业协会及相关单位征求意见，预计近期将向社会公布，这是酒类产品国家认证工作向前推进的实质性进展。

中国酿酒工业协会受国家认监委委托，已向全国酒类龙头企业介绍《食品质量认证实施规则==酒类（征求意见稿）》认证实施内容，得到广泛

认可。一致认为：酒类产品是食品分类中的一大类别产品，酿酒工业是食品工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以酒类产品认

证为起点推动中国食品质量认证制度建设，是市场发展的需要，不仅可以引导酿酒工业持续健康发展，对整个食品市场的规范管理也能起到有

效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这是我国酿酒行业发展进程中的大事，将成为国内酿酒企业踏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酒类产品认证制度的实施将为我国

酿酒行业发展带来新契机。

国家认监委在组织《食品质量认证实施规则———酒类（征求意见稿）》起草过程中，对本规则作了明确要求，主要内容是：

%*认证规则主要是对认证受理、产品检验、检查和评定程序及管理等作出了规定。围绕酒类生产企业建立良好生产规范+>90.、良好卫生规范

+>?0.、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AA0.，并与产品的卫生、理化、感官等要求相结合，力求通过一次认证活动，对酒类生产质量保证能力及产品安

全卫生质量水平做出全面评价。

!*认证规则分为产品质量和企业质量保证能力要求两部分。产品质量标准，以现行的国家标准为依据，明确各种酒的理化、卫生、感官等级要

求；企业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参照了相关国家标准、>BCD———全球食品行动计划基准性标准有关内容，结合我国酒类企业实际情况而制定，其内

容包括了对生产企业良好生产规范+>90.、良好卫生规范+>?0.、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AA0.应用的要求。

&*增加了感官品评。感官品评，主要是对酒的色、香、味、风格要求等进行品评，是国际通行的酒类质量评价方法，也是国家标准中酒类分级的

主要依据。本规则参照国际酒类品评惯例，将品酒师的感官品评作为产品质量检验的组成部分，品酒师出具的品评报告作为认证产品检测结果

的依据之一。

’*认证规则命名为《食品质量认证实施规则———酒类》。这样考虑，一是便于形成食品质量认证规则系列；二是为其他食品认证规则的出台留

有接口。

#*认证标志。酒类认证标志式样设计按以下思路考虑：

（%）酒类标志分 & 种图形，分别为“优级产品标志”、“一级产品标志”、“二级产品标志”，与国家标准中规定的“优级”、“一级”、“二级”产品相

对应；

（!）酒类标志图形力求与国家质检总局已发布的有机产品标志保持基本一致，以体现国家食品和农产品认证标志的整体一致性，便于提高

食品和农产品认证标志的社会认知程度；

（&）酒类标志图形中加注了“>90”、“>90E?@AA0”字符，考虑是：一是中国酿酒工业协会多次就认证标志式样征求国内主要酒类企业意见，

企业普遍赞成在认证标志中加注“>90”、“?@AA0”；二是参照美国 CFB-""" 5 !""" 认证+CFB 标准是 >BCD 承认的标准之一.、泰国 ?@AA0 认证、台

湾食品 >90 认证的做法。

认证规则的标准要求确定了其具有国家权威性、国际性、专业性的特点。这是国家认监委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若

干指导意见的通知》的重要举措，认证规则的实施可以促进我国从根本上提高酒类产品的安全水平，有利于形成统一开放、公平竞争、规范有序

的酒类产品流通市场，创建中国酒类名牌产品和企业，维护消费者权益、引导消费，国家政府出面规范酒类认证工作。（曾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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