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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色谱分析标准物质在毛细管柱

气相色谱法中的应用

张 倩 1，郝金竹 2

（1.国家酒类及饮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贵州 贵阳 550003；2.贵州省计量测试院，贵州 贵阳 550003）

摘 要： 通过用气相色谱毛细管柱使白酒各组分分离，再用白酒色谱成分分析标准物质对白酒进行定量分析，建

立白酒色谱成分分析标准物质毛细管柱气相色谱的分析方法。结果表明，该方法操作简单，检测结果可靠，用白酒色

谱分析标准物质有效实现了白酒色谱分析的溯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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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Standard Subtances for Liquor Chromatographic
Analysis in Capillary Gas Chromatography

ZHANG Qian1 and HAO Jinzhu2

(1. China National Center for Alcoholic Beverage＆Soft Drink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Guiyang, Guizhou 550003;
2. Guizhou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Metrology, Guiyang, Guizhou 550003, China)

Abstract: The analytic method had been developed by use of standard stustances for liquor chromatographic analysis coupled with capillary gas
chromatography. Firstly, GC capillary column was used to separate liquor compositions, then liqu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by stan-
dard substances for liquor chromatographic analysis. Such method had the advantages including simple operation and reliable determination re-
sults. Besides, it could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traceability of liquor chromatographic analysis.
Key words: Analysis and determination; standard substance; capillary column; gas chromatography; liquor

白酒色谱成分分析标准物质 GBW （E）100012 （混

标）是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科技项目成果。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 2005 年 4 月 14 日正式批准 “白

酒色谱成分分析标准物质”为国家二级标准物质，颁发了

“国家标准物质定级证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计量

器具许可证”。白酒色谱成分分析标准物质（混标）用于白

酒色谱分析中甲醇、乙酸乙酯、异丁醇、异戊醇、乳酸乙

酯、己酸乙酯、正丙醇、仲丁醇、正丁醇、丁酸乙酯检测方

法的校准和标准化， 也可作为工作标准用于日常分析和

检测。 内标物是乙酸正丁酯。
白酒色谱成分分析标准物质是我国在白酒色谱分析

方面的一个具有溯源性的标准物质。为我国白酒生产、质

量鉴定、质量仲裁、打假、进出口白酒的质量监控等提供

了更为有效、准确、可靠的技术监督手段。
目前，白酒色谱成分分析标准物质 GBW（E）100012

（混标）证书提供的是填充柱的出峰顺序，笔者就白酒色

谱成分分析标准物质 GBW（E）100012（混标）在毛细管

柱气相色谱法中的应用进行探讨。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仪器

白酒色谱成分分析标准物质：GBW （E）100012 （混

标）和 GBW（E）100013（内标）。
酒样：待检测的某白酒。
安捷伦 6890N 气相色谱仪；HP-FFAP 石 英 毛 细 管

柱（30 m×0.25 mm×0.25 μm）。
1.2 方法

1.2.1 实验原理

参考国家标准 GB/T 10345—2007 白酒分析方法，用

白酒色谱成分分析标准物质 GBW（E）100012（混标）通

过毛细管柱气相色谱内标法对酒样中的各组分进行定量

分析。
1.2.2 酒样溶液制备

吸取 0.20 mL 内标 GBW（E）100013 溶液于 10.0 mL
白酒中，充分混匀。
1.2.3 气相色谱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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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始 柱 温 为 40 ℃保 持 5 min，以 2.5 ℃/min 升 至

60℃，再以 25℃/min 升至 200℃，保持 5 min；载气为高

纯氮气（纯度为 99.999 %），恒定流量 1.0 mL/min；气化

室温度 250℃，检测器温度 250℃，进样量1 μL，分流比

50∶1。

2 结果与分析

2.1 色谱分离条件的优化

白酒的主要成分是乙醇和水 （所占总量的 98 %～
99 %），而溶于其中的酸、酯、醇、醛等种类众多的微量有

机化合物（占总量的 1 %～2 %）作为白酒的呈香呈味物

质，却决定着白酒的风格和质量。白酒色谱成分分析标准

物质（混标）包括甲醇、乙酸乙酯、异丁醇、异戊醇、乳酸乙

酯、己酸乙酯、正丙醇、仲丁醇、正丁醇、丁酸乙酯 10 种物

质，作为白酒日常分析和检测的标准物质。由于白酒组分

的复杂性，所以，在确定色谱分离条件时，从载气流速、程

序升温速率、分流比三方面对色谱分离条件进行优化，从

而确定了 1.2.3 的气相色谱条件为最佳的分离条件。
2.2 优化条件下的色谱图

采用 1.2.3 中的气相色谱条件对白酒色谱成分分析

标准物质（混标）进行分析，所得色谱图见图 1。

以上色谱图所出峰顺序依次为乙酸乙酯、 甲醇、乙

醇、仲丁醇、丁酸乙酯、正丙醇、乙酸正丁酯、异丁醇、正丁

醇、异戊醇、己酸乙酯、乳酸乙酯。此顺序是通过单标一一

确定得出的，由于所用柱子不同，各物质出峰顺序可能不

同，所以需要通过单标来确定位置。
2.3 求校正因子

通过气相色谱工作站， 根据白酒色谱成

分分析标准物质证书标明的含量， 用各组分

峰面积分别求得甲醇、乙酸乙酯、异丁醇、异

戊醇、乳酸乙酯、己酸乙酯、正丙醇、仲丁醇、
正丁醇、丁酸乙酯的校正因子 f，结果见表 1。
2.4 酒样分析

采用 1.2.2 中的方法对酒样溶液进行制

备，再采用 1.2.3 中的气相色谱条件对酒样进

行分析， 最后用内标法采用所求得的校正因

子 f 对酒样中的甲醇、乙酸乙酯、异丁醇、异戊醇、乳酸乙

酯、己酸乙酯、正丙醇、仲丁醇、正丁醇、丁酸乙酯分别进

行计算。 所得酒样色谱图见图 2。
2.5 方法的重复性实验

分别取同一白酒样品按 1.2.2 方法对酒样溶液进行

制备，共制备 6 个酒样，按 2.4 中酒样分析方法检 测 出

白酒中各组分的含量，分别对各组分保留时间及含量进

行 统 计 。 实 验 结 果 得 出 各 组 分 含 量 的 相 对 标 准 偏 差

（RSD %） 均 达 到 GB/T 10345—2007 白 酒 分 析 方 法 要

求，表明该实验方法的重现性较好。 统计结果见表 2。

3 结论

采用白酒色谱成分分析标准物质 GBW（E）100012
（混标）， 通过毛细管柱气相色谱内标法能够对白酒中的

甲醇、乙酸乙酯、异丁醇、异戊醇、乳酸乙酯、己酸乙酯、正

丙醇、仲丁醇、正丁醇、丁酸乙酯 10 种组分进行准确的定

量分析，该方法操作简单，检测结果可靠，有效实现了白

酒色谱分析的溯源性。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GB/T 10345—2007 白酒分析方法[S].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2007.

[2] 韩永志,余逵,等.JJG 1006—94 一级标准物质技术规范[S].北
京：中国计量出版社，1995.

图 1 白酒色谱成分分析标准物质（混标）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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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酒样中各组分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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