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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乙醇’水缔合体系产生的吸收峰强度与乙醇含量成比例的关系，建立了测定乙醇的新方法。乙醇体积

浓度在8? ABC? A范围内，相关系数6:>>C=，变异系数6:8C@ A。回收范围在>>:?5 AB867:C< A。该方法操作简便、快速，

将其应用于白酒中乙醇含量的测定，所得结果与比重法相近。（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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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醇饮料中乙醇含量的测定，目前多采用蒸馏后附温比重瓶

法、比重计测定法 Y8Z以及气相色谱法 Y5B=Z。此外，人们还提出了多种

测定乙醇含量的方法，如高效液相色谱法 Y7Z、电位法 Y?Z、极谱法 Y@Z、分

光光度法 Y<Z、红外光谱法 YCZ、荧光法 Y>Z和化学发光法 Y86Z等。而基于乙

醇’水缔合体系的光谱行为测定乙醇含量的方法 至 今 未 见 报 道 。

利用乙醇’水缔合体系产生的吸收峰强度与乙醇含量成比例的关

系，建立了测定乙醇含量的新方法。该法操作简单、快速，乙醇体积

浓度在8? ABC? A范围内，相关系数6:>>C=，变异系数6:8C@ A，回

收率范围在>>:?5 AB867:C< A。将该法应用于白酒中乙醇含量的

测定，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8 实验部分

8:8 仪器与试剂

!)(HK) 5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美国[O公司）；

无水乙醇（北京化工厂生产，分析纯），酒样为市售商品，实验

用水为蒸馏水。

8:5 实验方法

8:5:8 乙醇标准溶液的配制

用蒸馏水将无水乙醇稀释成体积百分浓度分别为6:66，86:66，

56:66，=6:66，76:66，?6:66，@6:66，<6:66，C6:66，>6:66，866:66的 乙 醇

标准溶液。

8:5:5 测定方法

吸取一定量的乙醇标准溶液或者酒样，置于8 .(的比色杯中，

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上，以空气做参比，在测定波长为>C6 +(
处测定其吸光度值（V），然后将V代入回归方程，计算其乙醇含量。

5 结果与讨论

5:8 乙醇’水缔合体系的光谱特性

利 用!)(HK) 5型 紫 外’可 见 分 光 光 度 计 ， 以 空 气 做 空 白 ，在

CC6B86<6 +(波长范围内，对按8:5:8节配制的一系列乙醇标准溶

液分别进行光谱扫描，其结果如图8所示。从图8可知，该体系在

>66B>56 +(和>56B86?6 +(范围内有两个最大吸收峰。其中前者

随乙醇含量的增加，最大吸收峰位置及强度有所增加，但变化幅度

较小，而后者随乙醇含量的增加，最大吸收峰位置向长波长方向移

动，但吸收峰强度却下降，并且变化幅度较大。这一现象表明，前者

的起因主要决定于乙醇，后者的起因主要决定于水，但体系中乙醇

和水的比例不同时，两者的缔合状态不同，导致上述现象的发生。

对于乙醇和水在可见区长波长端出现吸收的作用机制，根据乙醇

和水的羟基伸缩振动基频峰位的粗略估算，可能为羟基伸缩振动

（!E’\）的倍频峰所致，但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5:5 测定波长的选择与标准曲线的绘制

由图8可知，乙醇浓度不同时，>56B86?6 +(间的吸收峰强度

随着乙醇浓度的改变，变化幅度较大，故选择以该峰强度的变化为

依据进行乙醇含量的测定，灵敏度较高。但该峰"()Q位置却随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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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乙醇’水缔合体系在不同乙醇浓度（;，< = <）下的吸收光谱

醇含量增加而向长波方向稍有移动，因此，本实验在>?6@>>6 +(
的波长范围内，每隔A +(为一测定波长，对8:5:8节方法配制 的 一

系列乙醇标准溶液进行测定，并以吸光度值（B）对乙醇浓度进行

线性回归。结果表明，测定波长为>C6 +(时，吸光度值（B）与乙醇

浓度的相关性最好，标准曲线如图5，其回归方程为：

BD6:5>8A’6:668EFGF：（;，< = <）H，&D 6:>>CI。

5:I 稳定性实验

按照8:5:5节测定方法，每隔A ("+测定一次I6:66 ;（< = <）乙醇

溶液的吸光度值，结果见图I。由图I可知，该乙醇溶液的吸光度值

在8A6 ("+内恒定。

5:7 精密度实验

取体积百分浓度分别为56:66，I6:66，76:66，A6:66，E6:66的A种

乙醇溶液各>份，测定各溶液在>C6 +(处的吸光度 值 （B），并 将 其

结果代入回归方程，结果见表8。

5:A 回收率实验

准确量取C份浓度为A6:66 ;（< = <）的乙醇溶液86:66 (3于C个

866 (3的 容 量 瓶 中 ， 然 后 分 别 加 入 无 水 乙 醇86:66 (3，56:66 (3，
I6:66 (3，76:66 (3，A6:66 (3，E6:66 (3，?6:66(3，C6:66 (3，最后 用 蒸

馏水定容至刻度。测定各溶液在>C6 +(的吸光度值（B），并将其结

果代入回归方程，结果见表5。由表5可知，乙醇体积浓度在8A ;@
CA ;范围内，回收率范围为>>:A5 ;@867:C? ;。

5:E 共存物质的干扰

分别在乙醇体积浓度 为86:66 ;，56:66 ;，I6:66 ;，76:66 ;，

A6:66 ;，E6:66 ;，?6:66 ;，C6:66 ;，>6:66 ;的乙醇溶液中加入在

白酒含量范围内常见的几种物质，如6:6A ;（< = <）甲醇，6:8 ;（< = <）

醋 酸 ，6:7 ;（< = <）乙 酸 乙 酯 ，6:7 ;（< = <）乳 酸 乙 酯 ，6:6A ;（< = <）异

戊醇。然后分别测定在>C6 +(处的吸光度值B。实验表明，上述酒

中共存物的存在对乙醇浓度的测定无影响。

5:? 样品测定

用本法对几种白酒样品中乙醇含量进行测定，并与比重法进

行对比，结果见表I，可以看出，本法与比重法所得的结果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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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乙醇’水缔合体系中乙醇浓度与其>C6 +(处吸光度关系

图I 稳定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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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白藜芦醇标准样品色谱图

个不同浓度的标准样品，以浓度为T轴，峰面积为X轴，得回归方程

为：

Xa’8NNV:JLNbLK6MJ:7T， &a6:JJJJK
5:L 葡萄酒中白藜芦醇的测定结果

对8种干白、L种干红葡萄酒酒样进行测定，结果如表8。结果表

明供试干红葡萄酒中的白藜芦醇含量均高于干白葡萄酒，这与国

内外报道一致。干白、干红酒样色谱图分别见图5、图L。

L 讨论

对于葡萄酒中的白藜芦醇可采用固定相 _S’^U- I8K柱，流动

相为乙腈c水（IOLI9cO5^）进行76cN6等压洗脱；流速8 (3 d ("+；检测

波长L6N +(；将酒样经超滤脱气后直接进样，进行测定。在白藜芦

醇含量在6:5Me76 (, d !的范围内呈良好的线性关系。该方法操作

简单，测定时间短。但由于葡萄酒中白藜芦醇的含量较小，白藜芦

醇的色谱峰较小，同时受杂质的干扰会影响分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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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干白葡萄酒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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