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食品添加剂  焦糖色素(亚硫酸铵法)        QB 1412-91 
────────────────────────────────────── 
1  主要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采用亚硫酸铵法生产的焦糖色素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蔗糖、淀粉糖浆等天然原料，采用亚硫酸铵法工艺加热制成的焦糖 
色素，其在食品工业中作为着色剂。 
 
2  引用标准 
   GB 8449  食品添加剂中铅的测定方法 
   GB 8540  食品添加剂中砷的测定方法 
   GB 8451  食品添加剂中重金属限量试验法 
   GB 8817  焦糖色(氨法与非氨法) 
 
3  技术要求 
3.1  感官指标 
3.1.1  色泽和外观形状 
    本品应为黑褐色稠状液体。 
3.1.2  气味和口感 
    具焦糖色素特有的焦香气味、无异味。 
3.1.3  澄明度 
   本品经稀释后应澄明、无混浊和沉淀。 
3.2  理化指标见表 1。 
                    表  1 
──────────────┬────────── 
       项             目    │     指      标     
──────────────┼────────── 
      0.1％                 │ 
   E       610nm            │        ≥0.10 
      1cm                   │ 
──────────────┼──────────- 
   pH 值                     │       2.5～3.5 
──────────────┼────────── 
   粘度(Pa.s  25℃)         │      ≤1000 
──────────────┼────────── 
   电荷试验                 │         负 
──────────────┼────────── 
  氨氮(以 NH3 计)1)       ％  │      ≤0.50 
──────────────┼────────── 
  二氧化硫(SO2 计)1)     ％  │      ≤0.10 
──────────────┼────────── 
  4－甲基咪唑*          ％  │      ≤0.02 



──────────────┼────────── 
  砷(以 As 计)            ％  │      ≤0.0001 
──────────────┼────────── 
  铅(以 Pb 计)            ％  │      ≤0.0002 
──────────────┼────────── 
  重金属(以 Pb 计)        ％  │      ≤0.0025 
──────────────┴────────── 
   注：*1) 以色度 0.10 个吸收单位计。 
 
4  试验方法 
    试验中所用试剂和仪器设备除特别注明外，均采用分析纯试剂，蒸馏水或去离子水 
及实验室常用仪器设备。 
4.1  感官鉴别 
4.1.1  色泽和外观形状 
    将焦糖色素样品 20～50ml 吸入无色玻璃试管或烧杯中，观察其色泽和外观形状。 
4.1.2  口感和气味 
    将焦糖色素样品稀释成 5～20g/L 的水溶液，嗅其气味并用口尝。 
4.1.3  澄明度 
    将焦糖色素样品稀释成 2～4g/L 的水溶液，置入 50ml 或 100ml 比色管中，在明亮处用 
具有正常视力的肉眼上下观察。 
4.2  色度的测定 
4.2.1  试验程序 
    称取焦糖色素样品 0.5g(精确至 0.002g)，用水定容于 500ml 容量瓶，使用 1cm 比色 
皿，在 610nm 处用分光光度计测定其光密度(即色度)。 
4.2.2  平行测定结果允许误差为 0.01，以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 
4.3  pH 值的测定 
    将焦糖色素样品置入玻璃烧杯内，用酸度计测定。 
4.4  粘度的测定 
4.4.1  仪器 
    NDJ—1 或类似的粘度计。 
4.4.2  试验程序 
    按焦糖色素样品的粘度范围，选定搅拌转子的型号，将搅拌转子放入大小相宜的烧 
杯中，向烧杯中注入焦糖色素样品以至完全盖住搅拌转子并使其不与烧杯底部或侧面接 
触。将烧杯放在恒温浴上使样品保持 25℃。测完后记录下测量仪读数，搅拌转子型号、 
速度，并用粘度计配带的计算表换算出系数后计算出粘度。 
4.4.3  粘度的测定按(1)式计算 
                       X＝K×S…………………………………………………(1) 
    式中：X——样品粘度，Pa·s； 
          K——系数； 
          S——测量仪读数。 
4.4.4  平行测定结果(测定仪读数)允许误差为 0.5，以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平均值为 
试验结果。 
4.5  电荷试验 
4.5.1  试剂 



    丹宁(化学剂)。 
4.5.2  试验程序 
    称取焦糖色素样品 1g(精确至 0.01g)，用水稀释成 100ml，配成 10g/L 焦糖色素溶 
液。称取丹宁 1g(精确至 0.01g)，用水稀释成 100ml 配成 10g/L 丹宁溶液。吸取 10g/L 焦 
糖色素溶液 13ml 于试管中，然后将 10g/L 丹宁溶液 12ml 加入试管中并均匀混合，静置 24h 
后观察，若试管中混合液清晰透明，则表明此焦糖色素胶体呈负电荷。 
4.6  氨氮、二氧化硫、4—甲基咪唑的测定 
4.6.1  试验程序 
    按 GB 8817 中 2.3，2.4，2.8 方法分别测定氨氮、二氧化硫、4—甲基咪唑含量。如 
焦糖色素样品的色度大于 0.10 而测定结果又大于氨氮、二氧化硫、4—甲基咪唑的指标 
值时，则按(2)式计算换算后判定焦糖色素样品是否合格。 
4.6.2  计算和判定 
                                 D 
                 X2(X3 或 X4) ≤ ──-×A(A2 或 A3)………………………(2) 
                                0.10 
式中: X2、X3、X4——分别为测定氨氮、二氧化硫和 4—甲基咪唑值； 
               D——焦糖色素样品的色度(即光密度)； 
            0.10——色度吸收单位； 
       A、A2、A3——氨氮、二氧化硫和 4—甲基咪唑的含量。 
4.7  铅的测定 
   按 GB 8449 中经湿法消化测定。 
4.8  砷的测定 
   按 GB 8450 中经湿法消化以砷斑法测定。 
4.9  重金属的测定 
   按 GB 8451 中经湿法消化测定。 
 
5  检验规则 
5.1  同一设备、同一班次生产的包装完好的同一品种产品为一批。在每次产品中按件 
(或桶)数的 5％选取小样(小批时不得少于 3 件或 3 桶)。每件(或桶)抽取样品不少 
于 500ml，将抽取试样迅速混合均匀，分别装于两只清洁、干燥的大口瓶中，贴以标签， 
注明生产厂的名称、产品名称、批号及取样日期，一份送化验室检测，一份保存备查。 
5.2  产品由生产厂检验部门按本标准进行检验。经检验合格后方可签发合格证，每批 
出厂的产品应附有质量证明书。 
5.3  在原辅材料、生产工艺技术稳定后，色度、pH 值、电荷试验砷、铅、重金属为 
必检项目。氨氮、二氧化硫、4—甲基咪唑为周期性或不定期抽检项目。粘度作为内控 
指标或根据生产厂需要检测。 
5.4  如检验中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时，应重新抽取双倍数量同批产品进行复验。 
如复验结果仍不符合本标准规定，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5.5  如供需双方对产品质量发生异议时，可由双方协商或委托法定部门按本标准有关 
规定进行仲裁。 
 
6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6.1  包装应采用无毒聚乙稀材料制成的塑料包装。包装规格为 10，15，20，30kg 四种 
规格或按需方要求规格包装。 



6.2  在产品包装上应牢固标明产品名称、生产厂名、生产日期、净重、贮存期、生产 
许可证批号等，并标明“食品添加剂”字样。 
6.3  运输时不得与有害物质混放合运。防止重压、碰撞、暴晒、雨淋等。 
6.4  成品应堆放在清洁、通风、干燥的场所，不得接近热源或潮湿体，不得与有腐蚀 
性、有毒、有害等物质混存。 
6.5  自生产之日起，在上述条件保质期为 12 个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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