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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ＧＢ／Ｔ２４６９１—２００９《果蔬清洗剂》。本文件与ＧＢ／Ｔ２４６９１—２００９相比，除编辑性修改

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对产品配方的急性经口毒性指标要求（见２００９年版的３．１）；

———删除了甲醇、甲醛、砷、重金属、荧光增白剂指标要求（见２００９年版的３．３）；

———删除了微生物指标要求（见２００９年版的３．４）；

———删除了定量包装要求（见２００９年版的３．６）；

———更改了原料要求依据（见４．１，２００９年版的３．１）；

———更改了ｐＨ指标要求（见４．２，２００９年版的３．３）；

———增加了总五氧化二磷指标要求（见４．２）；

———增加了农药去除效果指标要求（见４．２）；

———更改了检验规则（见第６章，２００９年版的第５章）；

———更改了标志和包装要求（见７．１，２００９年版的６．１）；

———删除了保质期要求（见２００９年版的第７章）。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食品用洗涤消毒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３９５）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开米科技有限公司、蓝月亮（中国）有限公司、中轻日用化学检验认证有限公

司、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科灵化学清洗技术有限公司、完美（中国）有限公司、无限极（中国）

有限公司、深圳市芭格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日用化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福建省梦娇兰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于文、何琼、姚晨之、刘庆刚、赵建红、强鹏涛、公培龙、黄狄娜、张靖峰、朱思聪、

王常江、郭宏涛、李晓辉、黄前乐、何智勇。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２００９年首次发布为ＧＢ／Ｔ２４６９１—２００９；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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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蔬清洗剂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果蔬清洗剂产品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由表面活性剂和助剂配制，直接用于清洗蔬菜水果类食品的清洗剂产品。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５１７３　表面活性剂　洗涤剂　阴离子活性物含量的测定　直接两相滴定法

ＧＢ／Ｔ６３６８　表面活性剂　水溶液ｐＨ值的测定　电位法

ＧＢ／Ｔ６６８２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３１７３—２０２１　表面活性剂　洗涤剂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３１７４　衣料用洗涤剂去污力及循环洗涤性能的测定

ＧＢ／Ｔ２６３９６—２０１１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

ＧＢ／Ｔ３６９７０　消费品使用说明　洗涤用品标签

ＱＢ／Ｔ２９５１　洗涤用品检验规则

ＱＢ／Ｔ２９５２　洗涤用品标识和包装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４　要求

４．１　基本要求

产品所用表面活性剂的生物降解度应符合ＧＢ／Ｔ２６３９６—２０１１中５．２．２．１的规定。

４．２　感官、理化、性能指标

产品感官、理化、性能指标应符合表１规定。

表１　感官、理化、性能指标

项　目 指　标

外观

液体状、膏状产品：不分层，无明显悬浮物或沉淀的均匀体（加入均匀悬浮

颗粒组份的产品除外）

固体产品：产品色泽均匀、无明显机械杂质和污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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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感官、理化、性能指标 （续）

项　目 指　标

气味 无异味ａ

稳定性ｂ

耐热：（４０±２）℃，２４ｈ 恢复至室温后观察，不分层，无沉淀，无异味和变色现象，透明产品不混浊

耐寒：（－５±２）℃，２４ｈ 恢复至室温后观察，不分层，无沉淀，无变色现象，透明产品不混浊

总有效物含量／％ ≥ １０

总五氧化二磷含量／％ ≤ ０．５

ｐＨ（２５℃，１％溶液） ４．０～１０．５

农药去除效果（Ｐ值） ≥ ４

　　
ａ 异味是指除了产品所用原料的气味以外，所产生的腐败或腐臭气味。

ｂ 仅液体、膏状产品需测试稳定性，产品恢复至室温后与试验前无明显变化。

５　试验方法

除非另有说明，在分析中仅使用确认为分析纯的试剂和符合ＧＢ／Ｔ６６８２三级或以上的水。

５．１　外观、气味、稳定性

按ＧＢ／Ｔ１３１７３—２０２１规定进行。

５．２　总有效物含量

未注有特别说明时，按ＧＢ／Ｔ１３１７３—２０２１规定的洗涤剂中总活性物含量的测定Ａ法进行。

５．３　总五氧化二磷含量

按ＧＢ／Ｔ１３１７３—２０２１中磷钼蓝比色法测定。

５．４　狆犎

按ＧＢ／Ｔ６３６８规定进行。

５．５　农药去除效果

按附录Ａ规定进行。

６　检验规则

按ＱＢ／Ｔ２９５１执行，检验结果按修约值比较法判定。

出厂检验项目为４．２中的外观、气味、总有效物含量、ｐＨ。

型式检验项目为４．１和４．２中全部项目，若产品所用表面活性剂的生物降解度为已知，在正常生产

和使用时可不检。

如需评价清洗后果蔬表面的洗涤剂残留量，可按产品配方中主要的表面活性剂成分种类，参考附

录Ｂ、附录Ｃ、附录Ｄ、附录Ｅ进行验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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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７．１　标志、包装

７．１．１　标志

产品标志按ＧＢ／Ｔ３６９７０执行。

７．１．２　包装

产品包装按ＱＢ／Ｔ２９５２执行。

７．２　运输、贮存

产品在运输时应轻装轻卸，不应倒置，避免日晒雨淋，避免高温或冰冻，不应在箱上踩踏和堆放

重物。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干燥且不受阳光直射和雨淋的场所，不应贮存在高温或冰冻的环境中。堆垛应

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堆垛高度应适当，避免损坏销售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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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

果蔬清洗剂对农药去除效果的评价方法

犃．１　原理

制备含代表性农药的蔬菜样品，用一定浓度的果蔬清洗剂溶液模拟实际洗涤方式进行清洗。采用

萃取、浓缩的方法获取残留农药，用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果蔬表面经清洗前后农药残留量，计算残留在

蔬菜上的农药去除率。比较试样与清水各自洗涤后的农药去除率，以两者比值评价试样对农药的洗除

效果。

犃．２　试剂

犃．２．１　无水乙醇，含量≥９９．７％。

犃．２．２　乙腈，含量≥９９．０％。

犃．２．３　冰乙酸，含量≥９９．５％。

犃．２．４　无水硫酸镁，含量≥９８．０％。

犃．２．５　无水醋酸钠，含量≥９９．０％。

犃．２．６　氯化钙（ＣａＣｌ２），含量≥９６．０％。

犃．２．７　六水氯化镁（ＭｇＣＩ２·６Ｈ２Ｏ），含量≥９８．０％。

犃．２．８　氯氰菊酯，含量≥９５％。

犃．２．９　残杀威原药。

犃．２．１０　萃取液，０．１％的冰乙酸乙腈液。

犃．２．１１　２５０ｍｇ／ｋｇ硬水，按ＧＢ／Ｔ１３１７４中硬水配制规定进行制备。

犃．３　仪器

犃．３．１　高效液相色谱仪。

犃．３．２　电子秤，感量０．０１ｇ。

犃．３．３　高速组织匀浆机，转速１１０００ｒ／ｍｉｎ～２４０００ｒ／ｍｉｎ。

犃．３．４　超声波清洗器，超声频率３０／４０／５０（ｋＨｚ）、超声功率１８０Ｗ。

犃．３．５　水浴锅。

犃．３．６　果蔬脱水器（见图Ａ．１），外筒上下直径约２６ｃｍ×１８ｃｍ、内筒上下直径约２４ｃｍ×１３ｃｍ。

犪）　果蔬脱水器外筒　　　　　　　　　犫）　果蔬脱水器内筒

图犃．１　果蔬脱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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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３．７　烧杯，５００ｍＬ、１０００ｍＬ。

犃．３．８　容量瓶，５０ｍＬ。

犃．３．９　不锈钢桶，容量１０Ｌ。

犃．３．１０　速度控制器（见图Ａ．２，可选），与果蔬脱水器一起使用，可以代替手动转动果蔬脱水器，实现在

指定的时间范围内以指定的转速旋转，并可根据所需设置自动切换正反转的时间或圈数。

　　　　犪）　速度控制器　　　　　　　　　　　　犫）　速度控制器和蔬菜脱水器的组合

图犃．２　速度控制器

犃．４　制备

犃．４．１　蔬菜样本

选取大小类同、无明显断裂、斑痕、虫孔、边角无开口、无损伤的荷兰豆角为试验的蔬菜样本（见

图Ａ．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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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３　蔬菜样本（荷兰豆角）

犃．４．２　农药乳液制备

称取浓度大于９５％的氯氰菊酯５．００ｇ，残杀威原药５．００ｇ，溶于５００ｇ无水乙醇溶液中，搅拌均匀

后，用２５０ｍｇ／ｋｇ硬水定量至５０００ｇ，混匀，备用。农药乳液浓度为：含氯氰菊酯０．１％、含残杀威

０．１％。

犃．４．３　蔬菜表面浸附农药的制备

将荷兰豆角放入（３０±２）℃的农药乳液中，浸泡２０ｍｉｎ（约１０ｍｉｎ时上下翻动一次）后取出，用果蔬

脱水器甩去表面残留液滴，将断裂、表面不完好的豆角剔除，于室温阴凉处放置２４ｈ（蔬菜样品表面附

载的农药量以大于１４０ｍｇ／ｋｇ为宜），备用。将制备好的蔬菜样品分成３组，每组２份，每份８０ｇ（即不

洗涤、水洗涤、果蔬清洗剂溶液洗涤各为一组）。

犃．５　清洗

犃．５．１　水洗涤

洗涤用２５０ｍｇ／ｋｇ硬水的温度为（３０±２）℃。

洗涤：取２５０ｍｇ／ｋｇ硬水８００ｍＬ加入果蔬脱水器中，同时放入一份已制备好的蔬菜样品，浸泡

１ｍｉｎ后开始匀速洗涤４ｍｉｎ。洗涤方式为顺时针转一圈，逆时针转一圈，频率为１９ｒ／ｍｉｎ～２１ｒ／ｍｉｎ

（采用手动或速度控制器控制，下同）。

漂洗：将洗涤后的蔬菜样品放入干净的果蔬脱水器内筒中，先用２５０ｍｇ／ｋｇ硬水１０００ｍＬ冲洗后

弃去，再加入２５０ｍｇ／ｋｇ硬水１０００ｍＬ匀速洗涤３０ｓ。洗涤方式为顺时针转一圈，逆时针转一圈，频

率为１９ｒ／ｍｉｎ～２１ｒ／ｍｉｎ。弃去第二次漂洗水，以同样方式进行第三次漂洗。经三次漂洗后的试样用

果蔬脱水器甩去表面残留液滴，于室温阴凉处放置１２ｈ，以备萃取试液用。

同时进行平行试验。

犃．５．２　果蔬清洗剂溶液洗涤

用２５０ｍｇ／ｋｇ硬水配制浓度为０．２％的果蔬清洗剂溶液（浓缩型产品的浓度为０．１％）；洗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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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０ｍｇ／ｋｇ硬水和果蔬清洗剂溶液的温度均为（３０±２）℃。

洗涤：在果蔬脱水器中加入已配制一定浓度的果蔬清洗剂溶液８００ｍＬ，同时放入一份已制备好的蔬菜样

品，浸泡１ｍｉｎ后开始匀速洗涤４ｍｉｎ，洗涤方式为顺时针一圈，逆时针一圈，频率为１９ｒ／ｍｉｎ～２１ｒ／ｍｉｎ。

漂洗：将以上经浸泡洗涤后的蔬菜样品放入干净的果蔬脱水器内筒中，先用２５０ｍｇ／ｋｇ硬水１０００ｍＬ

冲洗后弃去，再加入２５０ｍｇ／ｋｇ硬水１０００ｍＬ，匀速洗涤３０ｓ，洗涤方式为顺时针一圈，逆时针一圈，频率

为１９ｒ／ｍｉｎ～２１ｒ／ｍｉｎ，弃去第二次漂洗水，以同样方式进行第三次漂洗。经三次漂洗后的试样用果蔬脱

水器甩去表面残留液滴，于室温阴凉处放置１２ｈ，以备萃取试液用。

同时进行平行试验。

犃．５．３　试液的制备

试样：蔬菜表面浸附农药（Ａ．４．３）试样一组、经水洗涤后（Ａ．５．１）试样一组、经果蔬清洗剂溶液洗涤

后（Ａ．５．２）试样一组。

匀浆：取１份已制备好的以上试样，用剪刀剪成小块，采用匀浆机匀浆至糊状，从中取出６０ｇ备用。

萃取：将匀浆后的１份试样６０ｇ置于５００ｍＬ烧杯中，加入１００ｍＬ萃取液（０．１％的冰乙酸乙腈溶

液），再加入６ｇ无水醋酸钠和１８ｇ无水硫酸镁，用玻璃棒搅拌均匀，置于超声波清洗器（５０Ｈｚ）中，清洗

３ｍｉｎ后取出，将萃取液移至另一只洁净的５００ｍＬ烧杯中，以上述方法重复萃取３次，合并萃取液。

浓缩：将制备的萃取液置于（８０±２）℃水浴中浓缩，将浓缩至５ｍＬ～８ｍＬ的萃取液小心转移到

５０ｍＬ容量瓶中（如果烧杯中仍有剩余的萃取残渣物时，则可加入少于５ｍＬ的去离子水溶解、洗涤后

的溶液一并移入容量瓶），用少量萃取液（０．１％的冰乙酸乙腈液）洗涤烧杯并转移至容量瓶，最后用萃取

液（０．１％的冰乙酸乙腈溶液）定容，混匀，备用。

注：浓缩时可采用旋转蒸发器进行减压浓缩并同时可回收乙腈，温度为（７０±２）℃，真空度为０．０７ＭＰａ～０．０８ＭＰａ。

犃．６　仪器检测

犃．６．１　高效液相色谱参考条件

流动相和梯度表应根据具体仪器配置而调整，例如：

流动相：Ａ：甲醇∶水∶冰乙酸＝９０∶１０∶０．１；

Ｂ：水。

流动相梯度：见表Ａ．１。

色谱柱：Ｃ１８柱，规格１５０ｍｍ×４．６ｍｍ（内径），粒径１０μｍ，柱温３０℃。

进样量：２０μＬ。

检测器：紫外或二极管阵列检测器，检测波长２７６ｎｍ。

配套的色谱数据处理工作站。

表犃．１　梯度表

时间／ｍｉｎ Ａ／％ Ｂ／％ 流速／（ｍＬ／ｍｉｎ）

０ ７０ ３０ １．０

８ １００ ０ １．０

２５ ７０ ３０ １．０

犃．６．２　标液配制及外标法定量

称取０．５ｇ（精确至０．００１ｇ）氯氰菊酯标准品和０．５ｇ（精确至０．００１ｇ）残杀威标准品于１００ｍＬ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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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中，用萃取液稀释定容至刻度，该溶液含氯氰菊酯５ｍｇ／ｍＬ，残杀威５ｍｇ／ｍＬ。再根据需要将其稀

释为不同浓度，即１μｇ／ｍＬ～１０００μｇ／ｍＬ。依次进样，制作工作曲线。色谱示意图分别见图 Ａ．４、

图Ａ．５、图Ａ．６、图Ａ．７、图Ａ．８。

　图犃．４　氯氰菊酯工作曲线图　　　　　　　图犃．５　残杀威工作曲线图

　　图犃．６　未洗涤残留农药色谱图　　　　　　　　图犃．７　水洗涤残留农药色谱图

图犃．８　蔬果清洗剂溶液（０．２％）洗涤残留农药色谱图

犃．７　结果计算与效果评价

犃．７．１　残留农药去除率的计算

犃．７．１．１　试样清洗前农药残留量犕０（ｍｇ／ｋｇ）按式（Ａ．１）计算：

犕０＝５０犮０／犿０ …………………………（Ａ．１）

　　式中：

犮０ ———未清洗试样经萃取后定容至５０ｍＬ的残留农药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８

犌犅／犜２４６９１—××××



犿０———称取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７．１．２　试样清洗后农药残留量犕１（ｍｇ／ｋｇ）按式（Ａ．２）计算：

犕１＝５０犮１／犿１ …………………………（Ａ．２）

　　式中：

犮１———经清洗的试样萃取后定容至５０ｍＬ的残留农药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犿１———称取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犃．７．１．３　残留农药去除率犕 按式（Ａ．３）计算：

犕 ＝（犕０－犕１）／犕０×１００％ …………………………（犃．３）

　　结果以算术平均值表示至小数点后一位。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３．５％，以大于３．５％的情况不超过

５％为前题。

犃．７．２　残留农药去除率比值

果蔬清洗剂溶液对残留农药的洗除率与水对残留农药的洗除率之比值按式（Ａ．４）计算：

犘＝犕ｇ／犕ｓ …………………………（Ａ．４）

　　式中：

犘 ———残留农药去除率的比值；

犕ｇ———果蔬清洗剂试样溶液对残留农药的去除率；

犕ｓ———水对残留农药的去除率。

结果以算术平均值表示至小数点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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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亚甲基蓝法

犅．１　方法原理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与亚甲基蓝形成的络合物由三氯甲烷萃取，用分光光度法测定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含量；以清洗蔬菜的漂洗水（即蔬菜表面附着的最终漂洗水）作为果蔬清洗剂残留载体，检测其中表面

活性剂的残留量。

犅．２　试剂

犅．２．１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标准溶液：犮＝１０ｍｇ／Ｌ，称取相当于１００％的参照物（按ＧＢ／Ｔ５１７３测定纯度）

１ｇ（精确至０．００１ｇ），用水溶解并定容至１０００ｍＬ，混匀。用移液管移取上述溶液１０．０ｍＬ置１０００ｍＬ容

量瓶中，用水定容，混匀备用。

犅．２．２　硫酸（Ｈ２ＳＯ４，ρ＝１．８４ｇ／ｍＬ）。

犅．２．３　磷酸二氢钠洗涤液：将磷酸二氢钠（含不同结晶水的磷酸二氢钠需折算后称取）５０ｇ溶于水中，

加入硫酸６．８ｍＬ，定容至１０００ｍＬ。

犅．２．４　亚甲基蓝溶液：称取亚甲基蓝０．１ｇ，用水溶解并稀释至１００ｍＬ，移取此溶液３０ｍＬ，用磷酸二氢

钠洗涤液稀释定容至１０００ｍＬ，摇匀后贮存于棕色试剂瓶中备用。

犅．２．５　三氯甲烷。

犅．２．６　２５０ｍｇ／ｋｇ硬水，按ＧＢ／Ｔ１３１７４中硬水配制规定进行制备。

犅．３　仪器

普通实验室仪器和分光光度计，波长３６０ｎｍ～８００ｎｍ。

犅．４　工作曲线的绘制

准确移取浓度为１０ｍｇ／Ｌ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标准溶液０ｍＬ（空白液）、３．０ｍＬ、６．０ｍＬ、９．０ｍＬ、

１２．０ｍＬ、１５．０ｍＬ，分别于第一组２５０ｍＬ分液漏斗中，加水使总体积至１００ｍＬ；分别加入亚甲基蓝溶

液２５ｍＬ，混匀后加入三氯甲烷１５ｍＬ，振荡３０ｓ，静置分层；若水层中蓝色褪去，应补加亚甲基蓝溶液

１０ｍＬ，再振荡３０ｓ，静置１０ｍｉｎ后将三氯甲烷萃取液按对应浓度分别转移至第二组洁净的分液漏斗

中（切勿将界面絮状物随三氯甲烷带出），以上述方法重复萃取系列标准溶液，至三氯甲烷层无色。

分别移取５０ｍＬ磷酸二氢钠洗涤液至装有系列萃取液的第二组分液漏斗中，振荡３０ｓ，静置

１０ｍｉｎ后将三氯甲烷萃取液分别转移至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继续用三氯甲烷洗涤分液漏斗中的磷酸二

氢钠洗涤液，每次加三氯甲烷５ｍＬ，洗涤至三氯甲烷层无色；将三氯甲烷洗涤液分别合并至上述

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最后用三氯甲烷定容，混匀、备用。

采用６５０ｎｍ波长，１０ｍｍ比色池，以空白液做参比，测定系列标准溶液的净吸光值。以表面活性

剂质量（μｇ）为横坐标，净吸光值为纵坐标，绘制工作曲线。

犅．５　漂洗试液的制备

准确称取４．０ｇ果蔬清洗剂试样（浓缩型试样称取２．０ｇ），用２５０ｍｇ／ｋｇ硬水稀释定容至

２０００ｍＬ，备用；

称取绿叶蔬菜（一般采用生菜为好）２５０ｇ，均匀地浸泡在清洗剂溶液中５ｍｉｎ，每隔１ｍｉｎ将蔬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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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翻转１次；将浸泡好的蔬菜控去清洗剂溶液，立刻用２５０ｍｇ／ｋｇ硬水连续漂洗两次，每次漂洗用

２５０ｍｇ／ｋｇ硬水２０００ｍＬ，时间为２ｍｉｎ，每隔３０ｓ将蔬菜翻转１次；漂洗完两次后，第三次漂洗用

２５０ｍｇ／ｋｇ硬水１０００ｍＬ，浸漂１０ｍｉｎ，每隔１ｍｉｎ将蔬菜翻转１次，将第三次的漂洗水保留备用。

犅．６　漂洗试液中表面活性剂含量的测定

准确移取１００ｍＬ漂洗试液（第三次漂洗水）于２５０ｍＬ分液漏斗中，按以上萃取制备标准试液的步

骤制备漂洗试液（如果漂洗试液中的表面活性剂残留量偏高时，可适当调整移取量，加水使总体积至

１００ｍＬ即可）。

用去离子水代替漂洗试液，以同样程序制备空白试验液。

采用６５０ｎｍ波长，１０ｍｍ比色池，以空白试验液做参比，测定样品试液的净吸光值，由净吸光值与

工作曲线计算表面活性剂浓度，以μｇ／ｍＬ表示。

犅．７　结果计算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质量浓度按式（Ｂ．１）计算：

犮２＝
犿２

犞２
…………………………（Ｂ．１）

　　式中：

犮２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犿２———从工作曲线或计算得到的试液中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含量，单位为微克（μｇ）；

犞２ ———移取试液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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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

乙氧基型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硫氰酸钴法

犆．１　方法原理

乙氧基型表面活性剂与硫氰酸钴所形成的络合物用三氯甲烷萃取，用分光光度法测定表面活性剂

含量；以清洗蔬菜的漂洗水（即蔬菜表面附着的最终漂洗水）作为果蔬清洗剂残留载体，检测其中表面活

性剂的残留量。

犆．２　试剂

犆．２．１　乙氧基型表面活性剂标准溶液：犮＝１００ｍｇ／Ｌ，称取相当于１００％的参照物（按ＧＢ／Ｔ１３１７３测定

纯度）１ｇ（精确至０．００１ｇ），用水溶解并定容至１０００ｍＬ，混匀。用移液管移取上述溶液２５．０ｍＬ置

２５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定容，混匀备用。

犆．２．２　硫氰酸铵。

犆．２．３　硝酸钴（六水合物）。

犆．２．４　苯。

犆．２．５　硫氰酸钴铵溶液：将６２０ｇ硫氰酸铵和２８０ｇ硝酸钴溶于少量水中，混合均匀后定容至１０００ｍＬ，

然后分别用３０ｍＬ苯萃取两次后备用。

犆．２．６　氯化钠。

犆．２．７　三氯甲烷。

犆．３　仪器

普通实验室仪器和紫外分光光度计，波长２００ｎｍ～８００ｎｍ。

犆．４　工作曲线的绘制

准确移取浓度为１００ｍｇ／Ｌ的乙氧基型表面活性剂标准溶液０ｍＬ（空白液）、５．０ｍＬ、１０．０ｍＬ、

２０．０ｍＬ、２５．０ｍＬ、３０．０ｍＬ、３５ｍＬ，分别于２５０ｍＬ分液漏斗中，加水使总体积至１００ｍＬ，加入硫氰酸

钴铵溶液１５ｍＬ，稍混匀加入３５．５ｇ氯化钠，充分振荡１ｍｉｎ，静置１５ｍｉｎ后加入三氯甲烷１５ｍＬ，再振

荡１ｍｉｎ，静置１５ｍｉｎ后将三氯甲烷层放入５０ｍＬ容量瓶中（切勿将界面絮状物随三氯甲烷层带出）。

重复萃取以上系列标准溶液两次，分别对应转移至上述５０ｍＬ容量瓶中，并用三氯甲烷定容，混匀、

备用。

采用３１９ｎｍ波长，１０ｍｍ比色池，以空白液做参比，测定系列标准溶液的净吸光值。以表面活性

剂质量（μｇ）为横坐标，净吸光值为纵坐标，绘制工作曲线。

犆．５　漂洗试液中表面活性剂含量的测定

移取１００ｍＬ漂洗试液（附录Ｂ中的第三次漂洗水）于２５０ｍＬ分液漏斗中，按以上萃取制备标准试

液的步骤制备漂洗试液（如果漂洗试液中的表面活性剂残留量偏高时，可适当调整移取量，加水使总体

积至１００ｍＬ即可）。

用去离子水代替漂洗试液，以同样程序制备空白试验液。

采用３１９ｎｍ波长，１０ｍｍ比色池，以空白试验液的萃取液做参比，测定试验溶液的净吸光值，由净

吸光值与工作曲线计算表面活性剂浓度，以μｇ／ｍＬ表示。

２１

犌犅／犜２４６９１—××××



犆．６　结果计算

乙氧基型表面活性剂的质量浓度按式（Ｃ．１）计算：

犮３＝
犿３

犞３
…………………………（Ｃ．１）

　　式中：

犮３ ———乙氧基型表面活性剂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犿３———从工作曲线或计算得到的试液中乙氧基型表面活性剂含量，单位为微克（μｇ）；

犞３ ———试样移取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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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

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金橙２法

犇．１　方法原理

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与金橙２在缓冲条件下形成的络合物用三氯甲烷萃取，用分光光度法测定两

性离子表面活性剂含量；以清洗蔬菜的漂洗水（即蔬菜表面附着的最终漂洗水）作为果蔬清洗剂残留载

体，检测其中表面活性剂的残留量。

犇．２　试剂

犇．２．１　脂肪烷基二甲基甜菜碱标准溶液：犮＝１０ｍｇ／Ｌ，称取相当于１００％的脂肪烷基二甲基甜菜碱（按

ＱＢ／Ｔ２３４４测定纯度）１．０ｇ（精确至０．００１ｇ），用水溶解并定容至１０００ｍＬ，混匀。用移液管移取上述

溶液１０．０ｍＬ置１０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用水定容，混匀备用。

犇．２．２　金橙２：称取０．１ｇ金橙２溶于１００ｍＬ水中，混匀。

犇．２．３　盐酸溶液：犮＝０．２ｍｏｌ／Ｌ。

犇．２．４　氯化钾溶液：犮＝０．２ｍｏｌ／Ｌ。

犇．２．５　缓冲溶液（ｐＨ＝１）：量取０．２ｍｏｌ／Ｌ盐酸溶液９７ｍＬ，０．２ｍｏｌ／Ｌ氯化钾溶液５３ｍＬ，加水５０ｍＬ

摇匀备用。

犇．２．６　三氯甲烷。

犇．３　仪器

实验室普通仪器和分光光度计，波长３６０ｎｍ～８００ｎｍ。

犇．４　工作曲线的绘制

准确移取浓度为１０ｍｇ／Ｌ脂肪烷基二甲基甜菜碱标准溶液０ｍＬ（空白液）、５．０ｍＬ、１０．０ｍＬ、

１５．０ｍＬ、２０．０ｍＬ、２５．０ｍＬ、３０．０ｍＬ、３５．０ｍＬ分别于２５０ｍＬ分液漏斗中，加水使体积至１００ｍＬ，加

入缓冲溶液１０ｍＬ，金橙２溶液３ｍＬ，混匀后加入三氯甲烷１０ｍＬ，振荡３０ｓ，静置１０ｍｉｎ后将三氯甲

烷层放入５０ｍＬ容量瓶中（切勿将絮状物随三氯甲烷带出），重复萃取以上系列标准溶液，直至三氯甲

烷层无色，将萃取液均转移至５０ｍＬ容量瓶中，用三氯甲烷定容，混匀、备用。

采用４８５ｎｍ波长，１０ｍｍ比色池，以空白液做参比，测定系列标准溶液的净吸光值。以表面活性

剂质量（μｇ）为横坐标，净吸光值为纵坐标，绘制工作曲线。

犇．５　漂洗试液中表面活性剂含量的测定

移取１００ｍＬ漂洗试液（附录Ｂ中的第三次漂洗水）于２５０ｍＬ分液漏斗中，按以上萃取制备标准试

液的步骤制备漂洗试液（如果漂洗试液中的表面活性剂残留量偏高时，可适当调整移取量，加水使总体

积至１００ｍＬ即可）。

用去离子水代替漂洗试液，以同样程序制备空白试验液。

采用４８５ｎｍ波长，１０ｍｍ比色池，以空白液的萃取液做参比，测定试液萃取物的净吸光值，由净吸

光值与工作曲线计算表面活性剂浓度，以μｇ／ｍＬ表示。

犇．６　结果计算

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的质量浓度按式（Ｄ．１）计算：

４１

犌犅／犜２４６９１—××××



犮４＝
犿４

犞４
…………………………（Ｄ．１）

　　式中：

犮４ ———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犿４———从工作曲线或计算得到的试液中两性离子表面活性剂含量，单位为微克（μｇ）；

犞４ ———移取试液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５１

犌犅／犜２４６９１—××××



附　录　犈

（资料性）

烷基糖苷类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蒽酮法

犈．１　方法原理

烷基糖苷类表面活性剂在酸性体系中水解生成的糖与蒽酮反应，生成绿色的络合物，以分光光度法

测定表面活性剂含量；以清洗蔬菜的漂洗水（即蔬菜表面附着的最终漂洗水）作为果蔬清洗剂残留载体，

检测其中表面活性剂的残留量。

犈．２　试剂

犈．２．１　烷基糖苷标准溶液：犮＝５０ｍｇ／Ｌ，称取相当于１００％的烷基糖苷（按 ＧＢ／Ｔ１９４６４测定纯度）

１．０ｇ（精确至０．００１ｇ），用水溶解并定容至１０００ｍＬ，混匀。用移液管移取上述溶液５．０ｍＬ置１００ｍＬ

容量瓶中，用水定容，混匀备用。

犈．２．２　蒽酮。

犈．２．３　硫酸（Ｈ２ＳＯ４，ρ＝１．８４ｇ／ｍＬ）。

犈．２．４　蒽酮硫酸试剂：取０．０８ｇ蒽酮溶于１００ｍＬ硫酸中（此溶液需保存在冰箱内，隔数日应重新配

制）。

犈．３　仪器

包括：

ａ）　实验室普通仪器和分光光度计，３６０ｎｍ～８００ｎｍ；

ｂ）　纳氏比色管，１０ｍＬ。

犈．４　工作曲线的绘制

准确移取浓度为５０ｍｇ／Ｌ的烷基糖苷标准溶液０ｍＬ（空白液）、０．２５ｍＬ、０．５０ｍＬ、１．００ｍＬ、

１．５０ｍＬ、２．００ｍＬ于纳氏比色管中，加水至２．０ｍＬ，滴加５．０ｍＬ蒽酮硫酸试剂加盖置沸水浴中加热

５ｍｉｎ后，取出立即冷却，摇匀，放置５０ｍｉｎ后测定。

采用６２５ｎｍ波长，１０ｍｍ比色池，以空白液做参比，测定系列标准溶液的净吸光值。以表面活性

剂质量（μｇ）为横坐标，净吸光值为纵坐标，绘制工作曲线。

犈．５　漂洗试液中表面活性剂含量的测定

移取漂洗试液２．００ｍＬ（附录Ｂ中的第三次漂洗水）于纳氏比色管中，按以上萃取制备标准试液的

步骤制备漂洗试液（如果漂洗试液中的表面活性剂残留量偏高时，可适当调整移取量，加水使总体积至

２ｍＬ即可）。

用去离子水代替漂洗试液，以同样程序制备空白试验液。

采用６２５ｎｍ波长，１０ｍｍ比色池，以空白试验液做参比，测定试液的净吸光值，由净吸光值与工作

曲线计算表面活性剂浓度，以μｇ／ｍＬ表示。

犈．６　结果计算

烷基糖苷类表面活性剂的质量浓度按式（Ｅ．１）计算：

６１

犌犅／犜２４６９１—××××



犮５＝
犿５

犞５
…………………………（Ｅ．１）

　　式中：

犮５ ———烷基糖苷类表面活性剂质量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μｇ／ｍＬ）；

犿５———从工作曲线或计算得到的试液中烷基糖苷类表面活性剂含量，单位为微克（μｇ）；

犞５———移取试液体积，单位为毫升（ｍＬ）。

７１

犌犅／犜２４６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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