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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必要性、目的及意义 

目前，我国日化行业正处于由传统表面活性剂向更绿色、安全、健康的新型

表面活性剂更新迭代的时期。氨基酸型表面活性剂原料为生物质，性能温和，刺

激性小，生物降解性好，而且具有良好的乳化、润湿、增溶、分散、起泡等性能，

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洗涤剂、洗护产品、口腔护理、皮革工业、医药、食品行业

等领域。 

氨基酸表面活性剂是由氨基酸和天然植物油脂及其衍生物合成的含有氨基

酸基团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其中由脂肪酰基和氨基酸的缩合而生产出的 N－酰

基氨基酸表面活性剂是最为常见的氨基酸表面活性剂，也是现阶段研究与使用最

多的。其中甘氨酸型是最广泛使用的一种表面活性剂，主要包括月桂酰甘氨酸（盐）

及椰油酰甘氨酸（盐）。随着甘氨酸型表面活性剂的市场需求日益增大，原料真

假及质量好坏的鉴别显得尤为重要。编制使用高效液相色谱法直接测定月桂酰甘

氨酸（盐）含量的团体标准对氨基酸表面活性剂的日化原料生产及洗护产品品质

控制及配方开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2 检测方法研究 

酰化的氨基酸表面活性剂结构与脂肪酸相近，属于羧酸类化合物，是一种阴

离子表面活性剂。目前，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检测方法主要有滴定法、分光光度

法、气相色谱法、液相色谱法等。滴定法，分光光度法是通用检测方法，但测定

的是表面活性剂总量，对于多种表面活性剂配伍的样品无法分别定量。用滴定法

对某些种类的氨基酸表面活性剂进行分析时，也容易出现结晶析出或者乳化现象，

对滴定终点判断产生明显干扰。气相色谱法则存在前处理步骤繁琐，操作不便的

缺点。高效液相色谱法具有直观，快速的优点，大多数情况下采用示差折光指数

检测器（RID）、蒸发光散射检测器(ELSD)这两种通用型检测器，前者不可使用梯

度洗脱，后者必须使用挥发性缓冲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两者与紫外检测器(UVD)

相比灵敏度、重现性较差，且线性范围较窄。对于大多数高效液相色谱仪来说，

紫外检测器是基本配置。因此，建立适用于紫外检测器的新方法在实际应用上更

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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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现行的表面活性剂检测标准方法 

1）国家标准《GB/T13173-2021表面活性剂 洗涤剂试验方法》：此方法测试

的是总活性物及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的含量，而月桂酰甘氨酸（盐）是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不适用。 

2）国家标准《GB/T5173 表面活性剂和洗涤剂阴离子活性物的测定 直接两

相滴定法》：两相滴定法是在水和三氯甲烷的两相介质中，基于阴、阳离子表面

活性剂以等当量反应，生成物不溶于水而溶于氯化烃，在滴定过程中加入可与阴

离子表面活性剂生成不溶于水而溶于有机溶剂的有色化合物，利用有色化合物的

生成及相转移确定其滴定终点，此方法所需的三氯甲烷属于危险品，购买时需特

批，毒性也较大。分析过程繁琐，滴定终点容易出现误判，不易实现快速分析。

此方法主要适用于磺酸盐，硫酸盐类等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由于测试溶液是酸性，

月桂酰基甘氨酸（盐）在此测试方法下会结晶析出，导致误差比较大。而且滴定

分析依靠指示剂判断滴定的终点，容易出现误判现象，不易实现快速自动分析，

测试过程也需消耗氯仿溶剂等危险化学品，易造成二次污染。 

3）轻工行业标准《QB/T 4970-2016 表面活性剂 原材料和按配方制造产品

中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含量的测定 电位滴定法》：此方法与国标《GB/T5173 表面

活性剂和洗涤剂阴离子活性物的测定 直接两相滴定法》类似，只是用电位来检

测滴定的反应终点。对于配方产品中存在阳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情况下，会带来干

扰，导致误差比较大。此方法测定的是总的阴离子的含量，不能反映月桂酰甘氨

酸（盐）的含量。 

4）轻工行业标准《QB/T 5288-2018 口腔清洁护理用品 牙膏用月桂酰肌氨

酸钠》：此方法使用盐酸滴定的方法测试原料中月桂酰肌氨酸钠的含量，同样存

在测试的是总的活性物的量的问题，无法准确判断单一种类表面活性剂的含量。 

5）广东省日化商会团体标准《T/GDCDC007-2018 化妆品用月桂酰肌氨酸钠》：

此方法测定化妆品用月桂酰肌氨酸钠原料中的未参与反应的月桂酸的含量，标准

还包括无机盐含量及风险物质指标包括微生物、重金属等的测试方法，并没有对

月桂酰肌氨酸的含量进行直接测试。 

2 标准起草工作简况 

2.1 任务来源 

本项目由广东省分析测试协会立项,立项编号：GAIA/JH20220107）。项目名

称“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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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要工作过程 

标准编制项目于 2022年 11月获得立项，2022年 12月开始征集遴选参编单

位，2023年 3月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4月工作组对当前甘氨酸型表面活性剂的

现状与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同时广泛搜集和检索了国内外相关厂家资料，并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5 月由中山大学测试中心对标准的测试

方法进行方法学研究，优化实验条件，最终确定了测试方法。6月所有参编单位

对标准方法进行方法验证，经验证，标准方法快速，简便，稳定性、重复性、回

收率均表现良好。7 月经编制小组相关单位专家研讨后，对标准草案初稿进行了

认真的修改，于 2023 年 8 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报广东省分析测试协会秘书

处。 

2.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 

主要起草单位：中山大学分析测试中心 

协作单位：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宏度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微纯生物

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华南农业大学测试中心，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工作组成员：卓文珊，唐建锋，曹日晖，梁金胜，吴珺，斯鑫磊，黄晓，潘

璐怡，余彦海，何明玉，柏杨汀芷 

工作分工：卓文珊任工作组组长，主持全面协调工作：曹日晖为项目指导；

卓文珊、唐建锋为本标准主要持笔人，负责本标准的起草及编写；卓文珊、梁金

胜负责实验方法开发；吴珺，斯鑫磊，黄晓，潘璐怡，余彦海，何明玉，柏杨汀

芷负责对国内外相关试验方法技术的现状与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同时广泛搜

集和检索国内外相关技术资料，进行研究分析、资料查证、方法验证工作。 

3 标准编制原则和技术路线 

3.1 标准编制原则 

编制小组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来进行本标准的制

定工作。 

本文件起草过程中，主要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写。该标准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以下标

准或文件： 

GB/T 6682 分析试验室用水 规格和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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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6679-2003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6680-2003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16631-2008 高效液相色谱法通则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3.2 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化妆品用原料中月桂酰甘氨酸（盐）

含量的方法。标准适用于月桂酰甘氨酸（盐）和椰油酰甘氨酸（盐）化妆品用原

料产品。 

3.3 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 

标准制定技术路线如图 1 所示： 

              国 内           文献调研           国 外     

方法研究         

    

样品采集            色谱条件                         方法学验证     

 

 

 

 

 

形成标准草案 

方法验证 

数据统计汇总 

形成编制说明和送审稿 

图 1 标准制定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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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标准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为制定项目，参考了部分企业的测试方法，以此作为依据，充分纳入

和反映了当前主要生产企业的甘氨酸表面活性剂含量测试的需求，对规范市场，

指导生产，提高产品的质量，更好地满足下游应用企业的使用需要具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 

4 方法的技术研究 

4.1 方法研究的目标 

建立了适用于表面活性剂中月桂酰甘氨酸化合物浓度检测的高效液相色谱

法，其他的脂肪酸酰化甘氨酸或月桂酰氨基酸类化合物经过验证后也可使用本方

法。 

4.2 方法原理 

原料样品用乙腈-水混合溶液超声振荡溶解，过滤后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进

行分离，采用紫外检测器检测，通过比较样品与标准样品的保留时间来识别月桂

酰甘氨酸，并用外标法进行定量。 

4.3 试剂 

1) 水：GB/T 6682 所规定的一级水； 

2) 乙腈：色谱纯； 

3) 磷酸：色谱纯； 

4) 乙腈-水混合溶液：乙腈：水（0.1% H3PO4）=6:4（体积分数），用于溶解样

品和标准样品； 

5) 月桂酰甘氨酸标准样品：质量分数≥98%。 

4.4 仪器和材料 

1)  分析天平：精度 0.0001g； 

2) 高效液相色谱仪：配有梯度洗脱系统和紫外检测器或二极管阵列检测器； 

3) 真空脱气装置或类似设备：用于流动相脱气及过滤； 

4) 有机微孔滤膜：0.45μm，用于过滤流动相，标准样品及样品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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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超声波振荡仪； 

6) 容量瓶：100mL，10mL； 

7) 移液管：10mL； 

8) 烧杯：150ml。 

4.5 样品 

月桂酰甘氨酸（盐）的化学结构通式为： 

 

分子通式:C14H26NO3M; M为 H，Na或 K 

4.5.1 样品分类 

月桂酰甘氨酸（盐）表面活性剂按照产品形态分为液体产品和固体产品两类。 

4.5.2固体样品采集 

固体样品按照 GB/T 6679-2003的要求执行。 

4.5.3液体样品采集 

液体样品按照 GB/T 6679-2003的要求执行。 

4.5.4样品的制备 

准确称取试样（固体样品量 0.1±0.02g，液体样品量 0.25±0.02g，精确至

0.0001g），加入适量乙腈-水混合溶液于烧杯中溶解，超声振荡 10分钟，转移至

100mL容量瓶中定容，摇匀，0.45μm有机滤膜过滤，即得测试溶液。 

4.6 分析方法优化 

4.6.1 色谱柱选择 

月桂酰氨基酸是带羧基的阴离子活性剂，容易产生次级保留作用，对色谱

柱产生吸附，导致严重的拖尾现象，实验考察了几种类型的色谱柱，发现经过

双封端处理的多款色谱柱都有良好的峰形，包括 MicroPulite Perfect 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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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lent Zorbax XDB C18，Agilent Eclipse Plus C18等，综合考虑选择了

Agilent Eclipse Plus C18（4.6x150mm，5μm）色谱柱做方法开发，目标物在

此色谱柱上峰形对称性良好。 

4.6.2 流动相优化及检测波长 

月桂酰氨基酸分子结构的发色基团是 C=O不饱和键，n-π跃迁能量低，对化

合物的紫外光谱进行分析，发现只有在近紫外波长才有较强的吸收，205nm是比

较合适的波长。但大多数流动相在短波长也有吸收，因此必须筛选在近紫外区吸

收小的流动相以减少本底吸收。反相流动相中的有机溶剂一般使用甲醇或乙腈。

甲醇的截止波长是 210nm，在短波长下运行梯度洗脱程序会导致基线波动与基线

漂移都非常严重，不利于检测。通常洗护产品的成分非常复杂，可能会含有强保

留脂肪酸的氨基酸表面活性剂，用梯度洗脱方法更为合适，因此有机溶剂选择了

截止波长更低的乙腈。水相选择了磷酸酸性体系，因为月桂酰氨基酸与羧酸类似，

在酸性溶液中以月桂酰氨基酸的形式存在，与对照品吻合。磷酸比乙酸、三氟乙

酸等有机酸具有更低的截止波长，可以得到更低的定量下限。实验考察了添加

0.05、0.075、0.10、0.125 %的磷酸溶液时化合物的峰面积变化和分离效果，发

现磷酸含量变化对单羧酸表面活性剂的保留时间几乎没有影响，对单羧酸结构化

合物的峰面积也没有影响。但有些氨基酸表面活性剂是是双羧基结构，其峰面积

在低浓度酸的流动相中随着酸度的提高而增大，但当磷酸的添加量在 0.075%以

上时保持恒定，考虑到实际的样品可能呈现碱性，流动相的酸性太强又对色谱柱

有损害，因此选择 0.1%的磷酸溶液（pH值约为 2.5）为水相流动相，这样制订的

团体标准对其他的氨基酸表面活性剂也有更强的适用性。 

按色谱条件测试得到月桂酰甘氨酸标准品及实际样品的典型色谱图，见图 2，

图 3，从图中可以看到各种表面活性剂完全分离，且无杂质干扰，满足分析要求。 

 

月桂酰甘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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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月桂酰甘氨酸标准品色谱图 

 

月桂酰甘氨酸 

 

 

 

 

 

图 3 实际原料样品色谱图 

4.7 校准曲线 

准确称取 0.08g（精确至 0.0001g）月桂酰甘氨酸标准样品，加入适量乙腈

-水混合溶液于烧杯中溶解，超声振荡 10分钟，转移至 100mL容量瓶中定容，摇

匀，0.45μm有机滤膜过滤，得到浓度为 800mg/L标准样品溶液，分别量取 1.0，

2.0，4.0，6.0，8.0，10.0mL滤液到 10mL容量瓶中，用乙腈-水混合溶液定容，

得到浓度分别为 80，160，320，480，640，800mg/L的系列标准溶液。系列标准

溶液注入高效液相色谱仪测试，以峰面积为纵坐标，浓度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

线。 

得到的线性方程为 Y=2.93087824X+9.9952373,相关系数为 0.99989. 

4.8 试验方法 

4.8.1 色谱条件 

优化仪器工作条件，使测试样品和标准品中各组分得到满意的色谱分离，以

下色谱条件供参考： 

1) 色谱柱：建议使用双封端的 C18色谱柱（150mm×4.6mm，5μm）或等效色谱

柱。色谱柱的新旧程度和使用情况、填料填装状态以及温度会影响各组分的分离。  

2) 流动相：A相：1mL磷酸溶于 1L纯水中；B相：乙腈； 

3) 检测器：紫外检测器或二极管阵列检测器； 

4) 检测波长：205nm； 

5) 参比波长：360nm； 

6) 流速：1m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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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柱温：35℃； 

8) 进样量：10μL； 

4.8.2 梯度洗脱程序 

建议的洗脱程序见表 1，可根据色谱柱规格型号进行调整。 

表 1梯度洗脱程序 

时间/min 流动相 A（%） 流动相 B（%） 

0.0 40 60 

2.0 40 60 

8.0 5 95 

10.0 5 95 

11.0 40 60 

15.0 40 60 

4.9 定性分析 

调整仪器色谱条件参数，使用至少 20 倍柱体积流动相平衡色谱柱，紫外检

测器预热至少 15min，待液相色谱系统基线稳定后，分别注入 10μL 标准溶液和

样品溶液，作多点校准，通过比较试样和标准溶液中月桂酰甘氨酸的保留时间进

行定性。 

4.10 定量分析 

按外标法以色谱峰面积定量。在标准曲线范围内，峰面积与浓度呈线性关系，

要求线性相关系数在 0.999以上。若浓度超出标准曲线的上限，可通过稀释的方

式使浓度落在标准曲线范围内。 

4.11 目标物浓度的计算 

固体或液体原料产品中的月桂酰甘氨酸含量或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X）以

质量分数（%）表示，按式（1）计算: 

𝑋 =
𝐶 × V × 10−3

𝑚
×

𝑀

257.37
× 100% ………………… (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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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未知样品中月桂酰甘氨酸的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mg/L）； 

V—进样量（μL）； 

m—试样的质量，单位为 g； 

M—月桂酰甘氨酸或月桂酰甘氨酸盐的相对分子质量，单位为克/摩尔

（g/mol)，其中月桂酰甘氨酸为 257.37，月桂酰甘氨酸钠为 279.35，月桂酰甘

氨酸钾为 295.46。 

测定结果以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表示,保留至小数点后 1位。 

 4.12检出限及定量下限 

以信噪比（S/N）≥3 时的浓度作为检出限，得到月桂酰甘氨酸的检出限为

0.5mg/L，以（S/N）≥10时的浓度作为定量下限，得到定量下限为 1.6 mg/L。 

4.13方法精密度 

本实验采用低、中、高三个浓度水平的空白加标样品进行精密度测试，按实

验方法进行 6 次平行测定，计算月桂酰甘氨酸的保留时间和浓度含量的 RSD 值，

得到保留时间的 RSD 在 0.04%-0.23%之间，含量的 RSD 在 0.02%-0.24%之间，精

密度均低于 0.3%，说明方法的精密度良好，满足质控要求。实验结果见表 2。 

表 2 精密度试验(n=6) 

月桂酰

甘氨酸 

测定值（mg/L） 平均

值 

保留

时间

RSD% 

测定

值

RSD% 
1 2 3 4 5 6 

高浓度 406.6 407.3 406.9 407.0 407.0 406.9 407.0 0.23 0.05 

中浓度 203.4 202.7 203.4 203.5 203.5 203.4 203.3 0.06 0.14 

低浓度 50.5 50.4 50.4 50.6 50.4 50.2 50.4 0.05 0.24 

4.14方法准确度 

本实验对 5个样品进行低、中、高 3个不同浓度水平的加标实验，按照上述

方法处理样品，并测定含量，计算加标回收率及相对标准偏差，结果见表 3。加

标回收率范围为 97.2-102.5%，RSD 均小于 3 %，可见该方法回收率高，重复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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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加标实验结果 

月桂酰甘氨酸 加标量

（mg/L） 

加标测定值

（mg/L） 

加标回收率（%） 

 

 

样品 1 

0 260 - 

160 417.9 99.5 

100 368.7 102.4 

30 297.1 102.4 

样品平均加标回收率（%） 101.5 

RSD(%) 0.75 

 

 

样品 2 

0 265.9 - 

160 418.4 98.2 

100 368.6 100.7 

30 303.3 102.5 

样品平均加标回收率（%） 100.5 

RSD(%) 1.42 

 

 

样品 3 

0 307.6 - 

160 457.5 97.8 

100 416 102.1 

30 346 102.5 

样品平均加标回收率（%） 100.8 

RSD(%) 1.56 

 

 

样品 4 

0 334.3 - 

160 480.5 97.2 

 100 436.8 100.6 

 30 367.8 101.0 

 样品平均加标回收率（%） 99.6 

RSD(%) 2.33 

  

 

样品 5 

0 240.8 - 

160 400.2 99.9 

100 351.2 103.1 

30 275.66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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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平均加标回收率（%） 101.6 

RSD(%) 1.67 

 

5 方法验证及实际样品测试 

5.1 方法验证单位 

本标准编制小组成员有 6家单位，其中包括 2家大学的分析测试单位（中山

大学测试中心，华南农业大学测试中心），2 家日用化工生产企业（浙江万盛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宏度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还有 1 家色谱仪器厂家（安捷伦科技

（中国）有限公司）及色谱柱生产厂家（微纯生物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各

成员单位都具有开展验证实验的实验室条件，因此要求所有成员都对本标准进行

了方法验证及实际样品测试。 

5.2 测试要求 

项目主导单位中山大学测试中心给各编制单位寄送月桂酰甘氨酸标准品及

三个样品（包括 2个固体样品及 1个液体样品）。 

验证实验：根据影响方法的精密度和准确度的主要因素和数理学统计的要求，

编制测试报告，测试数据主要包括方法校准曲线、检出限及定量下限、稳定性及

精密度、准确度。 

实际样品测试：每个样品平行测试三次，从称量开始平行，得到三次测试结

果及平均结果。 

5.2.1 标准曲线 

由各单位根据实际实验条件及器皿规格自行配置标准曲线，要求相关系数 r

大于 0.999，且所有样品浓度落在线性范围内。 

5.2.2 检出限和测定下限 

以信噪比（S/N）≥3时的浓度作为检出限，以（S/N）≥10时的浓度作为定

量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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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方法精密度 

各验证实验室对三个样品分别配制了三份平行样品，计算月桂酰甘氨酸质量

百分含量的平均值、标准偏差、相对标准偏差。 

5.2.4 方法准确度 

各验证实验室对三个样品分别做加标测定，加标浓度分别为 50，100，

200mg/L，分别计算不同浓度样品的加标回收率。 

5.2.5 方法稳定性 

各验证实验室对已知浓度的三个样品在常温下密闭保存 0h，24h，48h 时分

别测试月桂酰甘氨酸浓度，得到样品的平均值及相对标准偏差。 

 

5.3 方法验证过程 

按照方法验证方案准备实验用品，在方法验证前，确保参加验证的操作人员

应熟悉和掌握方法原理、操作步骤及流程。方法验证过程中所用的试剂和材料、

仪器和设备分析步骤应符合方法相关要求。6家单位的实验报告详见附件。 

5.4 验证结果 

5.4.1 检出限及定量下限 

以信噪比（S/N）≥3 时的浓度作为检出限，以（S/N）≥10 时的浓度作为定

量下限。检出限与定量下限结果见表 4。总结 6家实验室的结果可知：月桂酰甘

氨酸的检出限为 0.35-5.0mg/L，测定下限为 1.0-20.0mg/L。 

表 4  检出限和测定下限结果汇总 

                     目标物 

实验室 

月桂酰甘氨酸 

检出限 定量下限 

中山大学测试中心 0.49 1.63 

微纯生物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5.00 20.0 

广州宏度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0.85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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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测试中心 0.35 1.00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2.40 8.00 

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0.58 1.94 

5.4.2 精密度结果 

6 家实验室对三个样品进行平行三次测试，得到实验室内相对标准偏差在

0.2%-2.28%之间，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为 1.1%-2.7%。 

                      表 5精密度实验结果汇总 

              化妆品原料样品 

实验室 

实验室内三次平行测试 RSD（%） 

A1（固体） A2（固体） A3（液体） 

中山大学测试中心 0.55 0.74 2.28 

微纯生物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1.0 2.0 0.17 

广州宏度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0.6 0.4 1.1 

华南农业大学测试中心 0.7 0.5 0.3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0.2 0.7 0.8 

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1.4 0.5 0.7 

实验室间相对标准偏差（%） 1.5 2.7 1.1 

5.4.3 准确度结果 

6家实验室对三个样品进行低、中、高三个浓度水平加标测定并计算回收率，

结果见表 6，月桂酰甘氨酸回收率范围在 96.3%-105.7%之间，平均回收率为 100

±1.2%。 

表 6  回收率测试结果汇总 

               化妆品原料样品 

实验室 

月桂酰甘氨酸回收率（%） 

A1（固体） A2（固体） A3（液体） 

中山大学测试中心 100.0 100.7 100.7 

微纯生物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96.6 96.4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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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宏度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100.6 99.4 96.3 

华南农业大学测试中心 101.1 100.8 99.9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105.7 105.3 105.2 

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102.3 104.6 101.0 

回收率平均值 101.0 101.2 100.0 

RSD(%) 2.7 3.0 2.9 

5.4.4稳定性结果 

6家实验室将三个样品配置成已知浓度的样品，在室温下密封放置 0h，24h，

48h时测试月桂酰甘氨酸浓度，结果见表 5，浓度的相对标准偏差（RSD）为 0.2-

1.0%，证明样品在常温下非常稳定。 

表 5  稳定性测试结果汇总 

              化妆品原料样品 

实验室 

月桂酰甘氨酸浓度 RSD（%） 

A1（固体） A2（固体） A3（液体） 

中山大学测试中心 0.4 0.5 0.4 

微纯生物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0.7 1.0 0.8 

广州宏度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 - - 

华南农业大学测试中心 0.2 0.4 0.2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0.2 0.8 1.0 

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 - - 

5.4.4 实际样品测试结果 

6 家实验室对三个实际样品进行含量测试，测试果见表 7。实验室间的月桂

酰甘氨酸相对标准偏差 1.1-2.7%，均低于 3%。 

表 7  6 家实验室对 3个实际样品测试结果汇总 

         化妆品原料样品 

实验室 

月桂酰甘氨酸质量百分含量（%） 

A1（固体） A2（固体） A3（液体） 

中山大学测试中心 44.5 45.1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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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纯生物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43.9 44.5 16.2 

广州宏度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45.6 43.8 16.1 

华南农业大学测试中心 45.7 45.2 16.6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44.2 44.9 16.1 

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44.8 47.7 16.3 

质量百分含量平均值 44.8 45.2 16.3 

RSD(%) 1.5 2.7 1.1 

6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专业领域的标准体系框架如图 4。 

本标准属于标准体系中 05 日用化学制品－07 清洁卫生用品－04 洗涤剂用

原料。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符合现行相关

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7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编写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8 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8.1 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 

本标准实施后，可以建立一个公正、统一的产品质量评价平台，有利于保护

消费者利益，促进市场良性竞争发展。 

8.2 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建议起草单位和广东省分析测试协会联合向相关检测机构开

展标准的培训和宣贯。 

9 附件材料（方法验证报告及实际样品测试报告） 

附件 1：实验结果报告表及原始记录表-中山大学测试中心 



《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17 

 

附件 2：实验结果报告表及原始记录表-华南农业大学测试中心 

附件 3：实验结果报告表及原始记录表-广州宏度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附件 4：实验结果报告表及原始记录表-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 5：实验结果报告表及原始记录表-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附件 6：实验结果报告表及原始记录表-微纯生物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10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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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实验结果报告表及原始记录表-中山大学测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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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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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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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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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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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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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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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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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27 

 

附件 2：实验结果报告表及原始记录表-华南农业大学测试中心 



《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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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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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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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31 

 



《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32 

 



《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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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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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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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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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实验结果报告表及原始记录表-广州宏度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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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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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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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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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41 

 



《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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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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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实验结果报告表及原始记录表-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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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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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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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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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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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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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实验结果报告表及原始记录表-安捷伦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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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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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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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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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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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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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56 

 



《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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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58 

 

 

 

 



《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59 

 

附件 6：实验结果报告表及原始记录表-微纯生物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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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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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62 

 



《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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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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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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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品原料月桂酰甘氨酸（盐）含量测定高效液相色谱法》编制说明 

 

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