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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类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在微波加热
条件下与食品接触面温度的测定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在微波炉加热过程中,塑料类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与食品接触界面温度的测量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在所有可预见的微波加热条件下,塑料类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与食品接触界面温度

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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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原理

在推荐的功率和加热时间条件下,使用光纤测温计测定微波加热时塑料与食品接触界面的温度升

温曲线,采取本文件中规定的数据处理方法,确定微波加热时塑料与食品接触界面温度和迁移试验时的

迁移温度。

5 试验用水

GB/T6682规定的二级水。

6 设备

6.1 聚乙烯容器

直径140mm±20mm,最小体积1000mL。

6.2 聚苯乙烯泡沫垫

安装到塑料容器(6.1)底部,厚度不小于8mm。

6.3 温度计

测量范围-10℃~30℃,精度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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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恒温箱

能够保持10℃±0.5℃。

6.5 微波炉

平板式专用微波炉。额定输出功率600W~1000 W,配有光纤温度计,测量范围-20℃~
200℃;微波炉顶端应具有搅拌孔以放入搅拌棒。

6.6 标准功率电加热设备

输入功率值经确定的烤箱等电加热设备。

7 试样

7.1 根据光纤测温计的探针数量确定试样数量。如使用具有一个探针的光纤温度计,应至少取12个

试样进行平行测定;如使用12个探针的温度计,应至少取3个试样进行平行测定。

7.2 盛装冷冻食品的试样应从稳定的冷冻状态(-20℃左右)开始加热;盛装冷藏食品的试样应从5℃
冷藏状态开始加热。

7.3 每个试样应盛装相同或相似性质的食品并且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质量。

8 步骤

8.1 微波加热过程中温度的测定

8.1.1 微波炉输出功率的测定

8.1.1.1 用于温度测试的微波炉(6.5)的输出功率通过测量1000g水温上升10℃±2℃所需的时间来

确定。

8.1.1.2 将聚苯乙烯泡沫垫(6.2)放置在微波炉基部的几何中心上。用恒温箱(6.4)使蒸馏水保持在

10℃±0.5℃。将1000g±5g的蒸馏水(5)转移到聚乙烯容器(6.1)中,用塑料搅拌棒搅拌,并用温度

计(6.3)测量水温。将装水的容器放在聚苯乙烯泡沫垫(6.2)的中央,用微波炉(6.5)最大功率加热,快速

搅拌水,直至水温上升10℃±2℃。记录水的温度和升温时间,重复试验2次,取平均值。

8.1.1.3 水温上升10℃±2℃的时间应控制在50s~80s。

8.1.1.4 按公式(1)计算微波炉的输出功率。

W m=mw×4.187×
ΔT
t

……………………(1)

  式中:

W m ———微波炉输出功率,单位为瓦特(W);

mw ———水的质量,单位为克(g);

ΔT ———水实际上升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 ———水温上升所需时间,单位为秒(s);

4.187———水的比热容,单位为焦耳每克开尔文[J/(g·K)]。

8.1.1.5 盛装食品的试样在某一特定功率而不是最大功率下加热时,应在该特定功率下完成上述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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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温度的测量

8.1.2.1 加热时间的计算

预包装食品说明书或食谱中给出的加热时间通常是在标准功率下的加热时间。如果用于温度测量

的微波炉的输出功率与经校准的标准功率电加热设备(6.6)有差异时,应保证在与最苛刻使用条件下输

入食品的能量相同的条件下,按公式(2)计算实际加热时间。

tt=
tr×Ws

W m
……………………(2)

  式中:

tt ———实际加热时间,单位为分(min);

tr ———加热时间(在可预见的最苛刻使用条件下标准功率电加热设备的加热时间,通常为预包装

食品说明书或食谱中给出的时间),单位为分(min);

Ws ———标准功率,单位为瓦特(W);

W m ———微波炉输出功率,单位为瓦特(W)。

8.1.2.2 测量步骤

将待检测的、盛有食品的试样放在微波炉基部的几何中心,在试样和食品之间插入光纤温度计,确
保探针的尖端与试样和食品同时接触。

如果试样本身覆盖有一层塑料膜,而且生产厂商的说明书上标明这层膜在加热食品时应被刺穿,应
按照说明书将塑料膜刺破以插入探针。如果说明书标明应在去除这层膜后再加热,则应在测试前去除

这层膜。
在8.1.1和8.1.2.1推荐的条件下设定微波炉,并按8.1.2.1确定盛装食品的试样的加热时间(t)。

当t>3min时,每隔15s记录每个探针的温度;当1.5min<t≤3min时,每隔10s记录每个探针的温

度;当t≤1.5min时,每隔5s记录每个探针的温度。
在整个加热时间段,应在至少3个试样的最少12个位置测量温度值。选取新的试样进行平行测

定。探针的建议位置见附录A。
对于非均匀食品(即食品中包含两种或更多种明显不同种类的组分,如肉、蔬菜、土豆等),为确保探

针与被测食品中的每种组分真实接触,图A.1所示的探针位置可根据试样和/或食品的性质进行调整。
此时,为确保测量的温度为试样/食品接触面的温度而不是食品自身的温度,应注意选择合适的探针位

置。对于这些类型的食品,应确保试样与每种食品组分接触的界面的温度能被测量到,每种食品组分至

少应在同一位置进行2次测量,取平均值。
如果在可预见的最恶劣的使用条件下,盛装食品的试样在低于最大功率的某个功率值下加热,这一

设定的功率值即温度测量时应使用的功率。如果盛装食品的试样是在不同的功率下进行连续周期加热

(如该食品样品需要经过不同功率的连续加热,如小火、中火、大火等加热过程),应对不同加热周期的温

度分别进行测量。

8.2 接触温度的计算(迁移测试时温度的确定)

8.2.1 构建温度图

构建温度图时,绘制加热时间(min)对温度(℃)的曲线图(见附录B中图B.1)。如果曲线出现突然

而明显的倾斜,表明探针未与包装和食品良好接触,应舍弃这一无效的测量结果。如果有效的测量结果

低于12个,则需测量更多的温度数据以确保有效测量结果不少于12个。
由相同或相似组分组成的性质均匀的食品与试样接触时,所有有效的测量值都应该用于温度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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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计算。非均相食品与材料或制品接触时,每种成分的温度测量值应分别构建温度图。对于不同类

的食品,如两种或者更多不同成分组成的食品,例如肉和土豆,每种成分的测量温度将被分别处理。

8.2.2 接触温度的计算

计算最后1/4加热时间的所有未舍弃的测量数据平均值。然后,再次检查数据并且舍弃低于最后

1/4加热时间的温度平均值的所有温度数据。计算剩余测量数据的平均值(X)和标准偏差(s)。按公

式(3)计算接触面温度。

Ta=X +s ……………………(3)

  式中:

Ta———接触界面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X ———温度平均值(在最后1/4加热时间的未舍弃的测量数据),单位为摄氏度(℃);

s ———温度标准偏差(在最后1/4加热时间的未舍弃的温度测量数据的标准偏差),单位为摄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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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探针的位置

微波加热时探针的位置见图A.1。

标引符号说明:

●———探针的位置。

图 A.1 微波加热时探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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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温度曲线例图

温度曲线例图见图B.1。

图B.1 温度曲线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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