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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定法测定含糖保健品中还原糖含量 

高俊婕*, 卿太辉, 蔡伟江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  519040) 

摘  要: 目的  建立含糖保健品中还原糖的定量分析方法。方法  采用滴定法直接进行检测。样品除去蛋白质

后, 加入盐酸, 再用葡萄糖标准溶液来滴定加有处理后样品溶液的酒石酸铜溶液和酒石酸铜空白溶液, 根据二

者的葡萄糖标准溶液消耗量不同, 计算测得保健品中还原糖的含量。结果  方法的精密度实验相对标准偏 RSD

为 0.4%, 水解液在 2 h内的RSD为 0.7%, 3个不同添加水平下, 滴定还原糖的回收率范围为 100.2%~102.1%, 平

均回收率 101.4%, 相对偏差为 0.8%。结论  本方法样品前处理简单, 操作比较快速, 适用于添加糖类保健品中

还原糖的含量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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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reducing sugar content in sugary health care products by 
titration method 

GAO Jun-Jie*, QING Tai-Hui, CAI Wei-Jiang 

(By-Health Co., Ltd., Zhuhai 51904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method for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reducing sugar content in 

sugary health care products. Methods  The samples were directly detected by titration method. Hydrochloric 

acid was added after removal of the protein in the samples, and the copper sulphate solution added with the 

sample solution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blank copper sulphate solution were titrated with glucose standard 

solution, then the content of reducing sugar in health care products wa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different 

consumption of glucose standard solution in the two kinds of solutions. Results  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RSD) of titration was 0.4%, and the RSD of the hydrolyzate within 2 h was 0.7%, the recovery of 

reducing sugar by titration was in the range of 100.2%~102.1%, the average recovery was 101.4%, and 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was 0.8% at 3 different adding levels. Conclusion  This method is simple, fast, and 

suitable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reducing sugar in sugary health car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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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糖是食品的三大营养成分之一, 在很多食品生

产, 特别在糖果工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糖果等

含糖保健食品中, 糖的组成及比例直接关系到保健

食品的质量。糖类定量分析一般以还原糖的测定为基

础。还原糖是指具有还原性质的糖, 如葡萄糖、果糖、

乳糖和麦芽糖。其他双糖(如蔗糖)、三糖及多糖(如淀

粉), 因本身不具还原性, 属于非还原糖, 可通过水

解的方法生成相应的还原性单糖。糖的检测方法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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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如旋光法[1]、铁氰化钾容量法[2]、化学法[3]、酶比

色法[4,5]、酶电极法[6]、毛细管电泳法[7]、高效液相色

谱法等[8]、光度法[9-11] 。这些方法存在过程烦琐、需

要贵重的仪器、使用有毒的试剂、选择性不高等缺点, 

因此本文在总结实验文献的基础上, 探索滴定法检

测酸水解后还原糖的含量, 其原理是样品经加乙酸

锌、亚铁氰化钾除去蛋白质后, 取澄清液加入盐酸在

加热条件下进行水解, 其中蔗糖经水解转化为还原

糖。以亚甲基蓝作指示剂, 在保持微沸的条件下, 用

葡萄糖标准溶液滴定碱性酒石酸铜溶液中加有处理

后的样品溶液和碱性酒石酸铜空白溶液, 根据二者

消耗的体积算出还原糖的含量。 

2  材料与方法 

2.1  仪器与试剂 

盐酸、硫酸酮、酒石酸钾钠、氢氧化钠、冰乙酸、

乙醇(以上均为分析纯, 广州化学试剂厂); 乙酸锌(分

析纯, 成都市科龙化工试剂厂); 亚铁氰化钾(分析纯, 

天津市福晨化学试剂厂); 亚甲基蓝(指示剂, 国药集

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甲基红(指示剂, 天津市大茂

化学试剂厂); 无水葡萄糖(优级纯, 日本东京化成工

业株式会社); 乳矿物盐压片糖果(汤臣倍健股份有限

公司)。 

酸式滴定管(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常州)称重设备系统有限公

司); 万用电炉(北京永光明医疗仪器厂); 恒温水浴

锅(常州市人和仪器厂)。 

2.2  分析方法 

2.2.1  样品处理 

称取粉碎后的固体样品 3.5 g, 置于 250 mL容量

瓶中, 加 50 mL水, 慢慢加入 5 mL乙酸锌溶液(219 

g/L)和 5 mL亚铁氰化钾溶液(106 g/L), 加水至刻度, 

混匀, 静置 30 min, 用干燥滤纸过滤, 弃去初滤液, 

取续滤液备用。 

2.2.2  酸水解 

吸取适量上述样品处理液和 40 mL 水, 置于 100 

mL容量瓶中, 加 5 mL盐酸(1:1, V:V), 在 68~70 ℃水浴

中加热 15 min, 冷后加两滴甲基红指示液(1 g/L), 用氢

氧化钠溶液(200 g/L)中和至中性, 加水至刻度, 混匀。 

2.2.3  标定碱性酒石酸铜溶液 

吸取 5.0 mL碱性酒石酸铜甲液及 5.0 mL乙液, 

置于 150 mL 锥形瓶中, 加水 10 mL, 加入玻璃珠 2

粒, 从滴定管滴加约 9 mL葡萄糖标准溶液, 控制在 2 

min内加热至沸, 趁沸以每 2秒 1滴的速度继续滴加

葡萄糖标准溶液, 直至溶液蓝色刚好褪去为终点, 记

录消耗葡萄糖标准溶液的总体积, 同时平行操作 3份, 

取其平均值, 计算每 10 mL(甲、乙液各 5 mL)碱性酒

石酸铜溶液相当于葡萄糖的质量(mg)。 

2.2.4  样品溶液预测 

吸取 5.0 mL碱性酒石酸铜甲液及 5.0 mL乙液, 

置于 150 mL锥形瓶中, 加水 10 mL, 加入玻璃珠 2

粒, 控制在 2 min 内加热至沸, 保持沸腾以先快后

慢的速度, 从滴定管中滴加样品溶液, 并保持溶液

沸腾状态, 待溶液颜色变浅时, 以每两秒 1 滴的速

度滴定, 直至溶液蓝色刚好褪去为终点, 记录样液

消耗体积。 

2.2.5  样品溶液测定 

吸取 5.0 mL碱性酒石酸铜甲液及 5.0 mL乙液, 

置于 150 mL 锥形瓶中, 加水 10 mL, 加入玻璃珠 2

粒, 从滴定管滴加比预测体积少 1 mL 的样品溶液, 

使在 2 min内加热至沸, 趁沸继续以每两秒 1滴的速

度滴定, 直至蓝色刚好褪去为终点, 记录样液消耗体

积, 同法平行操作 3份, 得出平均消耗体积。 

2.2.6  结果计算: 

(1) 碱性酒石酸铜溶液的滴定度 , 计算公式如

下:  

0

1000 


M VA
V

 

式中: A—碱性酒石酸铜溶液(甲液、乙液各半)相当于

葡萄糖的质量, mg;            

M—葡萄糖的质量, g;                      

V0—葡萄糖稀释总体积, mL  

V—碱性酒石酸铜溶液(甲液, 乙液各半)消耗标

准葡糖糖的平均体积, mL。 

(2) 样品中还原糖含量, 计算公式如下:  

1 0

100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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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样品中还原糖的含量, %;  

A—碱性酒石酸铜溶液(甲液, 乙液各半)相当于

葡萄糖的质量, mg;  

M—试样质量, g;  

V1—平均消耗试样水解液体积,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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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0—样品水解液稀释总体积, mL。 

2.3  精密度实验 

称取 6 份样品, 按 2.2 分析方法进行检测, 计算

样品含量及 RSD(%)。 

2.4  稳定性实验 

取样品水解液, 在室温下放置 0、10、20、30、60、

90、120 min, 分别用来滴定置于 150 mL锥形瓶中已吸

取的 5.0 mL碱性酒石酸铜甲液及 5.0 mL乙液和 10 mL

水。从滴定管滴加比预测体积少 1 mL的溶液, 使在 2 

min 内加热至沸, 趁沸继续以每两秒 1 滴的速度滴定, 

直至蓝色刚好褪去为终点, 记录样品水解液的消耗体

积, 同法平行操作 3份, 得出平均消耗体积。 

2.5  加标回收率实验 

精密称取样品, 共 9 份, 分 3 组, 每组 3 份, 于

每 1组中分别加入无水葡萄糖 100、200、300 mg 3

个不同梯度量, 按 2.2分析方法进行检测。 

3  结果与讨论 

3.1  分析方法讨论 

根据文献[12]及实验证明, 蔗糖要求的水解条件, 

如酸度、温度和水解时间远比其他双糖要求低。在酸

水解法所规定的条件下, 蔗糖可完全被水解。1 个蔗

糖分子酸解后会产生 1个葡萄糖和 1个果糖, 为了防

止果糖分解, 用盐酸水解时必须严格控制, 样品溶液

的体积、酸的浓度及用量、水解温度和水解时间等实

验条件均固定, 本实验用 5 mL 盐酸(1:1, V:V), 在

68~70 ℃水浴中加热 15 min 的酸水解条件, 从回收

率上看, 该条件能充分让蔗糖进行水解。 

3.2  精密度实验 

样品中还原糖的精密度结果见表 1, 6 个样的相

对标准偏差(RSD)小于 1.0% , 表明该方法具有良好

的精密度。 
 

表 1  精密度实验(n=6) 
Table 1  Precision of the experiment (n=6) 

样品 含量(%) 平均含量(%) RSD(%) 

1 29.49 

29.43 0.4 

2 29.43 

3 29.36 

4 29.55 

5 29.45 

6 29.31 

3.3  稳定性实验 

从表 2可以看出样品水解液, 在室温下放置 0、

10、20、30、60、90、120 min, 其滴定的结果 RSD(%)

是 0.7%, 表明样品水解液在室温下放置 2 小时内具

有很好的稳定性。 

3.4  加标回收率实验 

从表 3中可以看出, 在 100、200、300 mg 3个

不同添加水平下, 使用滴定法滴定还原糖的回收率 
 

表 2  稳定性实验 
Table 2  Stability of the experiment 

时间(min) 0 10 20 30 60 90 120 RSD(%) 

样品水解液消耗体积(mL) 10.42 10.32 10.51 10.46 10.39 10.4 10.42 0.7 
 

表 3  加标回收率实验结果(n=3) 
Table 3  Results of the recovery test (n=3) 

加标量(mg) 测得加标量(mg) 回收率(%) 平均回收率(%) RSD(%) 

100.0 102.1 102.1 

101.4 0.8 

100.2 100.4 100.2 

100.1 101.8 101.7 

200.0 203.3 101.6 

200.0 204.1 102.0 

200.1 201.0 100.4 

300.0 306.0 102.0 

300.0 302.1 100.7 

300.2 305.1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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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为 100.2%~102.1%, 平均回收率 101.4%, 相对偏

差为 0.8%, 说明该方法对样品中还原糖的检测具有

保障性。 

4  结  论 

本文建立了添加糖类保健品中还原糖的滴定测定

方法, 采用沉淀蛋白质简单的处理方法, 加入盐酸, 于

水浴中将含有的蔗糖水解成还原糖,  再用葡萄糖标准

溶液来滴定加有处理后样品溶液的酒石酸铜溶液和酒

石酸铜空白溶液。根据二者的葡萄糖标准溶液消耗量不

同, 计算测得保健品中还原糖的含量。通过对其精密

度、稳定性、回收率实验证明该方法可以测得较为准确

的还原糖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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