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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液分散萃取-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蜂蜜中 

甘油残留量 

周  萍 1, 李珊珊 2, 李樱红 3, 胡福良 2* 

(1. 杭州碧于天保健品有限公司, 桐庐  311500; 2. 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 杭州  310058;  

3.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杭州  310052) 

摘  要: 目的  建立固液分散萃取-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蜂蜜中甘油残留量的方法。方法  样品经乙醇溶解, 

用微粉硅胶吸附, 使蜂蜜均匀分散成细微颗粒。水浴蒸干水分和乙醇, 以乙腈为溶剂超声萃取, 样液用带示差

折光检测器的高效液相色谱仪测定。采用 Shodex Asahipak NH2P-50 4E 色谱柱分离, 以赤藓糖醇为内标, 以阴

性样品为基质绘制标准曲线进行内标法定量, 流速为 1.0 mL/min, 流动相为乙腈水溶液。结果  此方法能在

6.5 min 内快速分离甘油, 甘油在 50~1000 mg/kg 范围内线性良好, 相关系数 r2=0.9996。甘油回收率为

94.8%~102.9%, 相对标准偏差为 2.9%~5.3%。结论  该方法具有简单、快速、灵敏度高等特点, 可用于蜂蜜

中甘油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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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glycerin residue in honey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with dispersive solid-liquid-phase extraction method 

ZHOU Ping1, LI Shan-Shan2, LI Ying-Hong3, HU Fu-Liang2* 

(1. Hangzhou BiYuTian Health Products Co., Ltd., Tonglu 311500, China; 2. College of Animal Scienc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3. Zhejiang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rug Control, Hangzhou 31005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glycerin residue in honey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with dispersive solid-liquid-phase extraction method. Methods  The sample 

was dissolved by ethanol and absorbed by micro silica gel to disperse honey into fine particles. The water and ethanol 

was evaporated using water bath. The glycerin in honey was extracted by ultrasonic using acetonitrile as solvent. 

Then the honey samples are analyzed by the HPLC column Shodex Asahipak NH2P-50 4E with the total flow rate  

1.0 mL/min. Internal standard method was used to quantify the standard curve with erythritol as the internal standard 

and negative sample as the matrix. The mobile phase was acetonitrile aqueous solution. Results  The glycerin could 

be effectively separated in 6.5 min. The linearity of glycerol ranged from 50 to 1000 mg/kg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0.9996. The recovery rate ranged from 94.8% to 102.9% and 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was 2.9% 

to 5.3%. Conclusion  This method is simple, rapid, sensitive to provide a new insight for the daily determination of 



9116 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第 11 卷 
 
 
 
 
 

 

glycerin in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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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蜂蜜是蜜蜂采集植物的花蜜、混以自身分泌物经充分

酿造而成的天然甜物质[1]。蜂蜜主要成分为果糖、葡萄糖、

水分, 还含有相对少量的蛋白质、氨基酸、脂肪酸、酚类

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物质[2]。国内外研究均表

明, 蜂蜜具有抗氧化、抗菌、抗炎、缓解心血管疾病和抗

肿瘤等活性及药理功能[3,4]。由于蜂蜜的天然属性, 安全性

高, 一直是百姓喜爱的流行食品, 进而使得消费者对蜂蜜

的需求量和质量要求越来越高。 

由于追求产量和不规范的标准等因素, 我国现在蜂蜜

的采收以非成熟蜜为主[5]。非成熟蜜的特点是水分含量较高, 

约 30%～40%, 这种蜂蜜极易发酵, 影响蜂蜜品质[6]。发酵

的蜂蜜除了会产生乙醇和二氧化碳外, 还会产生少量的甘

油、丙二醇, 甘油在蜂蜜加工时难以去除, 故国内外对蜂蜜

中的甘油进行限量, 以保证蜂蜜的品质[6]。欧盟要求蜂蜜中

甘油残留量不超过 300 mg/kg。我国由中国蜂产品协会起草

的蜂蜜团体标准中, 对特级蜂蜜中的甘油限量进行了规定, 

要求不超过 300 mg/kg。因此, 建立一种快速有效的蜂蜜中

甘油含量检测方法, 对于蜂蜜的质量控制尤为重要。 

目前 , 蜂蜜中甘油的主要检测方法有 : 分光光度   

法[7]、气质联用法[8]; 食品、药品等其他产品中甘油的测定

方法还有: 氧化还原滴定法[9]、比色法[10]、红外光谱法[11]、

液相色谱及其串联质谱法[12]等。在我国测定蜂蜜中甘油含

量的国家标准为 GB/T 18932.6-2002, 行业标准为 GH/T 

1106-2015, 其中, GB/T 18932.6-2002 为分光光度法, 需要

配制大量的试剂, 连续测定空白溶液、蜂蜜试样测定液和

标准溶液的吸光度各 10 次, 以得到相对稳定的吸光度值, 

操作步骤较多, 对检测人员、环境的要求较高。GH/T 1106

则为气质联用法, 以丁三醇为内标, 准确性比试剂盒好, 

虽不需要净化处理, 但操作需要衍生化, 颜色深的蜂蜜会

产生干扰, 衍生化处理后的样液会严重污染衬管, 需要经

常更换, 仪器昂贵、检测成本较高、大多数企业没有条件

应用, 企业往往采取送外部专门的检测机构检验的方式, 

延长了检测周期, 不利于及时控制品质, 提高了企业的质

量成本, 不利于产品竞争。而固液分散萃取-示差折光高效

液相色谱法利用固液分散萃取的净化处理方法, 能够快速

准确地检测甘油含量。固液分散萃取的净化处理方法是利

用萃取剂提取固体中的可溶组分(溶质), 具有增加蜂蜜的

接触面积提高萃取效率的特点[13], 可以使企业在产品竞争

中更具优势。 

本研究使用乙腈和微粉硅胶联合的方法净化样品 , 

以赤藓糖醇为内标, 采用液相色谱法测定蜂蜜中的甘油残

留量, 具有前处理简单、结果稳定且准确可靠、方法灵敏

度好、检测成本低等特点。本方法可在蜂蜜企业中快速得

到应用, 大大降低检测成本、提高检测效率、满足蜂蜜相

关企业在日常工作中对蜂蜜中甘油残留量进行测定的需求, 

满足低成本控制蜂蜜品质的需要, 提升产品竞争力。 

2  材料与方法 

2.1  仪器与试剂  

Shimadzu LC-10A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包括在线脱气

机、二元泵、手动进样器、柱温箱、示差折光检测器)(日本

岛津); Sartorius BS224S 分析天平(德国赛多利斯集团); 甘

油(纯度大于 99%,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微粉硅胶(医

药级, 纯度大于 99%, 湖州展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赤藓

糖醇内标(纯度大于 99%, 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95%乙醇(分析纯, 杭州双林化工试剂有限公司); 乙腈(色谱

级, 德国默克公司); 针式滤膜(尼龙 66, 0.22 μm, 湖南比克

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蒸馏水(相当于 GB/T 6682 二级水, 

广州屈臣氏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以下使用均为此蒸馏水。 

蜂蜜样品由安徽蜜之源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天厨

蜜源保健品有限公司、北京百花蜂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 

2.2  标准溶液配制 

赤藓糖醇使用液: 称取 1 g 赤藓糖醇于 10 mL 容量瓶

中, 用 40%乙腈稀释、摇匀, 浓度: 100 mg/mL。密封 4 ℃

下保存期 24 个月。 

甘油贮备标准溶液: 称取 2 g 甘油于 10 mL 容量瓶中, 

用双重蒸馏水稀释、摇匀, 浓度为 200 mg/mL。密封 4 ℃

下保存期 24 个月。 

甘油工作标准溶液: 取适量甘油贮备标准溶液, 用水

稀释、摇匀, 浓度分别为 20、2 mg/mL。密封 4 ℃下保存

期 12 个月。 

2.3  样品处理 

称取蜂蜜样品 5.0 g 于 90 mm 蒸发皿中, 加入赤藓糖

醇使用液 200 µL, 加入水 1 mL, 乙醇 5 mL, 搅拌均匀至完

全溶解, 加入 2.5 g 微粉硅胶, 搅拌分散成较细颗粒, 于

100 ℃下沸水浴蒸干, 转入 50 mL 离心瓶中, 加入乙腈  

20 mL, 充分混合, 超声 15 min, 4000 r/min 离心 5 min, 吸

取上清液于 50 mL 尖底茄形瓶中 , 残渣中再加入乙腈   

20 mL 重复提取 1 次, 合并上清液, 60 ℃旋转蒸发至干, 加

1 mL 流动相, 超声溶解, 经 0.22 μm 滤膜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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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高效液相色谱条件 

色谱柱 : Shodex Asahipak NH2P-50 4E(4.6 mm×   

250 mm, 5 µm)或等效色谱柱。流动相: 86%乙腈+14%水

(V/V)。流速: 1.0 mL/min。柱温: 35 ℃。检测室温度: 35 ℃。

进样量: 40 μL。 

2.5  数据统计 

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10 对数据进行处理。 

3  结果与分析 

3.1  样品净化条件优化 

3.1.1  净化富集方式选择 

据液相色谱检测产品中甘油的相关文献报道, 样品

前处理方法主要有: 用稀硫酸调 pH 为 4~6, 水油分离, 树

脂净化[14]; 直接用水稀释[15,16]; 用 72%乙醇提取[17]; 直接

过滤进样[18]等, 这些方法的共同点是: 除了油性、干性产

品外, 水性产品均无法对样品进行净化达到富集甘油和提

高检测灵敏度的目的。究其原因是甘油与水、无机盐类、

糖类、醇类、酸类、酯类等多数物质可以任意比例混溶, 很

难找到一种有效净化富集的样品处理方法。而蜂蜜中主要

成分是糖类与水, 含量占蜂蜜的 90%以上[2], 甘油可以很

好地溶解在两者中。乙腈与糖类化合物的溶解度随糖类化

合物中水分含量的减低而减少。然而将蜂蜜用水稀释后, 

用乙腈提取时, 由于蜂蜜糖分高, 较粘稠, 加之糖、水和无

机盐的影响, 使得乙腈通过液液萃取方式提取蜂蜜中的甘

油较难实现。 

考虑到固液分散萃取是利用萃取剂提取固体中的可

溶组分(溶质), 因而溶质在固体中的分布情况直接影响到

固液萃取的速率[13]。本研究将蜂蜜分散在吸附剂中使其成

细粉, 以增加乙腈与样品中甘油的接触面积, 提高萃取效

率。将细粉在水浴上去除水分, 可以消除水对甘油溶解的

因素, 减少糖类化合物在乙腈中的溶出, 达到甘油富集效

果。同时使用乙醇预先溶解蜂蜜, 可以促进蜂蜜更充分地

分散在吸附剂中, 从而保证甘油有效地溶出到乙腈中, 达

到富集净化目的。 

3.1.2  吸附剂的选择 

微粉硅胶是一种极细微粉末, 粒径小于 45 µm, 可作

为药用辅料, 具有一定的吸附性能, 在药品制备中起到抗

结块作用, 可与 4 倍重量的液体混合仍成粉末状[19]。硅藻

土是一种常见的惰性粉末, 在实验室和生产中作为助滤剂

使用[20]。层析用硅胶(200~300 目), 主要用于实验室的层析

分离操作 , 有较强的吸附能力 , 主要吸附强极性化合   

物[21]。聚酰胺粉, 主要用于实验室的层析分离操作, 有较

强的吸附能力, 主要吸附中等极性化合物[22]。以上 4 种吸

附剂流动性和分散性较好, 因此本研究选取其作为甘油提

取的潜在吸附剂, 试图筛选出可有效提取甘油的吸附剂。 

将 2 g 蜂蜜加入 10 mg/mL 甘油标准液 200 μL, 加   

1 mL 水和 5 mL 乙醇, 溶解完全, 加入吸附剂, 搅拌, 沸水

浴蒸干, 用 20 mL乙腈提取, 4000 r/min离心分离 5 min, 吸

出上清液, 60 ℃下旋转蒸发至干, 流动相溶解, 过 0.22 μm

滤膜, 进样 40 μL 进行分析。  

从表 1 中可知, 在 4 种吸附剂中, 以甘油峰面积为筛

选依据, 提取效果从多到少依次为微粉硅胶>层析用硅胶>

聚酰胺粉>硅藻土, 其中, 微粉硅胶的提取效果最好。因此, 

本研究选择微粉硅胶作为吸附剂, 并推测提取效果可能与

此吸附剂的细度有关。 

3.1.3  称样量的选择 

为研究样品称样量是否可以影响甘油的提取效果 , 

分别称取 2、5、10 g 阴性蜂蜜, 加入 10 mg/mL 甘油标准

液 200 μL, 加 1.2 mL 水和 5 mL 乙醇, 溶解完全, 加入  

3.5 g 微粉硅胶, 搅拌, 沸水浴蒸干, 用 40 mL 乙腈提取, 

4000 r/min 离心分离 5 min, 吸出上清液, 60 ℃下旋转蒸发

至干, 流动相溶解, 过 0.22 μm 滤膜, 进样 40 μL 进行分

析。考察甘油峰面积与称样量的关系, 见表 2。 

从表 2 中可知, 称样量与检测灵敏度呈正相关。考虑

到称样量的增加需要更多微粉硅胶和乙腈, 蒸发干燥时间

也会延长。称样量 5 g 时, 灵敏度已经能够满足实际需求, 

故选择称样量为 5 g。 

3.1.4  萃取溶剂的选择 

为研究萃取溶剂对蜂蜜中甘油提取效果的影响, 分

析了常见萃取溶剂乙腈、甲醇、乙醇等溶剂的提取效果。

不同溶剂的蜂蜜提取液蒸干后的残余物如图 1 所示, 发现

乙腈富集效果最好, 可以去除 99%以上蜂蜜糖分, 而甲醇、

乙醇仍留有 30%以上蜂蜜糖分, 故选择乙腈作为甘油的提

取溶剂。 
 

表 1  不同吸附剂提取蜂蜜中甘油情况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glycerin extracted from honey by different absorbent 

吸附剂名称 吸收分散情况 蒸干后状态 蒸干后体积 甘油峰面积 

微粉硅胶 加入 2.5 g, 成粉末状 粉末 约 10 mL 80450 

硅藻土 加入 4 g, 仍为液体状 粉末 约 8 mL 39107 

层析用硅胶 加入 4 g, 仍为液体状 粉末 约 8 mL 64890 

聚酰胺粉 加入 4 g, 仍为液体状 粉末 约 8 mL 4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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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溶剂对蜂蜜提取液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different solvents on honey extracts 
 
通过本研究的方法提取净化, 将乙腈蒸干后, 瓶壁上

只留下薄薄的一层痕迹(图 2)。加入流动相溶解后, 样液呈

无色至淡黄色、澄清、透明状态。结果表明, 蜂蜜样品称

样量为 5 g, 以微粉硅胶作为吸附剂、乙腈作为萃取溶剂的

固液分散萃取方法, 可使样品得到有效净化。 

3.2  液相条件选择 

甘油可经 NH2 色谱柱分离并用示差或者蒸发光散射

检测器检测已经有较多的文献报道 [13‒17]。选择 Shodex 

Asahipak NH2P-50 4E、Kromasil 100-5-NH2 色谱柱以乙腈

水溶液作为流动相, 对蜂蜜中甘油的液相色谱分析条件进

行研究。分别采用 70%、80%和 90%乙腈对甘油进行分离, 

发现 90%乙腈时, 甘油出峰时间在 7.6 min, 与溶剂峰完全

分离, 可以用于定量分析(图 3)。继续微调至 86%乙腈时, 

糖峰在 15 min出峰, 而甘油则在 6.5 min出峰, 甘油分离度

良好, 分析时间适中(图 4)。故采用 86%乙腈作为分析的流

动相。 

 
 

 
 

注: 1. 洋槐蜜; 2. 紫云英; 3. 茴香蜜; 4. 椴树蜜; 5. 油菜蜜; 6. 苹

果蜜; 7. 枸杞蜜; 8. 枇杷蜜; 9. 杂花蜜; 10. 荆条蜜。 

图 2  蜂蜜提取净化样液 

Fig.2  The extraction and purification solution of honey 
 

3.3  内标物质的选择 

为解决操作过程的损失、提取率差异对检测结果的影

响, 提高方法正确度, 采用沸点较高的糖醇, 选择山梨糖

醇、木糖醇、赤藓糖醇作为潜在的内标物质。结果发现, 赤

藓糖醇出峰时间与甘油接近, 只相差了约 2.8 min, 且峰形

最佳, 无干扰(图 5), 而山梨糖醇、木糖醇出峰时间与甘油

相差较大, 山梨糖醇达到了 10 min 以上, 且峰形对称性不

如赤藓糖醇, 不适合作为内标使用。 

 
 

表 2  称样量对蜂蜜中甘油提取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sample weighing on the extracted glycerin from honey 

称样量/g 添加甘油量/mg A 甘油峰面积 B 样品甘油浓度/(mg/g) A/B 

2 2 102179 1 102179 

5 2 50180 0.4 125450 

10 2 36669 0.2 183345 

 
 

 
 
 

图 3  90%乙腈水溶液为流动相的蜂蜜样品色谱图 

Fig.3  Chromatogram of honey with the mobile phase of 90% acetonitrile aqueous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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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以 86%乙腈水溶液为流动相蜂蜜样品的色谱图 

Fig.4  Chromatogram of honey with the mobile phase of 86% acetonitrile aqueous solution 
 

 
 

图 5  甘油、赤藓糖醇、木糖醇、山梨糖醇标准溶液的色谱图 

Fig.5  Chromatograms of standard solutions of glycerol, erythritol, xylitol and sorbitol 
 

因此选择赤藓糖醇作为本研究的内标。按 2.3 方法进

行标准曲线测定。分别用外标法和内标法绘制标准曲线, 

如图 6 和图 7 结果所示, 外标法的相关系数 r2=0.9969, 而

用内标法的相关系数 r2=0.9996, 采用内标法定量线性更

好。因此, 本研究选用以赤藓糖醇为内标物质的内标法。 
 

 
 

图 6  内标法定量标准曲线 

Fig.6  Quantitative standard curve of internal standard method 

3.4  方法稳定性研究 

精密称取含甘油的蜂蜜样品 5 g, 按 2.3 要求对样品进 

 

 

 
图 7  外标法定量标准曲线 

Fig.7  Quantitative standard curve of external standar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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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操作处理, 在室温下, 设置仪器样品批处理文件, 分别

在 0、1、2、4、24、30 h 等 6 个时间段按 2.4 方法进样

测定, 记录甘油、内标色谱峰峰面积、保留时间(retention 

time, RT)。如表 3 结果所示, 甘油含量的相对标准偏差

(rlative sandard deviation, RSD)RSD=2.86%(n=6), 符合

GB/T 27404-2008《实验室质量控制规范 , 食品理化检  

测》[23]对检测结果精密度的要求。表明处理后的样液在

16 h 内稳定性良好。 

3.5  方法的线性范围、回收率、精密度和检测限 

称取 5 份阴性蜂蜜样品 5.0 g 于 90 mm 蒸发皿中, 各

加入赤藓糖醇使用液 100 µL, 再各加入 2 mg/mL 甘油工作

标准液 125、250、500 µL, 20 mg/mL 甘油工作标准液 125、

250 µL, 之后从 2.3“加入水 1 mL”起进行处理, 得到阴性基

质标准曲线工作溶液。阴性基质中甘油标准溶液系列质量

浓度为 50、100、200、500、1000 mg/kg, 对阴性基质样品

进行处理和测定, 以甘油峰面积与赤藓糖醇峰面积的比值

(Y)对质量浓度 (X, mg/kg)绘制工作曲线 , 回归方程为

Y=0.001212X+0.006932。甘油在 50～1000 mg/kg 范围内线

性良好, 相关系数 r2=0.9996, 满足定量分析要求。此方法

的检测限和定量限分别为 12 和 36 mg/kg。 

在蜂蜜阴性样品中分别添加 50、200、500 mg/kg 的

甘油标准溶液, 按照“2.3”方法处理后做回收率实验, 每个

添加水平重复测定 3 次。结果如表 4 所示, 添加回收率分

别为 94.8%、96.7%和 102.9%, 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5.3%、

4.2%和 2.9%。 

3.6  实际样品的测定 

按本文建立的方法对来自蜂蜜出口企业的 34 个不同

花种的蜂蜜样品进行测定, 结果见表 5。 

用本研究检测了 5 份样品, 并与 GH/T 1106 质谱法检

测的结果比较, 结果见表 6。 

 
表 3  蜂蜜中甘油稳定性检测 

Table 3  Stability determination of glycerin in honey 

序号 甘油峰面积 内标峰面积 甘油含量/(mg/kg) RT 甘油 RT 内标 

1 44786 103688 362.2 6.490 9.240 

2 43179 104303 350.4 6.493 9.240 

3 43588 100006 365.4 6.495 9.240 

4 43989 100437 352.6 6.494 9.243 

5 42273 94874 373.4 6.492 9.245 

6 45998 102625 375.6 6.495 9.246 

平均   363.3   

RSD%   2.86   

 
表 4  空白蜂蜜中甘油的加标回收率和精密度 

Table 4  Recoveries and precisions of glycerin spiked in blank honey samples 

 添加水平/(mg/kg) 回收率 (n=3)/% 精密度 (n=3)/% 

甘油 

50 94.8 5.3 

200 96.7 4.2 

500 102.9 2.9 

 
 

表 5  各种蜂蜜中甘油残留量测定结果 
Table 5  Determination of glycerin residues in various honeys 

序号 蜂蜜名称 编号 甘油峰面积 内标峰面积 甘油含量/(mg/kg) 

1 洋槐蜜 WH20190517-1 12210 94190 112.7 

2 紫云英 WH170529-2 17200 91052 161.6 

3 茴香蜜 NX180611-1 38764 104482 311.9 

4 椴树蜜 WH181110-2 157017 100303 1297.6* 

5 油菜蜜 WH190507-2 96017 106752 7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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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序号 蜂蜜名称 编号 甘油峰面积 内标峰面积 甘油含量/(mg/kg) 

6 苹果蜜 2019 78117 106298 612.2 

7 枸杞蜜 19N- 4277 100331 40.9* 

8 枇杷蜜 2019 479361 108392 3655.5* 

9 杂花蜜 WH190724-3 61251 108904 469.9 

10 荆条蜜 WH190826-2 42264 106977 331.8 

11 党参蜜 190825 109064 108557 834.8 

12 油菜蜜 WH190705-2 562954 103484 4495.2* 

13 乌桕蜜 WH180711-1 54321 113146 401.9 

14 荔枝蜜 WH180503-1 33803 97973 290.5 

15 枣花蜜 NX190509-1 29089 95981 255.8 

16 杂花蜜 WH190524-1 7907 92558 76.2 

17 橡胶蜜 WH170717-1 160558 98467 1351.4* 

18 荔枝蜜 WH180529-3 106297 96077 918.8 

19 柑桔蜜 WH150518-1 270925 93821 2388.8* 

20 葵花蜜 WH190912-1 83446 101704 682.8 

21 杂花蜜 TX160602 183842 77269 1969.2* 

22 荞麦蜜 内蒙 170815 30320 107828 237.8 

23 黄芪蜜 WH141111 376228 102223 3043.1* 

24 苕子蜜 WH1705 174355 102071 1415.4* 

25 苜蓿蜜 NX170420 110980 89690 1026.9* 

26 苦豆草 NX180811-1 68980 90248 636.5 

27 老瓜头 NX181029-2 52181 105055 415.6 

28 泡桐蜜 WH190517-2 5686 105011 50.4 

29 龙眼蜜 WH180518-1 279139 101256 2280.8* 

30 椴树蜜 WH180716-2 129292 100462 1067.8* 

31 山花蜜 WH1906 65305 105138 518.3 

32 桔子蜜 WH180516 46421 83001 467.8 

33 190425-1 190425-1 39928 97381 344.1 

34 200518-1 200518-1 13903 84719 141.2 

注: *为超出线性范围结果。 

 
表 6  蜂蜜中甘油残留量测定结果比较 

Table 6  Comparison of determination of glycerin residues 
 in honeys 

样品编号 
本研究结果 

/(mg/kg) 
GC/MS/MS 结果

/(mg/kg) 
RSD 
/% 

A 305 289.7 3.64 

B 1120 1060 3.89 

C 1005 985.6 1.38 

D 749 700.1 4.77 

E 344 327 3.58 

结果表明, 本研究的方法与 GH/T 1106 方法结果符合

精密度的要求。 

4  结  论 

本研究建立了用水和乙醇溶解样品, 经微粉硅胶吸

附、乙腈提取、离心、蒸干、用流动相溶解、经高效液相

色谱示差检测器测定蜂蜜中甘油的检测方法。在阴性蜂蜜

基 质 中 回 收 率 在 94.8%~102.9%, 相 对 标 准 偏 差

2.9%~5.3%。通过高效液相色谱示差检测器测定蜂蜜中甘

油, 此方法具有简便、快速、重复性好、准确度高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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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前线蜂蜜质量控制提供简便实用的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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