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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１４４５４《香料通用试验方法》由下列部分组成：

———第１部分：香料　试样制备；

———第２部分：香料　香气评定法；

———第４部分：香料　折光指数的测定；

———第５部分：香料　旋光度的测定；

———第６部分：香料　蒸发后残留物含量的评估；

———第７部分：香料　冻点的测定；

———第１１部分：香料　含酚量的测定；

———第１２部分：香料　微量氯测定法；

———第１３部分：香料　羰值和羰基化合物含量的测定；

———第１４部分：香料　标准溶液、试液和指示液的制备；

———第１５部分：黄樟油、黄樟素和异黄樟素含量的测定　填充柱气相色谱法。

本部分为ＧＢ／Ｔ１４４５４的第２部分。

本部分是对ＧＢ／Ｔ１４４５４．２—１９９３《香料　香气评定法》的修订。本部分与ＧＢ／Ｔ１４４５４．２—１９９３

相比，主要是增加了三角评析法。

ＧＢ／Ｔ１４４５４．２—１９９３采用的是成对比较检验法，最终由评价员主观给予评定分值来判定样品是

否可以、尚可、及格或不及格。此法的优点在于简单且不易产生感官疲劳，但缺点是对已知样品进行比

较时，弱势评价员的判断易被专家左右，而不能做出自己的选择。

在本部分中，除保留了成对比较检验法外，我们还参照了多家企业目前执行的三角评析法和有关感

官分析方法中的三点检验法，由主持者主持、小组进行，采用盲测，只记录、不讨论的方式对香料的香气

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定。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香料香精化妆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由芬美意香料（中国）有限公司、上海香料研究所、天津春发食品配料有限公司负责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郭列军、毛天洁、金其璋、邢海鹏。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４４５４．２—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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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料　香气评定法

１　范围

ＧＢ／Ｔ１４４５４的本部分的第一法规定了采用三角评析法来评析和判定待检试样的香气与标样之间

的差别，适用于香料香气的常规控制。

本部分的第二法规定了采用成对比较检验法来评析和判定待检试样的香气与标准样品之间的差

别，适用于香料香气的常规控制。

第一法　三角评析法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ＧＢ／Ｔ１４４５４的本部分。

２．１

三角评析法　犿犲狋犺狅犱狅犳狋狉犻犪狀犵犾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

将４根辨香纸分别标记，用其中２根辨香纸蘸取待检试样，用另外２根辨香纸蘸取标样，混合这

４根辨香纸。任意抽走１根，保留３根，让评价员找出香气不同的那根辨香纸。

２．２

湿法　狑犲狋犿犲狋犺狅犱

对刚准备好（蘸取样品后１０ｍｉｎ以内）的辨香纸进行评析，称为湿法。

２．３

干法　犱狉狔犿犲狋犺狅犱

对准备较长时间后（３０ｍｉｎ以后、４８ｈ之内）的辨香纸进行评析，称为干法。

３　原理

将待检试样与标样进行比较，根据两者之间的香气显性差异来评估待检试样的香气是否可接受。

根据感官分析方法中三点检验法的数学统计模型，在最低的显著水平是５％的情况下，评价员轮流

独立地对准备好的辨香纸进行评析，出示抽出的辨香纸标记符号给主持者，由主持者记录，不讨论。每

人进行３次（勿重复进行），分别对样品的头香、体香和尾香进行评析。把每次评析都视作一次独立判

定，如果为５人的话，共评析１５次，如果抽出正确的辨香纸低于９次，则低于最低的显著水平５％，可判

断待检试样的香气与标样有差异，但在可接受范围内。因此，本方法的操作需由不少于５位（最佳７位，

单数。具体的评价员数及其判断临界值见表１）、经培训合格的或是嗅觉灵敏的评价员组成的评析小组

进行。一次评析的样品量不应超过１５个，以确保评价员集中精力。

４　评析前的准备

４．１　评析室

４．１．１　内部设施均应由无味、不吸附和不散发气味的建筑材料构成，室中应具有洗漱设备。

４．１．２　评析室应紧邻样品制备区，墙壁的颜色和内部设施的颜色应为中性色。推荐使用乳白色或中性

浅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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