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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讲：常用玻璃仪器的洗涤干燥及保留

§ 第四讲：分析试验室用水的规格及检查措施

§ 第五讲：食品检查用化学物试剂

§ 第六讲：溶液浓度表达措施及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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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食品检查用水  

一、检查用水的规定

化学检查应使用纯水，一般是蒸馏水或去离子
水。

有的试验规定用二次蒸馏水或更高规格的纯水。

纯水并非绝对不含杂质，只是杂质含量极其微
量而已。

分析化学试验用水的级别及重要技术指标，见
表1.1。 



表1  试验室用水的级别及重要技术指标
（载自GB6682－92）



  (一)蒸馏水

§   通过蒸馏措施、除去水中非挥发性杂

质而得到的纯水称为蒸馏水。

§  同是蒸馏所得纯水，其中具有的杂质

种类和含量也不一样。 用玻璃蒸馏器

蒸馏所得的水具有Na+和SiO2 等；而

用铜蒸馏器所制得的纯水则也许具有

Cu2+离子。



(二)去离子水

§   运用离子互换剂清除水中的阳

离子和阴离子杂质所得的纯水，

称之为离子互换水或“去离子水

”。

§ 未进行处理的去离子水也许具有

微生物和有机物杂质，使用时应

注意。 



§   既可用去离子水，也可采用蒸馏水。一般检查用三级水即可满足检查规定。

§        一级水用于有严格规定的分析试验，包括对颗粒有规定的试验，如高效液相色谱

用水。一级水可用二级水通过石英设备蒸馏水或离子互换混合窗处理后，再0.2纳米微

孔滤膜过滤来制取。

      二级水用于无机痕量分析等试验，如原子吸取光谱人系用水。二级水可用多次蒸馏

或离子互换等制得。

      三级水用于一般的化学分析试验。三级水可用蒸馏或离子互换的措施制得。

§ 试验用纯水必须注意保持纯净、防止污染。

§ 一般采用以聚乙烯为材料制成的容器盛载试验用纯水。

(三)食品检查用水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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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批纯水，都必须进行质量检查。

§ 一般应到达如下原则：

§ （1）用电导仪测定的电导率不不小于或等于
530μS/cm(25℃)。 

§ （2）酸度呈中性或弱酸性，pH=5.0～
7.5(25℃)。 

§ （3）无有机物和微生物污染。 

§ （4）钙、镁等金属离子含量合格 。

§ （5）氯离子含量合格 。

(四)食品分析用水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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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试剂是符合一定质量原则的纯度较高的
化学物质，它是分析工作的物质基础。

§  能否对的选择、使用化学试剂，将直接影响

到分析试验的成败、精确度的高下。

§ 食品检查人员必须充足理解化学试剂的性质、
类别、用途与使用方面的知识。 

第五讲  食品检查用化学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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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试剂种类繁多，其分类及分级原则也不尽一致。

根据质量原则及用途的不一样，化学试剂可大体分为
:

原则试剂

一般试剂

高纯试剂

专用试剂

（一）化学试剂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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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则试剂

      原则试剂是用于衡量其他（欲测）物

质化学量的原则物质，习惯称之为基准试剂，

其特点是主体含量高，使用可靠。

      我国规定滴定分析第一基准和滴定分

析工作基准的其主体含量分别为1000.02%
和1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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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食品检查中重要原则试剂及用途

类        别 主  要  用  途 

滴定分析第一基准试剂 工作基准试剂的定值 

滴定分析工作基准试剂 滴定分析标准溶液的定值 

滴定分析标准溶液 滴定分析法测定物质的含量 

杂质分析标准溶液 仪器及化学分析中作为微量杂质分析的标准 

一级pH基准试剂 pH基准试剂的定值和高精密度pH计的校准 

pH基准试剂 pH计的校准（定位） 



（2）一般试剂/一般试剂

§ 一般试剂是试验室最普遍使用的试剂，其规格是

以其中所含杂质的多少来划分，包括通用的一、

二、三、四级试剂和生化试剂等。

§ 一般试剂的分级、标志、标签颜色和重要用途列

于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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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一般化学试剂的规格及选用

级别 中文名称 英文符号 适用范围 标签颜色 

一级 优级纯　　　
（保证试剂） 

G R 精密分析实
验 

绿色 

二级 分析纯　　　
（分析试剂） 

A R 一般分析实
验 

红色 

三级 化学纯 C P 一般化学实
验 

蓝色

四级 实验试剂 L R 一般化学实
验辅助试剂 

棕色或其它
颜色 

生化试剂 生化试剂　　　
生物染色剂 

B R 生物化学及
医用化学实
验 

咖啡色

玫瑰色 



（3）专用试剂

     专用试剂顾名思义是指专门用途的试剂。

例如在色谱分析法中用的色谱纯试剂、色谱

分析专用载体、填料、固定液和薄层分析试

剂，光学分析法中使用的光谱纯试剂和其他

分析法中的专用试剂。

    专用试剂除了符合高纯试剂的规定外，更

重要的是在特定的用途中、其干扰的杂质成

分不产生明显干扰的程度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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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高纯试剂

§高纯试剂主体成分含量一般与优级纯
试剂相称，但杂质含量很低，并且杂
质检测项目比优级纯或基准试剂多
1~2倍。

§高纯试剂重要用于微量分析中试样的
分解及试液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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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试剂要根据检查项目的规定和检查措
施的规定，合理、对的地选择使用。

§例如，配制铬酸洗液时，仅需工业用的
K2Cr2O7和工业硫酸即可。

§食品检查常用分析纯试剂(AR)。

§对于滴定分析常用的原则溶液，应采用分
析纯试剂配制，再用基准试剂标定. 

（二）化学试剂的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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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纯试剂与基准试剂

§ 分析纯试剂：
    红色标签

§ 基准试剂：
    绿色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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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打开瓶盖（塞）取出试剂后，应立即
将瓶（塞）盖好，以免试剂吸潮、沾污和变
质。

§  （2）瓶盖（塞）不许随意放置，以免被其

他物质沾污，影响原瓶试剂质量。

§  （3）试剂应直接从原试剂瓶取用，多取试

剂不容许倒回原试剂瓶。

（三） 使用试剂注意事项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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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固体试剂应用洁净干燥的小勺取用。取用强碱

性试剂后的小勺应立即洗净，以免腐蚀。

 （5）用吸管取用液态试剂时，决不许用同一吸管同

步吸取二种试剂。

 （6）盛装试剂的瓶上，应贴有标明试剂名称、规格

及出厂日期的标签，没有标签或标签字迹难以识别

的试剂，在未确定其成分前，不能随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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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试剂：使用三氯甲烷、四氯甲碳、乙醚、苯、丙酮、

            己烷等低沸点有机溶剂时，一定要远离火源

            和热源。装有上述试剂的试剂瓶应封严，并

            放在阴凉处保留。

            使用有毒有机溶剂时应在通风橱内操作，防

            止意外事故发生。

 无机试剂：浓酸、浓碱具有强烈的腐蚀性。使用浓硝酸、

            浓盐酸、浓硫酸、高氯酸及氨水时，应在通    

            风橱中操作。如上述试剂溅到皮肤上或眼内，

            应立即用水冲洗，然后用5%NaHCO3或5%H3BO3                        

            冲洗。

 标    识：自配试剂应贴标签，并注明化合物名称、浓

             度、配制日期，以及配制人姓名。



§ 试剂放置不妥也许引起质量和组分的变化，

因此，正保证存试剂非常重要。

§ （1）一般化学试剂应保留在通风良好、洁

净的房子里，防止水分，灰尘及其他物质

的沾污，并根据试剂的性质采用对应的保

留措施和措施。

（四）试剂的保留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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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轻易腐蚀玻璃影响试剂纯度的试剂，应保留在

塑料或涂有石蜡的玻璃瓶中。

         如：氢氟酸、氟化物（氟化钠、氟化钾、

氟化铵）、苛性碱（氢氧化钾、氢氧化钠）等。

 （3）见光易分解，遇空气易被氧化和易挥发的试剂

应保留在棕色瓶里，放置在冷暗处。

          如过氧化氢（双氧水）、硝酸银、高锰酸

钾、草酸等属见光易分解物质；

           氯化亚锡，硫酸亚铁，亚硫酸钠等属易

被空气逐渐氧化的物质；

          溴、氨水及大多有机溶剂属易挥发的物质。
续



（4）吸水性强的试剂应严格密封保留。

      如：无水碳酸钠，苛性钠，过氧化物等。

 （5）易互相作用、易燃、易爆炸的试剂，应分开贮存在

阴凉通风的地方。

        如：酸与氨水、氧化剂与还原剂属易互相作用物

质；有机溶剂属易燃试剂；氯酸、过氧化氢、硝基化合

物属易爆炸试剂等。

（6）剧毒试剂应专门保管，严格取用手续，以免发生中

毒事故。

        如：氰化物（氰化钾、氰化钠）、氢氟酸、二氯

化汞、三氧化二砷（砒霜）等属剧毒试剂。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B%A8%B2%DD%CD%BC%C6%AC&in=1548&cl=2&cm=1&sc=0&lm=-1&pn=137&rn=1&di=721200165&ln=2000&fr=&ic=0&s=0&se=1


第六讲 溶液浓度表达措施及配制

§ 1、检查措施的一般规定

§ (1)称取  是指用天平进行的称量操作，其精度规
定用数值的有效数位表达，

§    如“称取20.0g…”指称量的精度为±0.1g；   

§       “称取20.00g…”指称量的精度为0.01g。

§ (2)精确称取  是指用精密天平进行的称量操作，
其精度为  +0.0001g。

§ (3)恒量  是指在规定的条件下，持续两次于燥或
灼烧后称定的质量差异不超过规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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