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67.180. 10

分类号:X34

备案号:15736-2005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轻 口巳行 业 标 准

QB/T 2684一2005

甘 蔗 糖 蜜

Cane m olasses

2005-03-19发布 2005-09-01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布



QB/T 2684一2005

HU 舌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糖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全国甘蔗糖业标准化中心、云南力量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广东中能酒精有限公司、洋浦南
华糖业集团有限公司、东糖集团有限公司、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蚁细苗、郭剑雄、梁达奉、王俊平、黄华明、王达洲、李锦生、黄家驹、吴玉

变、何仲良。

    本标准首次发布。



QB/T 2684一2005

甘 蔗 糖 蜜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甘蔗糖蜜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从糖膏里分离出来的最终糖蜜作为酒精、酵母、味精等产品生产原料的甘蔗糖蜜。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4789.1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GB/T 4789.2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T 5009.13 食品中铜的测定

3 要求

3.1 感官要求
    色泽深棕、呈砧稠状液体、无异味。

3.2 质量要求
    质量要求见表to

表1质量要求

项 目 指 标

总糖分(蔗糖分+还原糖分)/% ) 48.0

纯度 〔总糖分/折射锤度)/% ) 60.0

酸度 〔 15

总灰分(硫酸灰分)/% 蕊 12.0

铜(以Cu计)/ (mg/kg) 10.0

菌落总数/(cfu/g) 5.0X10'

注:总还原糖、纯度低于以上指标值及酸度、总灰分、菌落总数高于以上指标值时，若买卖双方仍要进行交易，

    可制定详细的合同，按质论价。

4 试 验方法

4.1 总糖分

4.1.1 蔗糖分的测定

4.1.1.1 方法提要

    采用二次旋光法测定。测得甘蔗糖蜜溶液转化前后的旋光读数，按相关公式进行计算，求得其蔗糖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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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 仪器、设备

4.1.1.2.1 检糖计

    检糖计应是根据国标糖度标尺，按糖度(Z)刻度的，测量范围能够从一300Z -120'Z，并用标准

石英管加以校准。按旧糖度(S)刻度的检糖计仍可使用，但读数须乘上一系数0.99971转换为Za

4.1.1.2.2 旋光观测管

    长度((200.0010. 02) mm或(100.00-10.01) mm。须由法定的计量机构出具合格证明，或者用具有

该证明的观测管来进行校检。

4.1. 1.2.3 容量瓶，100mL, 500mL.

4.1.1.2.4天平，精确至士。.001 go

4.1.1.2.5 精密温度计，0.1℃刻度。

4.1.1.3 试剂

4.1.1.3.1碱性乙酸铅 [Pb (CH3000)2-Pb (OH) 21

4.1.1.3.2 盐酸溶液(24.85 0Bx)

    以浓盐酸(相对密度 1.19) 1000 mL缓缓加入蒸馏水 850 mL中，并准确修正其密度至 24. 85'Bx

  (200C)

4.1.1.3.3氯化钠溶液(231.5g/L)
    称取在120℃干燥过的氯化钠231. 5 g,溶于适量蒸馏水中，移入1000 ML容量瓶，加蒸馏水稀释

至刻度

4.1.1.4 测定步骤

4.1.1.4.1检糖计的校准
    检糖计要用经法定的计量机构检定合格的标准石英管校准。

4.1.1.4.1.1 石英管旋光度的温度校正
    使用检糖计(没有石英楔补偿器的)读取石英管读数时的温度应测定，并记录到0.20C，如果这个

温度与20℃相差大于士0.50C，则用式(1)进行标准石英管旋光度的温度校正。

a,=a,,[1+1.44x100(t一20)]

    式中:

    t— 读取石英管读数时石英管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

    a,- t℃时，标准石英管的旋光值，单位为Z;

  a,o—      20℃时，标准石英管的旋光值，单位为Z·
4.1.1.4.1.2 不同波长下石英管读数的换算系数
    石英管的糖度读数在不同波长下以绿色汞光(波长546nm)为基准，

                                                表 2

·········....··············⋯ ⋯ (1)

可按表2进行换算。

光源 波长向m 换算系数

白炽光经滤光 587 1.001 809

黄色钠光 589 1.001 898

氦一氖激光 633 1.003 172

4.1.1.4.2 样 液淮备

    称取甘蔗糖蜜样品(43.333士。.001) g于烧杯中，加入适量蒸馏水使其完全溶解，定容于 500 mL
容量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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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3测定

JRM&9}} 200mL}̀f 3(i  }7, Mh  ,tLG,},W 2g  Pi: ,''6J, 11  , U'At      V A      SOmLo}i}, 51}}1}I}}Ĵ1oomLa}#}}, }}-Jft}fin>\}1,}}J}aN}<231.sgiL)lomL, }F}JU 'c}71c}iltx, #1;'=1, tA }h,l}i h.}J>li Dls, &Af 200mmAi9N i !9     i ' c,  1}r St 2 PMA4 Ai
数P，并记录读数时糖液的温度。在另一瓶中先加蒸馏水20 mL，再加盐酸((24.85啄一)10 mL，插入温

度计，在水浴中准确加热至600C，并在此温度下保持10 min(在最初3 min内应不断摇荡))o取出，浸
入冷水中，迅速冷却至读取直接旋光读数时的温度，用少量蒸馏水冲洗沽在温度计上的糖液于容量瓶内，

取出温度计，加水至刻度(如溶液色泽较深可加入少量锌粉沐充分摇匀，如发现混浊则应过滤。用200 mm

观测管测其旋光读数，以此数乘2得转化旋光读数p ,c项值)，并用。.1℃刻度温度计测出读数时糖液温

度，(测P及P‘时的糖液温度，二者相差应不超过10C)o
4.1.1.4.4计算及结果表示
    甘蔗糖蜜样品蔗糖分S，数值以%表示，按式(2)计算，结果取到小数点后份位数。

S=100(P一P') x3/ [132.56一0.0794(13一K)一0.53 (t一20)] (2)

  式中:
    S- 蔗糖分，%;
    尸— 直接旋光读数;

    尸‘— 转化旋光读数(负值);

      t— 测尸，时糖液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S - 8. 666 7 x锤度/2a

4.1.1.4.5 允许误差

    两次测定值之差应不超过其平均值的2%.

4.了.2还原糖分的测定
4.1.2.1 方法提要

    按兰一艾农恒容法测定。用甘蔗糖蜜样液滴定一定量的费林氏试剂，滴定前加入预d1V的水量以保持
最终容量恒定(75 mL )。根据耗用样液的量，计算还原糖的含量。 -

4.1.2.2仪器、设备
4.1.2.2.1 锥形瓶，300 mL o

4.1.2.2.2 滴定管，50 mL，刻度0. 1 MI。

4.1.2.3 试剂

4.1.2.3.1 纯蔗糖

JE 400CM        M*,    700g/L VR  7 Jx'la'  '}Gl_n}}   'c r1 , t  ~t )$t#  P)A, }A1     Ji}'i} pH8.0, PJR$I)J 80pm̂120pmn9AAO9fO, 'r}'1 7Jf1}7c}kZ} } Y #'> 'Almf,t1AZ,$     7 }'71<-}}Z,       AE}j73:7, i À1'    f}f     f}i{?e]:,         15h )A, 5}AthA}̀Jti":}}1} Aaa, M 70% (t }a5M) L  &l5̀m, 1ATAA-If'kri:,   #%t='L:}'J        1 ( -loo4.1.2.3.2 6* ix iVrA (log/L)}k t1                   531t94.si } 5  1 : =xii}Y&        ; =3.-sog, fffM'M7,Ml20mL         v
然后用蒸馏水稀释至刻度。吸取该溶液loo ML(含10g转化糖)于1000 ML容量瓶中，在不断摇荡下，
加入氢氧化钠溶液((1mo1/L)调节至pH约3.0(所加入的碱量可先用下法确定:另取转化糖液50 mL,
以甲基橙作指示剂，以氢氧化钠溶液< 1 mo 1 /L)滴定至红色恰好变为橙色为止，所耗用的氢氧化钠溶液

的量乘以2即为要加入的碱量)，调节pH后加入己用热水溶解的苯甲酸2g，摇匀，冷却后稀释至刻度·
此溶液每loo ML含转化糖1g，可作为稳定的贮备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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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3 标准转化糖液(2. 5 g/L )

    准确吸取标准转化糖液(10 g/L) 50 mL,移入200 mL容量瓶中，加酚酞指示液5滴，在不断摇荡
下滴入氢氧化钠溶液(0.5mo1/L)，直至浅红色出现而不褪色为止，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4.1.2.3.4 费林氏试剂

4.1.2.3.4.1 配制

    费林氏溶液分甲液、乙液，分别配制贮存，在使用之前按规定迅速混合。混合时要准确加入等容量
的甲液于乙液中，并严格按规定的次序加入，否则开始形成的氢氧化铜沉淀的再溶解会不完全。

    a) 甲液:称取硫酸铜(CUS04.5 H20) 69.28 g，用蒸馏水溶解后，移入1000 ML容量瓶中，加水

        至刻度，摇匀，过滤即成。

    b) 乙液:称取酒石酸钾钠(NaKC4H406. 4 H20) 346 g溶于蒸馏水约500 mL中;另称取氢氧化钠

        loo g溶于蒸馏水约200 mL中。将二者混合，移入1000 ML容量瓶中，加水至刻度，放置2d,
        如液面降低，应再加水至刻度，摇匀，过滤即成。

4.1.2.3.4.2 标定

    分别用移液管吸取费林氏溶液乙、甲液各10 ML，移入300 mL锥形瓶中，加蒸馏水 15 m1，从滴

定管加入标准转化糖液((2.5 g/L) 39 mL，轻轻摇匀，将锥形瓶置于铺有石棉网的电炉上加热使溶液沸
腾，准确煮沸2 min，加四甲基蓝指示液3滴。在糖液保持沸腾的状态下，从滴定管继续滴加转化糖液，
至四甲基蓝蓝色刚刚消失为止，即为终点。整个滴定过程溶液应保持沸腾，且滴定终点应在加入四甲基

蓝后 1 min内达到，如果费林氏溶液浓度准确，则滴定耗用的标准转化糖液(2. 5 g/L)恰为40 mL，否
则，应按式((3)计算其浓度校正系数。

                                            K=V/40 ·····················。·。···············⋯⋯ (3)

    式中:

    K- 费林氏溶液浓度校正系数;
    V— 滴定耗用标准转化糖液量，单位为毫升(mL)o

4.1.2.3.5 中性乙酸铅溶液(540Bx)

    称取中性乙酸铅500g，加蒸馏水1000 mL溶解后静置，取上层清液过滤·在滤液中滴加乙酸使呈
中性或微酸性(用石蕊试纸检验)，再用不含二氧化碳的水稀释至540Bx(相对密度1.25)0
4.1.2.3.6 脱铅剂

    称取磷酸氢二钠(Na2HP04. 12 H20) 70 g，草酸钾(K2C204 - H2O) 30 g，加蒸馏水溶解后稀释至
1000 mL o

4.1.2.3.7四甲基蓝溶液(10 g/L)
    称取四甲基蓝Log，加蒸馏水溶解后定容至100 ML.

4.1.2.4 测定步骤

4.1.2.4.1 样液制备

    用移液管吸取甘蔗糖蜜样液(4.1.4.2) 50mL于200 mL容量瓶中(或视还原糖含量高低而定)，加
入中性乙酸铅溶液(54 0Bx ) 2 mL，充分摇匀后加入脱铅剂6mL，摇匀后加蒸馏水至刻度。充分摇匀，

随即过滤。

4.1.2.4.2 测定

4.1.2.4.2.1 预检

    分别用移液管先后吸取费林氏乙、甲液各10 ML于300 mL锥形瓶内，混匀。从滴定管加入糖液25 mL

于锥形瓶内，再加入蒸馏水15mL,摇匀，放在铺有石棉网的电炉上加热，并准确煮沸2 min(用秒表控制)，
加入四甲基蓝指示液3滴，在糖液保持沸腾的状态下继续滴加糖液至蓝色刚刚消失为止，即为终点。此

项操作应不超过I min，使整个沸腾和滴加操作总时间控制在3 min内。记录滴定耗用配制糖液毫升数。
    所需加水量等于75 mL减去配制糖液耗用量与费林氏试剂量(20 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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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4.2.2 复检

    按上述次序吸取费林氏试剂乙、甲液各 10 ML于300 mL锥瓶内，加入预检时测得的加水量，从滴

定管加入比预检耗用量约少1 ML的配制糖液，摇匀。滴定手续和预检相同，整个沸腾时间和滴加操作

总时间控制在3 min内。

4.1.2.4.3 计算及结果表示

    甘蔗糖蜜的还原糖分G，数值以%表示，按式((4)计算，结果取到小数点后一位数。

4.1.2.4.3.1 蔗糖含量

                                          G=mVS/10000 ······。··························⋯⋯ (4)

    式中:

    G— 消耗配制样液中含蔗糖量，单位为克(g);

    m—      100mL配制样液含样品量，单位为克((g);
    V 滴定耗用配制样液量，单位为毫升(mL);

    S— 样品蔗糖分，%。

4.1.2.4.3.2 由G查表3得校正系数r，则甘蔗糖蜜样品还原糖分R，数值以%表示，按式(5)计算，

结果取到小数点后一位数。

R =1000厂K/mV ·································⋯⋯ (5)

    式中:

    R— 还原糖分，%;

    r— 校正系数;
    K— 费林氏溶液浓度校正系数;
    m—      l00mL配制样液含样品量，单位为克(g);

    V 滴定耗用配制样液量，单位为毫升(ML ).

4.1.2.4.3.3 允许误差

    两次测定值之差不得超过其平均值的2%.

                          表3 兰一艾农恒溶法测定还原糖校正系数表

消耗配制糖液中含蔗糖量/g 校正系数r 一消耗配‘“糖液中含蔗糖量/g 校正系数r

0 1.000 一 0.828

2.0 0.946 一 0.811

4.0 0.912 一 0.802

6.0 0.887 一 0.791

8.0 0.865 一 0.780

10.0 0.849

注:查本表时对介于两个相邻数值之间的含蔗糖量，可用插入法求出校正系数

4.2 睡度

4.2. 1 方法一(折射法)

    甘蔗糖蜜经稀释一定倍数后，在折射仪上测其可溶性固体物质，经温度校正，乘以稀释倍数可得糖

蜜的折射锤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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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仪器、设备 一
4.2.1.1.1阿贝折射仪卜折射率测量范围1.300-1.700.分划板上折射率最小分度值0.001.秸AM
度测量范围(%)0̂ 95分划板上糖量浓度(%)最小分度值0.50
4.2. 1.1.2 温度计，00C-300C，刻度0.1 0C o

4.2.1.2 测定步骤

4.2. 1.2.1样品处理-    甘蔗糖蜜样品经充分搅拌后加蒸馏水进行质量稀释3-4倍，充分搅拌均匀。
4.2.1.2.2校正 _
    用蒸馏水校正仪器，20 0C时蒸馏水的折射率为1.33299，若温度不在200C，可查蒸馏水折射率表，

调节仪器的示值与该温度对应的折射率相符即可

4.2.1.2.3测定    打开折射仪的棱镜，滴加适量的样液于棱镜上，迅速闭合并锁紧·待样液达到棱镜温度时，调节光
源及读数反射镜，使视场明亮，转动棱镜手轮，使视场中明暗分界线恰在十字线中心，读取样液的折射
锤度及测定时的温度。

4.2.1.2.4计算及熊表示 -甘蔗糖蜜的折射锤度按式(6)计算，数值以%表示，计算结果取到小数点后一位数。

折射锤度(%)一N (B,+ k) ············，·················⋯⋯(6)

式中:

  N -

  B—

    k-

稀释倍数;

t℃时糖液的折射锤度;

t℃时折射锤度温度校正数，见表4.

                一_表4 折射锤度温度校正数

4.2. 1.2.5 允许误差

    两次测定值之差不得超过其平均值的2%0



QB/T 2684一2005

4.2.2 方法二 (密度法)

4.2.2.1 仪器、设备

4.2.2.1.1糖锤度计，刻度0. 1 0Bx。
4.2.2.1.2 温度计，00C-300C，刻度0.10C.

4.2.2.2 测定步骤

4.2.2.2. 1 样品处理

    甘蔗糖蜜样品经充分搅拌后加蒸馏水进行质量稀释约2倍，充分搅拌均匀。

4.2.2.2.2 测定

    用少许混匀后的样液洗涤锤度测定筒内壁后弃去，然后盛满样液，静置，待样液中气泡全部浮上液
面后并除去。把样液冲洗过的糖锤度计徐徐插入筒中(如锤度计内不附温度计的，则另行插入温度计)，

放置5 min后读取样液的观测锤度和温度。

4.2.2.2.3 计算及结果表示
    甘蔗糖蜜的密度锤度按式(7)计算，数值以%表示，计算结果取到小数点后一位数。

                                  密度锤度(% ) = N(Bx+k) ·····⋯⋯. (7)

    式中:

    N— 稀释倍数;
    Bx—      t℃时糖液的观测锤度，单位为’Bx;

    k—       t 'C时密度锤度温度校正数，见表5.

                                  表5 密度锤度温度校正数

温度厂℃ 、度校正数/,B一 温度/℃ 锤度校正数/"Bx 一温度/℃ 锤度校正数/口Bx

10       一一 -0.21 一 +031

11       一一 18 -0.14 一 25 +0.38

12 -0.56、一一 -0.07 一 +0.47

13       一 20 0.00 一 十0.54

14       一 21 +0.08 28 +0.62

15     一 22 +0.15 一 +0.70

16     一一 +0.23 一 +0.78

注:以样液温度为200C，锤度为450Bx时为基准，可应用于锤度400Bx -500Bx的溶液温度校正

4.2.2.2.4 允许误差

    两次测定值之差不得超过其平均值的2%.
4.3 酸度

4.3.1 方法提要

    甘蔗糖蜜酸度是以loo g样品所耗用氢氧化钠溶液((1 mol/L)的毫升数表示。本法采用pH酸度计
控制被测溶液的pH在7.00士0.02，通过滴定耗用的氢氧化钠溶液量可计算得出糖蜜的酸度。

4.3.2仪器、设备
4. 3. 2. 1  pH(酸度)计，分度值或最小显示值0. 02 pH.
4.3.2.2 滴宁管，刻度 0.1 mL



QB/T 2684一2005

4.3.3 试ff9

4.3.3.1 氢氧化钠标准溶液(0. 1 mol/L )
    量取氢氧化钠饱和溶液 5. 2 mL，用不含二氧化碳的蒸馏水稀释至 1000 mL，用基准邻苯二甲酸氢

钾进行标定。

4.3.3.2 中性蒸馏水

    用氢氧化钠溶液((0.1 mol/L)调节蒸馏水至pH (7. 0士0.1)0

4.3.4 测定步骤
4.3.4.1 样液制备
    糖蜜经搅拌均匀后，称取5.00g于烧杯中，用中性蒸馏水100 ML溶解。

4.3.4.2 测定

    以合适的缓冲溶液校正pH计，将用中性蒸馏水冲洗过的电极插入样液中，边搅拌边滴加氢氧化钠
标准溶液((0.1 mol/L )，至样液的pH为7.00士0.02为止，即为终点。记录耗用标准溶液的毫升数。

4.3.4.3 计算及结果表示
    甘蔗糖蜜的酸度按式(8)计算，结果取到小数点后一位。

                                  酸度=100cV/5=20 cV ····。····⋯⋯ (8)

式中:

c 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
V— 滴定耗用氢氧化钠标准溶液量，单位为毫升(ML).

4.3.4.4 允许误差

    两次测定值之差不得超过其平均值的5%.

4.4 总灰分

4.4. 1 方法提要
    甘蔗糖蜜经浓硫酸处理后于高温炉中灼烧，得到的残留物即是样品的硫酸灰分。

4.4.2 仪器、设备
4.4.2. 1 高温炉，0℃一10000C o

4.4.2.2 石英柑祸，100 ML.

4.4.3 试剂

4.4.3.1 浓硫酸。

4.4.4 测定步骤

4.4.4.1 测定

    用灼烧至恒重的石英增锅，称取样品5g-10g，加入浓硫酸5 mL-10 mL，于电炉上加热至完全碳
化，放入高温炉中在550℃下灼烧至灰白色。取出置于干燥器内冷却，加入浓硫酸几滴润湿，再放入高

温炉中，在650℃下灼烧至恒重，冷却，称重。

4.4.4.2 计算及结果表示
    甘蔗糖蜜的总灰分(硫酸灰分)数值以%表示，按式((9)计算，结果取到小数点后一位数。

                            硫酸灰分(%)=100(m,一m,) } mi ·。··⋯⋯. (9)

    式中:

    m,— 样品质量，单位为克〔9):
    。2— 增祸质量，单位为克((g);
    m,— 灼烧后柑祸与残留物的总质量，单位为克(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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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3 允许误差

    两次测定值之差不得超过其平均值的2%0
4.5 铜

    按GB/T 5009.13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4.6 菌落总数

    按GB/T 4789. 1-GB/T 4789.2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5 检验规则

5.1交收检验

5.1.1每一次交货的甘蔗糖蜜为一个交收批，每批糖蜜应附有产地的质量证书。收货方凭质量证书收
货，但交收双方均有权提出在现场抽检或抽样封口保存。日后若有质量争议，以符合贮存条件保管的封

存样品作为仲裁检验样品，由质量仲裁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结果为该批甘蔗糖蜜仲裁检验结果。

5.1.2 甘蔗糖蜜的每个交收批为一个检验批。
5.2 抽样规则

    由供收双方代表从每罐(运输罐)糖蜜的上、中、下各层吸取约30 mL样品于同一容器中，充分搅

拌混匀作为该批甘蔗糖蜜样品量。或按供收双方所签订合同的抽样规则进行抽样。在供收双方的书面合

同中，应写明国家认可的质量检验机构为仲裁检验机构。

6 运输、贮存

    运输工具应清洁、千净。严禁与有害、有毒、有异味和其他易污染物品混运、混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