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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现行的油脂极性组分检测NJ\1'!""!""!$为依据!对R>FI0""&4!"!(!""(.食用植物油煎炸

过程中的极性组分";V$的测定/的柱层析法!R>0""&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油中极性

组分";V$的测定/中的制备型快速柱层析法和柱层析法进行比对实验% 结果发现&R>FI0""&4!"!(

!""(的柱层析法的检测结果与NJ\标准的检测结果差异较大!一致性差#而R>0""&4!"!(!"#/ 中的

制备型快速柱层析法和柱层析法的检测结果与NJ\标准的检测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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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油脂的极性组分$是油脂的主要成分甘油三酯

发生氧化或降解后产生的极性较强的脂质化合物的

统称(# %()

& 极性组分的含量是目前国内外评价食用

油脂在煎炸过程中劣变程度的重要指标(' %0)

& 传统

的检测油脂中极性组分含量的方法是硅胶玻璃柱层

析技术$即将油脂中的极性组分和非极性组分完全

分离后$定量测定获得的非极性组分含量$最终推算

出极性组分的含量& 目前$国外主流的油脂中极性

组分含量检测的标准技术均是如此$且其技术方法

都基本一致(/ %&)

& 国内传统的油脂极性组分检测标

准技术(#")虽然在原理上与国外标准是一致的$但在

许多技术操作和方法上有明显的不同& !"#/ 年 (

月我国颁布实施了油脂极性组分检测的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其中不仅首次制定了油脂极性组分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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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备型快速柱层析法$还有改进的柱层析法& 本

研究以现行的油脂极性组分检测 NJ\标准(/)为基

准$对R>FI0""&4!"!*!""(-食用植物油煎炸过程

中的极性组分";V#的测定.的柱层析法$以及 R>

0""&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油中极性

组分";V#的测定.中的制备型快速柱层析法和柱层

析法进行比对&

67材料与方法

#4#K实验材料

#4#4#K原料与试剂

!" 个各类食用植物油样品$采样自上海各大超

市!(" 个不同煎炸程度的煎炸油样品$由实验室用

大豆油%玉米油等种类的植物油在 !""c左右煎炸

#" p0" 7 获得!(" 个不同来源的餐厨废油脂样品$

采样自上海多个不同的饭店和食堂的厨房$并经过

实验室的精炼处理& 以上 1" 个油脂样品构成比对

样品组&

乙醚%石油醚"沸程 (" p/"c#%丙酮%三氯甲

烷%冰醋酸%&0G乙醇%磷钼酸$分析纯!海沙$化学

纯!层析用硅胶"#"" p!"" 目#$国药集团化学试剂

有限公司!硅胶 /" 和硅胶 /" 薄层层析板$默克化工

技术"上海#有限公司!)\;V!" 型 WMLJU柱$博纳

艾杰尔科技有限公司&

#4#4!K仪器与设备

)\;V型中压制备液相色谱系统和配套 (" +M

玻璃收集管及 # """ +M小口玻璃收集瓶"以下简称

)\;V系统#$博纳艾杰尔科技有限公司!油脂极性

组分分离专用玻璃层析柱和 !0" +M平底烧瓶$国药

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0!L型旋转蒸发仪$

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分析天平$精度 "4""" # E$赛

多利斯公司!miW%/"!" 型真空恒温干燥箱$上海姚

氏仪器设备厂&

#4!K实验方法

#4!4#K比对样品组中样品极性组分的测定

按照文献(/)的要求$对比对样品组中的 1" 个

油脂样品进行极性组分含量的测定$获得每个油脂

样品极性组分含量的基准测定值&

#4!4!KR>FI0""&4!"!*!""( 柱层析法的比对

测定

按照文献(#")的要求$从比对样品组中选取 #'

个不同极性组分含量的油脂样品$分别测定各自的

极性组分含量$并与基准测定值作比较&

#4!4(KR>0""&4!"!*!"#/ 中柱层析法的比对

测定

按照文献(##)的柱层析法要求$从比对样品组

中选取 #' 个不同极性组分含量的油脂样品$分别测

定各自的极性组分含量$并与基准测定值作比较&

#4!4'KR>0""&4!"!*!"#/ 中制备型快速柱层析

法的比对测定

按照文献(##)的制备型快速柱层析法要求$从

比对样品组中选取 #' 个不同极性组分含量的油脂

样品$分别测定各自的极性组分含量$并与基准测定

值作比较&

87结果与讨论

!4#KR>FI0""&4!"!(!""( 中柱层析法的比对

结果

#' 个不同极性组分含量油脂样品的 R>FI

0""&4!"!*!""( 柱层析法和 NJ\1'!""!""!#柱层

析法的油脂极性组分含量检测结果比对见表 #&

表 67X<WU?TTCP8T8)8TT= 柱层析法与_KMB>8T#8TT8$

柱层析法的油脂极性组分含量检测结果比对

样品

号

极性组分含量FG

NJ\1'!""!""!#

柱层析法"基准值#

R>FI0""&4!"!*

!""( 柱层析法

相对

偏差FG

# #&4/ #'4! %!$4/

! #'4" #$41 !$4#

( !/40 !"4# %!'4!

' 04" &4$ &'4"

0 $41 '4# %'$4'

/ #!4/ #$40 (14&

$ !14# (041 !$4'

1 !#4! #(4! %($4$

& 141 #04" $"40

#" !04! #14# %!14!

## /41 #!4/ 104(

#! ('4" !'4/ %!$4/

#( #$41 !(4& ('4(

#' #"4# /4! %(14/

KK通过对表 # 中的数据进行线性回归的统计分

析$即以每个油脂样品极性组分含量的 NJ\1'!"

"!""!#柱层析法测定值为横坐标$其相应的 R>FI

0""&4!"!*!""( 柱层析法测定值为纵坐标$获得这

#' 个油脂样品的数据点$进而以这 #' 个数据点拟

合一阶回归曲线$获得的一阶回归曲线的线性相关

系数5

!

e"40(# 1$表明这两种柱层析法的油脂极性

组分含量检测结果间有明显的差异$并不一致& 然

后$通过对 R>FI0""&4!"!*!""( 柱层析法与 NJ\

1'!""!""!#柱层析法的仔细比较$发现虽然这两种

柱层析法的基本技术原理是一致的$但在许多操作

的技术细节要求上有明显的不同& 例如$NJ\1'!"

"!""!#标准和其他国外相关的标准($ %&)均要求$采

用的硅胶必须是默克公司生产的硅胶 /"$或性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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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于该型硅胶的$而 R>FI0""&4!"!*!""( 中无此

要求$因此如果采用不同型号的硅胶$由于性能之间

的差异$极有可能导致检测结果的差异!此外$在层

析柱的形制%脱溶技术%硅胶的装柱量等多个技术细

节方面$此两项标准都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些也都可

能是导致此两项柱层析法的检测结果间一致性差的

原因&

!4!KR>0""&4!"!(!"#/ 中柱层析法的比对结果

#'个不同极性组分含量油脂样品的 R>0""&4

!"!*!"#/中柱层析法和 NJ\1'!""!""!#柱层析法

的油脂极性组分含量检测结果比对见表 !&

表 87X<?TTCP8T8)8TT6@ 柱层析法与_KMB>8T#8TT8$

柱层析法的油脂极性组分含量检测结果比对

样品号

极性组分含量FG

NJ\1'!""!""!#

柱层析法"基准值#

R>0""&4!"!*!"#/

柱层析法

相对

偏差FG

# #&4/ #&4" %(4#

! #'4" #'4( !4#

( !/40 !$4# !4(

' 04" 04! '4"

0 $41 $40 %(41

/ #!4/ #!4' %#4/

$ !14# !14/ #41

1 !#4! !"41 %#4&

& 141 &4" !4(

#" !04! !'4" %'41

## /41 $4" !4&

#! ('4" ('4( "4&

#( #$41 #$4! %(4'

#' #"4# #"40 '4"

KK通过对表 ! 中的数据进行线性回归的统计分

析$即以每个油脂样品极性组分含量的 NJ\1'!"

"!""!#柱层析法测定值为横坐标$其相应的 R>

0""&4!"!*!"#/ 中柱层析法测定值为纵坐标$获得

这 #' 个油脂样品的数据点$进而以这 #' 个数据点

拟合一阶回归曲线$获得的一阶回归曲线的线性相

关系数5

!

e"4&&/ $$发现这两种柱层析法的检测结

果几乎是一致的& 进一步对R>0""&4!"!*!"#/ 中

柱层析法与NJ\1'!""!""!#柱层析法的仔细比较$

发现这两种柱层析法的要求基本是一致的& 尤其是

NJ\1'!""!""!#标准和其他国外相关的标准($ %&)均

要求$采用的硅胶必须是默克公司生产的硅胶 /"$

或性能等同于该型硅胶的$而 R>0""&4!"!*!"#/

的柱层析法中所指定使用的硅胶性能参数即为默克

公司的硅胶 /" 等同& 因此$这两项标准中柱层析法

可视作基本相同的检测方法$没必要作进一步的比

对验证&

!4(KR>0""&4!"!(!"#/ 中制备型快速柱层析法

的比对结果

#'个不同极性组分含量油脂样品的 R>0""&4

!"!*!"#/中制备型快速柱层析法和 NJ\ 1'!"

"!""!#柱层析法的油脂极性组分含量检测结果比

对见表 (&

表 =7X<?TTCP8T8)8T6@ 制备型快速柱层析法与_KMB>8T

#8TT8$柱层析法的油脂极性组分含量检测结果比对

样品号

极性组分含量FG

NJ\1'!""!""!#

柱层析法"基准值#

R>0""&4!"!*!"#/

制备型快速柱层析法

相对

偏差FG

# #&4/ #14& %(4/

! #'4" #'4& /4'

( !/40 !14" 04$

' 04" '41 %'4"

0 $41 $4# %&4"

/ #!4/ #!4' %#4/

$ !14# !14# "4"

1 !#4! #&40 %14"

& 141 #"4# #'41

#" !04! !04! "4"

## /41 $4" !4&

#! ('4" (04& 04/

#( #$41 #&4! $4&

#' #"4# &4' %/4&

KK对表 ( 中每个油脂样品极性组分含量的 NJ\

1'!""!""!#柱层析法测定值为横坐标$其相应的

R>0""&4!"!*!"#/ 中制备型快速柱层析法测定值

为纵坐标$获得这 #' 个油脂样品的数据点$进而以

这 #' 个数据点拟合一阶回归曲线$获得的一阶回归

曲线的线性相关系数5

!

e"4&1& "$发现这两种柱层

析法的检测结果也是基本一致的& 但考虑到相比于

NJ\1'!""!""!#柱层析法$制备型快速柱层析法是

一种完全不同的%新颖的柱层析方法$有必要对这两

种方法作进一步的比对验证$所以将比对样品组中的

1"个油脂样品$全部用制备型快速柱层析法测定各

自的极性组分含量$并与相应的NJ\1'!""!""!#柱层

析法的基准测定值作比较& 结果见图 #&

图 67X<?TTCP8T8)8T6@ 中制备型快速柱层析法

与_KMB>8T#8TT8$柱层析法 BT 个样品的

油脂极性组分含量检测结果比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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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由图 # 可知$通过样品组中 1" 个样品的比对$

拟合获得的一阶回归曲线的线性相关系数 5

!

e

"4&1( /$因此对于油脂极性组分含量的检测$R>

0""&4!"!*!"#/ 中制备型快速柱层析法和 NJ\

1'!""!""!#柱层析法的检测结果也是基本一致的&

=7结7论

通过以 NJ\1'!""!""!#柱层析法的检测结果

为基准$对 ( 种不同的油脂极性组分含量检测标准

方法***R>FI0""&4!"!*!""( 柱层 析 法% R>

0""&4!"!*!"#/ 中的制备型快速柱层析法和柱层

析法的检测结果进行了比对分析$发现R>FI0""&4

!"!*!""( 柱层析法的检测结果与 NJ\1'!""!""!#

柱层析法的检测结果差异较大$一致性差!而 R>

0""&4!"!*!"#/ 中的制备型快速柱层析法和柱层

析法的检测结果与 NJ\1'!""!""!#柱层析法的检

测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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