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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实现食品添加剂胭脂红的生产过程产品及生产产品检验的有效控制，特制定本作

业指导书。

2. 适用范围

适用于 1-萘胺-4-磺酸钠经重氮化后与 2-萘酚-6，8-二磺酸钠偶合而制得的食品添

加剂胭脂红。

3. 检验人员及职责

检验人员须经培训考核合格的持证上岗人员，检验工作中，检验人员应认真负责。

检验人员按此作业指导书检验程序对胭脂红的生产过程产品及生产产品的样品进

行检验，并填写检验分析记录。

4．依据

GB 4480.1-2001 食品添加剂 胭脂红

5. 检验程序

5.1 采样

5.1.1 生产过程采样

5.1.1.1 膏状物产品采样

膏状物产品采样方法：在过滤器的不同位置的滤饼面上，随机选取 3个点采样。

混合均匀后，密封加标识备用。

5.1.1.2 干燥处理过程中的产品采样

在每一批次干燥处理的不同时间段随机采样，密封加标识备用。

5.1.1.3 混合后的产品采样

混合后的产品用采样器采样，不少于 2个方向点。混合均匀后，密封加标识备用。

5.1.2 生产产品采样

食品添加剂胭脂红以一次拼混的均匀产品为一批。

瓶装产品采样按 GB/T6678-2003 要求进行。从选出的瓶中，在每瓶的中心处取出

不少于 50g 的样品，取样时应小心，不使外界杂质落入产品中.将所采得样品迅速混匀

后从中取约 100g，分别装于两个清洁、干燥的磨口玻璃瓶中，并用石蜡密封，贴上标

签注明生产厂名、产品名称、批号、采样日期。一瓶供检验，另一瓶留样备查。

其它规格产品的采样依据销售合同和 GB/T6678-2003 的要求进行采样。

5.2 检验

5.2.1 膏状物的检验

5.2.1.1 膏状物的检验项目：

项目 含 量 含固量（含水量） 水不溶物的含量

要求 达到工艺指标 达到设备指标 干燥后的样品满足产品标准的要求

注：对有外观需求检验的样品依据 GB4480.1-2001 中的 3.1 外观要求进行检验。

5.2.1.2 检验方法：

a) 膏状物的含量检验

对膏状物的密封样采用十字取样法取样，快速干燥后依据 GB4480.1-2001 中的

4.3.2 分光光度比色法进行含量检验。

b) 膏状物的含固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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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0～105℃的条件下，干燥至恒重。计算膏状物的含固量。

c) 膏状物的水不溶物的含量检验

取 b)条件下干燥后的样品，依据 GB4480.1-2001 中的 4.6 水不溶物的测定进行膏

状物的水不溶物的含量检验。

5.2.2 干燥处理过程中的产品检验

5.2.2.1 干燥处理过程中的产品检验项目

项目 含 量 含水量

要求 达到工艺指标

5.2.2.2 检验方法

a)含量检验：

取密封加标识备用样品，依据 GB4480.1-2001 中的 4.3.2 分光光度比色法进行含

量检验。

b)含水量检验：

取密封加标识备用样品，在 100～105℃的条件下，干燥至恒重。计算其含水量。

5.2.3 混合后的产品检验

5.2.3.1 混合后的产品检验项目

项目 含 量 PH 值 外 观

要求 达到标准或合同要求 达到工艺或合同要求 达到标准或合同要求

5.2.3.2 检验方法

a) 含量检验：

取密封加标识备用样品，依据 GB4480.1-2001 中的 4.3.2 分光光度比色法进行含

量检验。

b) PH 值检验：

取密封加标识备用样品溶于中性水（经酸度计测定）中，配制成 1%的（W/V）浓度

样品进行测定。

c) 外观检验

取密封加标识备用样品放入比色管中与标准比色管中的样品进行对比。或将样品

和标准品放在白色衬底的表面上进行对比。

5.2.4 生产产品检验

取密封样品，依据 GB4480.1-2001 进行检验。

检验项目操作要点：

4.3.1 三氯化钛滴定法

总的原则是：现配、现标、现用。

三氯化钛标准滴定溶液的配制：出现浑浊时，应过滤后使用。

三氯化钛标准滴定溶液的标定：人员之间注意保持相同的滴定速度及终点的控制。

样品测定：现标的标液及时使用，注意避光和气体保护。

4.3.2 分光光度比色法

注意分光光度计的空气空白值、比色杯的空白值及标准值的波动。

4.5 氯化物及硫酸盐总量的测定

因活性炭的活性不同，试样溶液配制中的活性炭可适量多加，保证脱色完全。消

除对后面滴定带来的干扰。

4.6 水不溶物的测定

注意 G4 玻璃砂芯坩埚的日常维护和恒重判定，保证样品测定时的准确。

4.7 副染料的测定

注意层析滤纸和展开剂的有效性，点样技术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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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仪器期间核查、人员能力比对实验

5.3.1 仪器期间核查

a)目的：

对使用频次高，需量值传递的仪器设备应定期进行期间核查，确保检测数据的准

确。

b)主要仪器核查方法及核查周期一览表

5.3.2 人员能力比对实验

5.3.2.1 目的：检查检验人员之间的误差满足检验工作的要求。

5.3.2.2 方法：检验人员在同一检测项目上进行检验，计算人员之间结果的相对偏差。

5.3.2.3 实验周期：与期间核查相同。（对新上岗检验人员应进行所有检验项目的比对）

5.3.2.4 检查人：仪器保管人、检验人员。

5.3.2.5 检查评价

人员能力比对要求： 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应满足相关仪器、标准的要求。如：

分光光度计的相对偏差≤1%。

5.3.3 记录：

根据期间核查结果和人员能力比对实验结果，填写相关记录妥善保存。

5.4 分析方法改进及外来资料实验

5.4.1 分析方法改进

在检验的过程中，可依据 GB 4480.1-2001 的基本要求，对分析方法进行持续的改

进。求得最优化的检测方法。

新的产品检测方法须经实际样品印证后，报国家相关部门认可，批准后实施。

5.4.2 外来资料实验

根据外来资料，可依据 GB 4480.1-2001 的基本要求，进行相应的实验对比，补充

和完善检测方法。

5.5 仪器设备的使用和维护

5.5.1 仪器设备应有操作规程，由经过授权的检测人员必须按规程进行操作。

5.5.2 检验人员按分工对负责的仪器设备进行日常维护，设备使用维护有关的技术资

料应便于有关人员取用，监督员有权监督使用者执行规程情况，严禁未经培训人员使

用仪器设备。

5.5.3 检验人员使用完仪器设备后，应认真检查设备完好情况并填写使用记录。

5.5.4 在两次检定（校准）之间应进行期间核查，使其性能指标满足检测要求，保证检

测结果准确性。

5.5.5 开机后，仪器如异常应及时向仪器保管人报告。

5.5.6 检验室内的干燥剂定期更换。

5.5.7 比色杯每次使用后应用清洗剂清洗干净，存于盒中备用。

5.5.8 仪器使用时应注意仪器在有效检定周期内。

5.5.9 仪器每次维护后，及时填写维护记录。

6. 相关文件

略

7. 质量记录

略

序号 仪器名称 核查方法 核查周期

1 天平 见天平期间核查作业指导书 不少于 1次/月

2 分光光度计 见分光光度计期间核查作业指导书 不少于 1次/年

3 恒温干燥箱 见恒温干燥箱期间核查作业指导书 不少于 1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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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录

8.1 安全防护

8.1.1 人员自我防护

8.1.1.1 检验人员在检验过程中注意环境的通风。

8.1.1.2 检验人员在检验过程中注意仪器仪表的变化，如有异常按应急程序处理。

8.1.2 试剂、标准物质

8.1.2.1 安全措施

贮于低温、通风、远离火种、热源。

8.1.2.2 灭火方法

灭火剂：实验室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8.1.2.3 紧急处理

吸入：迅速脱离现场至新鲜空气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如呼吸困难，给输氧。

如呼吸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就医。

误食：饮足量温水，催吐，就医。

皮肤接触：脱去被污染衣着，用肥皂水和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提起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就医。

8.1.3 腐蚀性溶液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用活性炭或其它惰性材料吸收。也可以用不燃性分散剂制成的乳

液刷洗，洗液稀释后放入废水系统。

8.2 实验废弃物处理

按实验室废弃物处理相关要求处理。

http://baike.baidu.com/view/7788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