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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参考了90年代末国际芦荟科学协会(IASC)的芦荟制品标准、国际上著名芦荟制品生产厂

家(如:美国的Aloecorp公司)的芦荟制品标准，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我国的具体

情况，在多年对芦荟制品的分析、研究基础上起草、制定的。

    本标准由国家轻工业局行业管理司提出。

    本标准由轻工业标准化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工商大学、国家科技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轻工业标准化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小华、杜海燕、诸淑琴、徐曰恭、焦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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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行业标准

QB/T 2488一2000

化妆品用芦荟制品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妆品用芦荟制品的定义、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

贮存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化妆品用芦荟制品。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2828-1987 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适用于连续批的检查)

    GB/T 2829-1987 周期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适用于生产过程稳定性的检查)

    GB/T 7917.1-1987 化妆品卫生化学标准检验方法 汞

    GB/T 7917. 2-1987 化妆品卫生化学标准检验方法 砷

    GB/T 7917. 3-1987 化妆品卫生化学标准检验方法 铅

    GB/T 7918.2-1987 化妆品微生物标准检验方法 细菌总数测定

    GB/T 7918.3-1987 化妆品微生物标准检验方法 粪大肠菌群

    GB/T 7918. 4-1987 化妆品微生物标准检验方法 绿脓杆菌

    GB/T 7918. 5-1987 化妆品微生物标准检验方法 金黄色有萄球菌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 芦荟凝胶制品

    芦荟叶子剥去外皮的薄壁组织，经加工制得的液状产品。

3.2 全叶芦荟制品

    芦荟叶子经加工制得的液状产品。

3.3 脱色芦荟制品

    经脱色处理的芦荟凝胶制品或全叶芦荟制品。

3.4 浓缩芦荟制品

    除去部分水分，按一定比例浓缩的芦荟制品。

    按2:1进行浓缩的芦荟制品，称为芦荟凝胶2-1浓缩液(或全叶芦荟2:1浓缩汁卜·⋯，以此类

推。未浓缩的芦荟制品，称为芦荟凝胶1:1原液(或全叶芦荟I s1原汁)。

    浓缩的芦荟制品经稀释补充原有水分后具有芦荟凝胶1:1原液(或全叶芦荟1:1原汁)应有的特

征。

3.5 喷雾干燥粉

    不含填充料的芦荟凝胶制品(或全叶芦荟制品)经喷雾于燥得到的粉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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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具有芦荟凝胶1:1原液(或全叶芦荟1:1原汁)应有的特征。

3.6 冷冻干燥粉

    不含填充料的芦荟凝胶制品经冷冻干操得到的粉状产品。经稀释补充原有水分后具有芦荟凝胶 1

:1原液应有的特征。

4 产品分类

    化妆品用芦荟制品分为两大类:芦荟凝胶制品类(不含芦荟叶外皮部分)、全叶芦荟制品类(包含芦

荟叶外皮部分)。

4.1 芦荟凝胶制品类

    根据芦荟凝胶制品的形态、浓缩度等分为以下16类:

    a)芦荟凝胶 1·1原液;

    b)脱色芦荟凝胶1:1原液;

    c)芦荟凝胶2:1浓缩液;

    d)脱色芦荟凝胶2:1浓缩液。

    e)芦荟凝胶4:1浓缩液;

    f)脱色芦荟凝胶4，1浓缩液;

    H)芦荟凝胶10:1浓缩液;

    h)脱色芦荟凝胶 10:1浓缩液;

    I)芦荟凝胶20:1浓缩液;

    J)脱色芦荟凝胶20 : 1浓缩液;

    k)芦荟凝胶40:工浓缩液;

    U脱色芦荟凝胶40:1浓缩液;

    m)芦荟凝胶200:1喷雾干燥粉;

    n)脱色芦荟凝胶200:1喷雾干燥粉;

    P)芦荟凝胶200，1冷冻干燥粉;

    4)脱色芦荟凝胶200 ? 1冷冻干燥粉。

4.2 全叶芦荟制品类

    根据全叶芦芥制品的形态、浓缩度等分为以下14类:

    a)全叶芦荟1:1原汁;

    b)脱色全叶芦荟 1:1原汁;

    c)全叶芦荟2，1浓缩汁;

    d)脱色全叶芦荟2:1浓缩汁;

    e)全叶芦荟4:1浓缩汁;

    f)脱色全叶芦荟4:1浓缩汁;

    9)全叶芦荟1。:1浓缩汁;

    h)脱色全叶芦荟10=1浓缩汁;

    :)全叶芦荟20:1浓缩汁;

    1)脱色全叶芦荟20 : 1浓缩汁;

    k)全叶芦荟40 : 1浓缩汁;

    I)脱色全叶芦荟40 : 1浓缩汁;

    m)全叶芦荟100:1喷雾干燥粉;

    n)脱色全叶芦荟100:1喷雾干燥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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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要求

5.1 感官指标

    感官指标应符合表1~表8的规定。

表1 1:1芦荟制品感官指标

项 目

指 标

凝胶类制品 全叶类制品

未脱色
                    l

脱色
�一

未脱色 脱色

外 观 黄色液休 无色液体 黄绿色液体 无色液体

气 味 芦荟植物味(不得有异味)

色泽稳定性 暴璐在萦外线灯下照射6h，应不变色或轻徽变色

表2 2:1浓缩芦荟制品感官指标

项 目

指 标

凝胶类制品 全叶类制品

未脱色 脱色 未脱色 脱色

外 观 黄色液休 无色液体 黄绿色液体 无色液体

    气 味

(50%水溶液)
芦荟植物味(不得有异味)

  色泽稳定性

(5。%水溶液)
基庵在萦外线灯下照射6卜，应不变色或轻徽变色

表3 4:1浓缩芦荟制品感官指标

项 目

指 标

凝胶类制品 全叶类制品

未脱色 脱色 未脱色 脱色

外 观 玻拍色液体 无色液体 玻拍色液体 无色液体

    气 味

(25%水溶液)
芦荟植物味(不裕有异味)

色泽稳定性

(25%水溶液)
扭璐在紫外线灯下照射6h，应不变色或轻徽变色

表4 1。:1浓缩芦荟制品感官指标

项 目

指 标

凝胶类制品 全叶类制品

未脱色 脱色 未脱色 脱色

外 观
有徽t沉淀的貌拍

色液体
灰白色该体

有徽t沉淀的珑拍

色液体
灰白色液体

    气 味

(10%水溶液)
芦荟植物味(不得有异味)

色泽稳定性

(10叼水溶液)
舞礴在紫外线灯下照射6h，应不变色或轻徽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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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2。:1浓缩芦荟制品感官指标

项 目

指 标

凝胶类制品 全叶类制品

未脱色 脱色 未脱色 脱色

外 观
有徽t沉淀的黄棕

色枯祠液体
淡黄色粘稠液体

有徽t沉淀的棕黄

色粘稠液体
淡黄色枯稠液体

  气 味

(5%水溶液)
芦荟植物味(不得有异味)

色泽稳定性

(5%水协液)
暴耳在紫外线灯下照射6卜，应不变色或轻徽变色

表6 40:1浓缩芦荟制品感官指标

项 目

指 标

凝胶类侧品 全叶类制品

未脱色 脱色 未脱色 脱色

外 观
有 徽t沉淀的黄棕

色枯稠液体
谈黄色枯稠液体

有徽t沉淀的棕黄

色枯稠液体
淡黄色枯稠液体

    气 味

(2.5%水溶液)
芦荟植物味(不得有异味)

  色泽祖定性

(2.5坏水溶液)
扭称在萦外线灯下照射 6h，应不变色或轻徽变色

表7 10。，1全叶喷雾干操粉芦荟制品感官指标

项 目
指 标

未脱色 脱 色

外 观 棕色粉末 淡黄色粉末

  气 味

(l%水溶液)
芦荟植物味(不得有异味)

色泽租定性

(1%水溶液)
基亩在紫外线灯下照射6h.应不变色或轻徽变色

表8 200:1凝胶干操粉芦荟制品感官指标

项 目

指 标

喷雾干操粉侧品 冷冻干操粉制品

未脱色 脱色 未脱色 脱色

外 观 棕色粉末 灰白色粉末 棕色细粉 灰白色细粉

    气 味

(0.5%水溶液)
芦荟植物味(不得有异味)

  色泽稳定性

(0.5%水溶液)
基耳在价外线灯下朋射6h，应不变色或轻徽变色

5.2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9~表1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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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1'1芦荟制品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凝胶类制品 全叶类制品

未脱色 脱 色 未脱色 脱 色

吸光度(400nm ) 蕊0.50 簇0.10 (1.00 簇0.20

pH 3. 5-4. 7

相对密度 l. 000- 1. 008

总固形物 .% >O. 46 >O. 95

钙.mg/l 9. 82X 10̂ -4. 48X 10' 4.48只1()'- 1. 02又10'

谈,mg/L 2. 34X10̂-1.18X10' 3. 30X 10̂ -2. 30X 10'

多橄,mg/L 》6. 0O X 100 >3. 00只10̀

表 10  2:1浓缩芦荟制品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凝胶类制品 全叶类制品

未脱色 脱 色 未脱色 脱 色

吸光度(400nm.50%水溶液) 蕊0.50 簇0.10 簇1.00 簇0. 20

pH(50%水溶液) 3.5-4.7

相对密度 1. 000-1. 009

总固形物.% >O. 92 >-I. 90

钙，mg1l 1. 96X 10'--8. 96X 10' 8. 96X 10'̂-2. 04X 10'

镁,mg/L 4.68X10-2. 36又10' 6. 6O X 10̂-4. 6O X 10'

多搪.mg/1 > l. 20X 10' )6. 00 X 10'

表 11                     4, 1浓缩芦荟制品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凝胶类制品 全叶类制品

未脱色 脱 色 未脱色 脱 色

吸光度(400- 25%水溶液) 蕊0. 50 簇0. 10 簇1.00 《0. 20

PH(25%水溶液) 3.5--4.7

相对密度 1. 001̂ -1. 011

总固形物，% )1. 84 >3. 80

钙，-8/L 3.93X10'̂-1.79X10' 1. 79X 10'--4. 08义10'

镁.mg/L 9.36X10-4. 72X10' 1.32又10'-9. 20X 10'

多俯.mg/L >2. 40又10' >1.20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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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10 : 1浓缩芦荟制品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凝胶类制品 全叶类制品

未脱色 脱 色 未脱色 脱 色

吸光度(400nm,10%水溶液) 簇0.50 蕊0.10 蕊1.00 镇0.20

pH(10%水溶液) 3.5̂ 4.7

相对密度 1. 002-1. 022

总固形物，% >4. 60 >9. 50

钙，mg/L 9. 82X 10'-4. 48X 10' 4. 48X 10'-I. 02X 104

镁，mg/I. 2.34X10'̂-1.18X10' 3. 30X 10'--2. 30X 10'

多搪,mg/L > 6. 00X10' )3. 00 X 10'

表 13  20 ? 1浓缩芦荟制品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凝胶类制品 全叶类制品

未脱色 脱 色 未脱色 脱 色

吸光度((400nm, 5%水溶液) 簇0. 50 提0.10 簇1.00 镇0.20

pH (5写水溶液) 3.5 4.7

相对密度 1. 004-1. 028

总固形物, 0/a > 9. 20 )19. 0

钙，mg/L 1.96又10'--8.96只10' 8. 96只10'̂ 2.04X10'

镁,mg/L 4.68只10'̂-2. 36只10' 6.60又10'-4. 60火10'

多糖, mg/I 李1. 20X 104 >6. OO X 10'

表 14  40 - 1浓缩芦荟制品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凝胶类制品 全叶类制品

未脱色 脱 色 未脱色 脱 色

吸光度(400nm.2. 5%水溶液) 镇0.50 簇0.10 镇1.00 镇0.20

pH(2.5%水溶掖) 3.5- 4.7

相对密度 1. 010̂ -1. 050

总固形物，% 妻18.4 )38. 0

钙，mg/l 3. 93X 10'--1. 79 X 10' 1.79X10'- 4. 08又10"

镁.mg/l. 9. 36 X 10'-4. 72 X 10' 1.32火10'--9.20火10'3

多搪,mg/L 妻2. 40X10' >l. 20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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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100 : 1全叶喷雾干燥粉芦荟制品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未脱色 脱 色

吸光度((400nm.1%水溶液) 簇1.00 毛0.20

pH(1%水溶液) 3. 5- 4. 7

水分，% 簇8. 0

钙.mg/kg 4. 48 X 10'-1. 02X 10'

镁.mg/kg 3.30又10'-2. 30X10'

多搪,mg/kg )3. 00 x 100

表 16  200:1凝胶干燥粉芦荟制品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喷雾干操粉制品 冷冻干澡粉制品

未脱色 脱 色 未脱色 脱 色

吸光度((400nm, 0. 5%水溶液) 续0.50 簇0.10 簇0. 50 (O. 10

pH (0.5%水溶液) 3.5- 4. 7

水分，% 58. 0 蕊5. 0

钙.mg/kg 1.96X10'̂-8.96X10'

镁.mg/kg 4. 68X 10'--2. 36X 10'

多搪.mg/kg >1. 20X 10'

5.3 卫生指标

    卫生指标应符合表17的规定。

表 17 芦荟制品卫生指标

项 目 指 标

铅.mg/L或mg/kg 镇30

汞.mg/L或mg/kg 簇1

砷，mg/L或mg/kg 簇30

细菌总数，个/.L或个/8 簇500

粪大肠菌群 不得检出(每克成每毫升芦荟制品)

金黄色翻萄球菌 不得位出(每克或每庵升芦荟制品)

绿脓杆菌 不得检出(每克或每奄升芦荟制品)

6 试验方法

    本试验所用水，未注明其他要求时，系指去离子水或燕馏水。未指明溶液用何种溶剂配制时，均指水

溶液。

    所用试剂除特别注明外均为分析纯。

    试验方法中的试剂未指明具体浓度时，均指市售试剂的浓度。

6.1 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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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试样置于白色衬物上，在非直射阳光条件下，用肉眼观察。

6.2 气味

    称取相当于5og(精确至。. lg)l - 1原液(或1=1原汁)浓度的芦荟试样，用水稀释至芦荟制品色

泽稳定性指标规定的相应浓度。不断搅拌，使其完全溶解。在室温下，凭噢觉检查。

6.3 色泽稳定性

6.3.1 仪器

    a)配有石英玻瑞盖的培养皿:08cm;

    b)具塞比色管:25mL;

    c)紫外线灯:20W,

6.3.2 试液的制备

    称取相当于50g(精确至。. lg)l , 1原液(或1:1原汁)浓度的芦荟试样，用水稀释至芦荟制品色
泽稳定性指标规定的相应浓度。不断搅拌，使其完全溶解。将该试液分作两份待用。

6.3.3 操作

    将一份试液(6-3-2)装人具塞比色管中，用作参比。

    将另一份试液((6-3.2)放人培养皿中。将培养皿放在紫外线灯下，盖上石英玻瑞盖，距离30cm垂直

照射6h,然后，将试液转移至具塞比色管中，置于白色衬物上，在非直射阳光条件下，与参比进行比较。

6.4 吸光度

6. 4.1 仪器

    分光光度计。

6.4.2 试液的制备

    称取相当于50g(精确至0.001g)1 = 1原液(或1=1原汁)浓度的芦荟试样，用水稀释至芦荟制品

吸光度指标规定的相应浓度。不断搅拌.使其完全溶解，待用。

6.4.3 分析步骤

    用lcm比色皿.以去离子水调零，在400nm波长处测定试液((6.4.2)的吸光度。

6.5 pH

6.5.1 试剂

    a)煮沸冷却后的去离子水，不含二氧化碳，并防止吸收二氧化碳;

    b)从常用的缓冲溶液中选取两种以校准pH计。它们的pH应尽可能接近试样溶液预期的值。缓冲

溶液用水((6.5. la)配制。

6.5.2 仪器

    a) pH计，包括温度补偿系统，精度士0. 02pH;

    卜)复合电极或玻璃电极和甘汞电极。

6.5.3 试液的制备

    称取相当于250g(精确至。. lg)l , 1原液(或1,1原汁)浓度的芦荟试样，用水((6. 5. 1 a)稀释至芦

荟制品pH指标规定的相应浓度。不断搅拌，使其完全溶解，冷却至((25士1)'c或室温，待用(若有不溶

物，过滤后待用)。

6.5.4 分析步骤

6.5.4.1 校准

    按仪器的出厂说明书，校准pH计，使用选择的两个标准缓冲溶液在所规定的温度下校准，或在温

度补偿系统下进行校准.

6.5-4.2 测定

    电极、洗涤用水和标准缓冲溶液或试样溶掖的温度应调至(25士1>0C，彼此之间温度越接近越好，或

者同时调节至室温状态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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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校准好后，首先用水((6.5.1a)洗电极，然后再用试液(6.5.3)洗。在侧量容器中加人足够体积的

试液以使电极浸没，待至pH计的读数稳定lmin，记录读数。另用1份新鲜试液，重复此操作。

6.5.5 分析结果的表述

    如两次测定结果符合允许差时，取两次侧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结果，报告结果取小数点后第一

位。

6.5.6 允许差

    同一样品的两次侧定值之差应不大于0. 1pH单位。

6.6 总固形物

6.6.1 仪器、设备

    a)电热恒温干燥箱:温控范围30'C -1000C，误差士20C;

    b)扁形称量瓶:05cm;

    c)干燥器:内盛无水抓化钙。

6.6.2 分析步骤

6.6.2.1 取洁净称量瓶，置于45'C~  60 C电热恒温干燥箱中，加热6h，取出置于干燥器内冷却至环境

温度，称金(精确至毫克)，并重复干燥至恒重(前后两次质lk差不超过2mg.即为恒重)。

6.6.2.2 将试样约6g加到已恒重的称量瓶中。称重(精确至毫克)后，放人电热恒温干操箱中，在45 C

-60 C条件下烘24h。迅速将样品从电热恒温干操箱中移人干操器中，冷却至环境温度，称重(精确至毫

克)。在干操器中放置2h后，重新称重。如果前后两次称1f差值大于2mg，放入电热恒温干操箱中继续

烘6h，并重复上述自“迅速将样品从电热恒温干操箱中移人千操器中”起依法操作，至前后两次称量差

值小于2mg，即为恒重。

6.6.3 分析结果的计算

    试样中总固形物含量按式(ll计算，以百分数表示。

X(%)=竺2-M0 X100.................................⋯⋯
刀扭1一 刀理。

    (1)

式中:X — 试样中总固形物含量;

— 称量瓶的质量，9;

      m一一称量瓶和样品的质量，9;
      )n,— 称金瓶和样品干燥后的质量，9。

    如两次侧定结果符合允许差时，取两次侧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结果，报告结果取小数点后第二

位。

6.6.4 允许差

    同一样品的两次侧定值之差不得超过两次泌定平均值的5%。

6.7 水分

6.7.1 仪器、设备

    a)电热恒温干燥箱:温控范围50'C -250'C.误差士2C;

    b)扁形称量瓶:05cm ;
    C)干燥器:内盛无水抓化钙。

6.7.2 分析步骤

6.7.2.1 取洁净称量瓶，置于95'C -105 C干操箱中，加热0. 5h-1. oh,取出I于干操器内冷却。.5h,

称量(精确至毫克)，并重复干燥至恒重(前后两次质量差不超过2mg,即为恒重)。

6.7-2.2 将研细的试样约1g放人已恒重的称t瓶中。称2(精确至毫克)后，195C-105C'干燥箱
中，干燥2h-4h后，取出置于干燥器内冷却0. 5h后称量。然后再放入95 C --105℃干操箱中干操约lh,

取出，放干燥器内冷却0. 5h后再称量。至前后两次质量差不超过2mg,即为恒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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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结果的计算

试样中水分含量按式(2)计算，以百分数表示。

X,=竺上三竺X 100.。....................·..·..·..·..·..·⋯⋯ (2)
刀z,一 从5

X,-— 试样中水分含量，%t
m-一 称量瓶和样品的质量，9;

7.

中

6.

式

      ，、一 一称量瓶和样品干澡后的质量，9;

    m,一 称量瓶的质量.9。
    如两次测定结果符合允许差时，取两次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结果，报告结果取小数点后第一

位。

6.了.4 允许差

    同一样品的两次测定值之差不得超过两次测定平均值的5%0

6.8 相对密度

6.8.1 方法提要

    相对密度是指一物质的质量与同体积同温度纯水质量的比值，一般相对密度是指20℃时的相对密

度。

6.8.2 仪器、设备

    A)超级恒温水浴;

    b) 25mL附温度计的比重瓶:如图1所示。

                          1一比重瓶沼一支管标线口一支管上小愉,4一附沮度计的瓶盖

                                    图 1 附温度计的比重瓶

6.8.3 分析步骤

    取洁净、干燥已称重(精确至。. OOlg)的比重瓶，装满样品后，T 20℃水浴中浸0. 5h，使内容物的温

度达到20'C ,盖上瓶盖，并用细滤纸条吸去支管标线上的样品，盖好小帽后取出，用滤纸将比重瓶外擦

干，置天平室内0. 5h，称量(精确至0. 001g)。再将样品倾出，洗净比重瓶，装满水，以下按上述自“置

20 C水浴中浸o. 5h”起依法操作。

    比重瓶内不得有气泡，天平室内温度不得超过20C.

6.8.4 分析结果的计算

    试样的相对密度按式(3)计算。

X,
阴.一 功‘

争月了一 刀王书
(3)

式中:X,-一 样品的相对密度;

      ，6— 比重瓶的质量，9;

m,--一 比重瓶和水的质A,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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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一一比重瓶和样品的质量，9。

      如两次测定结果符合允许差时，取两次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结果，报告结果取四位有效数

  字。

  6.8.5 允许差

      同一样品的两次测定值之差不得超过两次测定平均值的0.5%.

  6.9 钙和镁

  6.9.1 测定范围

    本法测钙和镁的最低检测浓度分别为。.3mg/kg和0. 02mg/kg,

  6.9.2 方法提要

      利用钙、镁基态原子能吸收来自本金属元素空心阴极灯发射的共振线，且其吸收强度与钙、镁原子

  的浓度成正比。将芦荟制品消化，使钙、镁以离子状态存在于试液中。将试液导人火焰原子化器中使钙、

  镁离子原子化后，分别在其灵敏共振线422. 7nm和285. 2nm下测定其吸收度，与标准系列比较定量。

  二者均可用空气一乙炔火焰。

  6.9.3 试剂

      a)硝酸:优级纯;

      b)高抓酸:优级纯;

      C)混合酸:取5份硝酸((6. 9. 3a)与1份高抓酸((6. 9. 3b)按((5+1)混合;

      d)盐酸:优级纯;

      e)氧化翎;

      f)硫氛酸钾溶液(10YD);

    g)盐酸溶液〔c (HCU =0. 2mol /1.):量取盐酸(6. 9. 3d) 16. 7mL，加水至l000ml;

      h)盐酸溶液(l0%):量取盐酸(6. 9. 3d) 277mL，加水至l000ml;

      i)盐酸溶液(10a):量取盐酸(6. 9. 3d) 27. 7mL，加水至1000mL ;

      j)碳酸钙:光谱纯。在105 C下烘干至恒重;

    k)钙标准储备液:称取碳酸钙(6. 9. 3j)24. 97g，加人I0%盐酸溶液((6. 9. 3h)约180m[使其溶解，

  转移至1000mL容量瓶中，再用。. 2mol/L盐酸溶液(6. 9. 3g)稀释至刻度。此标准储备溶液1. 00ml，相

  当于钙10.00mg;

      I)氧化镁:光谱纯。在105 C下烘干至恒重;

      m)镁标准储备液:称取氧化镁(6. 9. 301. 658g，用10%盐酸溶液((6. 9. 3h) 30mL使其溶解，转移至

  lo00ml容量瓶中，再用100盐酸溶液((6. 9. 3i)稀释至刻度。此标准溶液1. OOmL相当于镁1. OOmg ;

    n)钙、镁混合标准溶液:移取钙标准储备液((6. 9. 3k) 20. 00ml，镁标准储备液((6. 9. 3m) 10. OOml,

  于l000ml容量瓶中，用去离子水稀释至刻度。此标准溶液1. OOmL含钙200. OOpg和镁10. OOpg;

      P)谰离子溶液(50a):称取氧化斓(6. 9. 3e) 29. 32g，加人水6OmL,盐酸(6. 9. 3d) 60mL，使其溶解，

  转移至500mL容量瓶中，再用水稀释至刻度。

  6.9.4 仪器、设备

      a)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附火焰原子化器及钙、镁空心阴极灯)。

      b)空气压缩机或空气钢瓶;

      c)乙炔气钢瓶;

      d)弯颈漏斗;

      e)可调式电炉;

      f)定量滤纸。

.6.9.5 分析步骤
  6.9.5.1 仪器测试参数(见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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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s

仪 器 参 数 钙 镁

空心阴极灯电流强度，mA 3.0 2.0

共振线波长，nm 422.7 285.2

狭缝宽度，mm 0.2 0. 2

乙炔气流量，1./mm 1.1 1. 4

空气流量.L/min 6.0 8.0

燃烧器高度.mm 7 6

6.9-5.2 样品预处理

    本方法采用湿式消解法处理样品。

    准确移取相当于20.OOmL1 : 1原液(或1:1原汁)浓度的液体芦荟试样，或称取相当于20g(精确

至。.0001g)1 0 1原液(或1s1原汁)浓度的固体芦荟试样，置于250mI锥形瓶内。同时做试剂空白。

    加人数粒玻璃珠，然后加人混合酸((6. 9. 3030mL ,瓶口放一弯颈漏斗.静置过夜。第二天，在通风柜

内用可调式电炉控温消煮，保持徽沸状态。这时放出大量棕色二氧化氮气体。当棕色气体消失后，升高

炉温，使二氧化硅脱水至冒白烟为止。如果溶液不清白，可加人硝酸5mL继续消煮，直至溶液变清为止。

在可调式电炉上消化样品时，开始温度不宜过高，以防反应太剧烈而戮出或引起姆炸。最后要尽量赶尽

高抓酸，但又不能蒸干。冷却后，加入去离子水20mL，用定量滤纸过滤到I OOmL容量瓶内，用热的100

盐酸溶液((6. 9. 30洗涤锥形瓶和撼渣至无Fe'+反应为止。用去离子水定容，摇匀，作样品待测溶液。

    Fe“十的检验:将一滴滤液滴到白色瓷板凹摘内，加一滴10%硫氛酸钾溶液(6. 9. 30，无红色产生，表

示无Fe'十，沉淀已洗净。

6.9-5.3 钙含量的测定

    移取钙、镁混合标准溶液(6. 9. 300. 00,1.00,2.00,4. 00,6. 00,8. 00,10.00mL，试剂空白和样品待

测溶液((6.9.5.2)各I OmL，分别置于数个I OOmL容蚤瓶内，各加人5环翻离子溶液(6. 9. 3p) 2mt，加水

至刻度。将仪器按规定的程序启动后，先将含钙、镁混合标准溶液0. OOmL的标样喷人火焰，调整读数为

零。然后，分别侧定其他标样、空白和样品溶液。

    绘制浓度一吸光度曲线，计算样品含星.

6.9.5.4 镁含童的测定

    按6.9.5.3规定的方法进行，但取2mL空白和样品待测溶液(6.9.5.2)进行侧定。

6.9.6 分析结果的计算

6.9.6.1 固体样品分析结果的计算

    计算固体样品中钙、镁的含量按式(4)计算，以mg/kg表示。

X,
(A, -B,) x V, x D,

:乙二 一 ... ... ⋯ ⋯

                功 g
                              (4)

式中:X,--一 试样中钙或镁的含量，mg/kg;

      A一一从浓度一吸光度曲线上查得样品溶液的钙或镁浓度，pg/mL;

      B一一从浓度一吸光度曲线上查得试剂空白的钙或镁浓度，pg/ml_;

      V 一 待测样品溶液总体积，如按本方法为100m1;

      D-一 稀释倍数.如按本方法钙为10,镁为50;

      ，。 一称取固体样品的质量，9。

6.96.2 液体样品分析结果的计算

    液体样品中钙、镁的浓度按式(5)计算，以mg/L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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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B,)XV,XD,
(5)

一
一一X,

式中:X,— 试样中钙或镁的含量,mg/L;

      A,-一 从浓度一吸光度曲线上查得样品溶液的钙或镁浓度，pg/ml;

      B,一一 从浓度一吸光度曲线上查得试剂空白的钙或镁浓度，pg/mL;

V,-一 待测样品溶液总体积，如按本方法为100mL ;

D,一一 稀释倍数，如按本方法钙为10,镁为50;

      V。一一移取液体样品的初始体积,ml。

    如两次测定结果符合允许差时，取两次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结果，报告结果取三位有效数

字。

6.9.7 允许差

    同一样品的两次测定值之差，不得超过两次侧定平均值的 %

6.10 多糖

6.10.1 方法提要

    选用乙醇提取以除去单糖、低聚糖、贰类及生物碱等干扰成分，然后用去离子水提取其中所含的多

糖类成分。多糖在硫酸作用下，水解成单搪，并迅速脱水生成糠醛衍生物，与苯酚缩合成有色化合物，用

分光光度法测定其多糖含量。

6.10.2 试剂

    a)95肠乙醇;

    b)葡萄糖:优级纯;

    c)葡萄糖标准液:精确称取105℃干燥恒重的葡萄搪(6.10. 2b) 100mg ,置I OOmL容量瓶中，加水

溶解并稀释至刻度(可加几滴甲苯或几粒苯甲酸防腐)、此标准溶液1. OOmL含葡萄糖1. 00mg ;
    d)苯酚;

    e)铝片;

    f)碳酸氢钠;

    g)苯酚液:取苯阶(6. 10. 2d )100g，加铝片(6.10.200. Ig,碳酸氢钠(6.10.200. 05g,蒸馏收集

182 C馏分，称取此馏分10. Og，加水15她，置棕色瓶中备用;

    h)浓硫酸。

6.10.3 仪器。

分光光度计。

6.10.4 分析步骤

6.10.4.1 样品预处理

    准确移取相当于10.0omL1 t 1原液(或1-1原汁)浓度的液体芦荟试样，或称取相当于log(精确

至0. 0001g) 1:1原液(或1:1原汁)浓度的固体芦荟试样，置于150mL图底烧瓶中，用水稀释至1:1

原液(或1:1原汁)的浓度。加人9倍体积的95%乙醉(6. 10. 2a)，回流提取1h，趁热过滤，残渣用95 %

乙醇(6. 10. 2a) 5m1_洗涤三次。将残渣连同滤纸置于烧瓶中，加水 50mL，在 60℃水浴中加热提取

30min，趁热过滤，残渣用5mL热水洗涤三次，洗液并入滤液，放冷后移至I OOmL容量瓶中，稀释至刻

度，备用。

6.10-4.2 标准曲线的制备

    吸取葡萄糖标准液(6. 10. 200. 25,0. 50,1. 00,1. 50,2. 00,2. 50m1_，分别里于50mL容量瓶中.加

水定容 吸取上述溶液各2. OOmL，再加苯酚液((6. 10. 2g) 1. OOmL,摇匀，迅速滴加浓硫酸(6. 10. 2h)

5. OOm I. ,摇匀后放置5min ,置沸水浴中加热15min，取出后冷却至室沮，于 490nm处以水作参比测吸光

度，绘制标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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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4.3 样品中多糖含量侧足
    吸取凝胶类或全叶类制品的样品液(6. 10. 4. 1) 2. OOmL,置于l OmL容t瓶中，加水定容。吸取上述

溶液2. OOmL，按标准曲线制备项下方法测定吸光度。另以水2. OOmL，同上操作做空白。查标准曲线得

样品液中葡萄糖含量(pg/mL),

6.10.5 分析结果的计算

6.10.5.1 固体样品分析结果的计算

    固体样品中多糖的含量按式((6)计算，以mg/kg表示。

X,
_(A,一B,)XV,XD,.........⋯⋯

爪 1。

式中:X6— 固体试样中多搪含量(以葡萄糖计),mg/kg;

      A,一一从浓度一吸光度曲线上查得样品溶液的葡萄糖浓度，pg/mL;

      B,— 从浓度一吸光度曲线上查得空白溶液的葡萄糖浓度,pg/mL;

      V:一一待测样品溶液总体积，如按本方法为100mL;

      D,— 稀释倍数，如按本方法为5;

    m;u— 称取固体样品的质量,go

6.10-5.2 液体样品分析结果的计算

    液体样品中多糖的含量按式((7)计算，以mg/L表示。

                X7一(A2-B2) X V, X D,V,
式中:X7 液体试样中多糖含量(以葡萄糖计),mg/L;

      A:一一从浓度一吸光度曲线上查得样品溶液的蔺萄精浓度

      B,— 从浓度一吸光度曲线上查得空白溶液的箱萄糖浓度

      V,一 一待测样品溶液总体积，如按本方法为I OOmL;

      D,一一稀释倍数，如按本方法为5;

      V,-一 移取液体样品的初始体积，mL,

(6)

(7)

，pg/mL;

，pg/mL;

如两次测定结果符合允许差时，取两次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结果，报告结果取三位有效数

字。

6.10.6 允许差

    同一样品的两次侧定值之差不得超过两次测定平均值的10%e

6.11 卫生指标

6.11.1 铅的检验:按GB/T 7917. 3检验。

6.11.2 汞的检验:按GB/T 7917. 1检验。

6.11.3 砷的检验:按GB/T 7917.2检验。

6.11.4 细菌总数的检验:按GB/T 7918.2检验。

6.11.5 粪大肠菌群的检验:按GB/T 7918. 3检脸.

6.11.6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验:按GB/T 7918.5检脸。

6.11.7 绿脓杆菌的检验:按GB/T 7918.4枪验。

了 检验规则

7门 芦荟制品经检验合格并签发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7.2 检验分类

    芦荟制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1 出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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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芦荟制品须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7.2.1.1 出厂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包括感官指标和理化指标中规定的全部检验项目及卫生指标中规定的细菌总数。

7.2.1.2 批的组成

工艺条件、品种、规格、生产日期相同的芦荟制品为一批。

每一批号作一次检验，不同批号分别检验。

7.2.1.3

采用

出厂检验抽样方案

GB/T 2828的正常检查二次抽样方案，其检查水平((IL)、合格质最水平(AQL)见表19.

                                          表 19

项 目 检查水平((I1.) 合格质t水平(AQL)

理化指标
I

6. 5

10感官指标

卫生指标 有一项不合格即判不合格

7.2.2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一般应进行型式检验。

    a)当生产原料、工艺、生产设备、管理等方面有较大变化(包括人员素质的改变)，可能影响芦荟制

品质量时;

    b)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C)正常生产时，每三个月应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d)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国家质量监督机构要求进行该项检验时。

了.2.2.， 型式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包括感官指标、理化指标和卫生指标中规定的全部检验项目。

7.2-2.2

采用

型式检验抽样方案

GB/T 2829的二次抽样方案，其判别水平(DL)、不合格质量水平(RQL)见表20.

                                                表 20

项 目 判别水平(DL) 不合格质l水平(RQL)

理化指标
I

50

感官指标 80

卫生指标 有一项不合格即判不合格

7.3 取样方法

7.3.1 固体产品

    先将抽取的包件逐件拆开袋口(以能插人样扦为准)。将不锈钢制、直径15mm抽样扦子斜角插人

袋内，槽口向下，候达袋底后旋转1800，此时样品将流人槽内，将扦子抽出。每个样本采取等量样品。合

并同批产品的所有样品，混合均匀。

7.3.2 液体产品

    先将抽取的每个样本内芦荟制品混匀，再用直径约l omm的洁净长玻璃管从塞孔插人至桶底，从

桶的整个深度采取样品，每个样本采取等量样品。合并同批产品的所有样品，混合均匀。

7. 3.3 取样量

    液体样品的总量不少于1500g.固体样品的总量不少于loog.
    将所抽取的原始样品按上述规定的量缩分后，分装于两个洁净、干燥的磨口塞玻璃瓶内，盖紧瓶塞，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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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封口蜡(或胶)封口。粘贴样品标签(它包括样品名称、批号、规格、取样日期和取样人签名)，用作送样。

一份供检验;另一份作为备份，冷藏保存至少6个月。

74 判定规则

7.4.1 送检样由检验机构按本标准进行检验。

了.4.2 当卫生指标有一项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则判该批芦荟制品不合格。

7.43 合格批芦荟制品由鉴定单位按批t发给质量合格证。合格证上应注明该批批号并加盖印记。

7.44 不合格批芦荟制品应进行100%检验，剔除不合格品后，可重新提交检验。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包装标志必须标明如下内容:

    a)产品名称;

    b)生产厂名、地址犷

    c)生产日期;

    d)有效期;

    e)采用标准号。

8.2 包装

8.21 液体产品

    可采用塑料捅包装。用于塑料容器的合成材料应无毒、无异味，不与内容物起任何反应，并符合相关

的卫生标准。应能耐一定的温差，对氧气有较好的隔绝作用，并有一定的机械强度。密封性能良好。

8.2.2 固体产品

    可采用复合材料袋包装。复合材料袋应无毒、无异味，不与内容物起任何反应，并符合相关的卫生标

准。隔绝层应不易折裂，对氧气有较好的隔绝作用。外层材料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能耐一定的温差。

8.3 运输

    运输工具必须清洁、卫生。撅运时应轻拿轻放，按箭头标志堆放。严禁日晒雨淋.在运输过程中，严

禁与有毒或有异味的物品混运。

8.4 贮存

8.4.1 贮存于阴凉、干操、通风的仓库中，避光保存。不得峪天堆放。严禁与有毒或有异味的物品混贮。

8.4.2 符合规定的贮运条件，在包装完整、未经启封的情况下，保质期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