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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参制品主要有各种牌号的人参茶类(益寿人参茶、益康人参茶、长白山人参茶、长仙人参茶、皇封

参茶、高丽参茶、高丽红参茶、峰泉人参茶等)人参果茶、多维人参果茶、红景天人参茶、人参蜜片(鲜人参

蜜片、蜜制鲜人参片、人参果脯、人参蜜饯等)以及各种牌号的人参酒等六大产品，这些产品均为保健食

品类。本标准中各项检测方法除人参总皂贰、红景天贰和总糖为新制定的方法外，余均按国家标准规定

方法进行检测。理化指标、微生物指标在对收集的各种样品实际检测后，根据检测结果确定了各项指标。

人参蜜片加工时规定必须用蜂蜜加工，不准加人蔗搪，所以在人参蜜片项下规定了蔗糖限度。本标准为

首次 发布。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吉林农业大学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树殿、刘晓峰、宋桂茹、王艳梅、胡锐、李泽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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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人参茶、人参果茶、多维人参果茶、红景天人参茶、人参蜜片、人参酒的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愉、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人参茶、人参果茶、多维人参果茶、红景天人参茶、人参蜜片、人参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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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99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4789.2-1994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1994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测定

    GB 4789.15-1994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GB/T 5009.3-1985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方法

    GB/T 5009.4-1985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方法

    GB/T 5009.8-1985 食品中蔗糖的测定方法

    GB/T 5009.11-1996食品中总砷的测定方法

    GB/T 5009.12-1996食品中铅的测定方法
    GB/T 5009.13-1996食品中铜的测定方法

    GB/T 5009.19-1996 食品中六六六、滴滴涕残留量的测定方法

    GB 7718-1994 食品标签通用标准

    GB 10344-1989 饮料酒标签标准

    GB/T 10345.1-1989 白酒试验方法总则

    GB/T 10346-1989 白酒检验规则

    GB/T 12390-199。 食品中硫胺素(维生素B,)的测定方法
    GB/T 12391--1990 食品中核黄素的测定方法
    GB/T 12392-1990 蔬菜 、水果及其制品中总抗坏 而醉的测 定方 法 荧光法和 2,4一二硝基苯腆法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人参茶类

人参浸膏、葡萄糖，加以其他辅料加工精制而成的冲剂。

人参果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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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参果汁浸膏、葡萄糖，加以其他辅料科学加工精制而成的冲剂。

3.3 多维人参果茶

    人参果汁浸膏、维生素、葡萄糖，加以其他辅料科学加工精制而成的冲剂.

3.4 红景天人参茶

    人参浸膏、高山红景天浸膏、葡萄糖等，加以其他辅料科学加工精制而成的冲剂。

3.5 人参蜜片类

    鲜人参切片或切段，在蜂蜜中煮制、烘制而成的蜜饯类。

3.6 人参酒类

    以鲜人参、白酒、食用色素和蔗糖等为原料生产的保健补酒类。

4 技术要求

4.1 感官质量

    感官质量见表1,

                                      表 1 感官质量指标

项 目

指 标

人参茶 人参果茶 多维人参果茶 红景天人参茶 人参蜜片 人参酒

色泽 棕黄色或棕色 棕黄色或淡棕色 棕黄色或淡棕色 棕色或棕褐色 棕色至红棕色
淡黄色、棕色乃至

棕褐色

气味
微甜，具有人参

特有 的香气

微甜，具有人参

果特有的甘苦味

微 甜 ，具 有人 参

果 特 有 的 甘 苦

味、维生素 B;香

气

微 甜、微 苦、徽

涩，具人参与高

山红景天特有香

气

具有甘苦味和

人参特有的香

气与蜜香气

微甜，具有白酒和

人参特有的香气

形态
颗 粒 状，粒 度

800 p. -̂850 pm

颗 粒 状，粒 度

800 pm -̂850 V-

颗 粒 状，粒 度

800 pm-850 pm

颗 粒 状，粒 度

800 p- 850 pm

横切片，片面

平整、光滑、无

碎片和杂质;

纵切小段，无

碎参

瓶内酒中具有一支

鲜人参

溶解性

放人热水 中，迅

速溶解，溶液呈

棕黄色，澄清

放 人热 水 中 ，迅

速溶 解 ，溶 液呈

棕黄色，澄清

放人热水，迅速

溶解，溶液呈棕

红色，基本澄清

放人热水，迅速

溶解，溶液呈棕

褐色，基本澄清

无沉淀、无悬浮物

质量 3g士0. 15 g 3g士0.15g 3g士0. 15 g 3g士0. 15 g
5g士0. 20 g或

10g士0. 30 g

500 mL士5 mL

1 000 mL士8 mL

1 250 mL士10 -L

1 500 mL士12 mI

1 750 mL士15 mL

参重15̂ 10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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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见表 2。

表2 理化指标

丫而 曰 角 矛户才

指 标
代升 口 月 尸 L 匕

人参茶 人参 果茶肾维人参果叫阵景天人参叫 人参蜜片 人参酒

重量 e 3士0.2 3士0.2 3士0.2 3士0.2 5士0.2或 10士0.3

水分 00/a < 5. 0 <5. 0 簇 5.0 <5. 0 <18

灰分 % <3. 0 <2. 0 镇 2.0 <3.0 ( 3.0

总糖 % >50.0 > 30.0 >30.0 妻 40.0 >40. 0

蔗糖 % < 5. 0

人参总皂试 写 >O.7 )O. 7 >0.7 >0.7 >I. 0 >O. 01

红景天贰 % >0. 4

维生素 B, 荡 ) O. 3

维生素 B: % ) O. 1

维生素C % > 0.1

酒度 %(V/V) 38士 2

总酸(以乙酸计) g/L <1.5

总醋(以乙酸乙醋计) g/L >O. 06

固形物 g/L <0.5

        杂醉油

(以异戊醉与异丁醇计)
g/100 mL <0.2

甲醉 g/100 mL <O. 04

六六六 mg/kg (0. 05 <O. 05 簇0.05 簇0.05 <O. 05

滴滴涕 mg/kg 簇0.01 <0. 01 簇0.01 蕊0.01 镇0.01

五抓硝基苯 mg/kg 毛0.05 蕊0.05 <0. 05 <O. 05 <0. 05

铅 mg/kg 簇 1.0 簇1.0 < 1.0 <l.0 蕊 1.0

铜 mg/kg < 2. 0 <2. 0 簇2.0 镇10.0 镇10

砷 mg/kg < 1. 0 <1.0 < 1.0 镇1.0 镇 1.0

铅(以P卜计) mg/L <1.0

锰(以Mn计) mg/L (20

4.3 微生物指标

    人参茶、人参果茶、多维人参果茶、红景天人参茶、人参蜜片、人参酒微生物指标见表3。

                                        表3 微生物指标

项 目 单位 人参茶、人参果茶、多维人参果茶、红景天人参茶、人参蜜片 人参酒

细菌总数 个/9 石10 000 蕊 500

大肠菌群 个/100 g 簇60 ( 100

致病菌 不得检 出 不得检出

霉菌 个/9 不得检 出 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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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

1 抽样前应注意品名、产地、规格、等级及包装是否一致。检查包装的完整性、清洁程度及污染等情

，详细记录。凡有异常情况者应单独抽样检查。

2 抽样数量及方法

  同一批号产品数量在100件以下者，抽样5件，再从每件中随机抽取一盒;100-1 000件，按5%抽

5

5

况

5.

样，再从每件中随机抽取一盒;超过1 000件的，超过部分按1%抽样;不足5件的，逐件抽样。

    不同批号产品应按上述原则，逐批抽样，作为仲裁样品保存一年。

6 试验方法

6.1 样品制备

    人参茶类样品，开袋后可直接称量测定。

    人参蜜片开袋后。置白瓷盘中，在70℃下烘干后粉碎过三号筛。

    人参酒开瓶后，直接用刻度吸管吸取测定。

    微生物学检验，按微生物学检验方法取样。

6.2 感官质量检验

6-2.1 色泽

    取人参茶、人参果茶、多维人参果茶、红景天人参茶3袋，分别均匀地摊在白纸上，观察其颗粒颜色

是否均匀.或有否其他异物等。如发现有异常情况，重新取样检查。

    取人参蜜片5袋，均匀摊在白搪瓷盘内，检查片面或参段色泽。不得有花片或白心。

    取人参酒1瓶，量取100 mL，置200 mL烧瓶中，观其颜色。

6.2.2 形态

    取人参茶、人参果茶、多维人参果茶、红景天人参茶5袋，置筛内，过筛时筛保持水平状态，左右往返

轻轻筛动，每一筛号过筛3 min，不能通过一号筛和能通过四号筛的颗粒和粉末总和，不得超过8.0%,

    取人参蜜片5袋，均匀摊在白搪瓷盘内，检验片面或参段形态，不得有卷曲、碎片或碎参，不得有其
他异物 。

6.2.3 气味

    取人参茶、人参果茶、多维人参果茶、红景天人参茶3袋，分别加80℃热水100 mL,搅拌使其溶解，

嗅其香气;用口品尝其味。不得有与本产品不同的气味。

    取人参蜜片5袋，用口品尝其味，不得有与本产品不同的异味或异臭。

    取人参酒嗅其香气，用口品尝其味，不得有与本产品不同的气味。

6.2.4 溶解性

    取人参茶、人参果茶、多维人参果茶、红景天人参茶3袋，分别加80℃热水100 mL,搅拌5 min，应
全部溶化澄清，不得有混悬性颗粒，不得有沉淀或其他异物。

6.3 理化检验

6.3门 质量差异

    取人参茶、人参果茶、多维人参果茶、红景天人参茶、人参蜜片5袋，用感量0. 01 g天平逐袋称量，
必须符合标准规定。人参酒用刻度为1 mL的量筒测量，不得低于标准规定。

6.3.2 水分测定

    按GB/T 5009.3规定的测定方法进行

6-3.3 灰分测定

    按GB/T 5009.4规定的测定方法进行。

6.3.4 总糖测定



NY 318-1997

    测定方法见附录A,

635 人参总皂贰的含量测定

    测定方法见附录B.

6.3.6 人参蜜片中蔗糖含量测定

    按GB/T 5009.8规定方法进行。

6.3.7 红景天贰含量测定

6.3.了.1 仪器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6.3-7.2 试剂

    红景天贰对照品: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

    重氮化试剂、甲醇、正丁醇、乙醚均为分析纯。

6.3.7.3 红景天贰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红景天贰对照品5 mg，用甲醇溶解并定容为10 mL，摇匀备用。
6.3-7.4 样品溶液的制备

    准确称取样品3g，用蒸馏水100 mL溶解，定量转人分液漏斗中，用乙醚振摇脱脂3次，乙醚用量

依次为40,30,20 mL，弃去乙醚液，再用水饱和正丁醇萃取3次，依次用量为40,30,20 mI，合并正丁醇

液 在沸水浴上蒸干，残渣用甲醇溶解并定容为10 mL,摇匀备用。

6.3-7.5 比色测定

    取上述样品甲醇定容液20 pL和红景天贰对照品溶液20 pL，分别置10 mL容量瓶中，加人重氮化

试剂 1 mL，并用甲醇稀释至刻度，随行试剂为空白，用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在波长221 nm处比色测

定 。

    按公式((1)计算红景天贰含量:

                                红景天贰(%)-

式中:A— 称取红景天贰对照品的量,mg;

      B— 样品溶液吸光度;

      C- 红景天贰对照品溶液吸光度;

      m— 称取样品重，mg.

6.3.8 六六六、滴滴涕和五氯硝基苯残留量的测定

      B
H X 下万

        七 _
— C lu u (1)

取样品约5 g,精密称量，按GB/T 5009.19规定方法进行测定。

9 砷的测定

取样品约2 g,精密称量，按GB/T 5009.11规定方法进行测定。

10 铅的测定

取样品约2 g,精密称量，按GB/T 5009.12规定方法进行测定。

11 铜的测定

取样品约2 g,精密称量，按GB/T 5009.13规定方法进行测定。

12 硫胺素(维生素B)的测定

取样品约2 g,精密称量，按GB/T 1239。规定方法进行测定。
13 核黄素的测定

取样品约2 g,精密称量，按GB/T 12391规定方法进行测定。

14 总抗坏血酸的测定

取样 品约 2 e,精密称 量 ，按 GB/T 12392规定方法进行测定 。



NY 318-1997

6.3.15 人参酒试验方法

    按GB/T 10345. 1及GB/T 10346进行检验。

6.3-16 锰的测定

    取本品20 mL精密称量，按GB/T 12396规定方法进行测定。

6.4 微生物学检验

6.4.1 细菌总数测定

    按GB 4789.2规定方法进行侧定。
6.4.2 大肠菌群的测定

    按GB 4789.3规定方法进行测定。
643 霉菌测定

    按GB 4789.15规定方法进行测定。

检验规则

7.1 出厂检验

7.1.1 每批产品出厂前，应由生产厂质检部门按本标准4.2理化指标逐项进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7.1.2 出厂检验时，理化指标中的水分、人参总皂成、微生物指标为必检项目。其他项目可作不定期抽
检 。

了.2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一般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正式生产后，如原材料、生产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正常生产时，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每一批量存100箱以上)后，应周期性进行一次检验;

    d)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7.3 判定规则

    对规定的出厂检验的必检项目除水分外，人参总皂贰、农药残留的六六六、五氛硝基苯、有害元素的

铅、砷和微生物指标有一项超过标准规定时，即判定产品不合格。再从该产品中加倍抽样再重新复检，如
全部合格可判定产品合格。有一项不合格可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如有致病菌检出，不准复检，该批产品

不准重新改包装，在质量监督部门监督下，就地销毁。

标志、包装、运物、贮存

标志

1 产品标志

产品标志必须包括:产品名称、注册商标、规格、厂名、厂址、邮编、电话、用法、用量、生产日期、保质

8

81
81

期、产品标准编号、批号、产品条码等。必须符合GB 7718的规定。人参酒产品的标签标志按GB 10344

规定执行。

8门.2 包装标志

    包装标志必须包括:产品名称、注册商标、规格、数量、厂名、厂址、邮编、电话、生产日期、保质期、批

号、以及“小心轻放”、“防潮”、“防雨”、“防晒’，等贮运符号。必须符合GB 191的规定。
8.2 包装

    人参茶类用防潮纸袋或铝塑复合膜袋密封。袋及盒外印有产品标志。每盒内必须具有:产品合格证、

产品说明书、装箱单等。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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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运输

    运输时要注意防雨、防潮、防晒和装卸时小心轻放。不得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物品或不洁物混合

装运 。

8.4 贮存

    贮存于阴凉、通风、干燥库房内，可堆放，但不得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的物品堆放在一起，贮存期

限不可超过保质期。

8.5 保质期

    人参茶、人参果茶、多维人参果茶、红景天人参茶、人参蜜片、人参酒保质期2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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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 准的附录)

人参制品 中总旅 的测定方 法

Al 原理

    3,5一二硝基水杨酸与还原糖共热后被还原成棕红色的氨基化合物，在一定范围内，还原糖的量和反

应液的颜色强度呈比例关系，利用比色法可测定样品中含搪量。

A2 仪器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A3 试荆

    结晶酚、酒后酸钾钠、3,5一二硝基水杨酸、盐酸、氢氧化钠、碘化钾、碘、酚酞、乙醇、冰乙酸、亚硫酸氢

钠，均为分析纯。

All  20%盐酸溶液:取浓盐酸50 mL加蒸馏水稀释至100 mL,

A3.2 10%氢氧化钠溶液:称取氢氧化钠10 g溶于50 mL蒸馏水中，用蒸馏水稀释至100 mL,

A3.3 碘化钾一碘溶液:称取碘1g和碘化钾10g溶于50 mL蒸馏水中，再加冰乙酸2 mL，用蒸馏水稀

释至100 mL.

A3.4 酚酞指示剂:称取酚酞0. 1 g，加10%乙醇溶液溶解并稀释至100 mL e

A3.5  85%乙醇溶液:量取95%乙醇100 mL。加蒸馏水13.3 mL即得。

A3.6 0.1/葡萄糖标准溶液:准确称取100 mg葡萄糖(预先在105℃干燥至恒重)用少量蒸馏水溶解

后稀释定容为100 ml，置冰箱中保存备用。

A3.7 3,5一二硝基水杨酸试剂(又称DNS试剂):

    甲液:称取结晶酚6.9g溶于10%氢氧化钠溶液15.2 mL中，并稀释至69 mL，在此液中加人6.9g
亚硫酸氢钠，溶解即得口

    乙液:称取酒石酸钾钠255 g，加入10%氢氧化钠300 mL,溶解后，再加人880 mLloo3,5一二硝基水

杨酸钠溶液，混匀即得。

    将甲液与乙液混合即得黄色试剂，贮于棕色试剂瓶中，在室温下放置 7̂ 10 d后即可使用。

分析步骤

1 葡萄糖标准曲线的制备

取9支大试管，分别按表Al顺序加人各种试剂。

                                表Al 各种试剂加人顺序

月

﹃

月
﹃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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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l(完)

一卜牛通于、‘汽”
硕 目 一一~一~~~之卜、

空 白 1 2 3 4 5 6 7 8

冷却 立即用流动冷刁k冷却

蒸馏水，.L 21. 5 21.5 21. 5 21. 5 21. 5 21. 5 21. 5 21. 5 21. 5

吸光度

    将上述各管用萦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在波长520 nm处进行比色测定吸光度，随行试剂为空白。以

葡萄糖浓度为横坐标，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A4.2 样品中还原糖和总糖测定

A4.2. 1 样品中还原糖的提取

    准确称取样品2 g,置100 mL烧杯中，加人85环乙醇溶液50 mL,混匀，在500C恒温水浴中保温

30 min，过滤，残渣再用 85%乙醇溶液提取两次，将滤液合并，蒸去乙醇，加少量蒸馏水溶解并定容为

100 mL，备用。

A4. 2. 2 样品中总糖的水解和提取

    准确称取样品1 g,置人大试管中，加人10 mL20oo盐酸溶液和15 mL燕馏水混匀，在沸水浴中加

热30 min后，用碘化钾一碘溶液检查水解程度，若已水解完全，则不显蓝色(指淀粉)，冷却后加人酚酞指

示剂I滴，用10%氢氧化钠中和至溶液呈微红色，过滤并定容至100 mL。再精确吸取上述溶液10 ml，

置人100 mL容量瓶中用蒸馏水稀释至刻度。

A4.2- 3 样品中含糖量的测定

    取7支大试管，分别按表A2加人试剂。

                                    表A2 各种试剂加人顺序

      量\\消 号
锡一了一一一乏达

空 白
还原糖 总糖

1 2 3 1 2 3

样品，.L 0 1.0 1.0 1.0 1.0 1.0 1.0

燕馏水，mL 2.0 1.0 1.0 1.0 1.0 1.0 1.0

DNS试剂,mL 1. 5 1.5 1.5 1. 5 1. 5 1.5 1.5

加 热 均在沸水浴中加热 5 min

冷却 立即用流动冷水冷却

燕馏水，mL 21. 5 21.5 121 5 21. 5 21.5 21.5 21.5

吸光度

    将各管混匀后，按制备标准曲线方法操作测定各管吸光度，在标准曲线上查出相应的还原糖含量，

按式(All、式(A2)计算样品中还原糖和总糖的含量。

还原糖 (%)= 还原糖毫克数 X样品稀释倍数

总糖(%)=

          样品质量

水解后还原糖毫克数

X 100 ··············⋯ ⋯ (A1)

X样品稀释倍数
样品质量

X 100 ··.··。···⋯⋯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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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标准的附录)

人参总皂贰 的含 t测定方法

Bl 原理

    人参皂贰在正丁醇中分配系数比在水中大，故用乙醚脱脂后，用水饱和正丁醇萃取纯化皂贰。人参

皂贰与硫酸一香草醛显色，在544 nm波长下有最大吸收峰，在一定浓度下符合朗布一比尔定律。

B2 仪器

B2. 1 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B2. 2 索氏提取器。

B2. 3 超声波发 生器

B3 试荆

乙醚、甲醇、正丁醇、浓硫酸(比重1.84-1-86)、无水乙醇、香草醛均为分析纯。

人参皂贰Re对照品: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

8%香草醛乙醇液:称取香草醛。.8g，加无水乙醇使溶解成10 mL，摇匀即得(临用前现配制)。

72%硫酸溶液 :量取浓硫酸 72 ml，缓缓注人适量水 中，冷却至室温 ，加水稀 释至 100 mL，摇匀 备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人参皂贰Re对照品20 mg，置 10 mL容量瓶中，加甲醇适量使溶

B3
B3
B3
B3
用
B3
解并稀释至刻度 ，摇匀备用 。

测定方法

  样品溶液的制备

.1 人参茶类

取样品约2 g,精密称量，置100 ml烧杯中，用蒸馏水40 mL溶解后，定量转人250 mI,分液漏斗

 
 
 
 
 
 
 
 
 
 
 
 
 
 
 
 
 
 

月

.

1

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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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月
﹃

j
口
.

B

B

B

中，再用20 ml-蒸馏水分2次冲洗烧杯，合并入分液漏斗中，加乙醚30,30,20 ml分三次振摇萃取，弃

去乙醚液。再用水饱和正丁醇30,25,20 mL分三次振摇萃取，合并正丁醇液，用蒸馏水1倍量振摇，待

分层后，弃去水层。取正丁醇层于蒸发皿中，在沸水浴上蒸干，残渣用甲醇溶解后。转移至10 mL容量瓶

中，用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备用。

B4.1 . 2 人参蜜片

    取样品5g，置干燥箱中，70C烘于，研碎后，精确称量，用滤纸包好‘置索氏提取器中，加乙醚回流提

取1h，弃去乙醚液，残渣挥干乙醚，去掉滤纸，置50 ml具塞三角瓶中，用水1 mL搅拌湿润后，用水饱

和正丁醇20 m工J超声提取30 min，离心吸取上清液，反复共四次.合并正丁醇液，加2倍量蒸馏水，置分

液漏斗中，摇匀待分层后，弃去水层，取正丁醇层在沸水浴上蒸干，加甲醇溶解后，转移至 10 ml容量瓶

中，用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备用。

B4-1-3 人参酒

    精确量取本品100 ml，置蒸发皿中，在水浴上蒸干。残渣用蒸馏水80 ml，分次溶解，定量转人分液

漏斗中，再用20 ml蒸馏水分2次冲蒸发皿，并人分液漏斗中，加乙醚30,30,20 mL，分三次振摇萃取，

弃去乙醚，继用水饱和正丁醇30,25,20 m工分三次振摇萃取，合并正丁醇液，用蒸馏水1倍量振摇。待

分层后，弃去水层。取正丁醇层于蒸发皿中，在沸水浴上蒸干，残渣用甲醇溶解后。转移至10 mL容量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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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用甲醇稀释至刻度，摇匀备用。

84.2 测定

    精密量取对照品溶液与样品溶液各50 pL，分别置具塞刻度试管中，蒸干后，加人8%香草醛试液

0.5 mL,72%硫酸试液 5 mL，充分振摇混匀后，置60℃恒温水浴上加热10 min，立即用冰水冷却

10 min，摇匀。以试剂作空白，用分光光度计于544 nm波长处分别测定吸光度。

B5分析结果计算

    以质量百分数表示的人参茶类等产品中人参总皂贰含量(x)按式(B1)计算:

X (%)二

        A,
仍 ，X =

          入           ,

— X 100 ..........·..·.·.⋯⋯，.·⋯⋯(BI)

式中 :m,— 称取对照品的量,mg;

— 称取样品的量,mg;
— 对照品溶液的吸光度;

— 样品溶液 的吸光度。

m

A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