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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奶是一种发酵奶制品，由于其丰富的营养成份[王明华1999J以及独特的风昧、口感而

深受人们的喜爱。酸奶中含有一定 量的维生素A，作为 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 分析测定维生素

A的含量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分析维生素A的方法很多， 有荧光分光光度法、气相色谱法、

高压液相色谱法、可见分光光度法。其中比较常用的 是采用三氯化锦作为 显色剂的 分光光度法

[聂洪勇1987J，但这种方法有几个缺点。首先，生成的兰色化合物不稳定 ， 很快褪色 ，比色测定

必须在6秒内完成;其次，三氯化锦具有强腐蚀性及毒性;此外，甚易吸水，受温度 、温度的影响

大，器皿装过试剂后难于洗海等。本文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分析测定酸奶中维生素A的含量，

样品 经过皂化、提取 、除溶剂 、测定吸光度 。同时进行了维生素D对维生素A测定的干扰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 ，维生素D的存在不影响维生素A 的测定结果。本法与三氯化锦比色法相比，

操作简便、安全。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原材料为三种市售酸奶，代号分别为 A、B、C。仪器应用Uvikon 810 紫外分光光度计。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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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①50%KOH溶液。②O.5N KOH 1容瓶。 ③异丙醇、无水乙醇、无水乙醋、无水硫酸锅。 ④维

生素A标准贮存液(1 000 IU /mL) :置醋酸维生素A标准样品(德国 Merck公司， 1 000 000 

IU/g)于65"C水浴，使其充分被化、摇匀。 稍冷，精确称取O. 1000g 于100mL棕色容量瓶中，加

异丙醇溶解并定容至刻度。 ⑤维生素A标准使用液(lOIU/mL):精确移取1.0mL 1 000 IU/ 

时，维生素A标准贮存液于100mL棕色容量瓶中，用异丙醇定容至刻度。⑥维生素D标准贮

存液(1 OOOIU/mL)精确称取Vn标准样品(四川省国营茂市糖厂，40 000 IU/mg)O. 0250g，用

异丙醇溶解并定容至100mLo⑦维生素D标准使用液。00 IU/mL):精确移取1.0mL 上述维

生素D标准贮存液于100mL容量瓶国，用异丙醇稀释至刻度。

以上所用试剂 均为分析纯，所用水均为蒸锢水。

1.2 方法

1. 2. 1 工作曲线

分别移取101U/mL维生素A标准使用液1.0、2.0、3.0，4.0、5.0mL j二lOmL棕色容量瓶

中，异丙醇定容至刻度，摇匀。 浓度分别为1.0、2.0、3.0、4.0、5.0 IU/mL。 以异丙醇为空白对

照，调零，于328nm处 测定标准系列榕液的吸光度。

1. 2. 2 样品测定

(1)皂化:精确称取经搅匀的样品1.5000g 于平底烧瓶中，加入10mL50%KOH溶液 20mL

无水乙醇、3粒沸石，摇匀，装上回流冷凝管，在85C�90C水浴回流60min。

(2)提取:样品皂化完全后，用 10时，溢水冲洗冷凝管，将皂{七准转入250mL 分液漏斗中，

每次用30mL 无水乙酷提取3次皂化·液，将乙酷层合井，用温水优煤乙酷层(每次15mL)至洗澡

水呈中性 ，弃去水层。 乙酷提取坡经置有少量无水硫酸俐的小漏斗滤入平底烧瓶，用20mL 乙

酷分2次洗涤分液漏斗，洗海液同样经置有无水硫酸铀的小漏斗合并至平底烧瓶。

(3)挥发除去溶剂:将平底烧瓶置于水浴中，蒸馆并回收乙醋，待残留物剩1时，左右时，停

止蒸馆。

(4) 测定 :于费留物中加入异丙醇使之情解，并转移至10时，棕色容量瓶中，定容至刻度，

待测。

以1.5mL 蒸锢水代替样品，其余同1.2. 2操作，得到样品空白液为参照调零，于328 nm处

测定 样品液的吸光度。

1. 2. 3 精确度和固收率的测定

(1)精密度:称取10份平行样品进行测定 ，并对其结果进行误差分析。

(2)回收率:称取1.5000g 样品，分别加入1.0、2.0mL 10 IU/mL维生素A标准使用攘，其

余操作同1.2. 2，计算回收率。

1. 2. 4 干扰试验

取6个10mL容量瓶，加入3.0mL 10 IU/mL 维生素A标准使用液，然后分别加入0.0、

O. 2、O.4、0.6、0.8、1.OmL 100 IU /mL 维生素D标准使用破， 以异丙醇定容至10mL ， 于

328nm处 测定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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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讨论

2. 1 工作曲线

实验测得标准溶液的吸光度结果见表1。

表1 标准溶液的吸光度

Tab. 1 Absorbance of Standard Solutlon 

0.0 1.0 标准浓度(lU!mL)

吸光度 0.0 0.037 

由表1数据计算得到曲线回归方程为z

A = O. 0379C一O. 001 

2.0 

0.075 

相关系数为0.9999，样品中维生素A的含量按下式计算z

VA含量= tL ×川U/g)

3.0 

0.113 

4.0 

O. 150 

5.0 

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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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为样品的吸光度A代入回归曲线方程计算得到的测定液浓度OU/mL)， W 为样

品的重量(g)，数字10为样品测定液的体积。

2.2 样品中维生素A含量测定

表2 样品中维生素A的含量(IU/g)

Tab. 2 Vltamln A Content In Measured Samples 

样晶名称 VA含量 样品名称 VA含量 样晶名称 VA含量

草莓型A 22.1 草莓型B 13.1 草莓型C 12.4 

铺子型A 17.6 黄桃型B 17.8 桔子型C 10.1 

菠萝型A 17.3 寝萝型B 13.7 部萝型C 9.3 

原味型A 18.6 原味型B 7.87 原味型C 9.1 

注g表中每个数据均为三次测定的平均值.

由表2数据可见，酸奶中均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A，VA作为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美国新

的营养标示法[郑建仙1995J推荐每日摄入量为5000 IU，当摄入100g草莓型A酸奶就可以提

供人体每日需求量的44%，由此可见，酸奶是补充体内维生素A不足的优质奶制品。另外，从

表2又知 ，同一晶牌不同果型的酸奶维生素A的含量基本接近，这是因为维生素A主要来源于

动物性食品，水果中含量甚少，故在酸奶中添加水果不会引起VA含量的很大变化。

2. 3 精密度测定

本文以草莓型酸奶A为样品 ，进行10次平行试验 ，结果见表3。由表3知，平均值的标准偏

差为0.32，变异系数为0.01 ，可见本法的精密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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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酸奶中VA含量的相对平均偏差

Tab.3 Relatlve Deviatlon of V A Content in Yogurt 

Xi(VA含量 ， IU/g) 
试 样

平均值 平均值的 变异系数

2 3 4 5 6 7 8 9 10 X 标准偏差s V 

草莓型A 22.3 21.9 2� 1 21.8 22.0 22.2 21.7 22.6 21.7 22.5 22.1 0.32 0.01 

2.4 回收率试验

本文以草莓型A 为样品(VA含量为22.1IU/g)分别加入不同量的维生素A标准使用液，

沮�得的回收率见表4。 平均回收率为103.3% 0 

2.5 维生素D对维生素A测定的干扰试验

由表5数据可见，在一定 量的维生素A标掖中加入不同量的维生素D.测得的吸光度与不

加维生素D 时基本一致。故VD的存在不影响 VA的测定 。

寝4 回收率测定

Tab. 4 Recovery of Vitamln A In samples 

样品重量 加入VA量 调i得总VA 回收率
(g) <IU) CIU) C%) 

1. 5103 10.0 43.8 104.2 

1. 4966 10.0 44.4 IO:J.1 

1. 5015 10.0 44.4 102.9 

1. 5414 20.0 55.6 102.8 

1. 4997 20.0 55.0 103.5 

1. 5061 20.0 54.9 103. 1 

表5 VD对VA的干扰试验

Tab. 5 Interference of V D to V A Content 

VA标准使用液<IU) 30.0 30.0 30.0 30.0 30.0 30.0 

V"标准使用液CIU) 0.0 30.0 40.0 60.0 80.0 100.0 

吸jt度A 0.113 0.112 0.113 0.112 0.113 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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