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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中叶酸的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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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微生物法%固相萃取(高效液相色谱法和直接氨

水提取(高效液相色谱法
!

种方法分别对婴幼儿辅食营养

补充品中叶酸进行检测#选出最为准确%快速的方法$结果

表明'采用
.

C&*!

的甲醇(

$*$42()

)

Y

磷酸二氢钾!体积比

为
4

#

#4

"作为流动相#控制叶酸在
&*42@A

出峰的氨水提

取(高效液相色谱法#其标准曲线相关系数为
$*###1

#检出

限为
$*$%#$2

M

)

Y

$与另外两种方法相比#该方法具有简

便%快速%灵敏%重现性好等优点#为建立婴幼儿辅食营养补

充剂中叶酸含量的测定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叶酸&微生物法&固相萃

取&氨水提取&高效液相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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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维生素
?

#

!是一种重要的水溶性维

生素!必须从日常食物中获取来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

人体内缺乏叶酸会引起巨幼红细胞贫血%新生胎儿神经管畸

形等疾病0

%

1

$

"$%4

年
#

月!北京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出生缺陷

防控论坛再次强调了叶酸在预防神经管畸形及其他出生缺

陷中的重要性$辅食营养补充品是由多种微量营养素混合

成的粉末或颗粒状补充品!其中含或不含食物基质和其他辅

料!是应用于婴幼儿辅食家庭强化使用的营养素补充

品0

"7!

1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营养知识的广泛普及!

人们通过服用膳食补充剂来弥补膳食中摄入不足的营养素$

但是目前国内外尚未有此类产品标准!而基质复杂膳食补充

剂的监督监测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尚无国家标准和国际标

准对其叶酸进行检测的方法0

5

1

$所以研发一种快速灵敏的%

可以用于检测低质量分数%基质复杂的营养补充品中叶酸的

方法成为当务之急$

针对食品中叶酸含量检测方法的研究!国内外的科技工

作者近年来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根据检测食品的类型不同

而开发出多种检测叶酸含量的分析方法0

4

1

$目前!测定叶酸

的分析方法主要有微生物法%分子荧光法等!这些前处理方

法往往较复杂%重现性差%检测周期长等!而微生物法灵敏度

高%结果准确!所以许多国际机构仍将微生物法作为叶酸分

析的标准方法或第一方法0

&

1

&对于检测限较低的蔬菜%保健

食品等的检测!中国多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0

07#

1

&据报道0

%$

1

国外对于强化叶酸的产品的检测!一般都通过固相萃取小柱

富集%纯化!然后用检出限高%选择性好的高效液相色谱法紫

外检测器检测$上述常用的
!

种叶酸的检测方法都各有优

缺点!而目前研究工作中针对基质复杂的婴幼儿辅食营养补

5!



充剂叶酸测定方法的研究尚少见报道$本研究针对中国基

质复杂的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剂中叶酸分析方法的不足!拟

采用了微生物法%固相萃取)液相色谱和氨水提取)液相色

谱
!

种不同的检测方法比较分析测定的差异性!用氨水提

取)液相色谱法建立了一个适用于此类样品叶酸定量检测

的快速%简便%准确的分析方法!为实际检测提供有效的数据

支撑$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与仪器

%*%*%

!

材料与试剂

干酪乳杆菌-

YEJ/(TEJ@))FLJEL-@

.

=8__05&#

+美国典型

培养物保藏中心&

乳酸杆菌琼脂-/肉汤.培养基%叶酸酪蛋白培养基+美国

碧迪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叶酸声称含量
5$$$

#

M

/

%$$

M

!

市售&

叶酸标准品+

##*#6

!上海安谱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抗坏血酸+分析纯!广州化学试剂厂&

甲醇+色谱纯!美国
X@LH-B

公司&

磷酸二氢钾+分析纯!广州化学试剂厂&

氨水-氢氧化铵.+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公司&

试验用水为蒸馏水!流动相经
$*54

#

2

微孔滤膜过滤$

%*%*"

!

主要仪器设备

高压灭菌锅+

C'D;4$

型!日本平山公司&

隔水式恒温培养箱+

3+>;#"0$

型!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

限公司&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d';%1$$

型!日本岛津公司&

高效液相色谱仪-配二极管阵列检测器.+

%"&$

型!美国

安捷伦
=

M

@)-A/

公司&

超声波清洗机+

c>;$1$,

型!深圳洁盟清洁设备有限

公司&

萃取柱+

9E/-BL,-

.

;>ES

+

V

'EJ&JJ_%1;4$$2

M

型!美国

9E/-BL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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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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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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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曲线制作+叶酸标准工作 溶 液 的 浓 度 为

表
%

!

叶酸的标准曲线溶液的制备

8ET)-%

!

8H-

.

B-

.

EBE/@(A(NN()@JEJ@RL/EAREBR

JFBP-L()F/@(A

序号
无菌蒸馏

水/
#

Y

标准工作

曲线/
#

Y

标准曲线溶液/

-

A

M

2

2Y

7%

.

% #$$ %$$ $*$&$

" 1$$ "$$ $*%"$

! 0$$ !$$ $*%1$

5 &$$ 5$$ $*"5$

4 4$$ 4$$ $*!$$

& 5$$ &$$ $*!&$

$*&$A

M

/

2Y

$在无菌条件下!按照表
%

的顺序在灭菌试管中

进行叶酸标准工作液的稀释!从而制备一系列浓度梯度的标

准曲线溶液0

%%

1

$

!!

-

"

.样品测定溶液的制备+准确称取约
"

M

-精确到

$*$$$%

M

.样品于
%$$2Y

烧杯中!用
"4

!

!$2Y

二级水复

原样品!定容至
%$$2Y

$然后吸取
%2Y

该样液于试管中!

加
%#2Y

含抗坏血酸的磷酸缓冲液!并于
%$$[

水浴加热

42@A

$再用磷酸盐缓冲液稀释!定容至
%$$2Y

!作为叶酸

样品溶液$制备完样品测定溶液后!在无菌条件下!按照表
"

的顺序在灭菌试管中进行样品工作液的稀释!从而制备相应

浓度梯度的样品测定溶液0

%"

1

$

表
"

!

样品测定溶液的制备

8ET)-"

!

8H-

.

B-

.

EBE/@(A(NLE2

.

)-R-/-B2@AE/@(AL()F/@(A

序号 无菌蒸馏水/
#

Y

样品溶液/
#

Y

相对样液体积

% #$$ %$$ $*%

" 1$$ "$$ $*"

! 0$$ !$$ $*!

!!

-

!

.接种培养+在已灭菌的小管中每管加入
!$$

#

Y

系列

标准曲线溶液-或样品测定溶液.和
!$$

#

Y

含有
$*$46

浓度

试验用菌悬液的无菌叶酸酪蛋白培养基!加盖!充分振荡混

匀置于-

!&b%

.

[

恒温箱中培养
%&

!

"5H

0

%%

1

$

-

5

.测定+混合均匀!使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于

44$A2

下测定各小管溶液的吸光度-

5

.$

%*"*"

!

固相萃取)液相色谱法

-

%

.色谱分析条件+色谱柱!迪马
_

%1

-

"

.柱-

"4$22^

5*&22

.&流动相!甲醇)

$*$42()

/

Y

磷酸二氢钾-体积比为

4

#

#4

!

$*%2()

/

Y:\C

溶液调节
.

C

值为
&*!

.&柱温!

!$[

&

流速!

%*$2Y

/

2@A

&进样量!

"$

#

Y

&波长选择!二极管阵列检

测器对叶酸标准品进行全波长扫描!结果显示出的最大吸收

峰为
"01A2

0

%!

1

$

-

"

.标 准 溶 液 的 配 制+叶 酸 标 准 储 备 液 浓 度 为

%%5

#

M

/

2Y

!贮于
5[

冰箱中避光保存$

-

!

.样品前处理+准确称取
4

M

左右-精确到
$*$$$%

M

.

样品于
4$2Y

锥形瓶中!加约
!$2Y

.

C&*!

的
$*$42()

/

Y

磷酸二氢钾溶液-不含甲醇.%

$*"42Y

浓氨水和
"2Y%6

'

_

溶液!振荡溶解再超声提取
"$2@A

!摇匀后用磷酸二氢钾

溶液-不含甲醇.将超声后溶液定容至
%$$2Y

比色管中!混

匀!过滤$

活化+先用
%$2Y

甲醇-色谱纯.活化
_

%1

萃取柱!再用

42Y

蒸馏水冲去甲醇&

上样+取
%$2Y

样品清液加到活化的
_

%1

小柱柱床上!控

制流速在
5$

滴/
2@A

&

淋洗+待样液全部通过固相萃取柱后!用
42Y

蒸馏水淋

洗!弃去滤液&洗脱+用
!2Y

的氨水)甲醇水-

4

#

#4

.进行洗

脱!直至
_

%1

萃取柱上的肉眼可见的色素全部洗脱下来!收集

洗脱液!再用
% 2Y

蒸馏水再次洗脱!氮气吹干!定容到

42Y

$混匀!经
$*54

#

2

微孔滤膜过滤$

4!

安全与检测
!

"$%&

年第
#

期



-

5

.测定+按照
%*"*"

-

%

.中的色谱分析条件!等待仪器自

检稳定后!则分别注入标准溶液和样品溶液$以保留时间定

性!记录峰面积-或峰高.!用标准曲线计算样品中待测组分

的含量$

%*"*!

!

氨水提取)液相色谱法

-

%

.色谱分析条件+按照
%*"*"

方法$

-

"

.标准溶液的配制+按照
%*"*"

方法$

-

!

.样品前处理+精确称取
%

M

-精确到
$*$$$%

M

.样品!

置于
4$2Y

比色管中!加约
"$2Y

流动相%

$*"42Y

浓氨水

和
%2Y%6 '

_

溶液!振荡均匀后超声提取
"$2@A

!用流动

相定容至刻度$混匀!静置!取上清液经
$*54

#

2

微孔滤膜

过滤后进样$整个试验操作过程用铝箔纸避光!以免叶酸见

光分解$

-

5

.测定+按照
%*"*"

方法中-

5

.进行测定$

"

!

结果与讨论
"*%

!

微生物法

"*%*%

!

线性分析
!

表
%

中叶酸的浓度作为横坐标!吸光度值

-

5

.作为纵坐标!根据四参数方程来拟合微生物法的标准曲

线!结果见图
%

$其中标准曲线的相关系数达到
M

"

h$*###5

!

表明相关性较好$

图
%

!

微生物法测叶酸标准曲线

X@

M

FB-%

!

8H-N()@JEJ@RL/EAREBRJFBP-(N

2@JB(T@()(

M

@JE)2-/H(R

"*%*"

!

结果
!

按照
3?45%!*%&

)

"$%$

方法和上述方法步

骤!根据测定数据的平均值进行计算!得到样品中叶酸的量

为-

%$$$*$b%"*4

.

#

M

/

%$$

M

$

"*%*!

!

讨论
!

在制作微生物法标准曲线的过程发现!在图中

描绘的各检测点不是形成一条直线!而是随着叶酸浓度的增

加其相应的吸光度值-

5

.缓慢增加$为了能进行更加精确

的计算!本试验则采用四阶方程进行拟合标准曲线$

虽然微生物法是检测叶酸含量的第一法!但是检测出来

的结果为-

%$$$*$b%"*4

.

#

M

/

%$$

M

!与样品的明示值

5$$$

#

M

/

%$$

M

存在较大的偏差$从标准曲线看!其相关性

良好说明试验方法和试剂都不存在问题$但通过与婴幼儿

配方奶粉的营养配方表相比较!发现存在较大不同的就是婴

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可

以初步判定结果差异在于样品基质!而是否因为维生素和矿

物质含量过多导致微生物生长不起来则需进一步的研究$

"*"

!

固相萃取$液相色谱法

"*"*%

!

前处理条件的确定
!

与氨水提取)液相色谱法相比!

由于固相萃取)液相色谱法的提取液在空气停留的时间较

长!特别是富集过程!所以将
%6

抗坏血酸添加量增加到

"2Y

&再由于固相萃取)液相色谱法中的洗脱液为氨水)

甲醇水-体积比为
4

#

#4

.!所以提取液的溶剂不应该含有甲

醇!以免影响检测的结果$

"*"*"

!

流动相组成的选择
!

为了使固相萃取)液相色谱法

能与氨水提取)液相色谱法具有有效的可比性!所以选择相

同的流动相组成进行试验!即采用
.

C&*!

的甲醇)磷酸二

氢钾-体积比为
4

#

#4

.作为流动相$

"*"*!

!

方法线性范围与检出限
!

标准曲线的绘制及线性范

围+准确移取
%%5

#

M

/

2Y

叶酸标准储备液稀释!用流动相配

制成含叶酸的浓度为
$*$

!

$*%

!

$*4

!

%*$

!

"*4

!

4*$

!

0*4

!

%$*$

#

M

/

2Y

的标准系列!各个浓度重复进样
!

次!取相应
!

次峰面积的平均值$然后以叶酸的质量浓度-

9

.作为横坐

标!峰面积-

5

.为纵坐标来绘制线性关系曲线$根据图
"

可

得到结果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B

h4%*0#Fi"*1&#5

!相关系数

M

" 为
$*###0

!表明在
$

!

%$

#

M

/

2Y

时!叶酸的质量浓度-

9

.

和峰面积-

5

.的线性关系良好!适合用来做定量分析$

检出限+以
!

倍信噪比条件下对应的样品浓度计算检测

限!

?

/

1h"*&!1!

/

$*$!54&h0&*!!

-浓度为
$*4$%&

#

M

/

2Y

.$

所以仪器
?

/

1 h!

时!检出限
Y\Z

为
$*$%#0

#

M

/

2Y

&

?

/

1h%$

时!定量限为
$*$&4&

#

M

/

2Y

$

图
"

!

固相萃取(液相色谱法测叶酸的标准曲线

X@

M

FB-"

!

X()@JEJ@RL/EAREBRJFBP-(NL()@R;

.

HEL-;

-U/BEJ/@(A;C>Y_2-/H(R

"*"*5

!

加标回收率
!

采用加标回收率评价方法的准确度+取

样品
5

份!向其中一份样品加入
%2Y

标准储备液!按前处理

方法处理后重复进样
!

次!测定其相应的
!

次峰面积!计算

其相应的回收率及
V,W

!结果见表
!

$

!!

由表
!

可知!叶酸的相对标准偏差为
$*116

!

%*0&6

!但

表
!

!

固相萃取$液相色谱法测叶酸的回收率和
V,W

值

8ET)-!

!

8H-B-J(P-B

O

BE/-LEARR-/-B2@AE/@(A

.

B-J@L@(A(N

N()@JEJ@R(NL()@R;

.

HEL-;-U/BEJ/@(A;C>Y_2-/H(R

序号
加入值/

-

%$

7"

#

M

2

M

7%

.

测定平均值/

-

%$

7"

#

M

2

M

7%

.

V,W

/

6

回收率/

6

% $ %%!% %*0& 7

" $ %$%0 %*4$ 7

! $ %$55 %*"$ 7

5 ""&5 %#14 $*11 !0*0

!

5"*1

&!

第
!"

卷第
#

期 罗敏婷等+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中叶酸的测定方法
!



是其回收率仅为
!0*06

!

5"*16

!说明本方法的准确性有待

研究和验证$

"*"*4

!

精密度
!

取标准储备液进样
"$

#

Y

!按上述色谱条件

连续重复进样
&

次!峰面积分别是
&$&5

!

&$1$

!

&$$&

!

&$55

!

&$!"

!

&$0&

!计算出峰面积的平均值为
&$5&*1

!其相对标准

偏差为
$*%16

!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

!

重现性试验
!

取叶酸样品适量!共
&

份!按前处理制

备样品溶液!进样
"$

#

Y

!计算叶酸的含量及
V,W

!结果测得

叶酸 含 量 分 别 是
%*%!4

!

%*$%&

!

%*$5!

!

%*$"%

!

%*$51

!

%*%""2

M

/

%$$

M

!其平均含量为
%*$&5 2

M

/

%$$

M

!

V,W

为

$*1&6

!表明重复良好$

"*"*0

!

讨论
!

此方法与氨水提取)液相色谱法的前处理基

本相同!根据理论同一个样品两种方法测定出来的结果应该

相同的!然而两者得出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可能与样品的基

质%提取不完全%洗脱不充分等影响的因素有关$

本试验根据固相萃取的提取方法得到的回收率仅为

!$6

!

5$6

!但测定的标准曲线%精密度%准确度和重现性都

良好!结果说明了叶酸的标准品及仪器的精密度及准确性不

存在任何问题!仅仅是对样品提取的方法出现问题!需要进

一步进行改善$影响其测定结果的因素也很多!例如样品中

叶酸含量少%样品的基质%洗脱液的性质%洗脱终点的判

定等$

"*!

!

氨水提取$液相色谱法

"*!*%

!

前处理条件的确定
!

叶酸具有光不稳定性%易被氧化

等性质!这些均会影响试验的准确性!所以操作过程中用铝

箔纸避光&因为叶酸在中性偏碱性情况下较为稳定!所以选

取
$*46

氨水作为提取液!使提取液处于弱碱性状态&因为抗

氧化剂
'J

对叶酸的稳定性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所以在提

取液中加入
%6 'J

溶液$

"*!*"

!

流动相组成优化试验
!

叶酸属于极性的两性化合物!

流动相的酸碱性是影响叶酸存在形式的关键因素$查阅大

量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食品中的叶酸含量相关文献0

%

!

%!

1及

3?45%!*%&

)

"$%$

标准时发现!流动相大多采用磷酸盐缓冲

液与有机溶剂按一定比例混合的溶液!同时也有资料0

%5

1采

用乙酸铵作为流动相$经试验分析研究磷酸二氢钾和乙酸

铵的分离效果!得出的结果与赵雯玮等0

%5

1研究的结果一致+

当流动相为乙酸铵时!不仅会出现拖尾现象!而且其分离度

也不如磷酸二氢钾溶液$

有机溶剂的选择方面!相比乙腈!甲醇毒性比较低!价格

也相当廉价!在吸光度等各方面的表现也毫不逊色$尽管使

用时对柱子会产生较大的压力!但若能使用普遍压力较低的

色谱柱!依然可以达到理想的分析效果$

根据叶酸的性质!试验主要采用甲醇与磷酸二氢钾体系

作为流动相$在研究甲醇)磷酸二氢钾不同比例混合的影

响时发现!如果流动相中甲醇的量增加时!叶酸的保留时间

会提前!但是其色谱峰不能有效分离$当甲醇)磷酸二氢钾

的体积比为
4

#

#4

时!叶酸的色谱峰在
&*42@A

出现!且能有

效分离出来$

本研究最终采用甲醇)磷酸二氢钾-体积比为
4

#

#4

.作

为流动相!固定其他试验条件不变!改变流动相的
.

C

值!比

较了不同
.

C

值对叶酸分离情况!结果表明当流动相的

.

C&*!

时!叶酸的保留时间和分离度都较好$

"*!*!

!

方法线性范围与检出限
!

标准曲线的绘制及线性范

围+准确移取
%%5

#

M

/

2Y

叶酸标准储备液稀释!用流动相配

制成含叶酸的浓度为
$*$

!

$*%

!

$*4

!

%*$

!

"*4

!

4*$

!

%$*$

#

M

/

2Y

的标准系列!各个浓度重复进样
!

次!取相应
!

次峰面积的

平均值$然后以叶酸的质量浓度-

9

.作为横坐标!峰面积

-

5

.为纵坐标来绘制线性关系曲线$根据图
!

可得到结果

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B

h&1*4#%F7$*0%"!

!相关系数
M

" 为

$*###1

!从而表明在
$

!

%$

#

M

/

2Y

时!叶酸的质量浓度-

9

.

和峰面积-

5

.的线性关系良好!适合用来做定量分析$

检出限+以
!

倍信噪比条件下对应的样品浓度计算检测

限!

,

/

+h"*"!&1

/

$*$"1!#h01*0#

-浓度
h$*4

#

M

/

2Y

.$所

以仪器
?

/

1h!

时!检出限
Y\Z

为
$*$%#$

#

M

/

2Y

&

?

/

1h

%$

时!定量限为
$*$&!5

#

M

/

2Y

$

图
!

!

氨水提取(液相色谱法测叶酸的标准曲线

X@

M

FB-!

!

X()@JEJ@RL/EAREBRJFBP-(NR@B-J/;E22(A@E;-U;

/BEJ/@(A;C>Y_2-/H(R

"*!*5

!

加标回收率
!

采用加标回收率评价方法的准确度+取

样品
5

份!向其中一份样品加入
%2Y

标准储备液!按前处理

方法处理后重复进样
!

次!测定其相应
!

次峰面积!计算其

相应的回收率及
V,W

!结果见表
5

$

由表
5

可知!叶酸的回收率为
#%*&46

!

##*56

!相对标

准偏差为
$*0&6

!

%*4$6

!说明本方法比较准确$

"*!*4

!

精密度
!

取标准储备液进样
"$

#

Y

!按上述色谱条件

连续重复进样
&

次!峰面积分别是
01""

!

0101

!

00!"

!

04#5

!

01#"

!

1$$5

!计算出峰面积的平均值为
01"$*!

!其相对标准

偏差为
$*&#6

!表明仪器精密度良好$

表
5

!

氨水提取$液相色谱法测叶酸的回收率和
V,W

值

8ET)-5

!

8H-B-J(P-B

O

BE/-LEARR-/-B2@AE/@(A

.

B-J@L@(A(N

N()@J EJ@R (N R@B-J/;E22(A@E;-U/BEJ/@(A;C>Y_

2-/H(R

序号
加入值/

-

%$

7"

#

M

2

M

7%

.

测定平均值/

-

%$

7"

#

M

2

M

7%

.

V,W

/

6

回收率/

6

% $ 45"5 %*54 7

" $ 5#4" %*0& 7

! $ 545& %*$$ 7

5 %%!!$ %41$1 %*54 #%*&4

!

##*5

0!

安全与检测
!

"$%&

年第
#

期



"*!*&

!

重现性试验
!

取叶酸样品适量!共
&

份!按前处理制

备样品溶液!进样
"$

#

Y

!计算叶酸的含量及
V,W

!测得叶酸含

量分别是
4*$""

!

5*#4$

!

5*#5&

!

5*#5!

!

4*$%%

!

5*#542

M

/

%$$

M

!其

平均含量为
5*#&#2

M

/

%$$

M

!

V,W

为
%*""6

!表明重复良好$

"*!*0

!

讨论
!

叶酸在酸性溶液中对热不稳定!溶于热水%碱

性溶液!而选择流动相
.

C

值呈弱酸性的第一个原因是叶酸

在碱性溶液中易被氧化!第二原因是配制的标准品溶液和样

品溶液均为弱碱性!叶酸大部分以离子形式存在!若流动相

是偏弱酸性!则可抑制叶酸的电离!使叶酸以分子形式在柱

中分离!防止出现拖尾峰!提高试验的准确性$

"*5

!

三种方法测定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叶酸含量的比较

按照上述三种方法对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的叶酸含

量进行测定!结果见表
4

$由表
4

可知!只有氨水提取)高效

液相色谱测定出来的结果最靠近试验样品的明示值$直接

用氨水提取)液相色谱测定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剂中的叶

酸更为准确!且前处理简单!分析速度快%适用的基质范围

广%实用性强!为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剂中叶酸含量的测定

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撑$

表
4

!

三种方法测定结果比较

8ET)-4

!

_(2

.

EB@L(A(N/HB--2-/H(RL(N2-ELFB-2-A/

B-LF)/L

#

M

'

%$$

M

测定方法 声称明示值 叶酸的含量 绝对误差

微生物法
5$$$ %$$$ 7!$$$

固相萃取)高

效液相色谱法
5$$$ %$&5 7"#!&

氨水提取)高

效液相色谱法
5$$$ 5#0# #05

!

!

结论
虽然微生物法被中国定为检测食品中叶酸的第一法!但

是由于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的基质与传统的食品不同!所

以检测出来的结果与样品的明示值有所偏差$再加上微生

物法的前处理较复杂%干扰物质多%检测周期较长等因素!与

社会需求的快速高效检测不相符合$由于婴幼儿辅食营养

补充剂中含有的叶酸比较少!从理论上通过固相萃取后进行

洗脱!会使得检测叶酸的结果更加准确$但实际上!洗脱过

程难以控制!难以判断洗脱终点&加上样品中含有大量的矿

物质&可能洗脱液的洗脱能力不够强而导致叶酸不能洗脱完

全等因素导致检测结果有所偏差$

方法学考察结果表明!采用
.

C&*!

的甲醇)

$*$42()

/

Y

磷酸二氢钾-体积比为
4

#

#4

.作为流动相!控制叶酸在

&*42@A

出峰的氨水直接提取)液相色谱法检测婴幼儿辅食

营养补充品中叶酸含量!操作简便迅速%准确度和精密度均

较理想!方法的线性范围广$在针对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品

叶酸含量的实际检测工作中!采用快速%准确的氨水直接提

取)液相色谱法更为合适!为建立婴幼儿辅食营养补充剂中

叶酸含量测定的方法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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