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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中规

定的基本程序!分析测量不确定性的来源!计算测量结果的

相对扩展不确定度#结果显示花生酱中黄曲霉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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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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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响检测结果的
'

个不确定度分量中!样品前处理过程和标准工作液配制引入

的不确定度对结果影响较大#可通过减少这些不确定度分

量以提高测量结果的质量和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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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强毒性和强致癌性的次生代谢产物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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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潮湿的地区存放食品和饲料中容易滋

生黄曲霉毒素$其中黄曲霉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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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世界卫生组织划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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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致癌物$其毒性是砒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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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对肝脏组织的破坏性极

强$经常会在花生+玉米及其制品中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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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曲霉毒素对

人及动物肝脏组织有很严重的破坏作用会导致肝癌或死亡%

黄曲霉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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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被报道污染食品$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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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许多国家规定了黄曲霉毒素在食品中的限量

值%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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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

素限量*明确规定花生中黄曲霉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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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研究各类食品检测方法的不确定度评定报道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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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曲霉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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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确定度评估也有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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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花生酱中的黄曲霉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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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方法不确定度评估尚

未见$在日常检测过程中$发现花生酱中黄曲霉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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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

不合格率较高%

为了评估方法的不确定度$保证检验结果评定的准确

性+可靠性$提供真实+有效的依据%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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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

族和
]

族的测定*

的试验方法$对本实验室测定花生酱中黄曲霉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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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的测量不确定进行评定%评定从两个方面进行"方法重复性

的不确定度和方法数学模型中涉及的各个分量的不确定度%

以期为测量结果提供科学+准确的理论依据$同时为其他农

产品中黄曲霉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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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度的评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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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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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溶液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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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溶液

&."

于
&%."

容量瓶中$用甲醇定容$配制成
&%%

#

<

'

"

黄

曲霉毒素
^

&

标准储备溶液%吸取
&."

黄曲霉毒素
^

&

标准

储备溶液于
&%."

容量瓶中$用甲醇定容制成标准中间溶

液%再分别移取
&

$

$

$

(

$

*

$

&%."

黄曲霉毒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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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样溶液中
WN̂

&

按照外标法在标准曲线中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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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样提取液体积!植物油脂+固体+半固体按加入

的提取液体积(酱油+醋按定容总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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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量化不确定度分量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花生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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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经过提取+净化+

等步骤$每个步骤都可能引入不确定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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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每个步

骤都确定其不确定度的量是相对困难的$最常见的方法是选

择检测方法评价中的数据进行评价$对各分量进行统一

评定%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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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不确定度来源因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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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有多种不同来源$其中有部分随机性误差可以通

过重复测量排除$用统计方式评定$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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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评定(但是也有

许多其他不确定度的来源$例如仪器本身的不确定度$不能

用重复测量和统计方式评定$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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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评定方法$本方法中

除标准物质纯度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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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评定$其余分量的不

确定度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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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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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称取样品
&%:%'*(

<

$按照均匀分

布$称量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

+K/F

!

=

#

f

%?%%%&

&%? 槡%'*(c >

c&%%Uf%:%%%(BU

%

$:$

!

体积的不确定度

本方法体积的不确定度主要来源于校准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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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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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法实际定容体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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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容体积的

准确与否直接影响着最终的结果%用移液枪获得该体积$按

照
__]'+'

&

$%%'

)移液器检定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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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允许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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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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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的温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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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水的膨胀系

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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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工作溶液引入的不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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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物质纯度引入的不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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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容量瓶进行配制$在稀释过程中$

&%%."

的容量

瓶+

&."

量程的移液枪分别使用
$

次%

根据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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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玻璃量器检定规程*$查得所

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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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

容量瓶和
&."

量程移液枪的最大允许

差分别为
l%:&%."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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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容量瓶和移液枪

引入的不确定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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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操作时$在相同的温度下使用移液枪和容量瓶$因

此可忽略温度对不确定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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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得到标准曲线的不确定度仅与仪器的响应值高度有关%黄

曲霉毒素校准溶液测定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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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样体积引入的不确定度

数学模型中虽然并没有涉及进样量$但在计算结果中使

用了进样量%进样量的变动可以包含在重复性考虑中%在

实际的检测过程中采用同一进样器采样定量环等体积进样$

进入仪器的标准工作溶液和样品时温度是固定的$因此温度

带入的不确定度影响可以忽略$进样体积引入的不确定度也

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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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前处理过程引入的不确定度

对本方法进行正确度试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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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结果及其不确定度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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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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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在计算机图像信息基础上$从成熟度+质量大小

和形状特征三方面分别对草莓进行相应评级处理$利用逻辑

运算关系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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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流程$建立了一套草莓自动分级系

统%该分级系统分级速度快+不需要样本训练$避免了人工

选择存在的主观偶然性%利用该系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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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草莓进行分级

测试试验$分级准确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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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类错误的草莓只出

现在相邻等级$没有越级果#$共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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