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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气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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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的方法"并以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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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试验方法操作简便&重复

性好&受环境和人为因素干扰较小"可作为一种卷烟主流

烟气中苯并*

:

+芘及其同分异构体含量的快速检测方法

加以推广#

关键词!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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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芘'同分异构体'多环芳烃'气相色谱%

串联质谱'卷烟主流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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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痕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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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芘含量的准确检测而言!干扰物繁多!难度较大!

通常因前处理过程繁琐复杂而导致检测效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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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存在于卷烟主流烟气中!同分异构体的存在影响了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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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链异构体的分离一直是个难点!对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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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报道*对卷烟主流烟气中苯并/

:

0芘及其同分异构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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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定卷烟主流烟气中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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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采用产物离子扫描模式进行检测!优选产物离子!优

化碰撞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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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标准系列溶液中待测物含量与内标

量之比对色谱图中待测物峰面积与内标面积的比值作

图!得工作曲线的
>

值和
V

值$按式+

#

,计算样品中待测

物含量$

<

;

a

+

>_"

;

_O

A

dV_"

A

,

_R

"

A

_#

! +

#

,

式中'

<

;

---卷烟主流烟气中苯并/

:

0芘及其同分异构体
4

的质量含量!

?

@

.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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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 #7$8668" !6! !6" 4" !6! !!3 26

氘代苯并/

:

0芘
Q

/

:

0

L8F

#!

3243385#85 !34 !3! 26 !34 !23 4"

以标准溶液中最低浓度样品+

#?

@

.

9N

,为代表!重复测定

#"

次!所得测定值的标准偏差+

X'

,作为基准!以
2X'

计

算方法的检出限!以
#"X'

计算方法的定量限$

#D!D5

!

重复性(重现性测定
!

对同一卷烟样品按
#D!D6

方

法进行样品处理并进行含量测定!日内重复性以同一样

品每天重复测定
6

次!连续测定
2F

!计算相对标准偏差

来表示$日间重现性连续测定
2F

!每天
6

组样品!计算

相对标准偏差$

#D!D$

!

回收率测定
!

以
204%

参比卷烟样品作为代表样品!

分成
2

份!按照低+

#?

@

.支,(中+

6?

@

.支,(高+

#"?

@

.支,

2

个

浓度水平分别加入苯并/

:

0芘及其同分异构体标准品!每

个添加水平重复测定
6

次$

!

!

结果与讨论
!D#

!

萃取溶剂选择

为选择合适的萃取溶剂!经调研发现'

'

多环芳烃的

溶液型市售商品中!多数标准品的溶剂为甲醇(二氯甲

烷(环己烷(甲苯(乙腈(丙酮*

(

市售的多环芳烃混合标

准溶液有
#3

种的溶剂为环己烷(有
2#

种的溶剂为二氯

甲烷$试验表明!部分目标多环芳烃物质在甲醇(丙酮中

微溶!且多数经超声处理
6

%

#"9;?

后仍不能完全溶解*

同时!根据相似相溶原理!上述两种溶剂与苯并/

:

0芘等

多环芳烃的极性相差较大!因此排除$剩余的
4

种溶剂

中!苯(二氯甲烷和甲苯均毒性较大!分别位于世界卫生

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公布的
#

类(

!*

类和
2

类致癌物

清单中$故选择环己烷作溶剂$

!D!

!

萃取条件优化

由图
#

可知!两种萃取液中苯并/

:

0芘含量均随萃取

时间的延长逐渐增加$当萃取时间为
!"

!

2"9;?

时!苯并

/

:

0芘均未被完全萃取*当萃取时间
)

4"9;?

时!苯并/

:

0

芘萃取液中的含量均趋于稳定$故萃取时间应
)

4"9;?

$

超声波发生器通常不具备冷却功能!萃取过程中!槽内水

温会随超声时间的增长而升高$为满足常温下超声萃取

图
#

!

萃取条件对卷烟样品检测结果的影响

%;

@

C=E#

!

/RREBKAHRAG:\EBH?F;K;H?AH?KGEFEKEBK;H?

=EAC<KAHRB;

@

:=EKKEA

的条件!需更换槽内的水!较为繁杂$因此!考虑优化萃

取方式$

!!

同一处理条件下!将
204%

参比卷烟样品分别超声萃

取和振荡萃取处理
4"9;?

后发现!两种提取方式所得检

测结果无显著差异+表
!

,!说明振荡萃取可满足样品提取

要求$

!!

由图
!

可知!当萃取时间为
!"

%

2"9;?

时!待测物并

未完全溶解至萃取液中*当萃取时间
)

4"9;?

时!大部分

待测物在萃取液中的含量趋于稳定!少数呈现峰值$因

此!较优萃取时间为
4"9;?

$

!D2

!

标准工作曲线与检测限

!!

由表
2

可知!苯并/

:

0芘及其同分异构体的线性范围

表
!

!

超声萃取和振荡萃取所得
204%

中
Q

(

:

)

L

含量

O:U<E!

!

0EAC<KAHRQ

(

:

)

LU

>

C<K=:AH?;BEIK=:BK;H?:?F

HAB;<<:K;H?EIK=:BK;H? ?

@

#支

编号 超声萃取 振荡萃取 编号 超声萃取 振荡萃取

# 3D5! 3D62 6 3D2! 3D25

! 3D$# 3D4! 3 3D34 3D6$

2 3D4$ 3D54 5 3D45 3D$4

4 3D6$ 3D46

均值
3D65 3D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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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萃取时间对卷烟样品检测结果的影响

%;

@

C=E!

!

/RREBKAHRAG:\EFC=:K;H?H?KGEFEKEBK;H?

=EAC<KAHRB;

@

:=EKKEA

为
#

%

!"?

@

.

9N

!线性相关系数为
"D77$3

%

"D7773

!表明

在测定浓度范围内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苯并/

:

0芘及

其同分异构体的检出限为
"D"!$2

%

"D"7"$?

@

.

9N

+等同

于烟气含量
"D"633

%

"D#$#5?

@

.支,!定量限为
"D"742

%

"D2"! $ ?

@

.

9N

+等 同 于 烟 气 含 量
"D#$$ 3

%

"D3"66?

@

.支,$

!D4

!

重复性与重现性

由表
4

可知!试验方法测得的卷烟苯并/

:

0芘及其同

分异构体日内重复性的相对标准偏差为
#D7#Z

%

2D75Z

!

日间重现性的相对标准偏差为
!D64Z

%

4D43Z

!均
#

6Z

!

表明该方法重复性与稳定性较好!能满足定量要求$

!D6

!

回收率

由表
6

可知!苯并/

:

0芘及其同分异构体的加标回收

率为
7!D3"Z

%

#"5D3"Z

!相对标准偏差为
"D4"Z

%

2D"#Z

!表明该方法能满足定量要求$

!D3

!

对比试验

由表
3

可知!不同文献所列苯并/

U

0荧蒽(苯并/

\

0荧

蒽和苯并/

:

0芘含量的检测值与试验方法的一致性较好!

说明试验方法准确性较好$

!D5

!

卷烟样品的分析测定

采用试验方法对
+)5

参比卷烟和
$

种不同牌号市

售国产烤烟型卷烟样品进行分析$

!D5D#

!

+)5

参比卷烟
!

由图
2

可知!卷烟主流烟气中苯

并/

:

0芘及其同分异构体相互分离较好!苯并/

:

0芘与其

碳链异构体苯并/

E

0芘分离度较好$

!D5D!

!

商品卷烟
!

由表
5

可知!商品卷烟的相对平均偏

差均在
6Z

以内$综上!试验方法可作为一种卷烟主流

烟气中苯并/

:

0芘及其同分异构体含量快速检测的新

方法$

表
2

!

苯并(

:

)芘及其同分异构体的标准工作曲线及方法的检测限

O:U<E2

!

+:<;U=:K;H?BC=SEA

"

BH==E<:K;H?BHERR;B;E?KA

"

N&':?FN&hHRUE?VH

(

:

)

J>

=E?E:?F

;KAAK=CBKC=:<;AH9E=A

%

.a#"

&

化合物 标准曲线
3

! 检出限.+

?

@

2支Y#

, 定量限.+

?

@

2支Y#

,

Q

/

U

0

% !a!4D$732SY"D$465 "D777! "D#"!$ "D24!6

Q

/

\

0

% !a!2D#3"2SY2D4273 "D7774 "D#!73 "D42!"

Q

/

T

0

% !a!$D45#2SY"D6""3 "D77$3 "D#$#5 "D3"66

Q

/

T

0

*dQ

/

E

0

* !a2D"7!4SY"D"$$4 "D77$7 "D"$75 "D!7$7

Q

/

E

0

L !a!$D45#2SY"D6""3 "D7774 "D"$47 "D!$!$

Q

/

:

0

L !a#7D35!6SY"D2337 "D7773 "D"633 "D#$$3

L/0 !a64D!$72SY#D"5$# "D777! "D#272 "D4342

表
4

!

苯并(

:

)芘及其同分异构体的日内重复性和日间重现性

O:U<E4

!

-?K=:F:

>

=E

J

E:K:U;<;K

>

:?FF:

>

K;9E=E

J

=HFCB;U;<;K

>

HRFEKEBK;H?HRUE?VH

(

:

)

J>

=E?E

:?F;KAAK=CBKC=:<;AH9E=A

%

.a#6

&

化合物
日内重复性

平均值.+

?

@

2

@

Y#

,

0X'

.

Z

日间重现性

平均值.+

?

@

2

@

Y#

,

0X'

.

Z

Q

/

U

0

% 6D!2 !D6! 6D25 2D66

Q

/

\

0

% !D3" !D$4 !D66 4D43

Q

/

T

0

% 2D3# 2D75 2D3! 2D75

Q

/

T

0

*dQ

/

E

0

* 6D$! !D!2 6D5$ !D64

Q

/

E

0

L 6D7# #D7# 6D$5 4D"7

Q

/

:

0

L 3D6$ !D!6 3D45 4D43

L/0 2D!! 2D"$ 2D!5 2D22

'$

"

bH<D23

"

.HD#!

蔡洁云等!气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卷烟主流烟气中苯并(

:

)芘及其同分异构体含量



表
6

!

苯并(

:

)芘及其同分异构体的加标回收率和精密度

O:U<E6

!

0EBHSE=;EA:?F

J

=EB;A;H?AHRFEKEBK;H?HRUE?VH

(

:

)

J>

=E?E:?F;KAAK=CBKC=:<;AH9E=A

%

.a6

&

化合物
原含量.

+

?

@

2支Y#

,

#?

@

.支

回收率.
Z 0X'

.

Z

6?

@

.支

回收率.
Z 0X'

.

Z

#"?

@

.支

回收率.
Z 0X'

.

Z

Q

/

U

0

% 6D## #"5D3" #D43 #"!D53 #D6$ #"#D#$ "D$7

Q

/

\

0

% !D34 7!D3" !D2! 77D$4 "D57 77D3! "D6#

Q

/

T

0

% 2D6! #"7D$" !D24 #"#D73 !D#2 #"#D#4 "D56

Q

/

T

0

*dQ

/

E

0

* 6D$2 77D3" #D46 7$D#! #D34 7$D7" "D66

Q

/

E

0

L 6D74 7$D3" #D"" 7$D53 "D34 77D7" #D#4

Q

/

:

0

L 3D6! 73D4" #D6# #"!D73 #D35 #""D6$ "D4"

L/0 2D## #"5D3" 2D"# #"!D$" "D5" #""D$$ "D67

表
3

!

204%

参比卷烟中
5

种
L*,A

的检测结果

O:U<E3

!

0EAC<KAHRUE?VH

(

:

)

J>

=E?E:?F;KAAK=CBKC=:<;AH9E=AHR=ERE=E?BEB;

@

:=EKKE204%

?

@

#支

来源
Q

/

U

0

% Q

/

\

0

% Q

/

T

0

% Q

/

T

0

*dQ

/

E

0

* Q

/

E

0

L Q

/

:

0

L L/0

试验方法
6D## !D34 2D6! 6D$2 6D74 3D6! 2D##

文献/

#6

0

6D4 !D! 3D3

文献/

#3

0

6D2 !D# 3D6

#D

苯并/

U

0荧蒽
!

!D

苯并/

\

0荧蒽
!

2D

苯并/

T

0荧蒽
!

4D

苯并/

T

0

醋蒽烯
d

苯并/

E

0醋蒽烯
!

6D

苯并/

E

0芘
!

3D

苯并/

:

0芘
!

5D

!

图
2

!

卷烟主流烟气中苯并*

:

+芘及其同分异构体的色谱图

%;

@

C=E2

!

P+8)X

)

)XBG=H9:KH

@

=:9AHR=E:<B;

@

:=EKKE

A:9

J

<EHRUE?VH

*

:

+

J>

=E?E:?F;KAAK=CBKC=:<;8

AH9E=A

2

!

结论
试验建立了一种基于气相色谱-串联质谱技术测定

卷烟主流烟气中苯并/

:

0芘及其同分异构体苯并/

U

0荧蒽

+

Q

/

U

0

%

,(苯并/

\

0荧蒽+

Q

/

\

0

%

,(苯并/

T

0荧蒽+

Q

/

T

0

%

,(苯

并/

T

0醋蒽烯+

Q

/

T

0

*

,(苯并/

E

0醋蒽烯+

Q

/

E

0

*

,(苯并/

E

0

芘+

Q

/

E

0

L

,(

!

+

L/0

,含量的方法$经验证!试验方法与

现行标准方法间无显著性差异!可靠性有保障*操作简

便!重复性好!受固相萃取柱等耗材稳定性和人为因素影

响较小!可作为一种卷烟主流烟气中苯并/

:

0芘及其同分

异构体含量的快速检测方法加以推广$同分异构体中链

接位置不同的碳链异构体的分离一直是个难点!试验尚

未解决苯并/

T

0醋蒽烯与苯并/

E

0醋蒽烯碳链异构体的分

离!此问题的关键点可能在于获得苯并/

T

0醋蒽烯与苯并

表
5

!

商品卷烟的苯并(

:

)芘及其同分异构体含量

O:U<E5

!

0EAC<KAHRUE?VH

(

:

)

J>

=E?E:?F;KAAK=CBKC=:<;AH9E=AHRB;

@

:=EKKEAFEKE=9;?EFU

>

KG;A9EKGHF

%

.a!

&

?

@

#支

样品编号
Q

/

U

0

% Q

/

\

0

% Q

/

T

0

% Q

/

T

0

*dQ

/

E

0

* Q

/

E

0

L Q

/

:

0

L L/0

总量

# $D"3 2D37 4D$" 5D$# 3D7" 5D65 4D#" 4!D72

! $D#! 2D43 4D6! 5D3$ 3D77 5D6! 4D"$ 4!D25

2 5D!6 !D$# 2D57 6D7# 3D!4 5D4! 2D$# 25D!2

4 5D2! !D47 4D3! 6D$7 6D7$ 3D67 2D!6 23D#4

6 6D26 !D6$ 2D23 6D74 6D$! 3D2! 2D2# 2!D3$

3 6D25 !D66 2D5! 6D7$ 6D57 3D23 2D2! 22D"7

5 4D4! !D!$ 2D!4 6D4$ 6D6$ 6D34 !D!2 !$D$5

$ 4D5! !D#7 2D45 6D23 6D!# 6D!# !D## !$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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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EW:?F

J

E=A

J

EBK;SE

/

f

0

DfHC=?:<HRKGE/<EBK=H8

BGE9;B:<XHB;EK

>

!

!"#$

!

#36

+

#3

,'

236382352D

/

#2

0

,&e :̂;8

>

C:?

!

X,*&PC:?

@

8GC;

!

M*.P ,:;89;?

@

!

EK

:<D0EAE:=BGH?

J

=:BK;B:<

J

HWE=A

>

AKE9AK:U;<;K

>

:?:<

>

A;A:<8

@

H=;KG9U:AEFH?9HF;R;EFXb)

/

f

0

DL=HKEBK;H?:?F+H?K=H<

HR)HFE=?LHWE=X

>

AKE9A

!

!"#$

!

2

+

!

,'

!85D

/

#4

0

P*eO*.fb

!

L0*f*L*O-, Q

!

'*Q,-b ^

!

EK:<D

/9

J

;=;B:<AKCF

>

HR

T

HUABGEFC<;?

@

:<

@

H=;KG9A;?G:FHH

J

):8

J

0EFCBE

/

f

0

D+

>

UE=?EK;BA:?F-?RH=9:K;H? OEBG?H<H

@

;EA

!

!"#5

!

!#

+

#

,'

#438#32D

/

#6

0

+*/O*.&+/%

!

N-)**Q

!

L*eN-.&f&X

!

E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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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9E?KKG:KHSE=BH9EAKGEERREBK;SE<E?

@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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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C?F;?

@

/

f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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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8

KE9A0EAE:=B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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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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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678#3!D

/

#3

0

X&.Pg;8

>

H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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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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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C?

!

EK:<DOGEH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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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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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H=:

@

EA

>

AKE9:KACUVE=HKE9

J

E=:8

KC=EA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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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E9E?KAK=:KE

@>

FEA;

@

?:?F U:KKE=

>

GE:K;?

@

=E

[

C;=E9E?K:?:<

>

A;A

/

f

0

D*

JJ

<;EF/?E=

@>

!

!"#6

!

#67

'

65386$$D

/

#5

0

/̂0/XgO/Xf+

!

P&&'*0g-)

!

X*/1XMD0E:<8K;9E

J

;IE<U:AEFE:=<

>

:

JJ

<EU=C;AEFEKEBK;H?CA;?

@

AGH=KW:SE;?8

R=:=EF G

>J

E=A

J

EBK=:< ;9:

@

;?

@

;? BH9U;?:K;H? W;KG

B:<;U=:K;H? :?F

@

<:=E BH==EBK;H? KEBG?;

[

CEA

/

f

0

D%HHF

+H?K=H<

!

!"#3

!

33

+

#

,'

!#68!!3D

/

#$

0

f-* gG;8WE;

!

M*.P N;8

T

C?

!

g,*.Pf;?8BGC:?

!

EK:<D

,;

@

GERR;B;E?B

>

!

<HW

J

HWE=8BH?AC9

J

K;H?'%Q

[

C:?KC9B:A8

B:FE<:AE=A W;KGHCK <:KE=:< =E

@

=HWKG

/

f

0

D.:?HAB:<E

0EAE:=BGNEKKE=A

!

!"#5

!

#!

+

#

,'

$$876D

/

#7

0

*ge)*1* + )

!

'*1X / N

!

b-.X&. L .

!

EK:<D

XB=EE?;?

@

RH= *)L* =EBE

J

KH=:CI;<;:=

>

ACUC?;KA

J

EB;R;B

9HFC<:KH=A

/

f

0

DLNHX&?E

!

!"#5

!

#!

+

2

,'

#6!28#62$D

/

!"

0

%*.+GE?

@

8<;D,

>

U=;F:=K;R;B;:<UEEBH<H?

>

:<

@

H=;KG9 W;KG

S:=;:U<E?E;

@

GUH=GHHFAE:=BG:?F9E9H=

>

9EBG:?;A9

/

f

0

D

fHC=?:<HRX

>

AKE9A/?

@

;?EE=;?

@

:?F/<EBK=H?;BA

!

!"#$

!

!7

+

!

,'

4"684#4D

/

!#

0王冉冉!刘鑫!尹孟!等
D

面向苹果硬度检测仪的声振信号

激励与采集系统设计/

f

0

D

浙江大学学报+农业与生命科学

版,!

!"!"

!

43

+

#

,'

###8##$D

/

!!

0赵利平!吴德刚
D

基于小波与模糊相融合的苹果分级算

法/

f

0

D

食品与机械!

!"!"

!

23

+

4

,'

#4!8#46D

/

!2

0杨双艳!杨紫刚!张四伟!等
D

基于近红外光谱和
LX&8

Xb)

算法的烟叶自动分级方法/

f

0

D

贵州农业科学!

!"#$

!

43

+

#!

,'

#4#8#44D

/

!4

0于蒙!李雄!杨海潮!等
D

基于图像识别的苹果的等级分级

研究/

f

0

D

自动化与仪表!

!"#7

!

24

+

5

,'

27842D

!上接第
4$

页$

/

E

0醋蒽烯单体化合物标准品!在此基础上!优选色谱柱

及参数进行分离检测$

参考文献

/

#

0胡碧清!叶佳!李倩莲!等
D

基于共价有机骨架
8)XL/8

,LN+8eb

法测定多环芳烃/

f

0

D

食品与机械!

!"#7

!

26

+

##

,'

34837

!

#75D

/

!

0谢剑平!刘惠民!朱茂祥!等
D

卷烟烟气危害性指数研究/

f

0

D

烟草科技!

!""7

+

!

,'

68#6D

/

2

0吴丽洒!赵明月!葛畅!等
D

固相萃取
8P+

.

)X

法同时测定卷

烟主流烟气中的
#3

种多环芳烃/

f

0

D

烟草科技!

!"#$

!

6#

+

4

,'

4386!D

/

4

0仲新华!周梦春
D*X/

萃取
8,LN+

法测定烟气中多环芳

烃/

f

0

D

干旱环境监测!

!"#"

+

4

,'

!#!8!#5D

/

6

0张峻松!戴勇!贾春晓!等
D

卷烟主流烟气中苯并/

:

0芘的

,LN+

测定/

f

0

D

烟草科技!

!""2

+

4

,'

!!8!4D

/

3

0陈玉松!王癉!余晶晶!等
DN+8)X

.

)X

测定尿液中的
##

种

多环芳烃生物标志物/

f

0

D

烟草科技!

!"#!

+

4

,'

25842D

/

5

0王!赵明月!赵晓东!等
D

卷烟主流烟气中多环芳烃的全

二维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分析/

f

0

D

烟草科技!

!""5

+

#"

,'

!382"D

/

$

0王晶!龙君!安泓?!等
D

离子液体富集
8P+

.

)X

法测定卷烟

主流烟气中的
2

种
L*,A

/

f

0

D

烟草科技!

!"#3

+

#

,'

43862D

/

7

0罗彦波!陈小静!姜兴益!等
D

一种同时测定卷烟主流烟气

中烟草特有
#8

亚硝胺和多环芳烃的方法'

#"6356565*

/

L

0

D

!"#38"38#6D

/

#"

0崔华鹏!刘绍锋!陈黎!等
D

一种气相色谱-串联质谱同时

检测卷烟主流烟气中苯酚(

..̂

和苯并/

:

0芘的方法'

#"4626376*

/

L

0

D!"#68"48!!D

/

##

0刘建福!喻昕!刘德华!等
D

固相萃取和气相色谱-质谱法测

定主流烟气中苯并/

:

0芘的研究/

f

0

D

色谱!

!""!

!

!"

+

!

,'

#$58#$7D

/

#!

0周仕禄!许锴霖!董永智!等
DLOb8P+

.

)X8X-)

法检测卷

烟烟气中的
Q

/

:

0

L

/

f

0

D

中国烟草科学!

!""5

!

!$

+

!

,'

#78!!D

/

#2

0王春兰!汪军霞!胡静!等
D

加速溶剂.固液固萃取-气相

色谱.质谱法分析卷烟中苯并/

:

0芘/

f

0

D

分析化学!

!"#2

!

4#

+

5

,'

#"378#"52D

/

#4

0蔡洁云!王惠平!陈新瑞!等
DP+8)X

.

)X

法快速测定卷烟

主流烟气中苯并/

:

0芘的含量/

f

0

D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

!

!5

+

!

,'

768#"#D

/

#6

0

O*00*.Of/

!

)-NNX^

!

M-NN-*0'+D'ESE<H

J

9E?KHR:?

;9

J

=HSEF9EKGHFRH=KGEFEKE=9;?:K;H?HR

J

H<

>

B

>

B<;B:=H9:K;B

G

>

F=HB:=UH?A;?9:;?AK=E:9KHU:BBHA9H\E

/

f

0

DfHC=?:<HR+G=H8

9:KH

@

=:

J

G

>

*

!

!""7

!

#!#3

+

#!

,'

!!!58!!24D

/

#3

0

M*.P];:H8

>

C

!

M*.P1C:?

!

h-.1:8

[

;H?

@

!

EK:<DXE?8

A;K;SE:?FAE<EBK;SEFEKE=9;?:K;H?HR

J

H<

>

B

>

B<;B:=H9:K;BG

>

8

F=HB:=UH?A;?9:;?AK=E:9B;

@

:=EKKEA9H\ECA;?

@

:

@

=:

J

GE?E8

BH:KEFAH<;F8

J

G:AE9;B=HEIK=:BK;H?R;UE=

J

=;H=KHP+

.

)X

/

f

0

D

O:<:?K:

!

!"#6

!

#4"

'

#"!8#"$D

*$!

贮运与保鲜
XO&0*P/O0*.XL&0O*O-&. (L0/X/0b*O-&.

总第
!2"

期
"

!"!"

年
#!

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