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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建立卷烟主流烟气质量判别方法"采用
.6I;@F

线

性判别分析理论对
'"

种中国市售成品卷烟的
%2

个参数

作为判别因子"提出了一氧化碳!焦油量和烟气烟碱量

'

个判别函数"建立了
.6I;@F

判别模型#经验证"该模型

回代误判率
"

"检验计算预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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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卷烟$主流烟气$质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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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卷烟主流烟气中焦油量+烟

气烟碱量和烟气一氧化碳量等质量指标%并要求各工业

公司在烟盒上对三者进行标注&长期以来%通过色谱+质

谱等分析仪器对这
'

个质量指标进行检测%其前处理较

为复杂%时间较长%期间所用试剂较多%而且仪器采购+维

护费用较高&对于卷烟香味成分指标的预测模型研究和

构建%前人做了不少的工作%例如"李达等)

%

*构建了线性

模型揭示了卷烟挥发性香气成分与烟丝加香工艺参数之

间的数学关系$李超等)

!

*通过研究烙铁温度与成品烟丝

致香成分的关系%来预测不同工艺条件下的烟丝致香成

分含量&但是通过卷烟物理指标结合烟丝常规化学成分

来对烟气质量指标的预测模型研究和构建却鲜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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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判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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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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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2

年提出的一种统计分析

方法%其思想为"根据已有的训练样例的若干数量特征分

析%将样例投影到一条直线上%根据组间距离最大%组内

距离最小的原则确定线性判别函数的系数%建立线性判

别方程%再结合相应的判别准则判别出一个新样品的类

别%然后利用判别准则将样本分开)

'Y&

*

&该判别方法可

以有效地实现对多指标数据的降维分析%同时对数据分

布无要求等优点%被广泛用于人脸检测+矿井水文地质类

型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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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影响卷烟主流烟气质量的变量很多%且影响程

度的大小不同&试验拟基于
.6I;@F

判别理论%利用卷烟

的圆周+质量+长度等
%2

个参数作为判别因子%提出判别

函数%建立
.6I;@F

判别模型%以期为卷烟主流烟气质量的

判别提供一种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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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支物理指标综合测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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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的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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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别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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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别指标的选取

根据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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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实践经验%初步筛选出影响卷

烟主流烟气质量的指标"卷烟的圆周+质量+长度+烟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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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烟气质量的敏感指标进行逐步判别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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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判别分析方法的卷烟主流烟气质量预测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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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相关计算%获得未标准

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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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别函数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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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氧化碳判别模型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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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 !'%?#1# Y '*?!1*%

还原糖
_

'#"?2"#%

烟丝烟碱
Y %&&?#2'%

氯
Y *?*&1%

烟丝水分
_

%"!"2?&$*%

圆周
_'"?1$&%

滤嘴通风率
_ %?12&%

总通风率
Y

'##?*'%%

盒标焦油量% !

%"

#

.

异常
] Y %!" 1&#?&"* Y '$?''#%

还原糖
_

''2?2&1%

烟丝烟碱
Y %%"?1%$%

氯
Y &?%2!%

烟丝水分
_

%"%&*?!'&%

圆周
_'"?&*#%

滤嘴通风率
_ !?"1&%

总通风率
Y

'*"?1'1%

盒标焦油量% !

%%

#

式中"

.

正常'''质量满足要求卷烟的焦油判别函数值$

.

异常'''质量异常卷烟的焦油判别函数值$

%

圆周'''烟支圆周%

44

$

%

吸阻'''烟支吸阻%

a[5

$

%

长度'''烟支长度%

44

$

%

硬度'''烟支硬度%

P

$

%

滤嘴通风率'''烟支滤嘴通风率%

P

$

%

盒标一氧化碳量'''烟支盒标一氧化碳量%

4

8

(支&

!?!?&

!

烟碱判别模型的构建
!

若待测卷烟的盒标烟气烟

碱量在)

"?#4

8

%

"?14

8

*%则烟气烟碱量判别模型"

N

正常
] Y2$$?12&_%#?*'!%

还原糖
_1"?2#1%

氯
_

&?&&!%

硬度
_*?1$*%

纸通风率
_#1!?*"1%

盒标烟气烟碱量% !

%!

#

N

异常
] Y2#'?2*'_!"?"1!%

还原糖
_$1?&1#%

氯
_

'?%&&%

硬度
_&?122%

纸通风率
_$"&?2$'%

盒标烟气烟碱量$ !

%'

#

若待测卷烟的盒标烟气烟碱量在!

"?14

8

%

%?%4

8

*%

则烟气烟碱量判别模型"

N

正常
]Y2$"*?!$'_!&"?1$#%

烟丝烟碱
Y'$?!$1%

氯
_

!##?*%&%

钾
_%!!?%1&%

总氮
_$1'?%1'%

吸阻
_&!"?$2!%

圆周
_

%!?21$%

滤嘴通风率
Y "?*$*%

总通风率
_ %&?!$%

纸通风率
_

#"'?%$*%

盒标烟气烟碱量% !

%&

#

N

异常
]Y2$1'?&!'_!!"?##1%

烟丝烟碱
_!%?*%'%

氯
_

!2%?%1'%

钾
_%&*?!##%

总氮
_1&*?$*'%

吸阻
_&!*?2!&%

圆周
_

%'?!2#%

滤嘴通风率
Y"?*"$%

总通风率
_%2?21%%

纸通风率
_

*2*?'$1%

盒标烟气烟碱量% !

%*

#

式中"

N

正常'''质量满足要求卷烟的烟碱判别函数值$

N

异常'''质量异常卷烟的烟碱判别函数值$

%

圆周'''烟支圆周%

44

$

%

质量'''烟支质量%

8

(支$

%

长度'''烟支长度%

44

$

%

烟丝水分'''烟丝水分含量%

P

$

%

烟丝烟碱'''烟支硬度%

P

$

%

滤嘴通风率+

%

纸通风率+

%

总通风率'''烟支滤嘴+烟支纸及

总通风率%

P

$

%

还原糖+

%

钾+

%

总糖+

%

氯+

%

总氮'''烟丝中还原糖+钾+

总糖+氯+总氮的含量%

P

$

%

盒标烟气一氧化碳量+

%

盒标焦油量+

%

盒标烟气烟碱量'''烟支盒标

*(

安全与检测
+).3BX RUV+[3SBUNV

总第
!'!

期
"

!"!%

年
!

月
"



一氧化碳量+盒标焦油量+盒标烟气烟碱量%

4

8

(支&

当待检测卷烟同时满足
I

正常
#

I

异常+

.

正常
#

.

异常+

N

正常
#

N

异常
'

个判别式%则该待检测卷烟主流烟气质量合

格$反之不合格&

对市售
'"

个牌号
%*"

个样品的卷烟进行质量检测%

部分训练样品的检测及采集到的相关参数如表
%

所示&

同时%采用
%?!

的测试方法对主流烟气中焦油量+烟气烟

碱量和烟气一氧化碳量进行检测&根据判别函数式计算

出
%*"

个样品的判别函数值%部分训练样品的
.6I;@F

线

性判别结果与检测结果对比如表
!

所示&表
!

中%判断

列!如一氧化碳判断#值
%

代表正常%值
"

代表异常&由

表
!

可知%检测结果与
.6I;@F

线性判别结果一致%均为"

)

"

T$

个牌号卷烟主流烟气质量合格%

U

+

b

两个牌号卷

烟主流烟气质量不合格&

!!

同时利用
6̂7aI

的
-54CA5

检验来预估判别函数方

程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
'

所示%一氧化碳+焦油和烟

气烟碱量各判别函数方程的显著性概率
+6

8

?

均为
[

%

"?"*

%说明判别函数方程是显著的%该方程具有一定程度

的外部推广应用性&

!!

判别函数贡献率如表
&

所示%可以得到一氧化碳+焦

油和烟气烟碱量各判别函数的方差贡献率%所建立的判

别函数均能对分类的建模样品进行
%""P

的分类判别%能

表
%

!

部分训练样品的各个指标值与判别函数值

B5C7@%

!

35=;6<A@LH57>@5<AA6I=F646<5<DK><=D6E<H57>@EKIE4@DF56<6<

8

I54

J

7@I

牌号
还原糖(

P

烟丝烟碱(

!

4

8

.支Y%

#

氯(

P

钾(

P

总氮(

P

烟丝水分(

P

长度(

44

吸阻(

a[5

) %2?'' !?&2 "?#& !?22 !?!& *?!$ $&?'* %?%#

( !"?"# !?'! "?#$ !?'' !?%$ 1?2' $&?"$ %?"!

S !"?*$ !?&# "?2* !?%$ !?%' 1?'# $&?"1 %?%'

O !%?"$ !?'! "?2& !?2" !?%& $?$& $&?%# "?12

3 !%?!' !?'% "?2" !?2! !?%1 #?'# $'?$$ %?""

. !%?#1 !?'" "?2# !?'$ !?"% &?1& #'?1' "?1"

Z %$?%' !?!" "?2* !?!$ !?"1 $?#& $&?"2 %?%#

T !"?%! !?"$ "?#1 !?2& %?1! 2?$$ $&?"" "?1'

U %#?"" !?'# %?"* !?'2 !?!$ #?*" $&?"* %?%$

b !"?"$ !?!2 "?2! !?'1 !?"2 '?$$ $#?1" %?%*

牌号
质量(

!

8

.支Y%

#

圆周(

44

硬度(

P

滤嘴通风率(

P

总通风率(

P

纸通风率(

P

含水率(

P

盒标一氧化碳量(

!

4

8

.支Y%

#

) "?$$ !&?'% 2!?&% $?"$ %&?%1 2?%" %!?!& %!?"

( "?$1 !&?'! 2!?'& '"?11 '$?2" #?2% %!?%! 1?"

S "?1% !&?'' 2!?#" %!?"2 !!?1' %"?$# %!?"' %!?"

O "?1% !&?!# 2%?$1 %1?*' !*?&$ *?1* %!?&" %%?"

3 "?1" !&?!% 2%?!$ %$?*2 !2?&% #?$* %!?'$ %%?"

. "?$! !&?!' 2!?1" '&?*! &"?#& 2?!! %%?#1 $?"

Z "?1% !&?!* 2&?21 %*?#* !'?1* $?!" %%?*1 %"?"

T "?$1 !&?!" 2'?#$ %1?2" !2?*" 2?1" %!?*2 %%?"

U "?$1 !&?'! 2'?'$ %"?!' !!?!# %!?"& %!?"# %%?"

b "?2$ !"?%* *#?#2 ''?%1 &"?'1 #?!" %!?1% $?"

牌号
盒标焦油量(

!

4

8

.支Y%

#

盒标烟气烟碱量(

!

4

8

.支Y%

#

I

正常
I

异常
.

正常
.

异常
N

正常
N

异常

) %"?" %?% %&$12?" %'&12?$ %!!2!"?' %!!**"?* #"""?! 212"?1

( $?" "?$ %*&22?$ %&%*2?' *"**?% &2%$?* 21"?% 2#2?1

S %%?" %?% %*"$#?1 %'2&"?2 %!!'#"?! %!!!12?! 21&$?# 21!%?1

O %"?" %?" %*2!!?# %'11*?" %!!'!'?' %!!!%1?1 2$"%?1 2#2#?#

3 %%?" %?" %*'2&?* %'$'1?% %!%!11?1 %!%!!!?" 2$'$?& 2$"$?1

. $?" "?$ %*'%&?2 %&"'2?' &1%#?* &&$%?# #"&?* 212?*

Z $?" "?$ %&$%"?* %'2%*?! %!!$*'?# %!!#%2?' 2*$?' 2'2?2

T %"?" "?1 %*21#?1 %&"%2?2 %!%*%2?* %!%&!1?" ##'?' #2"?'

U %"?" %?" %&$"$?# %'*!%?% %!!2!1?& %!!**#?" 21&"?' 21*$?"

b $?" "?$ %"''#?' %"2%%?2 '*#&?$ '2'2?2 2*'?" 2&2?&

!(

"

\E7?'#

"

VE?!

单秋甫等!基于
.6I;@F

线性判别分析方法的卷烟主流烟气质量预测模型构建



很好地区分各个所划分的正常样品和异常样品情况&

综上所述%提出的
.6I;@F

线性判别分类识别正确率

为
%""P

%代入回判公式可知误判率为
"

%证明所建立的

卷烟主流烟气质量
.6I;@F

判别分析模型是稳定+合理的&

!!

对市售
'"

个牌号
%*"

个样品的卷烟进行
[S)

分析

!即指标差异上的客观评价#%部分训练样品的一氧化碳

$

"

%!4

8

+焦油
$

"

%%4

8

和烟气烟碱
"?$

"

%?%4

8

的

[S)

分析结果如图
%

"

'

所示&由图
%

"

'

可知%正常与

异常样品具有明显的界限区分&图
%

中%盒标
$

"

%!4

8

一氧化碳量异常样品主要在长度+吸阻+圆周和硬度
&

个

指标有异常&长度太长%吸阻太大+圆周和硬度太小均会

导致样品的一氧化碳量发生异常&图
!

中%盒标
$

"

%%4

8

焦油量的异常样品主要在质量+圆周+滤嘴通风率

和含水率
&

个指标有异常&质量过轻+圆周过小+滤嘴通

风率过大或过小和含水率太小均会导致样品的焦油量发

生异常&图
'

中%盒标
"?$

"

%?%4

8

烟气烟碱量异常样品

主要在还原糖和氯两个指标有异常&还原糖太大和氯太

小或太大均会导致样品的烟气烟碱量发生异常&

!?'

!

.6I;@F

模型的外部验证

!!

对验证测试集
,

"

[2

个牌号样品进行质量检测%相

表
!

!

部分训练样品的检测结果与
.6I;@F

线性判别结果对比表

B5C7@!

!

SE4

J

5F6IE<D5C7@C@D9@@<D;@A@D@=D6E<F@I>7DIEKIE4@DF56<6<

8

I54

J

7@I5<AD;@.6I;@F76<@5FA6I=F646<5D6E<F@I>7DI

牌号
一氧化碳

判断

一氧化碳

盒标

一氧化碳

实测
焦油量判断

焦油量盒标(

!

4

8

.支Y%

#

焦油量实测(

!

4

8

.支Y%

#

烟碱判断
烟碱盒标(

!

4

8

.支Y%

#

烟碱量实测(

!

4

8

.支Y%

#

) % %!?"" %%?$* % %"?"" %"?'* % %?%" %?%!

( % 1?"" 1?!* % $?"" $?%! % "?$" "?$*

S % %!?"" %!?!! % %%?"" %%?'! % %?%" %?"*

O % %%?"" %%?'$ % %"?"" %"?'* % %?"" %?"2

3 % %%?"" %"?$2 % %%?"" %"?$* % %?"" %?"&

. % $?"" $?%! % $?"" $?!% % "?$" "?$'

Z % %"?"" %"?"1 % $?"" $?"% % "?$" "?$!

T % %%?"" %%?%& % %"?"" 1?#1 % "?1" "?1&

U % %%?"" %%?"2 " %"?"" %!?!* % %?"" "?12

b " $?"" %"?%! % $?"" $?'# " "?$" "?11

表
'

!

判别函数显著性检验结果

B5C7@'

!

O6I=F646<5<DK><=D6E<I6

8

<6K6=5<=@D@IDF@I>7DI

预测指标前提 函数检验
6̂7aI

函数值 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水平

盒标一氧化碳量)

#4

8

%

14

8

*

% "?""% !1%?&2# '& "?"""

! "?!"1 2$?1&$ %2 "?"""

盒标焦油量)

#4

8

%

14

8

*

% "?""% '**?$'! '& "?"""

! "?!** 2*?*!! %2 "?"""

盒标焦油量!

14

8

%

%'4

8

*

% "?&%' %$2?!22 %# "?"""

盒标烟气烟碱量)

"?#4

8

%

"?14

8

*

% "?!"* %'&?##" '& "?"""

! "?2&2 '#?%!# %2 "?""!

盒标烟气烟碱量!

"?14

8

%

%?%4

8

*

% "?&*# !&*?1** %# "?"""

表
&

!

判别函数贡献率

B5C7@&

!

O6I=F646<5<DK><=D6E<=E<DF6C>D6E<F5D@

预测指标前提 函数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计方差贡献率 正则相关性

盒标一氧化碳量)

#4

8

%

14

8

*

% %*2?%*# 1#?2 1#?2 "?11#

! '?#1! !?& %""?" "?$1"

盒标焦油量)

#4

8

%

14

8

*

% &!!?'%& 11?' 11?' "?111

! !?1%2 "?# %""?" "?$2'

盒标焦油量!

14

8

%

%'4

8

*

%

!

%?&!' %""?" %""?" "?#22

盒标烟气烟碱量)

"?#4

8

%

"?14

8

*

%

!

!?%*& #1?# #1?# "?$!2

! "?*&$ !"?' %""?" "?*1*

盒标烟气烟碱量!

"?14

8

%

%?%4

8

*

%

!

%?%$2 %""?" %""?" "?#'#

"(

安全与检测
+).3BX RUV+[3SBUNV

总第
!'!

期
"

!"!%

年
!

月
"



图
%

!

盒标
$

"

%!4

8

一氧化碳部分训练样品的
[S)

分析结果图

.6

8

>F@%

!

[S)5<57

G

I6IF@I>7DIEKIE4@DF56<6<

8

I54

J

7@IEK$

"

%!4

8

SN75C@7@A6<D;@CEL

图
!

!

盒标
$

"

%%4

8

焦油部分训练样品的
[S)

分析结果

.6

8

>F@!

!

[S)5<57

G

I6IF@I>7DIEKIE4@DF56<6<

8

I54

J

7@IEK$

"

%%4

8

D5FCEL75C@7

图
'

!

盒标
"?$

"

%?%4

8

烟气烟碱部分训练样品的
[S)

分析结果

.6

8

>F@'

!

[S)5<57

G

I6IF@I>7DIEKIE4@DF56<6<

8

I54

J

7@IEKI4Ea@<6=ED6<@96D;CEL75C@7EK"?$

"

%?%4

8

#(

"

\E7?'#

"

VE?!

单秋甫等!基于
.6I;@F

线性判别分析方法的卷烟主流烟气质量预测模型构建



关参数如表
*

所示&同时%采用
%?!

节样品的测试方法对

主流烟气中焦油量+烟气烟碱量和烟气一氧化碳量进行

检测&

.6I;@F

线性判别结果与检测结果对比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知%检测结果与
.6I;@F

线性判别结果一致%均

为"

,

+

-

+

Q

+

N

+

[*

个牌号卷烟主流烟气质量不合格%

V

牌号卷烟主流烟气质量合格&结果表明提出的
.6I;@F

线

性判别模型与实际检测结果吻合度较好%对于卷烟主流

烟气质量具有较好的判别能力&

表
*

!

测试集
2

个牌号各个指标值与判别函数值

B5C7@*

!

35=;6<A@LH57>@5<AA6I=F646<5<DK><=D6E<H57>@EKD;@2CF5<AI6<D;@D@IDI@D

牌号 还原糖(
P

烟丝烟碱(
4

8

氯(
P

钾(
P

总氮(
P

烟丝水分(
P

长度(
44

吸阻(
a[5

, !%?1* !?&$ "?22 !?"& !?%& $?2& 11?$' %?'!

- !!?*2 !?!$ "?*& !?#2 !?%1 1?!& $'?$& "?12

Q !!?'2 !?*& "?2$ !?"$ !?!" $?!! %""?"$ %?%!

V %*?1# !?*" "?#! !?2' !?!& #?*" $'?2* %?%1

N %#?"$ !?!& %?"2 !?!2 !?'$ #?*& $&?%& %?%'

[ !%?'! !?'! "?#* !?%! !?%$ $?*2 $&?%! %?"$

牌号
质量(

!

8

.支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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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

.6I;@F

线性判别理论的应用%构建了以卷烟的

圆周+质量+长度等
%2

个参数作为判别因子的
.6I;@F

判

别模型%实现了以卷烟物理指标和烟丝常规化学成分指

标对卷烟烟气烟碱+烟气一氧化碳和烟气焦油量的预测%

并将该模型应用于卷烟主流烟气的质量判别当中&该模

型经过回代误判率为
"

%检验计算预测精度达到
%""P

%

表明所建立的卷烟主流烟气质量
.6I;@F

判别模型的方法

科学合理%且可操作性强%能够应用于卷烟主流烟气质量

的判别中%有效解决了卷烟烟气指标测试条件要求高的

现实问题&目前该方法还存在建模样本量不是很大的问

题%后续将进一步加大样本量%力求使模型的适用范围更

加广泛&

参考文献

)

%

*李达%李晓科%张涛%等
?

卷烟挥发性香气成分测定及烟丝

加香工艺优化)

b

*

?

食品与机械%

!"!"

%

'2

!

'

#"

$&/1"?

&下转第
1!

页'

$(

安全与检测
+).3BX RUV+[3SBUNV

总第
!'!

期
"

!"!%

年
!

月
"



设备+改善试验方法和规范试验操作对提高试验结果的

准确性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

%

*吕倩%邓泽新%吴颖%等
?

婴幼儿营养米粉加工过程中营养

素损耗研究)

b

*

?

粮食与饲料工业%

!"%$

!

$

#"

#/1

%

%#?

)

!

*

T)QQ3W-UVZd?W@D6<E75I@7@=DFE<=5FF6@F6<F@AELI6

8

/

<576<

8

%

5 <@9 KFE<D6@F 6< H6D546< ) F@I@5F=;

)

b

*

?

T@

J

5DEC6765F

G

+>F

8

V>DF

%

!"%2

%

*

!

%

#"

%*!$?

)

'

*黄成安%张喜金%潘拾朝%等
?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维生素

片中维生素
)

醋酸酯含量的不确定度评定)

b

*

?

食品安全质

量检测学报%

!"%*

%

2

!

$

#"

'"'&/'"'#?

)

&

*

O3-dS) T?V@9 =E<=@

J

DIEKH6D546< OK><=D6E<I

)

b

*

?

)<<57IEKD;@V@9 XEFa)=5A@4

G

EK+=6@<=@I

%

%11!

%

221

!

1

#"

*1/2$?

)

*

*

+T)TWN,TU+0

%

ZT)..)WU.

%

,)03WNdVU.?WE7@

EKH6D546<O6<K@457@F@

J

FEA>=D6E<

)

b

*

?S76<S;64 )=D5

%

!"%2

%

&**

"

'''$?

)

2

*

0T)VZ06/K@<

8

%

.)V+;5E/;>5

%

0T3VZX>5</76<?[>F

J

7@

I9@@D

J

ED5DE=E7EF5DD@<>5D@IEL6A5D6H@IDF@II5<A6<K75445/

DEF

G

F@I

J

E<I@6<A>=@AC

G

J/

8

575=DEI@6<4E>I@76H@F

)

b

*

?.EEA

5<AS;@46=57BEL6=E7E

8G

%

!""1

%

&#

!

!

#"

&12/*"%?

)

#

*霍晓敏
?

气相色谱法对干海参中的六六六+滴滴涕测量结果

不确定度的评定)

b

*

?

食品科学%

!"%'

%

'&

!

$

#"

!&&/!&$?

)

$

*

,3WWU3-,5I

J

5F

%

b3)V+EE<[5Fa

%

ST)W-3+W(FE9<

%

@D57?[6

8

4@<D@A

J

ED5DE=E<I>4

J

D6E<57D@FIEL6A5D6H@IDF@II

5<A6<K75445DEF

G

A545

8

@6<4@<

)

b

*

?B;@bE>F<57EKV>DF6/

D6E<

%

!"%%

%

%&%

!

%

#"

%/&?

)

1

*

)TQ3O+

%

,U+TU,)^)V

%

NTX)Q),

%

@D57?+@7@=D6H@

=;@467>46<@I=@<=@4@D;EAKEF4E<6DEF6<

8

EKH6D546<,;E4/

E7E

8

>@I6<F;@>45DE6A5FD;F6D6I

J

5D6@<DI

)

b

*

?B575<D5

%

!"%%

%

$*

"

!'"/!'2?

)

%"

*

[X,))

%

V)(U)-,N +̂,)O

%

(N(̂ W,

%

@D57?SE4

J

5F6/

IE<EKV[/B-S5<AW[/B-S96D;A@<I6DE4@DF

G

DE

f

>5<D6D5D6H@

55<7

G

I6IEKDE=E

J

;@FE75=@D5D@6<

J

;5F45=@>D6=57

J

F@

J

5F5D6E<

)

b

*

?

b-6

f

S;FE45DE

8

FWB

%

!"%%

%

'&

"

!*&$/!*2&?

)

%%

*

[)-),N\3Q

%

SWN^(+

%

(U+TN[Qb

%

@D57?W5

J

6A

f

>5<D6D5D6H@A@D@F46<5D6E<EKK5D/IE7>C7@H6D546<I5<A=E@</

:

G

4@c/%"6<;>45<I@F>4 C

G

F@H@FI@A

J

;5I@>7DF5/;6

8

;

J

F@II>F@76

f

>6A=;FE45DE

8

F5

J

;

G

96D; d\A@D@=D6E<

)

b

*

?b

S;FE45DE

8

F(

%

!""1

%

$##

"

$11&?

)

%!

*樊篧%黄翠丽%王力清%等
?

超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婴幼儿

配方乳粉中的
\

O

'

含量的不确定度评定)

b

*

?

食品科学%

!"%'

%

'&

!

%!

#"

%&'/%&2?

)

%'

*

+3Q3W)WN )

%

)-BU3WUU

%

[)BWU)WS) Q

%

@D57?3/

H57>5D6E<EK><=@FD56<D

G

EK4@5I>F@4@<DKFE4 4@D;EAH576/

A5D6E<A5D5

"

)<5

JJ

76=5D6E<DED;@I64>7D5<@E>IA@D@F46<5D6E<

EKF@D6<E75<A5/DE=E

J

;@FE76<;>45<I@F>4C

G

T[-S

)

b

*

?b

S;FE45DE

8

F5

J

;

G

(

%

!""1

%

$##

!

%%

#"

%!"1/%!%*?

)

%&

*杨洋%徐春祥%车文军
?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奶粉中的三聚

氰胺及其不确定度分析)

b

*

?

食品科学%

!"%"

%

'%

!

&

#"

!*"/!*'?

)

%*

*周荣杰%葛城%易灿%等
?

评定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婴幼儿

配方乳粉中乳铁蛋白含量的不确定度)

b

*

?

食品安全质量检

测学报%

!"!"

%

%%

!

*

#"

%2'*/%2&%?

)

%2

*杨德毅%刘莉%吾建祥%等
?

高效液相色谱测定佛手中联苯

肼酯残留量的不确定度评定)

b

*

?

农药%

!"%1

%

*$

!

!

#"

%!*/%!1?

&上接第
$&

页'

)

!

*李超%袁湘云%李达%等
?

烙铁温度对成品烟丝致香成分的

影响)

b

*

?

食品与机械%

!"%1

%

'*

!

$

#"

!#/'%

%

'2?

)

'

*周志华
?

机器学习)

Q

*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

"

*'/

#!

%

1#/%!"?

)

&

*孙文洁%武强%董东林%等
?

矿井水文地质类型划分的
.6I;@F

判别分析法"以开滦矿区为例)

b

*

?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

%

&%

!

!

#"

!'%/!'*?

)

*

*孙俊%蒋淑英%毛罕平%等
?

基于线性判别法的生菜农药残

留定性检测模型研究)

b

*

?

农业机械学报%

!"%2

%

&#

!

%

#"

!'1/!&&?

)

2

*国家烟草专卖局
?

烟草及烟草制品
!

水溶性糖的测定
!

连续

流动法"

XS

(

B%*1

'

!""!

)

+

*

?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

"

'11/&"%?

)

#

*国家烟草专卖局
?

烟草及烟草制品
!

氯的测定
!

连续流动

法"

XS

(

B%2!

'

!"%%

)

+

*

?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

"

&%*/&%1?

)

$

*国家烟草专卖局
?

烟草及烟草制品
!

钾的测定
!

连续流动

法"

XS

(

B!%#

'

!""#

)

+

*

?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

"

%/'?

)

1

*国家烟草专卖局
?

烟草及烟草制品
!

总氮的测定
!

连续流动

法"

XS

(

B%2%

'

!""!

)

+

*

?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

"

%/'?

)

%"

*国家烟草专卖局
?

烟草及烟草制品
!

蛋白质的测定
!

连续

流动法"

XS

(

B!&1

'

!""$

)

+

*

?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

"

%/$?

)

%%

*国家烟草专卖局
?

烟草及烟草制品
!

烟碱的测定
!

连续流

动法"

XS

(

B!&2

'

!""$

)

+

*

?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

"

%/#?

)

%!

*孟凡奇%李广杰%李明%等
?

逐步判别分析法在筛选泥石流

评价因子中的应用)

b

*

?

岩土力学%

!"%"

%

'%

!

1

#"

!1!*/

!1!1?

)

%'

*于秀林
?

多元统计分析)

Q

*

?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

%!*/%!$?

)

%&

*姜春露%姜振泉%孙强%等
?

基于
.6I;@F

判别分析法的无粘

性土渗透破坏类型判别)

b

*

?

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

!"%!

!

*

#"

$%/$$?

")

安全与检测
+).3BX RUV+[3SBUNV

总第
!'!

期
"

!"!%

年
!

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