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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介绍加碘盐中碘含量测定的新方法。[ 方法] 根据碘酸银氧化酸性茜素兰使其褪色, 且褪色前后溶液的吸光度差ΔA 与碘
含量成正比的原理, 在最佳褪色条件下测定食盐样品A、B 中的碘含量 ; 在样品液中加入碘酸钾标准溶液 , 测定碘的回收率。[ 结果] 酸性
茜素兰在517 nm 处有最大吸光度 , 其最佳褪色条件为温度40 ℃ , 时间10 min ,0 .5 mol/ L 溴化钾用量4 .00 ml , 硫酸用量2 .00 ml ,0 .50 g/ L
酸性茜素兰用量5 .0 ml ;10 .029 0 g 样品A 和10 .030 2 g 样品B 中碘的含量分别为26 .52 和32 .83 mg ;样品液A、B 中碘的加样回收率分别
为95 .0 % 和104 .2 %。[ 结论] 酸性茜素兰褪色光度法测定食盐中的碘含量具有稳定性好 , 准确度、灵敏度高 , 操作简便等优点 , 具有推广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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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n Iodine Content in Salt by Discoloring Spectrophotometry with Acid Alizarine Blue
MA Zhan-ling et al  ( College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 Bohai University , Jinzhou , Liaoning 121013)
Abstract  [ Objective] The ai m was to introduce a new method on determination of iodi ne content in iodized salt . [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that silver iodate could oxide and discolor acid alizarine blue and the difference value ( ΔA) of absorption of the sol ution pre-and post-discolori ng was pro-
portional to iodine content , The iodine contents insalt sample A, B were determined under the opti mumdiscoloring condition. The potassi umiodate stan-
dard solution was added into the sample solutionto determine the recovery of iodine . [ Result] Aci d alizarine blue had the biggest absorption at 517 nmand
the opti mumdecoloring condition was that temperature of 40 ℃ , reactionti me of 10 min , 0 .5 mol/ L potassiumbromide of 4 .00 ml , sulfuric acid of 2 .00
ml , 0 .50 g/ L acid alizarine blue of 5 .0 ml . The iodine content i n 10 .029 0 g sample A and 10 .030 2 g sample B were 26 .52 and 32 .83 mg resp . The
average recovery of iodine i n sample A, B were 95 .0 % and 104 .2 % resp . [ Conclusion] Determi nation on iodine content in salt by discoloring spec-
trophotometry with acid alizarine blue had good stability , high accuracy and sensitivity with si mple operation. So the method had popularization usi ng val-
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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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碘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 当其摄入量不足时, 人

体的代谢活动将受到阻碍。但摄入过量的碘, 也会影响人体

健康。有专家认为甲亢病人增多可能与食盐过量加碘有关 ,

因此,2000 年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了国家食用盐碘含量的新

标准, 新标准改变了过去碘含量无明确上限的状况, 规定食

盐中碘的含量必须在20 ～50 mg/ kg 之间。快速准确测定食

盐中碘含量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采用

硫代硫酸钠滴定的方法测定碘含量, 但该方法存在碘升华等

因素带来的误差。比色法[ 1] , 气相色谱法[ 2] , 酸性铬蓝 K[ 3] ,

二甲酚橙褪色光度法[ 4] , 偶氮胂Ⅲ[ 5] 氧化褪色吸光度法测定

碘含量的研究也有少量报道。但有关酸性茜素兰褪色光度

法测定食盐中碘含量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笔者根据碘酸根可

氧化酸性茜素兰使其褪色, 且褪色前后溶液的吸光度差△A

与碘含量成正比这一原理, 采用酸性茜素兰褪色光度法测定

食盐中的碘含量, 为准确、快速测定碘含量提供了一种新

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 .1.1 材料与试剂。食盐样品A 、B 均为辽宁省盐务管理局

监制加碘盐。碘酸钾、酸性茜素兰、溴化钾均为分析纯, 硫酸

溶液( 5 .0 mol/ L) , 碘工作液( 40 μg/ ml) , 溴化钾溶液( 0 . 5

mol/ L) , 酸性茜素兰指示剂的酒精溶液( 0 .50 g/ L) 。

1 .1 .2 仪器。UV- 160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HH-2 型数显恒

温水浴锅, 电子天平。

1 .2 方法  取2 支25 ml 比色管, 分别向其中加入一定量的

溴化钾溶液、硫酸溶液、酸性茜素兰指示剂的酒精溶液; 在其

中1 支比色管中加入碘标准溶液( 或样品溶液) 。稀释至刻

度后在一定条件下褪色, 以空白试剂为参比, 用 UV- 1600 紫

外- 可见分光光度计在517 nm 波长处测定其吸光度, 并求两

者的吸光度差△A。

2  结果与分析

2 .1  酸性茜素兰的最大吸收波长 研究了氧化褪色体系中

酸性茜素兰的吸收曲线结果表明 , 在波长400 ～600 nm 范围

内, 酸性茜素兰在517 nm 处有最大吸收, 故选择517 nm 为测

定波长。

2 .2 最佳试验条件的确定

2 .2 .1  加热温度的确定。其他条件不变, 只改变温度, 考查

加热温度与△A 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在20 ～40 ℃范围

内, 吸光度差ΔA 随温度升高呈缓慢上升趋势。温度大于40

℃时ΔA 变化不明显。故选择褪色温度为40 ℃。

2 .2 .2 加热时间的确定。在5 ～10 min 范围内, 吸光度差ΔA

随加热时间的延长而增大。当加热时间为10～30 min 时,ΔA

变化幅度不大, 故选择最佳反应时间为10 min。

2 .2 .3 溴化钾用量的确定。试验结果表明, 褪色反应体系中

不加溴化钾时反应速度较慢, 加入适量溴化钾可大大加快褪

色反应速度, 溴化钾在褪色反应体系中具有催化作用。0 .5

mol/ L 溴化钾溶液的最佳用量为4 .00 ml 。

2 .2.4 硫酸用量的确定。试验结果表明, 当5 .0 mol/ L 硫酸

用量在0～2 .00 ml 范围内时, 吸光度差ΔA 随硫酸用量的增

加而增大, 且在2 .00 ml 时达到最大。当硫酸用量大于2 .00

ml 时, 吸光度差值基本稳定。故硫酸溶液的最佳用量为

2 .00 ml 。

2 .2 .5  酸性茜素兰指示剂用量的确定。考察酸性茜素兰的

用量对ΔA 的影响。结果显示,0 .50 g/ L 酸性茜素兰的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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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所致。

图2 浸种时间对豌豆芽苗菜Vc 含量的影响

Fig .2 Effects of soakingtimeon Vccontent of peabudseedlingveg-

etable

2 .3  浸种时间对豌豆芽苗菜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由图3 可

知, 随浸种时间的延长, 豌豆芽苗菜蛋白质含量呈增加趋势 ,

浸种24 和 30 h 的芽苗菜蛋白质含量分别达到3 .9 和3 .8

g/ 100 g·FW, 均极显著高于浸种8 、16 和20 h 的处理。

3  结论与讨论

浸种时间对豌豆芽苗菜的产量和品质具有重要影响, 适

当延长浸种时间可提高芽苗菜的产量和蛋白质、Vc 含量。

综合考虑产量与品质指标, 豌豆芽苗菜的适宜浸种时间为24

h。该试验中浸种30 h 时芽苗菜 产量最高, 继续延长浸种时

图3 浸种时间对豌豆芽苗菜蛋白质含量的影响

Fig .3 Effects of soakingti me onproteincontent of pea budseedling

vegetable

间是否可以进一步提高其产量还有待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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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5 .0 ml 时显色、褪色效果最佳。

2 .3  工作曲线的绘制  取6 支25 ml 比色管 , 分别加入0、

1 .00 、2 .00 、3 .00、4 .00 、5 .00 ml 碘酸钾工作液 ; 按试验确定的

最佳用量加入4 .00 ml 溴化钾溶液,2 .00 ml 硫酸溶液,5 .00

ml 酸性茜素兰指示剂 ; 稀释至刻度后摇匀,40 ℃显色10 min

后于517 nm 处测定溶液吸光度值。对褪色前后吸光度差

△A 与碘含量进行一元线性回归 , 得回归方程ΔA= 0 .009 9

C + 0 .008 8 , r = 0 .982 5 。

2 .4  样品中碘含量的测定  称取市售碘盐样品 A( 锦州市

盐业公司) 10 .029 0 g , 样品 B( 锦州市盐业公司) 10 .030 2 g ,

溶解后分别移至100 ml 容量瓶中, 用去离子水定容至刻度,

摇匀 ; 准确吸取样品溶液4 .00 ml 置于25 ml 容量瓶中 , 在最

佳褪色条件下测定其吸光度; 平行测定6 次 , 计算样品中的

碘含量和相对标准偏差 RSD。在上述样品溶液中加入碘酸

钾标准溶液, 测定碘的回收率, 结果见表1。

  由表1 可知, 碘含量测定结果符合国家规定标准( > 20

mg/ kg) 。

表1 样品中碘含量及碘酸钾标准液中碘的回收率

Table1 The content of iodine and recovery rate

样品

Samples

碘含量∥mg/ kg

Iodine content

RSD

%

KIO3 加入量∥mg

Content of KIO3

回收率∥%

Recovery rate
A 26 .52 0 .57 10    95 .0

B 32 .83 0 .74 10 104 .2

3  结论与讨论

在强酸条件下 , 碘酸根可氧化酸性茜素兰使之褪色, 褪

色前后溶液的吸光度差与碘含量成正比。酸性茜素兰褪色

光度法测定加碘盐中的碘含量具有稳定性好 , 准确度、灵敏

度高 , 操作简便等优点 , 因此该方法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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