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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
在中国，粮油食品是餐桌上的主食，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粮油食品的要求已从保障数量供应转向安全、健康、营养。
粮油食品从田间到餐桌要经历生产、收购、运输、储存、加工、销售等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可能被有
毒有害物质污染。
因此，加强粮油食品质量安全监测对确保食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粮油食品安全问题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一是粮油生产源头农药残留超
标，重金属和真菌毒素污染等；二是粮油储藏期间大量使用储粮化学药剂，或因保管不善导致粮食霉
变，从而被真菌毒素污染；三是粮油加工环节乱用添加剂，使用违禁化学物质，如乱用合成色素，过
量添加增白剂，使用“吊白块”等；四是运输过程中接触有毒有害物质；五是销售环节掺杂使假等。
除了外来污染外，还有粮油食品的内在安全隐患，如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
为此，编者旨在力求编写一本内容新颖、检测技术全面、实用和可操作性强的技术参考书籍，供从事
粮油食品质量安全检测领域的人员使用，同时，也可以作为有关职业院校粮油食品或相关专业的教材
。
　　本书不仅较全面地介绍了粮油食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的基础理论，而且重点翔实介绍了当前粮油
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涉及的分析检测技术，内容主要包括粮油食品样品前处理技术；色谱、光谱、现代
分子生物学方法的基本理论和技术要点；储粮化学药剂和农药残留、重金属、添加剂、真菌毒素、转
基因成分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检测技术。
　　本书由北京工商大学王静副教授和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袁小平博士编著。
北京工商大学的莫英杰、赵冰、潘海晓、王赫男、王少甲、王璨、苏颖、曹杨、周静等为本书的部分
章节做了一些资料收集、图表和文字编排等方面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时间仓促和编著者水平有限，本书内容又涉及很多学科，疏漏、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给
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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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上下两篇全面介绍粮油食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上篇总论介绍样品前处理技术和色谱、光谱、
生物免疫分析、聚合酶链反应、基因芯片等技术的基础理论知识，下篇分论介绍储粮化学药剂和农药
残留物、重金属污染物、常用添加剂、真菌毒素、粮油转基因成分及其他毒害物质的检测技术。
    本书可供从事粮油食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使用，也可作为有关院校粮油食品
或相关专业教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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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薄层色谱的基本原理　　薄层色谱法是利用试样中各组分在固定相与流动相之间的分配系数
的不同，各组分在板上移动速率不同而获得分离的方法，即将点有样品的薄层板在密闭色谱分离缸中
进行展开时，各组分首先被吸附剂吸附，然后又被展开剂所溶解而解吸附，且随展开剂向前移动，遇
到新的吸附剂，各组分又被吸附，然后又被展开剂解吸，各组分在薄层板上吸附、解吸、再吸附、再
解吸，这一过程在薄层板上连续不断地反复无数次。
由于吸附剂多为极性，它对不同极性的组分有不同的吸附力，对极性大的组分吸附力大，对极性小的
组分吸附力小，各组分因运行速度不一样而彼此分离。
被分离的化合物可以采用喷洒显色试剂或紫外线照射的方法使之显色，并观察记录所显斑点的中心距
原点的距离。
斑点在薄层板上的位置通常用比移值（Rt）表示。
Rt为斑点中心距原点的距离与溶剂展开前沿距原点距离的比值，这是与物质在两相中分配系数相关的
数值，因此，在特定条件下为一常数，不同的物质由于在特定色谱条件下两相间分配系数的差异，而
有着不同的Rt值，这样就达到了薄层色谱分离的目的。
二、薄层色谱操作技术　　1.制板　　薄层板的制备是将吸附剂均匀地铺在大小适当的玻璃板上，形
成一定厚度的薄层。
常用的载板中，以玻璃最好，根据被分离组分的性质及要求，可选用不同尺寸的板，定性鉴定可
用18cmX16cm或20cmX20cm的板，制备薄层色谱，所用载板可达20cmX100cm。
在选择好适当的载板后，应根据试样的性质和分析要求，选定吸附剂，并将吸附剂制备成一定黏度的
匀浆供制备薄层板用。
常用的吸附剂有硅胶、纤维素粉、聚酰胺粉和离子交换剂等。
薄层板的制备方法通常有浸渍法、倾注法、喷雾法、刮平法及涂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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