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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相色谱 
——质谱联用技术测定食品中乌洛托品残留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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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乌洛托品是典型的固化剂，主要应用于树脂和塑料固化过程中。现阶段也作为防腐剂和杀菌剂制作时的辅助原材料。此种物质的

防腐性能与杀菌性能优越，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优化食品外观。主要利用水解释放甲醛的方式保证食品的光泽度，从而延长其保存时

间。但这种物质的过量应用会对人体造成较大的危害，应用科学的方法测定食品中乌洛托品的含量，对于合理发挥这一物质的作用，减低

过量应用的危害有重要作用。应用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的技术准确测定食品中的乌洛托品量，需把握配制标液、合理调整设备仪器参数、

通过稀释对照的方式进行残留物验证几方面要点，以便充分发挥出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这一先进技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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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 2010 年我国第四批《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添

加剂名单》的公布，乌洛托品被明令禁止用于食品生产中。但因乌

洛托品在酸性条件下会分解释放甲醛和氨，具有一定的杀菌作用，

近年来被滥用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准确测定食品中乌洛托品的

残留量对保障人民舌尖安全存在着重要意义。在乌洛托品残留分析

中，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的技术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先进性，需要

技术人员严格按检测流程落实检测操作，以便发挥出此种联用技术

在测定食品中乌洛托品残留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测定食品中乌洛托品残留的基本

原理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是一种结合了液相色谱的高分离能力

和质谱的高灵敏度检测性能的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于食品添加剂、

农兽药残留、非法添加物筛查、生物毒素等物质的定性和定量分析。

乌洛托品是一种常见的防腐剂和杀菌剂，常常被不法商贩用于食品

加工之中。为了确保食品的安全性，需要对其在食品中的残留量进

行严格的监管和控制。具体来说，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测定食品

中乌洛托品残留的基本原理是要点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样品

中的乌洛托品以及其他待测物质通过液相色谱进行分离。液相色谱

能够有效地将复杂的样品混合物分离成单个组分。其次，通过质谱

仪对分离后的乌洛托品进行鉴定和定量。质谱仪在启动后，能够产

生高能电子束，将乌洛托品离子化并破碎成碎片离子。上述碎片离

子的质荷比（m/z）能够实现精确地测量、记录，从而得到乌洛托品

的分子量和结构信息[1]。通过比较标准品和待测样品峰的保留时间和

质谱图，进一步确定样品中乌洛托品的存在与否以及其含量。 

二、食品中乌洛托品残留检测工作的重要性 

（一）保障食品安全 

食品中乌洛托品的残留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因此，对食

品中的乌洛托品残留进行检测，能够有效地保障食品的安全性，保

护消费者的健康。具体来说，通过乌洛托品残留监测主要可从以下

几方面入手保障食品安全。一是残留量监控。乌洛托品在食品中的

残留量应符合相关法规标准，保证不影响人体健康。通过定期对各

类食品中的乌洛托品残留量进行检测和监控，能够及时发现并处理

超标或非法添加乌洛托品的情况，从源头上保障食品安全。二是应

用更为先进的技术落实检测工作，保障食品安全[2]。针对不同食品基

质和乌洛托品的特性，可开发更高效、准确的检测方法。合理应用

本文所采用的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对乌洛托品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就能够提高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以便及时、准确地检测出食品

中的乌洛托品残留。 

（二）监控添加剂违规应用 

乌洛托品主要应用在树脂和塑料的固化过程中。同时，也作为

橡胶硫化促进剂发挥作用。在化工领域和纺织品领域有重要的应用

价值。通过对食品中乌洛托品残留的检测，能够有效地监控食品添

加剂的使用情况，防止滥用添加剂的现象发生。具体来说，只要检

测人员能够在检测工作落实时做好前期检测流程的规划，并做好检

测工作过程的监控力度，就能够及时发现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问

题。在建立乌洛托品残留检测体系时，应当制定严格的检测标准、

操作规程和质控措施。通过对各类食品中的乌洛托品残留进行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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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和抽查，全面掌握食品中乌洛托品的残留情况，及时发现并处

理非法添加乌洛托品的情况。在加强监管力度方面，应当通过加强

现场检查、督促企业自检和抽检等方式，确保食品中乌洛托品的使

用符合法规要求，防止违规添加和滥用现象。 

（三）优化检测技术的应用效果 

新技术的发展需要以现阶段的成熟技术做基础。在食品中，乌

洛托品残留物测定工作中，新技术的研发应用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的应用效果十分显著，能够促进食

品中乌洛托品的检测更加准确有效。另外，该技术还能够提供有关

乌洛托品分子量和化学结构的信息，从而有助于研发更有效的乌洛

托品分析方法。其次，液相色谱-质谱技术能够提供有关乌洛托品残

留分析方法的研究思路，从而有助于研发更先进的技术。 

三、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测定食品中乌洛托品残留的方法

研究 

（一）合理配制标液工作曲线 

合理配制标液是检测工作的重要基础条件。在标准品配制过程

中，应当把握以下几个要点。一是保证标准品的纯度，选择合适的

有证标准物质，避免对检验结果造成影响。二是在配制过程中，应

当对实验器具的洁净度进行检验。避免由于器皿污染导致被测物品

出现污染，进一步影响检测结果。三是配制标准储备液和标准工作

液时，应当精准控制浓度指标，保证浓度符合检验工作要求。四是

在进行液相色谱-质谱联用分析时，要注意仪器的参数设置和实验条

件的选择，以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在明确上述注意事

项后，方可进一步结合具体检测要求配制标液。具体配制步骤如下。

下文将以定量的方式分析乌洛托品标液配置的流程。具体流程内容

如下。①准确称取 100mg 的乌洛托品标准品，转移至已计量的 100mL

容量瓶中，用乙腈溶解并准确定容至刻度，得到浓度为 1mg/mL 的

标准储备液。②吸取 1mL，放置于 100mL 已计量的容量瓶中，用乙

腈稀释定容至刻度，得到浓度为 10μg/mL 的中间液，避光保存。③

称取空白试样于离心管内，加入无水硫酸钠 2g、乙腈 10mL 进行涡

旋混匀，离心后将上清液转移至 50mL 具塞刻度管中，用 10mL 乙腈

重复提取一次，合并上清液后氮吹至干，用 2mL 浓度为 0.02mol/L

的醋酸铵溶液溶解残渣，溶解液加载至已活化的阳离子固相萃取小

柱，用 2mL 浓度为 0.02mol/L 的醋酸铵溶液洗涤具塞刻度管，洗涤

液过柱，后经 3mL 水、3mL 甲醇淋洗小柱，3mL5%氨水洗脱，洗脱

液于 45℃氮吹至近干，用 0.1%醋酸-乙腈定容至 1mL。④移取适量

的标准工作中间液，用已制备得到的空白试样提取液稀释成标准工

作曲线。只有按照上述步骤首先合理配制乌洛托品标准液，才能够

进一步为利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的技术测定食品中的乌洛托品残

留量提供保障。 

（二）通过稀释对照的方式进行残留物验证 

稀释对照验证是检验乌洛托品残留情况的有效方法，在应用这

种方法验证残留物的含量时，需按如下流程进行操作。①制备稀释

对照溶液。将标准溶液进行稀释，制备成不同浓度的稀释对照溶液。

②添加稀释对照溶液。将稀释对照溶液添加到待测样品中，使样品

中乌洛托品的浓度与稀释对照溶液的浓度一致。③进行液相色谱-

质谱联用分析。将添加了稀释对照溶液的样品进行液相色谱-质谱联

用分析，记录分析结果[4]。④验证结果。将分析结果与实际添加的乌

洛托品浓度进行比较，验证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应用稀释对照的方式进行验证，是测定食品中乌洛托品残留情

况的重要步骤。能够有效验证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在实际操作中，要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操作，避免误差，确保

分析结果准确可靠。 

四、结束语 

综合本文分析可知，应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在测定食品

中的乌洛托品残留量时，应优化相关的液相参数和质谱参数，使得

乌洛托品与其他杂质成分成功分离，同时，通过质谱确证，实现乌

洛托品的定性定量分析。此外，通过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测定

乌洛托品的残留量，对于食品添加过量或添加违规的现象进行精准

检验，并及时采取处理措施进行处理，为保障食品安全，发挥出此

种测定技术的积极作用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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