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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海红果中果糖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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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果糖在酸性条件下失水得 5–羟基呋喃甲醛[1]，在 285nm 处有最大紫外吸收,其线性范围为 0~34μg/ml，回归方程为 y＝

0.0322x+0.0128，相关系数 R＝0.9987。采用此法测定了海红果中果糖的含量，回收率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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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Fructose Content in Malus micromalus Makino by 

UV-Spectro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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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Chemistry, Xinzhou Teachers University, Xinzhou 034000, China） 
Abstract: Under acidic conditions, fructose can be dehydrated to 5-hydroxymethylfurfural. The UV-spectrometry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ehydration product had maximum absorption at 285nm. The linear range with this method is 0~34μg/ml and the regress formula is: 

y=0.0322x+0.0128 (R=0.9987). The analysis using this method also showed that the recovery ratio could reach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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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糖是天然糖品中甜度最高的糖，相当于蔗糖的

1.8 倍[2]。果糖的测定方法有高效液相色谱法[3]、离子

选择性电极法[4]、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法[5]等，这些方

法操作比较复杂，报道的分光光度法[6,7]需加入显色

剂，如间苯二酚、铁氰化钾等，这些试剂均有毒，容

易对环境造成污染。较简单的方法有比色法[8]，但检

出极限要求糖的浓度高于 100μg/ml。通过对果糖在盐

酸介质中的吸收光谱进行扫描，发现在 285nm 处有最

大吸收。果糖浓度在 0~34μg/ml 的范围内服从比尔定

律。本法只需加入盐酸，不需要加任何显色剂，方法

简便、快速、灵敏、且不会造成污染。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和试剂 
紫外光谱仪、电热恒温水浴锅、榨汁机、电子天

平、D-果糖、、浓盐酸（分析纯）。 
果糖标准液：称取 0.1000g D-果糖置于烧杯中，

加二次蒸馏水使其溶解并定容到 1000ml，制成 0.1000 
mg/ml 的果糖标准液。所有实验均用二次蒸馏水。 

海红果（河曲县产），购于忻州山西土特产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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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梨、桔子、蜂蜜，购于忻州农贸市场。 
1.2  实验方法 

取适量 0.1000mg/ml 的果糖标准液，加入 3ml 浓
盐酸，用蒸馏水定容到 10ml，在沸水浴中加热 8min
后取出，用流水迅速冷却，以蒸馏水作参比，在 285nm
处测其吸光度。 

将待测果实去皮，称取 20g(可实用部分)，切成块，

用榨汁机挤出果汁，用 100ml 蒸馏水溶解，过滤，取

滤液 10ml 定容到 100ml 容量瓶中，制成待测液，按

上述方法测定待测液。由待测液的吸光度计算出待测

果实中果糖的含量。 

2  结果与讨论 

2.1  最大吸收波长的确定 

按实验方法用紫外分光光谱仪在200-400nm进行

吸收光谱扫描，测出最大吸收波长在 285nm（图 1），
所以实验选 285nm 为测量波长。 
2.2  盐酸用量的确定 

取适量的果糖标准溶液，按照实验方法对不同体

积的浓盐酸进行试验，结果表明盐酸加入量为 3~4ml
时吸光度达到最大值，且加入 3ml 盐酸稳定性最好，

继续加入盐酸吸光度降低（见图 2），所以盐酸的用量

定为 3ml。 



《现代食品科技》 Modern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23 No.1(总 91) 

94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 2 3 4 5 6 7

 
λ /102 nm 

图1 吸收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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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盐酸的用量和吸光度的关系 

2.3  加热时间的确定  
取适量的果糖溶液，按照实验方法在沸水浴中加

热不同时间，结果表明加热 8min 后吸光度基本不变，

且加热 8min 最稳定（见图 3），所以实验选定加热时

间为 8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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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加热时间和吸光度的关系 

2.4  放置时间对稳定性的影响 
用紫外分光光谱仪进行 60min 的扫描发现在

30min 内有 0.002 的波动，30~60min 内增加到 0.006，
实验选在 30min 内完成测定。 
2.5  工作曲线的绘制 

取 0.1000mg/ml 的果糖标准液（ml）0.0，0.2，0.6，

1.0，1.4，1.8，2.2，2.6，3.0，3.4，按实验方法测其

吸光度，绘制工作曲线（见图 4），可知果糖含量在

0~34μg/ml 范围内服从比尔定律，其线性方程为

Y=0.0322x+0.0128，相关系数 R=0.9987。对 15μg/ml，
20μg/ml 的果糖溶液进行 11 次测定，其相对标准偏差

为 1.87%，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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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标准曲线 

2.6  干扰物实验 
在选定的实验条件下，分别对果糖溶液、果糖葡

萄糖混合液（葡果比为 5:4.5）和果糖抗坏血酸混合液

（抗果比为 6:7）进行测试，结果如表 1、表 2。 
表1 不同浓度葡萄糖对果糖干扰的测定 

样品 吸光度的测定值 RSD
/% 

F 检

验

T 检

验

0:10 0.342 0336 0.329 0.333 0.340 0.342 1.48 – – 

50:10 0.352 0.363 0.347 0.378 0.369 0.381 3.04 差异显著

45:10 0.327 0.330 0.335 0.338 0.346 0.340 1.11 差异不显著

注：样品为萄糖/果糖的混合液，单位：ρ/mg.ml-1；F 检验、T

检验的结果是与第一组数据对照的结果 
表2 不同浓度抗坏血酸对果糖干扰的测定 

样品 吸光度的测定值 RSD
/%

F 检

验

T 检

验

0:10 0.326 0338 0.345 0.331 0.340 0.338 1.78 –– ––

70:10 0.340 0.347 0.362 0.359 0.347 0.325 2.20 差异不显著

60:10 0.338 0.356 0.350 0.345 0.349 0.341 1.89 差异不显著

注：样品为抗坏血酸/果糖的混合液，单位：ρ/mg.ml-1；F 检验、

T 检验的结果是与第一组数据对照的结果 

    从表 1、表 2 可看出，葡萄糖浓度为果糖浓度的

4.5 倍时，对测定有影响，而抗坏血酸没有影响；蔗糖

对本方法有较大干扰。由于蔗糖在盐酸中水解产生果

糖和葡萄糖，在测定实际样品时，果糖测定值中含有

蔗糖水解产生的果糖。 

3  样品分析 

3.1  水果中果糖含量的测定  
在选定的实验条件下按实验方法，对海红果、苹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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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梨、桔子进行检测，并进行加标实验，其果糖含

量的检测结果见表 3（所测果糖为总糖含量，包括蔗

糖在盐酸水解产生的果糖）。 
表3 水果中果糖含量的测定 

试样 测量值/μg·ml-1 均值/ 
μg·ml-1 

RSD 
/% 

加入 
值/μg 

平均

回收

率/%

果糖
/mg·g-1

海红果 11.08 10.64 11.32 12.73 11.66 1.21 10 101.8 583

苹果 10.97 12.09 11.82 13.76 12.16 1.32 10 98.93 608

梨 11.85 11.23 11.82 11.87 11.5 1.12 10 102.1 575

桔子 5.64 4.98 6.14 6.85 5.86 0.98 10 99.62 293

3.2  野生蜂蜜中果糖含量的测定 
称取野生蜂蜜 0.1718g，定容到 100ml，制成待测

液，在选定的实验条件下，取 1.0ml 待测液进行测定

并进行加标实验，野生蜂蜜中的果糖含量检测结果如

表 4。 
表4 野生蜂蜜中果糖含量的测定 

测量值/% 平均值
/% 

RSD 
/% 

加入

值/µg 
平均回

收率/%
文献[2] 

值/% 

42.37 43.29 41.97 42.83 42.61 1.33 10 98.98 37.78-44.5

4  结论 

海红果作为一种特别易于栽培高产量的国类植

物，果糖含量也较高，我们的实验测定于它以后的开

发和食品加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这种测定果糖

的方法要比以前的方法简单、快速、灵敏，并且方法

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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