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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是按照GB/T 1. 1-1993((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单元：标准的起草与表述规则 第1部分：

标准编写的基本规定》的要求进行编写。

    本标准在制定中参考了SB/T 10190-1993《蜂蜡》及SN/T 0621-1996《出口蜂蜡中碳氢化合物检

验方法》和有关资料，对SB/T 10190-1993的抽样作了相应调整；对SN/T 0621-1996和ASTM D

1342-1992:1996《棕搁腊中石蜡型碳氢化合物检验方法》两个碳氢化合物检验方法的检测装置做了一

定改进；对检验步骤及温度控制做了一定的修改；对检验用量做了一定的调整，缩短了检测时间和节约

了试剂，并等效采用了ASTM D1342-1992:1996。对出口原蜂蜡和用原蜂蜡加工而成的黄蜡及白蜡的

抽样、制样、感官、杂质、重量、包装及理化检验作了规定。

    本标准的附录A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国平、周平。

    本标准系首次发布的出人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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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 for the inspection of beeswax for export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出口蜂蜡的抽样、检验及检验结果的判定。

本标准适用于出口原蜂蜡及用原蜂蜡加工而成的黄蜡、白蜡的检验。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SB/T 10190-1993 蜂蜡

    SN/T 0621-1996 出口蜂蜡中碳氢化合物检验方法

    ASTM D 1342-1992.1996 棕搁蜡中石蜡型碳氢化合物检验方法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 蜂蜡

    工蜂蜡腺分泌的一种有机混合物，由于加工方式不同可分为原蜂蜡、黄蜡、白蜡等。

3.2 原蜂蜡

    将蜜盖蜡或蜜盖蜡和巢础经熔化后冷却而成的不规则块状的蜂蜡。

3.3 蜜盖蜡

    蜂蜜在巢础中成熟后蜜蜂将巢础用蜡质密封的蜡，经熔化后冷却而成的不规则块状的蜂蜡。

3.4 黄蜡

    用原蜂蜡或蜜盖蜡经熔化、过滤除杂加工后冷却而成的规则块状蜂蜡。

3.5 白蜡

    用原蜂蜡或蜜盖蜡经熔化、过滤除杂、脱色等工艺加工后冷却而成的规则块状蜂蜡。

样品的抽取和制备

41 检验批

    以不超一个20英尺标准集装箱的装人量为一检验批。一般原蜂蜡为50 kg装280件，25 kg装560

件，黄蜡和白蜡为680件，超过部分另列批次。同一检验批的商品应具有相同的特征，如品质、包装、标

记、等级。

42 抽样及样品制备器具

    塑料样品袋、刀、锤子、3 kg容积的不锈钢容器、电炉（或其他加热设备）。
4.3 抽样数量

    原蜂蜡按总件数的10％抽取；黄蜡和白蜡按式（(1）抽取。每批至少抽3件，所抽件数偏少时，每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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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抽的样品量适当增加，总量不少于200 g.

（1）檐 
 
 
 

一一
 
 
 
 

S

式中：S— 所抽样品的数量；

      N- 整批货物总件数。

4.4 抽样方法

    根据报检单所列规格、件数、重量、啧头与实际货物核对相符后，按上、中、下各部位随机抽取。将所

抽的原蜂蜡每件开包，倾倒在干净的水泥地上，抽取有代表性样品3块，并从每块上取10 g-20 g，将所

抽的黄蜡和白蜡开箱，从每箱的上、中、下各部抽取一块，并从每块上取10 g-20 g,

45 样品制备

    将每件抽取的样品，倒人不锈钢容器中隔水用电炉加热，待蜡样完全熔化后，搅拌均匀，自然冷却

后，从不锈钢容器中取出；或将完全熔化的蜡样经搅拌均匀后直接倒入装满自来水的大盆中，使其快速

冷却（检验原蜂蜡杂质时用），待表面的水分干燥后，从中取100 8-150 g的两份蜡样为理化检测样和

留样。

4.6 试样保存

    样品存放地应清洁、千燥、无阳光照射，封存备查，并在样袋上标明标签。保存期为三个月。

检验

51 包装、标志和重量检验

5.1 } 1 包装、标志

5门．11 包装

    外包装应完整、清洁，内外包装无破损，包扎牢固。

5，．1.2 标志

    标志应正确、清晰，品名、等级应与内容物相符。

5，．2 重量

5.12.1 检验器具

    普通磅秤，感量度。．1 kg.

5.1 2.2 检验步骤

    对统一包装规格的可抽取5件～10件包装称重计算平均皮重。平均皮重得出后，逐件称取毛重，再

按式（2)计算被检样品重量：

                                      W＝W,一Wo ···”··”·””·”一（2）

式中：W— 净重，kg;

      W：— 毛重，kg;

      Wo— 平均皮重，kg.

5-2 感官检验

5.2门 色泽和气味

    将蜂蜡块放在光线充足的地方，观察其色泽是否鲜艳、一致，是否具有光泽感；嗅有无蜂蜡应有的气

味，无油味和其他异味。

5.2.2 表面及断面的组织状态检验

    表面有无凹凸状波纹、中间突起；将蜡块从中间断开，观察断面有无异物，结构是否紧密，颗粒是否

细腻，均匀，上中下三层的颜色是否接近或一致。

    注 对出口原蜂蜡应注重原包装蜂蜡的感官检验和综合评定。

5．3 理化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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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剂纯度若未标明的均为分析纯（AR级），所用的水为蒸馏水或同等纯度的水；理化检测样品用小

刀削成小薄片作为试样装人干净的容器内供检测用。

5.3.1 熔点测定

5.3.1.1 方法一

    按SB/T 10190-1993中5.3.4方法测定。

5.31.2 方法二

5.3.1.2.1 仪器

    精密水银温度计（0-100̀C，分度为0.1̀C)；两头开口的毛细玻璃管（长，0 mm～  120 mm，内径

0. 9 mm-1. 1 mm,壁厚0. 1 mm-0. 15 mm) ; 400 mL高形烧杯；加热调温磁力搅拌器；秒表；不锈钢烧

杯（碗）。

5.3.1.2 2 试样的制备

    取一定量的试样（根据不锈钢容器的大小而定）放人不锈钢容器中，在烘箱中熔化（或隔水加热熔

化）后，用毛细管插入熔化的蜂蜡中自吸达10 mm，在室温下自然冷却4h以上或放人冰箱2h以上至

完全冷却凝固，除去毛细管外的蜡，毛细管内的蜡柱应无空隙和气泡。

5.3.1.2.3 操作步骤

    将已制备好试样的毛细管用橡皮圈固定，并将蜡样的一端移至水银温度计的水银球中心持平；在

400 ml.高形烧杯中加人冷水约350 mL和磁搅拌棒，放在加热调温磁力搅拌器上，将已固定好毛细管

的温度计放人烧杯的中部，并将其固定；开启磁力搅拌并加热，调整升温速度为1'C /min，当温度升至

55C-58℃时，降低升温速度为0. 5 0C /min，注意观察温度计和毛细管中蜡的变化，当蜡在毛细管中开

始上升时，温度计显示的温度即为蜡的熔点。

5.3.1.2.4 平行试验允许误差不超过 0. 5 0C，取平均值确定结果。

    注 两个方法同等有效。

5.3.2 酸值测定

    按SB/T 10190-1993中5.3. 6方法测定。

5.3.3 皂化值测定

    按SB/T 10190-1993中5.3.8方法测定。

5.3.4 苯不溶物（杂质）测定

    按 SB/T 10190-1993中5.3.2方法测定。

5.3.5 密度（比重）测定

    按 SB/T 10190-1993中5.3.3方法测定。

5.3.6 碘值测定

    按 SB/T 10190-1993中5.3.7方法测定。

5.3.7 碳氢化合物的测定

5.3.7.1 方法一

    按SN/T 0621测定。在操作过程中，将层析柱加热至50'C-55'C，并保持温度，除去柱内的空气，过

柱时应控制调节活塞，滴速为 20.25滴／min，不使液面低于硅胶表面。测定装置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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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碳氢化合物测定装置图

5.3.7.2 方法二

    本方法等效采用ASTM D 1342-1992:1996.

5.3.7.2 1 仪器及试剂

    仪器：长50 cm、内径2 cm可控滴速可保温层析柱；250 mL标准口接收瓶；超级恒温器；烘箱；烧

杯；马福炉；水捕真空器（或真空旋转蒸发器）；恒温水浴锅；分析天平（感量。．1 mg),

    试剂：共氧化二铝（博克曼级活性2级以上，Brokmann Classification I up)，正庚烷（化学级，CR) a

0. 5 m01/1.氢氧化钾乙醇溶液（称取28. 06 g氢氧化钾，用无水乙醇定容至1 000 mL), 0. 5 mol /I盐酸

标准溶液（用量筒取相对密度（(200C）为1 18 g/mL的盐酸45 ml,，于试剂中加入955 ml，水摇匀，按

GB 601中4.2配制、标定和计算）,1环酚酞指示剂。

5 3.7-2.2 试剂的制备

    将40 g三氧化二铝放人增祸内，置于马福炉内用300 C活化3h-4h，取出放人干燥器中冷却

备用。

5.3.7.2.3 操作步骤

    将干净的接收瓶置于烘箱内，用105℃一110 C烘至恒重，并称重，精确至1 mg o

    将层析柱与接收瓶连接，层析柱内用一小团玻璃棉置于底部，倒人活化经冷却过的三氧化二铝约

35 g，盖上一小团玻璃棉；将层析柱加热至50'C -55 C，用80 ml--100 mL热的正庚烷过柱，调节活塞

使达到最大流速，轻拍柱体以除去柱内的空气，可适当抽真空（不能使正庚烷的液面低于三氧化二铝表

面，保证层析柱的三氧化二铝内没有空气），当正庚烷与层析柱上层尚存约10 mm时，关闭活塞；倒掉接

收瓶中正庚烷，再连接好接收瓶。测定装置见图to

    称取试样0. 5 ĝ-1 g精确至1 mg，于150 mL烧杯中，加入40 mL正庚烷，在70℃左右水浴上加热

使其完全溶解，备用。

    在层析柱内加入上述备用热的蜂蜡正庚烷溶液，调整层析柱的滴速为30-35滴/min，当液面降至

三氧化二铝表面时，用热正庚烷25 mL分两次洗涤烧杯和搅棒，倒人层析柱内，再用100 mL洗柱，并将

柱内的残留正庚烷抽真空吸出。

    不取下层析柱，直接用水浴加热接收瓶，用水捕真空器适当抽真空（以正庚烷不剧烈沸腾为度），蒸

发至近干，也可在90̀C-95℃水溶上真空旋转蒸发回收正庚烷，蒸发至近干，取下并擦干接收瓶外的水

迹；将接收瓶放人105̀C ̂-110℃的烘箱内烘2h以r.，取出后放人干燥器内冷却至室温称重，直至恒重，

并计算结果。

    注：在燕干接收瓶中的正庚烷过程中，不应使瓶中液体爆沸，以防止碳氢化合物的损失。

5 3.7-2.4 验证试验

    测定接收瓶内烘干的碳氢化合物的皂化值（方法见 5.3- 3),皂化值不应的大于2 (KOHmg/妇，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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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取样测定。

5.3 7.2.5 碳氢化合物的计算见式（3),

X(％卜‘味乒X 100 ．。．。．．．．⋯⋯。．．．．．．⋯⋯（3）

式中：X- 碳氢化合物含量，％；

      Gl— 接收瓶的重量，g+

      G— 接收瓶和瓶内的提取物（碳氢化合物）的重量，9；

      W— 试样重量，9。

    注 计算结果取小数点后两位。

5.4 检验结果的判定

    根据检验结果，对照合约的要求判定合格与否。合约没有规定的，按SB/T 10190-1993第4章

判定。

6 检验有效期

检验有效期为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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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目值、蔺位与酸值的比值

A1 醋值的计算见式Al.

                        醋值(Ester Value) =皂化值一

酣值与酸值的比值见式A2 a

                      醋值与酸值的比值（Ratio Number)

酸值 。。。。。。．。。。．。。．。。。⋯。二。‘Al）

A2

·“‘’．“‘一“·‘⋯，·⋯（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