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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1071—201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

定义》、JJF1059.1—2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共同构成支撑本规范编制工作

的基础性系列规范。
本规范参考了JJG700—2016 《气相色谱仪》和 GB/T10345—2007 《白酒分析

方法》。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Ⅱ

JJF2022—2023



白酒分析气相色谱仪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配备有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 (FID)的白酒分析气相色谱仪的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JJG700—2016 气相色谱仪

GB/T10345—2007 白酒分析方法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概述

白酒分析气相色谱仪 (以下简称色谱仪)是由载气把被气化后的白酒样品带入色谱

柱,利用样品中各组分在色谱柱中的气相和固定相间的分配或吸附系数不同进行分离,
分离后的组分依次进入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检测器将各组分的响应值转变成电信号,
经过数据处理系统将电信号转换成为色谱图,根据各组分保留时间和峰面积进行定性和

定量分析。
色谱仪由气路系统、进样系统、分离系统 (色谱柱)、温控系统、检测系统和数据

处理系统组成。

4 计量特性

色谱仪的计量特性见表1。
表1 色谱仪计量特性

计量特性 技术指标

检测限 (乙酸正丁酯) ≤5.0×10-3mg/mL

分离度 ≥80%

保留时间重复性 ≤1%

峰面积重复性 ≤3%

  注:以上指标不作为合格判定依据,仅供参考。

5 校准条件

5.1 实验室环境条件

实验室温度:(5~35)℃,相对湿度:2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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