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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公主岭志和粮食测水仪开发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粮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吉林省粮油卫生检验监测站、公主岭志和粮食测水仪开发有限公司、沈阳龙腾电

子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宋长权、冯锡仲、史玮、刘劼武、刘恒立、米建国、田志和、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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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检验　粮食水分测定　水浸悬浮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浸悬浮法测定粮食水分含量的原理、仪器设备、操作方法和重复性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粮食水分的快速测定，特别是适用于高水分及冰冻状态粮食水分的测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５４９１　粮食、油料检验　扦样、分样法

ＬＳ／Ｔ３７０５　水浸悬浮法水分快速测定仪　技术条件与试验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水浸悬浮法　狑犪狋犲狉犾狅犵犵犻狀犵狊狌狊狆犲狀犱犿犲狋犺狅犱

将被测物体完全浸没于水中悬挂称量的方法。

４　原理

称取一定量的粉碎试样装入恒质测量皿中，注满水充分浸润样品，将密闭的测量皿完全浸入水中，

称量其质量。根据浮力法原理，所得质量为样品干物质和测量皿的质量，通过计算即可得到试样的水分

含量。

５　仪器设备

５．１　水浸悬浮法水分快速测定仪

仪器结构示意图和主要部件样图参见附录Ａ。仪器应符合ＬＳ／Ｔ３７０５的要求并附带以下部件：

５．１．１　水槽：盛装清水（水质为洁净的淡水），各水槽中的水质和温度应保持一致。

———操作水槽：用于浸泡测量皿、注水等操作。长２４０ｍｍ，宽１７０ｍｍ，高１５０ｍｍ的透明塑料槽。

———称量水槽：用于测量皿悬浮称量。直径１３０ｍｍ，高１５０ｍｍ的透明塑料槽。

５．１．２　测量皿：顶端设直径２１ｍｍ装料口和有单向阀的注水口，配装料口密封盖，内直径３２ｍｍ，内

高４５ｍｍ，壁厚２ｍｍ的铝合金容器。

５．１．３　称样皿：一边开口，能盛装约１０ｇ试样。

５．１．４　搅拌棒：不锈钢材质，直径２ｍｍ，长约８５ｍｍ。

５．１．５　注水器：医用２０ｍＬ注射器。

５．１．６　研钵：可盛装约１００ｇ样品。

５．２　锤片式电动粉碎机

附有直径１．５ｍｍ、２．５ｍｍ的圆孔筛，工作时粉碎机的温度不应大于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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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操作方法

６．１　仪器准备

按测水仪使用说明书准备好仪器。

将测水仪（５．１）放在平稳的操作台上，将两个水槽（５．１．１）装入清水（水面至水位线）。测量皿（５．１．２）

及测量皿密封盖放入操作水槽中浸泡，将称量水槽放到测水仪下秤钩下面（参见附录Ａ的图Ａ．１）。

用注水软管向测水仪内储水箱注入水温与水槽中水温一致的清水，观察水位标，使水位到标线处，

卸下注水软管。

将称量装置调至水平，接通电源。用随仪器配备的标准砝码按仪器使用说明书校准称量装置。根

据待测样品种类，在主机操作面板上选择相应粮食种类的测量模式。

测水仪长期不用或连续使用１００次以上，应按照ＬＳ／Ｔ３７０５对仪器进行校准。

６．２　恒质测量皿

６．２．１　用注水打压夹夹住浸泡着的测量皿的注水口，按仪器面板的“注水”键打压一次，排净测量皿注

水口中的空气。

６．２．２　在操作水槽中将测量皿内注满清水（不应有气泡），然后再用密封盖将测量皿密封好。用注水打

压夹夹住测量皿的注水口，按仪器面板的“注水”键打压一次。

６．２．３　松开注水打压夹，取下测量皿，将注水后的测量皿挂在称量装置底部的下秤钩上，使其悬浮在称

量水槽中称量，记录称量装置显示稳定的称量数据。重复６．２．１～６．２．３的操作，至前后两次称量的质

量差不大于３ｍｇ时，即达到恒质，在测水仪的恒质测量皿界面存储较大的一个数据作为恒质数据（参

照测水仪使用说明书），记为犿１。

６．２．４　测定中应保持水温与实验室环境温度相差不超过３℃。当环境温度和水温相差超过３℃时，应

重新按６．２．１～６．２．３操作。

６．３　试样制备

６．３．１　扦样与分样

按ＧＢ５４９１执行。

６．３．２　样品制备

样品的温度应控制在－２０℃～２０℃之间。分取试样约３０ｇ，去除杂质并进行粉碎。水分含量不

大于４０％的试样使用粉碎机（５．２）粉碎，水分含量大于４０％的试样用研钵（５．１．６）碾碎。水分含量不大

于１９％的试样，应在粉碎机中安装１．５ｍｍ的筛子粉碎，粉碎后通过筛子的物料应不少于９０％；水分含

量大于１９％且不大于４０％的试样，应在粉碎机中安装２．５ｍｍ的筛子粉碎，粉碎后通过筛子的物料应

不少于９０％。粉碎结束后，要将筛上物和筛下物混合并搅拌均匀备用。水分含量大于４０％的试样应用

研钵（５．１．６）研磨至无明显颗粒状并搅拌均匀备用。冰冻状态的试样也采用同样方法制备。样品制备

过程应连续，尽量缩短制备时间，制备好的试样应立即测定。

６．４　测定

６．４．１　充分混匀试样（６．３．２），按照表１规定的称样量，用称样皿在称量装置上称取试样，待称量示值

稳定后，在测定界面上的试样质量栏储存该数据（参照测水仪使用说明书），记为犿。

表１　各类粮食品种的称样量

样品种类 称样量／ｇ

玉米、小麦、稻谷、大米、玉米面等 ６～１０

小麦粉、淀粉等颗粒较细的粉类 ５～６

６．４．２　将样品（６．４．１）倒入盛有一半水的测量皿中，待全部样品自然浸入水中后，用搅拌棒搅拌样品，

排除样品中的气体。用注水器（５．１．５）将搅拌棒上残留试样全部小心洗入测量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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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３　用注水器（５．１．５）沿着测量皿内壁缓慢注水，水面至测量皿口下沿处停止注水。

６．４．４　用密封盖将测量皿密封好，用注水打压夹夹住测量皿的注水口，按“注水”键打压一次。

６．４．５　在仪器测定界面上，估计样品水分含量不大于１９％的，选择“干样品模式”称量；估计样品水分

含量大于１９％的，选择“湿样品模式”称量。

６．４．６　松开注水打压夹，取下测量皿，将测量皿挂在称量装置底部的下秤钩上，使其悬浮在称量水槽

中，待显示的称量示值稳定后，在测定界面上的测定值栏储存该数据（参照测水仪使用说明书），记

为犿２。

６．４．７　根据测定结果，样品的水分含量如与样品粉碎前估计的含量一致（如估计的水分含量是大于

１９％的测定结果，应减去０．５个百分点），则测定结果有效；反之，按６．３．２～６．４．６重新操作，并注意选

择正确的样品粉碎方式和测定模式（即干样品模式或湿样品模式）。

６．５　结果计算

测水仪根据称量数据犿、犿１、犿２ 自动计算水分测定结果，显示被测样品水分含量，也可由打印机打

印输出测定结果，并保存测定数据。依据式（１）计算：

犡＝１００％－
犽（犿２－犿１）

犿
×１００％ …………………………（１）

　　式中：

犡———样品水分含量（质量分数）；

犿———样品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１———注水测量皿在水中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２———注水测量皿和样品干物质在水中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犽———换算系数（玉米、小麦为２．８，稻谷及其他粮食品种为２．７）。

７　重复性

在重复性条件下，同一样品进行两次平行测定，两次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不大于０．２％，以两次

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试样的水分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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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仪器结构示意图和主要部件样图

　　仪器结构示意图见图Ａ．１，主要部件样图见图Ａ．２。

图犃．１　仪器结构示意图

４

犔犛／犜６１０３—２０１０



图犃．２　主要部件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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