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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

骐!朱晓雨!陈笑梅

浙江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浙江省食品安全重点实验室!浙江 杭州
!

D*--*!

摘
!

要
!

通过对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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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化妆品中
83

含量的不确定度的评定实践!建立

了该分析过程的相应数学模型!对数学模型中各个参数进行不确定度来源分析!分别对
8

类不确定度"由测

量的结果统计分布计算的不确定度#或
?

类不确定度"基于经验或其他信息的概率分布估计的不确定度#进

行评定$按照国际通用方法对各不确定度分量合成和扩展!得到
CG>+8I.

法测定化妆品中
83

含量的不确定

度评定$研究结果表明'标准溶液的配制(标准曲线拟合线性方程及样品溶液的定容是不确定度的主要来

源!该不确定度评定所用方法同样适用于以线性回归标准曲线法获得测定结果不确定度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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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实验室提供数据的有效性(科学性(公

正性及可靠性备受重视$

CG>+8I.

作为一种灵敏度高(快

速(高效的检测手段在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检测

结果不确定度的评定也非常重要$不确定度在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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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量
CG>+8I.

检测方法的评定方面国内尚未有报道$本文对

CG>+8I.

法测定化妆品中有毒有害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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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的不确定度

进行了探讨!该研究结果可为日常的实际检测工作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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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原理与过程

待测元素在等离子炬中的分析线强度与其浓度成正比!

通过测定标准系列溶液的分析线强度!回归出浓度和分析线

强度的标准曲线!从标准曲线上可求待测元素分析线强度对

应的浓度$本文以化妆品测
83

为例!称取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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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后移去热源!冷却后加入
,NH

硫酸!用湿法消化!同时

做试剂空白!消化液定容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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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模型

通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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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定化妆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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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的过程!可

对测定结果和有关参数建立如下的函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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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不确定度来源分析

从数学模型可看出影响化妆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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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测定的不确定

度分量有'测定用样品溶液中
83

含量的不确定度&试剂空

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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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的不确定度&样品定容体积的不确定度&样品

称量质量的不确定度$

测定用样品溶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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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的不确定度与
83

标准溶液

的浓度与光谱强度拟合直线方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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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的不确定度(

83

标准溶液和配制标准工作溶液时的不确定度等有关$试剂空

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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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的不确定度来源与测定用样品溶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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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的不确定度来源相同$



样品定容体积的不确定度与定容用容量瓶体积的不确定

度(定容变动性的不确定度(定容温度与校正温度不同引起

体积变动的不确定度等有关$

样品称量质量的不确定度与天平称量的最大允许误差和

重复性误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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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溶液以及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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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溶液所带来的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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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空白溶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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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溶液以及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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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溶液所带来的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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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W

!

"

R

#

1

)

W

"

R

*

#*

!

5

)

W

"

R

!

#*

!

5

)

W

"

R

D

#*

!

5

)

W

"

R

)

#*

!

W

"

R

#

1

-&-M=N

O

/

`

O

S

*

>/M

!

扩展不确定度的给出

一般日常检验中需做两次平行测定!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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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文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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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定化妆品中
83

含量的不确定

度来源主要为'标准溶液浓度与光谱强度拟合直线方程求含

量的不确定度(标准溶液和配制标准工作溶液时的不确定

度(样品定容体积的不确定度(样品称量质量的不确定度

等!其中样品称量质量的不确定度小于其他因素所引起的不

确定度$该不确定度评定所用方法同样适用于以线性回归标

准曲线法获得测定结果不确定度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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