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７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２年８月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 （自 然 科 学 版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７　Ｎｏ．４
Ａｕｇ．２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２－０７

作者简介：邱玲利（１９７２—），女，湖北省武汉市人，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助理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香精香料

检验．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１４７８（２０１２）０４－００８４－０３

温度对烟用香精折光指数的影响
邱玲利，　尤长虹

（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质控中心，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５１）

摘要：为探讨不同温度对烟用香精折光指数的影响，对８个不同样品烟用香精进行实验：在１０～
３０℃范围内改变烟用香精的测试温度，测定其相应的折光指数，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得出温度与
折光指数的线性方程，并将实测值与换算值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温度与烟用香精的折光指数呈显著
的线性负相关，不同样品折光指数受温度的影响不同，差别较大，相对密度 ＜１的香精，其折光指数
受温度影响的幅度较相对密度＞１的香精大．
关键词：烟用香精；折光指数；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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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各香精生产企业、卷烟生产企业为控制烟用香

精的质量，通常需进行相对密度、折光指数、溶混度

等物化指标的测定［１－２］．折光指数是有机化合物的
重要物理常数之一，作为液体纯度的标志，它比沸

点更为可靠．折光指数的测定受温度影响较大［３］，

若不在２０℃恒温检测的情况下，折光指数的检测结

果要进行换算．在工作中笔者发现换算值与２０℃恒
温测定值存在较大的差异．折光指数和密度属于凝
聚型性能，与分子结构密切相关，且具有相同的结

构基础，因此，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经
文献检索仅发现关于烯烃密度与折光指数之间的

定量关系［４］，未发现烟用香精密度与折光指数之间

的定量关系．烟用香精折光指数与温度、密度之间
的定量关系的探讨，对行业的科研与生产都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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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意义［５］．本文拟探讨不同温度对烟用香精折
光指数的影响，检测分析 ８个样品烟用香精在
１０～３０℃温度下的折光指数，以期发现不同样品折
光指数受温度影响的程度与其相对密度的关系．

１　实验

１．１　材料与仪器
材料：从采购自武汉卷烟厂的检验合格的香精

中选取４个样品香精，分别为 Ａ，Ｂ，Ｃ，Ｄ；从笔者所
在公司已调配好准备用于生产加料的料液和加香

的香精中各选取２个样品，分别为 Ｅ，Ｆ，Ｇ，Ｈ．这８
个样品每个大约２５０ｍＬ．

仪器：采用奥地利 Ａｎｔｏｎｐａａｒ公司生产的
ＤＭＡ４５００ＤｅｎｓｉｔｙＭｅｔｅｒ＋ＲＸＡ１７００＋ＳＰ—３ＭＳａｍ
ｐｌｅＣｈａｎｇｅｒ仪器，该仪器采用帕米尔内置恒温装置，
温度控制精度为０．０１℃．
１．２　方法

将准备好的样品分别盛入仪器专用样品瓶，取

约２５ｍＬ，直接放入 ＳＰ—３Ｍ中，按检测所需要的温
度调整仪器的温度设置，实验温度范围为 １０～
３０℃．仪器平衡到所需的温度后，进行实验样品
检测．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温度对折光指数的影响
实验结果见图 １．由图 １可以看出，在 １０～

３０℃范围内，８种烟用香精的折光指数均随温度的
递增而有规律地递减，温度与折光指数呈线性负

相关．

图１　温度对折光指数的影响

２．２　温度与折光指数的回归分析
由于温度与折光指数呈显著的线性相关，故对

实验数据进行一元线性回归，得出如下各样品线性

方程：

Ａ：ｎＤ
２０＝ｎＤ

ｔ＋２．８７×１０－４（ｔ－２０），Ｒ２＝０．９９９

Ｂ：ｎＤ
２０＝ｎＤ

ｔ＋２．０７×１０－４（ｔ－２０），Ｒ２＝０．９９９

Ｅ：ｎＤ
２０＝ｎＤ

ｔ＋１．５９×１０－４（ｔ－２０），Ｒ２＝０．９９５

Ｆ：ｎＤ
２０＝ｎＤ

ｔ＋１．５４×１０－４（ｔ－２０），Ｒ２＝０．９９５

Ｃ：ｎＤ
２０＝ｎＤ

ｔ＋３．４７×１０－４（ｔ－２０），Ｒ２＝０．９９９

Ｄ：ｎＤ
２０＝ｎＤ

ｔ＋３．４６×１０－４（ｔ－２０），Ｒ２＝１．０００

Ｇ：ｎＤ
２０＝ｎＤ

ｔ＋３．５３×１０－４（ｔ－２０），Ｒ２＝１．０００

Ｈ：ｎＤ
２０＝ｎＤ

ｔ＋３．６０×１０－４（ｔ－２０），Ｒ２＝１．０００

式中，ｎＤ
２０为 ２０℃时的折光指数，ｎＤ

ｔ为室温

（ｔ℃）时的折光指数，ｔ为测定折光指数时的
温度／℃．

由上述方程可以看出，随着温度的变化，８个样
品的折光指数变化的幅度不同（１．５４×１０－４ ～
３．６０×１０－４），不同的香精受温度的影响不同，差别
也较大．为研究其变化的规律，测试上述８个样品在
２０℃时的相对密度，结果见表１．

表１　相对密度与斜率（比例系数）之间的关系

样品 相对密度 斜率×１０－４

Ａ １．１４１４ ２．８７
Ｂ １．１３７２ ２．０７
Ｅ １．０７４４ １．５９
Ｆ １．０６９３ １．５４
Ｄ ０．９７８５ ３．４６
Ｇ ０．９５４８ ３．５３
Ｃ ０．９３８１ ３．４７
Ｈ ０．９２８４ ３．６０

　　从表１可以看出，样品Ａ，Ｂ，Ｅ，Ｆ的相对密度均
＞１，其斜率为 １．５４×１０－４～２．８７×１０－４；样品 Ｃ，
Ｄ，Ｇ，Ｈ的相对密度均 ＜１，其斜率为３．４６×１０－４～
３．６０×１０－４．相对密度＜１的样品，其温度对折光指
数影响幅度较相对密度＞１的样品大．
２．３　折光指数换算值精确度分析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行业标准ＹＣ／Ｔ１４５．
３—１９９８，《烟用香精·折光指数的测定》［６］附录 Ｂ
中规定：若在１０～３０℃的室温下测定折光指数，可
按公式①换算为２０℃时的折光指数

ｎＤ
２０＝ｎＤ

ｔ＋４×１０－４（ｔ－２０） ①
对图１中的实测值按公式①，换算成２０℃的折

光指数，换算值减 ２０℃的实测值为差值，结果见
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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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８样品折光指数２０℃时的实测值与换算值的比较

温度／℃
Ａ

实测值 换算值 差值

Ｂ
实测值 换算值 差值

Ｅ
实测值 换算值 差值

Ｆ
实测值 换算值 差值

１０ １．４３３４ １．４２９４ －０．００１２ １．３９８５ １．３９４５ －０．００１９ １．３６９１ １．３６５１ －０．００４０ １．３６７８ １．３６３８ －０．００２６
１１ １．４３３１ １．４２９５ －０．００１１ １．３９８３ １．３９４７ －０．００１７ １．３６９ １．３６５４ －０．００２２ １．３６７６ １．３６４０ －０．００２４
１２ １．４３２９ １．４２９７ －０．０００９ １．３９８１ １．３９４９ －０．００１５ １．３６８８ １．３６５６ －０．００２０ １．３６７５ １．３６４３ －０．００２１
１３ １．４３２６ １．４２９８ －０．０００８ １．３９７９ １．３９５１ －０．００１３ １．３６８７ １．３６５９ －０．００１７ １．３６７４ １．３６４６ －０．００１８
１４ １．４３２３ １．４２９９ －０．０００７ １．３９７７ １．３９５３ －０．００１１ １．３６８６ １．３６６２ －０．００１４ １．３６７３ １．３６４９ －０．００１５
１５ １．４３２０ １．４３００ －０．０００６ １．３９７５ １．３９５５ －０．０００９ １．３６８５ １．３６６５ －０．００１１ １．３６７２ １．３６５２ －０．００１２
１６ １．４３１７ １．４３０１ －０．０００５ １．３９７３ １．３９５７ －０．０００７ １．３６８４ １．３６６８ －０．０００８ １．３６７０ １．３６５４ －０．００１０
１７ １．４３１４ １．４３０２ －０．０００４ １．３９７１ １．３９５９ －０．０００５ １．３６８２ １．３６７０ －０．０００６ １．３６６９ １．３６５７ －０．０００７
１８ １．４３１１ １．４３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１．３９６９ １．３９６１ －０．０００３ １．３６７９ １．３６７１ －０．０００５ １．３６６６ １．３６５８ －０．０００６
１９ １．４３０８ １．４３０４ －０．０００２ １．３９６６ １．３９６２ －０．０００２ １．３６７７ １．３６７３ －０．０００３ １．３６６５ １．３６６１ －０．０００３
２０ １．４３０６ １．４３０６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９６４ １．３９６４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６７６ １．３６７６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６６４ １．３６６４ ０．００００
２１ １．４３０２ １．４３０６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９６２ １．３９６６ ０．０００２ １．３６７４ １．３６７８ ０．０００２ １．３６６２ １．３６６６ ０．０００２
２２ １．４２９９ １．４３０７ ０．０００１ １．３９６０ １．３９６８ ０．０００４ １．３６７３ １．３６８１ ０．０００５ １．３６６０ １．３６６８ ０．０００４
２３ １．４２９６ １．４３０８ ０．０００２ １．３９５８ １．３９７０ ０．０００６ １．３６７１ １．３６８３ ０．０００７ １．３６５９ １．３６７１ ０．０００７
２４ １．４２９４ １．４３１０ ０．０００４ １．３９５７ １．３９７３ ０．０００９ １．３６７０ １．３６８６ ０．００１０ １．３６５７ １．３６７３ ０．０００９
２５ １．４２９１ １．４３１１ ０．０００５ １．３９５５ １．３９７５ ０．００１１ １．３６６９ １．３６８９ ０．００１３ １．３６５６ １．３６７６ ０．００１２
２６ １．４２９０ １．４３１４ ０．０００８ １．３９５２ １．３９７６ ０．００１２ １．３６６７ １．３６９１ ０．００１５ １．３６５５ １．３６７９ ０．００１５
２７ １．４２８５ １．４３１３ ０．０００７ １．３９５０ １．３９７８ ０．００１４ １．３６６５ １．３６９３ ０．００１７ １．３６５３ １．３６８１ ０．００１７
２８ １．４２８２ １．４３１４ ０．０００８ １．３９４８ １．３９８０ ０．００１６ １．３６６３ １．３６９５ ０．００１９ １．３６５０ １．３６８２ ０．００１８
２９ １．４２８０ １．４３１６ ０．００１０ １．３９４６ １．３９８２ ０．００１８ １．３６６２ １．３６９８ ０．００２２ １．３６４９ １．３６８５ ０．００２１
３０ １．４２７７ １．４３１７ ０．００１１ １．３９４３ １．３９８３ ０．００１９ １．３６５９ １．３６９９ ０．００２３ １．３６４７ １．３６８７ ０．００２３

温度／℃
Ｃ

实测值 换算值 差值

Ｄ
实测值 换算值 差值

Ｇ
实测值 换算值 差值

Ｈ
实测值 换算值 差值

１０ １．３８７２ １．３８３２ －０．０００４ １．３９５３ １．３９１３ －０．０００６ １．３９９１ １．３９５１ －０．０００４ １．３８３１ １．３７９１ －０．０００５
１１ １．３８６８ １．３８３２ －０．０００４ １．３９５０ １．３９１４ －０．０００５ １．３９８７ １．３９５１ －０．０００４ １．３８２８ １．３７９２ －０．０００４
１２ １．３８６５ １．３８３３ －０．０００３ １．３９４６ １．３９１４ －０．０００５ １．３９８４ １．３９５２ －０．０００３ １．３８２４ １．３７９２ －０．０００４
１３ １．３８６１ １．３８３３ －０．０００３ １．３９４３ １．３９１５ －０．０００４ １．３９８０ １．３９５２ －０．０００３ １．３８２１ １．３７９３ －０．０００３
１４ １．３８５８ １．３８３４ －０．０００２ １．３９４０ １．３９１６ －０．０００３ １．３９７７ １．３９５３ －０．０００２ １．３８１７ １．３７９３ －０．０００３
１５ １．３８５５ １．３８３５ －０．０００１ １．３９３６ １．３９１６ －０．０００３ １．３９７３ １．３９５３ －０．０００２ １．３８１４ １．３７９４ －０．０００２
１６ １．３８５１ １．３８３５ －０．０００１ １．３９３３ １．３９１７ －０．０００２ １．３９７０ １．３９５４ －０．０００１ １．３８１０ １．３７９４ －０．０００２
１７ １．３８４８ １．３８３６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９２９ １．３９１７ －０．０００２ １．３９６６ １．３９５４ －０．０００１ １．３８０６ １．３７９４ －０．０００２
１８ １．３８４４ １．３８３６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９２６ １．３９１８ －０．０００１ １．３９６２ １．３９５４ －０．０００１ １．３８０２ １．３７９４ －０．０００２
１９ １．３８４０ １．３８３６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９２２ １．３９１８ －０．０００１ １．３９５９ １．３９５５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７９９ １．３７９５ －０．０００１
２０ １．３８３６ １．３８３６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９１９ １．３９１９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９５５ １．３９５５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７９６ １．３７９６ ０．００００
２１ １．３８３４ １．３８３８ ０．０００２ １．３９１６ １．３９２０ ０．０００１ １．３９５２ １．３９５６ ０．０００１ １．３７９２ １．３７９６ ０．００００
２２ １．３８３０ １．３８３８ ０．０００２ １．３９１２ １．３９２０ ０．０００１ １．３９４８ １．３９５６ ０．０００１ １．３７８８ １．３７９６ ０．００００
２３ １．３８２７ １．３８３９ ０．０００３ １．３９０９ １．３９２１ ０．０００２ １．３９４５ １．３９５７ ０．０００２ １．３７８５ １．３７９７ ０．０００１
２４ １．３８２６ １．３８４２ ０．０００６ １．３９０５ １．３９２１ ０．０００２ １．３９４２ １．３９５８ ０．０００３ １．３７８１ １．３７９７ ０．０００１
２５ １．３８２０ １．３８４０ ０．０００４ １．３９０２ １．３９２２ ０．０００３ １．３９３８ １．３９５８ ０．０００３ １．３７７８ １．３７９８ ０．０００２
２６ １．３８１６ １．３８４０ ０．０００４ １．３８９８ １．３９２２ ０．０００３ １．３９３４ １．３９５８ ０．０００３ １．３７７４ １．３７９８ ０．０００２
２７ １．３８１３ １．３８４１ ０．０００５ １．３８９４ １．３９２２ ０．０００３ １．３９３１ １．３９５９ ０．０００４ １．３７７０ １．３７９８ ０．０００２
２８ １．３８０９ １．３８４１ ０．０００５ １．３８９１ １．３９２３ ０．０００４ １．３９２７ １．３９５９ ０．０００４ １．３７６７ １．３７９９ ０．０００３
２９ １．３８０５ １．３８４１ ０．０００５ １．３８８７ １．３９２３ ０．０００４ １．３９２４ １．３９６０ ０．０００５ １．３７６３ １．３７９９ ０．０００３
３０ １．３８０２ １．３８４２ ０．０００６ １．３８８４ １．３９２４ ０．０００５ １．３９２０ １．３９６０ ０．０００５ １．３７５９ １．３７９９ ０．０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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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烟用材料产品代码示例

ＥＡＮ／ＵＣＣ—１３
代码结构

厂商识别代码（含前缀码） 商品项目代码 校验码

结构１ Ｘ１３Ｘ１２Ｘ１１Ｘ１０Ｘ９Ｘ８Ｘ７（７位） Ｘ６Ｘ５Ｘ４Ｘ３Ｘ２（５位） Ｘ１（１位）
结构２ Ｘ１３Ｘ１２Ｘ１１Ｘ１０Ｘ９Ｘ８Ｘ７Ｘ６（８位） Ｘ５Ｘ４Ｘ３Ｘ２（４位） Ｘ１（１位）
结构３ Ｘ１３Ｘ１２Ｘ１１Ｘ１０Ｘ９Ｘ８Ｘ７Ｘ６Ｘ５（９位） Ｘ４Ｘ３Ｘ２（３位） Ｘ１（１位）

　　注：ＥＡＮ／ＵＣＣ—１３指１３位的数据结构，ＥＡＮ—１３表

示该数据结构的一种条码符号，即通常所说的标准版商品

条码．

图３　烟用材料物流单元条码标签示例

料编码的重要性已经被越来越多人所重视．烟用材
料物流单元代码编制原则与方法的建立，顺应了烟

草行业信息化建设的发展需求，它的应用更能使烟

草行业实现“信息共享、业务联动、交叉稽核、统一

管理”，从而提高企业管理和服务的整体效能，因

此，该编码规则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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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ＹＣ／Ｔ１４５．３—１９９８规定：折光指数测定的

精确度为 ±０．０００２．由表２差值可以看出，对室温
下测定的折光指数，若采用公式①换算成２０℃时的
折光指数，则很难满足 ±０．０００２的要求．因此折光
指数的测定要想满足精确度 ±０．０００２，最好采用
２０℃恒温检测．

３　结论

本文探讨了温度对烟用香精折光指数的影响．
在１０～３０℃范围内对８个不同样品进行了实验，结
果表明：温度与烟用香精的折光指数呈显著的线性

负相关，不同样品折光指数受温度的影响不同，差

别较大，相对密度＜１的香精，其折光指数受温度的

影响的幅度较相对密度＞１的香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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