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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食品理化检验与分析》有12个学习情境、34个工作任务，学习情境包括：检验准备、食品质量
的感官检验、食品的物理检验、食品中水分含量的测定、食品中灰分及主要矿物质元素含量的测定、
食品中酸类物质含量的测定、食品中脂肪含量的测定、食品中碳水化合物含量的测定、食品中蛋白质
和氨基酸含量的测定、食品中维生素含量的测定、食品中防腐剂含量的测定、食品中有毒有害物质含
量的测定。
　　《食品理化检验与分析》可作为高职高专食品加工类、食品检验类、食品质量管理类及食品生物
技术类专业使用的教材，也可供食品相关企业培训食品检验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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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要防止和避免预测组分的污染。
　　（5）样品的处理过程尽可能简单易行，所用样品处理装置尺寸应当与处理的样品量相适应。
　　（二）采样的一般程序采样一般分三步，依次获得检样、原始样品和平均样品。
　　（1）检样：指由组批或货批中所抽取的样品。
　　（2）原始样品：指将许多份检样综合在一起的样品。
　　（3）平均样品：指将原始样品按照规定方法经混合平均，均匀分出的一部分样品。
从平均样品中分出三份：一份用于全部项目检验；一份用于对检验结果有争议或分歧时作复检，这份
样品称为&ldquo;复检样品&rdquo;；另一份作为保留样品，需封存保留一段时间（通常为一个月），
以备有争议时再作验证。
　　（三）采样的一般方法样品的采集有随机抽样和代表性取样两种方法。
随机抽样即按照随机原则，从大批物料中抽取部分样品。
.操作时，可采用多点取样法，即从被检食品的不同部位、不同区域、不同深度，上、下、左、右、前
、后多个地方采取样品，使所有物料的各个部分都有被抽取的机会。
　　代表性取样是用系统抽样法进行采样，根据样品随空间（位置）、时问变化的规律，采集能代表
其相应部分的组成和质量的样品，如分层取样、随生产过程流动定时取样、按组批取样、定期抽取货
架商品取样等。
　　随机取样可以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但是，对不均匀样品仅用随机抽样法是不够的，必须结合代
表性取样，从有代表性的各个部分分别取样，才能保证样品的代表性。
　　采样通常采用随机抽样与代表性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取样方法因分析对象的不同而异。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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