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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质量相关技术要求,食品安全相关要求见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食品安全标准等

文件。
本文件代替GB/T8967—2007《谷氨酸钠(味精)》,与GB/T8967—2007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

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谷氨酸钠(味精)、加盐味精和增鲜味精的定义(见第3章,2007年版的第4章);
———更改了原辅料要求(见6.1,2007年版的6.1);
———删除了味精、加盐味精和增鲜味精的谷氨酸钠含量的指标要求(见2007年版的6.3.1、6.3.2、

6.3.3); 
———更改了增鲜味精干燥失重的指标值(见6.3.3,2007年版的6.3.3);
———删除了铁(Fe)的指标要求(见2007年版的6.3.1、6.3.2、6.3.3);
———删除了卫生要求(见2007年版的6.4);
———更改了感官要求的试验方法(见7.2,2007年版的7.1);
———删除了谷氨酸钠含量的试验方法(见2007年版的7.3);
———更改了透光率、比旋光度、pH、硫酸盐的试验方法(见7.4、7.5、7.7和7.9,2007年版的7.4、7.5、

7.7和7.10);
———删除了铁的试验方法(见2007年版的7.9);
———更改了5’-鸟苷酸二钠、5’-呈味核苷酸二钠、5’-肌苷酸二钠的试验方法(见7.10、7.11、7.12,

2007年版的7.11、7.12、7.13);
———更改了检验规则(见第8章,2007年版的第8章);
———更改了标志要求(见9.1,2007年版的9.1);
———删除了附录“半成品L-谷氨酸(麸酸)质量要求”(见2007年版的附录A);
———增加了“检测方法”(见附录A)。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64)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呼伦贝尔东北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丰原发酵技术工程研究有限公司、

莲花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伊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太太

乐食品有限公司、山东鸿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生物发酵产业

协会、广州奥桑味精食品有限公司、沈阳红梅食品有限公司、东莞市华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福建师范大

学、青岛花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大学、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晓龙、李德衡、潘声龙、张国庆、何君、马吉银、李祥波、郭敏杰、关丹、汲广习、

徐正康、王恺、杨欣伟、刘果、张宗鑫、田宁宁、任小彤、纪传侠、闫丹丹、韩刚、黄继红、杜思琦、楚冬海、
车建芳、周靖波。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8年首次发布为GB/T8967—1988,2000年第一次修订,2007年第二次修订;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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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酸钠(味精)质量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谷氨酸钠(味精)的产品分类,并规定了要求、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描
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谷氨酸钠(味精)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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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

GB/T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602 化学试剂 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GB/T60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T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JJF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SB/T10371 鸡精调味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谷氨酸钠 monosodiumL-glutamate;MSG
味精

以碳水化合物(如淀粉、玉米、糖蜜等糖质)为原料,经微生物(谷氨酸棒杆菌等)发酵、提取、中和、结
晶、分离、干燥而制成的具有特殊鲜味的白色结晶或粉末状调味品。

3.2
加盐味精 saltedmonosodiumL-glutamate
在谷氨酸钠(味精)中,定量添加了精制盐的混合物。

3.3
增鲜味精 specialdeliciousmonosodiumL-glutamate
在谷氨酸钠(味精)中,定量添加了核苷酸二钠[5’-鸟苷酸二钠(GMP)、5’-肌苷酸二钠(IMP)或

5’-呈味核苷酸二钠(IMP+GMP)]等增味剂的混合物。

4 化学名称、分子式、结构式、相对分子质量

4.1 化学名称

L-谷氨酸一钠一水化物(L-α-氨基戊二酸一钠一水化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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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分子式

C5H8NNaO4·H2O

4.3 相对分子质量

187.13(按2022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计)

4.4 结构式

NaOOC CH2 CH2 C

H

NH2

COOH·H2O

5 产品分类

按加入成分分为三类:
———味精;
———加盐味精;
———增鲜味精。

6 要求

6.1 原辅材料

应符合相应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要求。加盐味精应使用含量≥99%的谷氨酸钠(味精)加盐,增鲜

味精应使用含量≥99%的谷氨酸钠(味精)增鲜。

6.2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色泽 无色至白色

滋味、气味 具有特殊的鲜味,无异味

状态 结晶状颗粒或粉末,无正常视力可见杂质

6.3 理化指标

6.3.1 谷氨酸钠(味精)

应符合表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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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谷氨酸钠(味精)理化指标

项目 要求

鉴别 通过7.3规定的试验

透光率(质量分数)w/% ≥ 98

比旋光度[α]20D/(°)·m2·kg-1 +24.9~+25.3

氯化物(质量分数)(以Cl-计)w/% ≤ 0.1

pH 6.7~7.5

干燥失重(质量分数)w/% ≤ 0.5

硫酸盐(质量分数)(以SO42-计)w/% ≤ 0.05

6.3.2 加盐味精

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加盐味精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透光率(质量分数)w/% ≥ 89

精制盐(质量分数)(以NaCl计)w/% < 20

干燥失重(质量分数)w/% ≤ 1.0

硫酸盐(质量分数)(以SO42-计)w/% ≤ 0.5

6.3.3 增鲜味精

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增鲜味精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5’-鸟苷酸二钠 5’-呈味核苷酸二钠 5’-肌苷酸二钠

呈味核苷酸二钠(质量分数)(以干基计)w/% ≥ 1.08 1.5 2.5

透光率(质量分数)w/% ≥ 98

干燥失重(质量分数)w/% ≤ 1.0

硫酸盐(质量分数)(以SO42-计)w/% ≤ 0.05

6.4 净含量

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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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试验方法

7.1 一般要求

本文件中所用试剂和水,在未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指分析纯试剂和GB/T6682规定的三级水。试

验中所用标准溶液,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制剂和制品在未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按GB/T601、GB/T602、

GB/T603的规定制备。试验中所用溶液在未注明用何种溶剂配制时,均指水溶液。取样时,各试样应

充分混合均匀。

7.2 感官

将适量试样置于白色瓷盘中,在自然光线下,观察其色泽和状态,闻其气味,用温开水漱口后品其

滋味。

7.3 鉴别试验

按附录A中A.1规定的方法测定。

7.4 透光率

按A.2规定的方法测定。

7.5 比旋光度

按A.3规定的方法测定。

7.6 氯化物和精制盐

按A.4规定的方法测定。

7.7 pH

按A.5规定的方法测定。

7.8 干燥失重

按A.6规定的方法测定,常规法为仲裁法。

7.9 硫酸盐

按A.7规定的方法测定。

7.10 5’-鸟苷酸二钠

按A.8规定的方法测定。

7.11 5’-呈味核苷酸二钠

按SB/T10371规定的方法测定。

7.12 5’-肌苷酸二钠

按A.9规定的方法测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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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净含量

按JJF1070检验。

8 检验规则

8.1 组批

同原料、同配方、同工艺、同一生产线连续生产的产品为一批。

8.2 抽样

按表5抽取样品,每批抽取总样品量为500g,若按表5抽取的样品量不足时,可按比例适当加取。
抽样后,迅速将其混匀,用四分法缩分后,分别装入两个干燥、洁净的容器中,贴上标签,注明样品名称、
生产厂名、商标、生产日期(批号)、取样日期、地点和取样人姓名。1份送验,另1份封存备查。

表5 样品抽样表

批量范围/最小外包装单位 抽取样本数/最小外包装单位 每个样本抽取单位包装数a/袋

<100 4 1

100~250 6 1

251~500 10 1

>500 20 1

  a 单位包装数系指大包装中的小包装单位。

8.3 出厂检验

8.3.1 产品出厂前,应由生产厂的质检部门负责逐批进行检验。

8.3.2 出厂检验项目如下:

a) 谷氨酸钠(味精):包装、净含量、感官要求、透光率、比旋光度、干燥失重、硫酸盐。

b) 加盐味精:包装、净含量、感官要求、精制盐、透光率、干燥失重、硫酸盐。

c) 增鲜味精:包装、净含量、感官要求、透光率、呈味核苷酸二钠含量、干燥失重、硫酸盐。

8.4 型式检验

8.4.1 型式检验为本文件规定的全部项目。

8.4.2 一般情况下,型式检验应每半年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 原辅料有较大变化时;

b) 更改关键工艺或设备时;

c) 新试制的产品或正常生产的产品停产3个月后,重新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按有关规定需要抽检时。

8.5 判定规则

8.5.1 抽取样品经检验,所检项目全部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符合本文件规定。

8.5.2 检验结果中有两项及以下指标不合格时,应重新自同批产品中抽取两倍量样本进行复检,以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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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结果为准。如仍有不合格项,则判整批产品不符合本文件规定。

8.5.3 检验结果如有三项及以上指标不合格,直接判定该批产品不符合本文件规定。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9.1.1 产品的外包装标志应符合GB/T191的要求。

9.1.2 外包装物上应有明显的标识。标识内容应包括产品名称、厂名、厂址、净含量、生产日期(批
号)等。

9.2 包装

9.2.1 产品内包装材料应符合食品包装材料的卫生要求。

9.2.2 内包装封口严密,不应透气;外包装不应受到污染。

9.3 运输

9.3.1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轻拿轻放,严防污染、雨淋和暴晒。

9.3.2 运输工具应清洁、无毒、无污染。不应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的物质混装混运。

9.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通风、无污染的环境下,不应露天堆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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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检测方法

A.1 鉴别试验

A.1.1 试剂和材料

A.1.1.1 盐酸。
A.1.1.2 茚三酮溶液:1g/L。

A.1.2 仪器和设备

A.1.2.1 电子天平:感量0.1mg。
A.1.2.2 恒温水浴锅。

A.1.3 氨基酸试验

配制1mg/mL的试样溶液,取5.0mL试样溶液加入1g/L茚三酮溶液1.0mL,混匀,于沸水浴中

加热3min,取出。最终溶液应呈现紫色。

A.1.4 钠盐试验

取试样约0.5g,加1mL盐酸溶解,将铂针尖端插入试液内约5mm。之后,将铂针平放在本生灯

的无色或蓝色火焰中燃烧,应呈现黄色火焰,并持续约4s。

A.2 透光率

A.2.1 仪器和设备

分光光度计:配有1cm比色皿。

A.2.2 分析步骤

称取试样10g,精确至0.1g,加水溶解,定容至100mL,摇匀;用1cm比色皿,以水为空白对照,在
波长430nm下测定试样液的透光率,记录读数。

试验结果以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准。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

值不大于算术平均值的0.2%。

A.3 比旋光度

A.3.1 试剂和材料

盐酸。

A.3.2 仪器和设备

旋光仪(精度±0.01°)备有钠光灯(钠光谱D 线589.3nm)。

A.3.3 分析步骤

称取试样10g,精确至0.0001g,加少量水溶解并转移至100mL容量瓶中,加盐酸20mL,混匀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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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至20℃,定容并摇匀。
于20℃,用标准旋光角校正仪器;将上述试液置于旋光管中(不应有气泡),观测其旋光度,同时记

录旋光管中试样液的温度。

A.3.4 结果计算

A.3.4.1 若采用钠光谱D 线,1dm旋光管,在样液温度20℃测定时,可直接读数。

A.3.4.2 在试样液温度t℃测定时,谷氨酸钠的比旋光度[α]20D 按式(A.1)计算:

[α]20D =[α]tD -0.047×(20-t) ……………………………(A.1)

  式中:
[α]20D ———谷氨酸钠的比旋光度,单位为度平方米每千克[(°)·m2·kg-1];

[α]tD ———在t℃时试样液的比旋光度,单位为度平方米每千克[(°)·m2·kg-1];

t ———试样液测定时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0.047———温度校正系数。
计算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第一位。
试验结果以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准。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

值不大于算术平均值的0.02%。

A.4 氯化物和精制盐

A.4.1 比浊法(适于微量氯化物)

A.4.1.1 原理

试样溶液中含有的微量氯离子与硝酸银生成氯化银沉淀,其浊度与标准氯离子产生的氯化银比较,
进行目视比浊。

A.4.1.2 试剂和溶液

A.4.1.2.1 硝酸溶液:量取1体积硝酸,注入9体积水中。

A.4.1.2.2 硝酸银标准溶液:17g/L。

A.4.1.2.3 氯化物标准溶液:0.1mg/mL。

A.4.1.3 仪器和设备

A.4.1.3.1 电子天平:感量0.1mg。

A.4.1.3.2 纳氏比色管。

A.4.1.4 分析步骤

试样溶液的制备:称取10.0g试样,加水溶解并稀释定容至100mL,摇匀。吸取上述溶液10.00mL
于纳氏比色管中,加水13mL,摇匀。

对照溶液的制备:量取10.00mL氯化物标准溶液置于纳氏比色管中,加水13mL,摇匀。
在试样溶液与对照溶液中分别加入硝酸溶液和硝酸银标准溶液各1mL,摇匀,在暗处放置5min,

同置黑色背景上,从比色管上方向下观察所产生的浑浊。

A.4.1.5 结果判定

试样溶液的浑浊度不深于对照溶液,即为氯化物含量小于或等于0.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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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 铬酸钾指示剂法(适于添加精制盐的氯化钠测定)

A.4.2.1 原理

以铬酸钾作指示剂,用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试样液中的氯化钠,根据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的消

耗量,计算出样品中氯化钠的含量。

A.4.2.2 试剂和溶液

A.4.2.2.1 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0.1mol/L。

A.4.2.2.2 铬酸钾指示液:称取铬酸钾5g,加95mL水溶解,滴加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直至生成红色

沉淀为止,放置过夜。过滤,收集滤液备用。

A.4.2.3 分析步骤

称取试样10g,精确至0.0001g,加水溶解并定容至100mL,摇匀。吸取上述制备的试样溶液

5mL于锥形瓶中,加水40mL、铬酸钾指示液1mL,以0.1mol/L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试样溶液,
直至砖红色为其终点,同时做空白试验。

A.4.2.4 结果计算

样品氯化钠的含量按式(A.2)计算:

X1=
(V-V0)×c×0.05844×100

m×5 ×100 ……………………(A.2)

  式中:

X1  ———样品氯化钠的含量,%;

V ———试样消耗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0 ———空白消耗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c ———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0.05844———氯化钠的摩尔质量,单位为毫克每摩尔(mg/mol);

100 ———试样定容的总体积,单位为毫升(mL);

m ———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5 ———测定时,吸取试样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计算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第一位。
同一试样的测试结果,相对平均偏差不大于2%。

A.5 pH

A.5.1 试剂和材料

磷酸盐标准缓冲溶液(pH6.86):称取预先于120℃烘干2h的磷酸二氢钾(KH2PO4)3.40g和磷

酸氢二钠(Na2HPO4)3.55g,加入不含二氧化碳的水溶解并定容至1000mL,摇匀。

A.5.2 仪器和设备

pH计(酸度计)(精度±0.02pH)。

A.5.3 分析步骤

用磷酸盐标准缓冲溶液,在25℃下,校正pH计的pH为6.86,定位,用水冲洗电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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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取试样5g,精确至0.1g,加入不含二氧化碳的水溶解并定容至50mL,摇匀,作为试样液。用试

样液洗涤电极,然后将电极插入试样液中,调整pH计温度补偿旋钮至25℃,测定试样液的pH,稳定后

读数。
测定结果准确至小数点后第一位。
试验结果以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准。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

值不大于0.05。

A.6 干燥失重

A.6.1 常规法

A.6.1.1 仪器和设备

A.6.1.1.1 电热干燥箱。

A.6.1.1.2 称量瓶。

A.6.1.1.3 干燥器。

A.6.1.1.4 电子天平:感量0.1mg。

A.6.1.2 分析步骤

用烘至恒重的称量瓶称取试样5g,精确至0.0001g,置于98℃±1℃电热干燥箱中,烘干5h,取
出,加盖,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30min),称量。

A.6.1.3 结果计算

样品干燥失重的质量分数X2 按式(A.3)计算:

X2=
m1-m2

m1-m ×100 …………………………(A.3)

  式中:

X2———样品干燥失重的质量分数,%;

m ———称量瓶的质量,单位为克(g);

m1———干燥前称量瓶和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干燥后称量瓶和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计算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第一位。
试验结果以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准。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

值不大于算术平均值的10%。

A.6.2 快速法

A.6.2.1 仪器和设备

A.6.2.1.1 电热干燥箱。

A.6.2.1.2 称量瓶。

A.6.2.1.3 干燥器。

A.6.2.1.4 电子天平:感量0.1mg。

A.6.2.2 分析步骤

用烘至恒重的称量瓶称取试样5g,精确至0.0001g,置于103℃±2℃电热干燥箱中,烘干2h,取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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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加盖,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30min),称量。

A.6.2.3 结果计算

同A.6.1.3。

A.7 硫酸盐

A.7.1 原理

样液中微量的硫酸根与氯化钡作用,生成白色硫酸钡沉淀,与标准浊度比较定量。

A.7.2 试剂和溶液

A.7.2.1 盐酸溶液:量取1体积盐酸,注入9体积水中。
A.7.2.2 氯化钡溶液:称取5.0g氯化钡,用水溶解并稀释定容至100mL。

A.7.2.3 硫酸盐标准溶液Ⅰ:1.0g/L。
A.7.2.4 硫酸盐标准溶液Ⅱ:吸取硫酸盐标准溶液Ⅰ10mL,加水稀释至100mL。

A.7.3 仪器和设备

A.7.3.1 具塞比色管:50mL。
A.7.3.2 电子天平:感量0.1mg。

A.7.4 分析步骤

A.7.4.1 味精、增鲜味精

称取试样0.5g,精确至0.01g,置于50mL具塞比色管中,加水18mL溶解,再加盐酸溶液2mL,
摇动混匀;准确吸取硫酸盐标准溶液Ⅱ2.50mL,置于另一支50mL具塞比色管中,加水15.5mL、盐酸

溶液2mL,摇动混匀。同时向上述两管各加氯化钡溶液5.00mL,摇匀,于暗处放置10min后取出,进
行目视比浊。若试样管溶液的浊度不深于标准管溶液的浊度,即为硫酸盐含量小于或等于0.05%。

A.7.4.2 加盐味精

称取试样0.5g,精确至0.01g,置于50mL具塞比色管中,加水18mL溶解,再加盐酸溶液2mL,
摇动混匀;准确吸取硫酸盐标准溶液Ⅰ2.50mL,置于另一支50mL具塞比色管中,加水15.5mL、盐酸

溶液2mL,摇动混匀。同时向上述两管各加氯化钡溶液5.00mL,摇匀,于暗处放置10min后取出,进
行目视比浊。若试样管溶液的浊度不深于标准管溶液的浊度,即为硫酸盐含量小于或等于0.5%。

A.8 5’-鸟苷酸二钠

A.8.1 试剂和材料

盐酸溶液:量取0.9mL盐酸,缓慢注入1000mL水中。

A.8.2 仪器和设备

紫外分光光度计:配有1cm比色皿。

A.8.3 分析步骤

A.8.3.1 试样溶液的制备

称取试样0.5g,精确至0.0001g,用适量盐酸溶液溶解并定容至1000mL,摇匀。吸取上述溶液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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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L,用盐酸溶液稀释并定容至250mL,摇匀,作为试样溶液备用。

A.8.3.2 测定

将试样溶液注入1cm比色皿中,以盐酸溶液作参比溶液,用紫外分光光度计在250nm、260nm、

280nm处测定吸光度。

A.8.4 结果计算

5’-鸟苷酸二钠含量(以干基计)的质量分数X3 按式(A.4)计算:

X3=
A1

289.8×
250
m ×

100
100-X2

×100% …………………………(A.4)

  式中:

X3 ———5’-鸟苷酸二钠含量(以干基计)的质量分数;

A1 ———试样溶液在260nm处测得的吸光度;

289.8———5’-鸟苷酸二钠的比吸光度;

250 ———体积换算系数;

m ———试样的称样量,单位为克(g);

100 ———换算因子;

X2 ———样品的干燥失重的质量分数,%。
试验结果以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准。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

值不大于算术平均值的1%。

A.9 5’-肌苷酸二钠

A.9.1 试剂和材料

盐酸溶液:量取0.9mL盐酸,缓慢注入1000mL水中。

A.9.2 仪器和设备

紫外分光光度计:配有1cm比色皿。

A.9.3 分析步骤

A.9.3.1 试样溶液的制备

称取试样0.5g,精确至0.0001g,用适量盐酸溶液溶解并定容至500mL,摇匀。吸取上述溶液

5mL,用盐酸溶液稀释并定容至250mL,摇匀,作为试样溶液备用。

A.9.3.2 测定

将试样溶液注入1cm比色皿中,以盐酸溶液作参比溶液,用紫外分光光度计在250nm处测定吸

光度。

A.9.4 结果计算

5’-肌苷酸二钠含量(以干基计)的质量分数X4 按式(A.5)计算:

X4=
A2

310×
250
m ×

100
100-X2

×100% ………………………(A.5)

21

GB/T8967—202×



  式中:

X4 ———5’-肌苷酸二钠含量(以干基计)的质量分数;

A2 ———试样溶液在250nm处测得的吸光度;

310———5’-肌苷酸二钠的比吸光度;

250———体积换算系数;

m ———试样的称样量,单位为克(g);

100———换算因子;

X2 ———样品的干燥失重的质量分数,%。
试验结果以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准。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

值不大于算术平均值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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