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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蜜中醣類之穩定碳同位素比值檢驗方法 

Method of Test for δ13C of Saccharides in Honey 

1. 適用範圍：本檢驗方法適用於蜂蜜中醣類之穩定碳同位素(δ13C)之

檢驗。 

2. 檢驗方法：檢體以液相層析儀(liquid chromatograph, LC)分離醣類

成分後，經過硫酸鈉溶液及磷酸溶液於高溫氧化產生

之二氧化碳氣體，以穩定同位素比值質譜儀 (stable 

isotope ratio mass spectrometer, IRMS)分析之方法。 

2.1. 裝置： 

  2.1.1. 液相層析串聯穩定同位素比值質譜儀(LC/IRMS)： 

   2.1.1.1. 液相層析儀：Ultimate 3000，或同級品。 

   2.1.1.2. 連續流串聯介面(continuous flow interface)：Conflo IV，或

同級品。 

   2.1.1.3. 液相層析儀用連續流串聯介面：LC IsoLink，含流動注入

分析(flow injection analysis, FIA)及管柱分析(on-column)

模式，或同級品。 

   2.1.1.4. 穩定同位素比值質譜儀：Delta V Advantage，或同級品。 

2.2. 試藥及氣體：海藻糖(trehalose)(註)、松二糖(turanose)(註)、棉子糖

(raffinose pentahydrate)(註)、過硫酸鈉(sodium persulfate)及磷酸

(85%)均採用試藥特級；去離子水(比電阻於25℃可達18 MΩ．cm

以上)；氦氣及二氧化碳氣體(純度大於99.9995%)；IRMM-BCR-

657 (δ13CVPDB：-10.76‰)及IAEA-601 (δ13CVPDB：-28.81‰)參考物

質。 

註：海藻糖、松二糖及棉子糖均須先以元素分析儀串聯穩定同

位素比值質譜儀 (EA-IRMS)標定其穩定碳同位素比值

(δ13C)，標定後供作標準品，亦可視檢體δ13C範圍使用市售

參考物質。 

2.3. 器具及器材： 

  2.3.1. 離心管：50 mL，PP材質。 

2.3.2. 樣品瓶：2 mL。 

2.4. 試劑之調製： 

  2.4.1. 20%過硫酸鈉溶液： 

 取過硫酸鈉100 g，加去離子水溶解使成500 mL。 

  2.4.2. 1.5 M磷酸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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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磷酸46 mL，加去離子水使成500 mL。 

2.5. 標準溶液之配製： 

分別取已標定之海藻糖、松二糖、棉子糖、IRMM-BCR-657及

IAEA-601各約2.4 mg，精確稱定，以去離子水20 mL溶解。臨用

時取1 mL置入樣品瓶中，吹入氦氣30秒後旋蓋，供作標準溶液。 

2.6. 檢液之調製： 

取檢體約7 mg，精確稱定，以去離子水20 mL溶解，每件檢體應

執行3重複；臨用時取1 mL置入樣品瓶中，吹入氦氣30秒後旋蓋，

供作檢液。 

2.7. δ13C標準化曲線之製作： 

將各標準溶液分別以液相層析串聯穩定同位素比值質譜儀於流

動注入分析模式，依下列條件進行分析。就所測得之δ13C值與所

對應之標準溶液之δ13C驗證值(海藻糖、松二糖及棉子糖則為標定

值)進行線性迴歸，製作標準化曲線。 

液相層析串聯穩定同位素比值質譜測定條件(註1)： 

層析管：RezexTM RCM-Monosaccharide Ca2+，內徑7.8 mm × 30 

cm。 

層析管溫度：55℃。 

移動相：去離子水。 

移動相流速：0.3 mL/min。 

進樣體積：(1)流動注入分析模式：15 μL。 

(2)管柱分析模式：50 μL 

參考氣體(Reference gas, CO2)壓力：0.8 bar。 

載氣(Carrier gas, He)壓力：1.5 bar。 

沖洗氣體(Purge gas, He)壓力：1.3 bar。 

反應爐溫度：99.9℃。 

反應及催化試劑：20%過硫酸鈉溶液及1.5 M磷酸溶液。 

反應及催化試劑流速：0.05 mL/min。 

氧氣(m/z 32)之背景值(訊號放大比率3 × 108)：10～15 V(註2)。 

偵測離子：m/z 44、45、46。 

註：1. 上述測定條件分析不適時，依所使用之儀器，設定適合之

測定參數。 

2. 氧氣之背景值代表氧化能力(oxidation potential)，取決於

20%過硫酸鈉溶液之流速，可依實際情況將試劑流速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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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最適值。 

2.8. 檢體中醣類之δ13C分析： 

將檢液以液相層析串聯穩定同位素比值質譜儀於管柱分析模式

下，依2.7.節條件進行分析。就所得單醣(果糖及葡萄糖)、雙醣

及三醣之δ13C平均測定值，由標準化曲線求得檢體中各醣類之

δ13C校正值。 

2.9. 檢體中蛋白質之δ13C分析： 

依「蜂蜜中C4植物糖之檢驗方法(TFDAF0030.00)」進行分析，

求得檢體中蛋白質之δ13C校正值。 

2.10. 檢體摻偽之參考基準： 

依2.8節及2.9節之分析結果，計算檢體中各醣類間及各醣類與

蛋白質之δ13C差值(△δ13C)，並參考歐盟對蜂蜜產品執行協調控

制計畫(coordinated control plan)採用之穩定同位素比值建議限

值(如附表)進行研判。 

附註：本檢驗方法可提供做為蜂蜜是否摻偽之參考，惟蜂蜜可能受產

地、蜜源、氣候及環境等因素影響，其結果仍需併調查結果所

見綜合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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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層析圖譜 

圖、蜂蜜中各醣類之 LC-IRMS圖譜 

  

1256.93 di-saccharide 

1480.14 glucose 

1897.93 fructose 

1145.10 tri-saccha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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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歐盟對蜂蜜產品採用之 δ13C建議限值 

蜂蜜純度參數* 

(Purity parameter of honey) 

建議限值 

(Proposed limit) 

△δ13Cfru-glu ± 1‰ 

△δ13Cmax 

± 2.1‰ 

△δ13Cfru-ds 

△δ13Cfru-ts 

△δ13Cfru-p 

△δ13Cglu-ds 

△δ13Cglu-ts 

△δ13Cglu-p 

△δ13Cds-ts 

△δ13Cds-p 

△δ13Cts-p 

寡醣之波峰面積百分比 

(Percent peak area of oligosaccharides) 

< 0.7% 

*fru為果糖；glu為葡萄糖；ds為雙醣；ts為三醣；p為蛋白質 

(Aries et al.,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