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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牛乳菌落总数和体细胞数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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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我国生牛乳菌落总数和体细胞数情况!分析养殖模式与区域等因素对我国生牛乳菌落总数和

体细胞数的影响" 方法(对 )L 个省#市$自治区%&*)2.&*)% 年连续 )& 个月共 )L %&L 份生牛乳样品菌落总数的数

据和 + +’’ 份体细胞数的数据进行研究!采用 !7!! ),A* 的 6=R;‘O/#\O//H;秩和检验分析养殖模式和养殖区域对生牛

乳菌落总数和体细胞数的影响" 结果(我国生牛乳中的菌落总数$体细胞数的平均值分别为 ’A&L g)*% 5TU0-/$

2+A* 万个0-/" 来自牧场$养殖小区$散户的生牛乳样品菌落总数的中位数分别为 )A** g)*% $ )A4% g)*% $

&A’L g)*% 5TU0-/!体细胞数的中位数分别为 ’%A* 万$L’A* 万$%,A) 万个0-/&东北内蒙古产区$华北产区$南方产

区$大城市周边产区$西部产区生牛乳菌落总数的中位数分别为 &A2* g)*% $)A2’ g)*% $)A%* g)*% $)A+* g)*% $

&A)2 g)*% 5TU0-/!体细胞数的中位数分别为 %LA& 万$’’A* 万$’4A& 万$%+A* 万$2*A* 万个0-/" 结论(生牛乳的

菌落总数 ,,c以上均可达到我国现行标准的要求!标准对菌落总数的要求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来自大规模牧场

的生牛乳菌落总数和体细胞数均较低"

关键词!中国&生牛乳&菌落总数&体细胞数&调查

中图分类号!8)%%((文献标识码!E((文章编号!)**2#42%+#&*)4$ *’#*&%L#*L
!"#%)*A)’%,*0IJBIK3J&*)4A*’A**4

#/?&.(,5+(,)/)/.,(3+(,)/)%+&2)=,’4*+(&’)3/(+/-.)0+(,’’&**’)3/()%2+D
0,*V,/B1,/+ +/-+/+*6.,.)%,(.,/%*3&/(,+*%+’()2.

1W$R#q3:" \EDZaR>
#53H>ODO<H.>O/5:><:=K.=T..S !OK:<C8H;‘ E;;:;;-:><" F:HIH>P)***&&" 53H>O$

<=.(2+’(% "=>&’(,?&(_.H> :̂;<HPO<:<3:O:=.?HB]/O<:B.R><O>S ;.-O<HBB://B.R><.K=O9-H/‘ H> 53H>O" O>S O>O/Cq:3.9
<3:KOB<.=;.K?=::SH>P]O<<:=>;O>S ?=::SH>PO=:O;H>K/R:>B:<3:O:=.?HB]/O<:B.R><O>S ;.-O<HBB://B.R><.K=O9-H/‘J
@&(1)-.(!<O<H;<HB.KO:=.?HB]/O<:B.R><.K)L %&L =O9-H/‘ ;O-]/:;O>S ;.-O<HBB://B.R><.K+ +’’ =O9-H/‘ ;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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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落总数是指食品样品经过处理"在一定条件 下#如培养基*培养温度和培养时间等$培养后"所
得每 P#-/$样品中形成的微生物菌落的总数) 乳中
体细胞数是指每 -/乳中所含有的体细胞的个数)
菌落总数不仅可以评价生牛乳的卫生状况"还可以
反映奶牛场卫生环境*挤奶操作*牛奶保存和运输
情况) 体细胞数可以反映奶牛健康状况尤其是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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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健康状况) 为了解我国生牛乳中菌落总数和体
细胞数的实际情况"并为我国乳品安全管理措施的
制定提供参考"本研究对全国范围内的生牛乳菌落
总数和体细胞数情况进行了初步分析)

)(资料与方法
)A)(资料

资料’)(表明中国生乳产区主要集中在东北*华
北*西北地区"&*)& 年中国奶牛存栏量*牛奶产量排名
前十的省份均在这 ’ 个地区"奶牛存栏量占全国的
4&A’c"生牛乳产量占全国的 4’A2c) -乳制品工业
产业政策#&**, 年修订$. ’&(将全国乳制品生产分
为东北和内蒙古*西部*华北*南方以及大城市周边
% 个主要产区) 本研究的数据覆盖 % 个乳制品主产
区"即东北和内蒙古产区的黑龙江*吉林*内蒙古"
西部产区的陕西*宁夏*新疆"华北产区的河北*
(((

山西*山东"南方产区的江苏*浙江*湖南*广东*广西*
云南以及大城市周边产区的北京*上海共 )L 个省
#市*自治区$"各地区样品数量的分布#见图 )$与我
国生牛乳主产区分布’)( #见图 &$趋势一致)

图 )(各省#市*自治区$样品数量情况
THPR=:)(!O-]/:;Hq:H> :OB3 ]=.̂H>B:" -R>HBH]O/H<CO>S

OR<.>.-.R;=:PH.> H> 53H>O

图 &(中国奶牛存栏量#左$及牛奶产量#右$分布状况
THPR=:&(bH;<=H?R<H.> .K53H>:;:SOH=CBO<</:O>S -H/‘ ]=.SRB<H.>

((根据-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 "生牛乳
在挤奶后 & 3 内应降温至 * m2 f"并按相应要求贮
存和运输"乳制品生产企业应逐批检测收购的生牛
乳并如实记录有关内容)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上述
)L 个省#市*自治区$的 )4 家乳品企业 &*)2!&*)%
年连续 )& 个月的生牛乳收购记录 #大部分企业收
集的 &*)2 年 ) m)& 月的数据"个别企业收集的 &*)2
年 ’ 月!&*)% 年 & 月的数据&单个企业在某一特定

养殖区域内可能包含多个养殖场或养殖户$"包括
)L %&L 份生牛乳样品的菌落总数数据和 + +’’ 份生
牛乳体细胞数数据"涵盖了散户*养殖小区和规模
化牧场 ’ 种养殖模式"以及东北和内蒙古*西部*华
北*南方和大城市周边 % 个主要产区"见表 ) m2)
由于收购记录采集连续 )& 个月的数据"因此在计算
养殖模式和养殖区域对生牛乳菌落总数和体细胞
数的影响时"忽略季节带来的影响)

表 )(不同季节生牛乳菌落总数调查样品数量

_O?/:)(!O-]/:;Hq:.KO:=.?HB]/O<:B.R><.K=O9-H/‘ H> K.R=;:O;.>;

季节
各养殖模式样品份数 各养殖区域样品份数

牧场 养殖小区 散户
养殖模式
不明确

合计
东北和内蒙
古产区

华北
产区

南方
产区

大城市周
边产区

西部
产区

合计

春季 ) ,*2 ) 2*& 2*L L2+ 2 2%, ) )4+ ,+’ ) *%’ %%+ L*) 2 2%,

夏季 ) 4+& ) ’’2 2)L L+2 2 ’LL ) )+4 ,’% ) *%L %L* +2L 2 ’LL

秋季 ) ,)% ) ’*, 2*+ L&4 2 ’%4 ) )’, ,&2 ) *&’ %,& +4* 2 ’%4

冬季 ) ,’4 ) &*4 2*L L4* 2 ’’’ ) )4L ,2L ) *’* %’) +’4 2 ’’’

合计 L +), % &%’ ) +’L ’ *)4 )L %&L 2 +4* ’ L+, 2 )+’ & &2, & +++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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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养殖模式生牛乳菌落总数调查样品数量#份$

_O?/:&(!O-]/:;Hq:.K=O9-H/‘ .KSHKK:=:><?=::SH>P]O<<:=>;
养殖模式 东北和内蒙古产区 华北产区 南方产区 大城市周边产区 西部产区 合计

牧场 ) *)2#2$ ) 4’+#+$ & ’L&#4$ ) &&4#%$ ) )+,#%$ L +),#&4$

养殖小区 ) )%,#’$ ) %+4#+$ L’4#’$ ) *&)#&$ L+L#2$ % &%’#)4$

散户 ) &L&#2$ *#*$ ’+%#)$ *#*$ *#*$ ) +’L#%$

养殖模式不明确 ) &’%#%$ ’+%#)$ +44#&$ *#*$ L’*#&$ ’ *)4#)*$

合计 2 +4*#)+$ ’ L+,#)’$ 2 )+’#)2$ & &2,#L$ & +++#))$ )L %&L#+)$

注%括号中数据为相应养殖场或养殖户个数

表 ’(不同季节生牛乳体细胞数调查样品数量
_O?/:’(!O-]/:;Hq:.K;.-O<HBB://B.R><.K=O9-H/‘ H> K.R=;:O;.>;

季节
各养殖模式样品份数 各养殖区域样品份数

牧场 养殖小区 散户
养殖模式
不明确

合计
东北和内蒙
古产区

华北
产区

南方
产区

大城市周
边产区

西部
产区

合计

春季 ,++ ’2) )L) )42 ) ++& %24 22L 2)% 24 &*2 ) ++&

夏季 ,&+ ’)% &*% )4& ) +&4 %)% 2&L ’4% 2L &%2 ) +&4

秋季 ,L, ’)L &’) &*) ) L&4 %*+ 22& 2’4 2+ &,+ ) L&4

冬季 ,2& ’*’ )L* &** ) +)% 2,) 24+ ’+% 2* &’’ ) +)%

合计 ’ 4)’ ) &L+ LLL L+L + +’’ & *+* ) 4*& ) +*’ )4) ,4L + +’’

表 2(不同养殖模式生牛乳体细胞数调查样品数量#份$

_O?/:2(!O-]/:;Hq:.K;.-O<HBB://B.R><.K=O9-H/‘ .KSHKK:=:><?=::SH>P]O<<:=>;
养殖模式 东北和内蒙古产区 华北产区 南方产区 大城市周边产区 西部产区 合计

牧场 4,%#’$ ) +))#%$ L44#2$ )),#’$ 2**#%$ ’ 4)’#&*$

养殖小区 L%’#’$ ),)#2$ 24#)$ +&#)$ &&&#2$ ) &L+#)’$

散户 2)&#2$ *#*$ ’+%#)$ *#*$ *#*$ LLL#%$

养殖模式不明确 *#*$ *#*$ 2*&#&$ *#*$ ’+%#)$ L+L#’$

合计 & *+*#)*$ ) 4*&#,$ ) +*’#4$ )4)#2$ ,4L#)*$ + +’’#2)$

注%括号中数据为相应养殖场或养殖户个数

)A&(方法
菌落总数按照 ZF2L4,A&!&*)* -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2(方法
检测"体细胞数检测使用体细胞分析仪或其他类似
方法测定)
)A’(统计学分析

采用 N[B:/&*)* 进行数据整理) 经检验"菌落
总数和体细胞数据均呈仿期望 分布"通过 /.P转换
仍不服从正态分布"因此本研究使用中位数衡量
集中趋势更合理"采用 !7!! ),A* 的 6=R;‘O/#\O//H;
秩和检验"分析养殖模式*养殖区域等因素对生牛
乳菌落总数和体细胞数的影响"并进行多重比较&

采用 !]:O=-O> 检验分析菌落总数与体细胞数之间
的相关性) 以上统计学检验的水准均为 !@*A*%)

&(结果
&A)(菌落总数
&A)A)(整体情况

本研究收集的生牛乳菌落总数的平均值为
’A&L g)*% 5TU0-/"其中% ) g)*+ 5TU0-/的占
,)ALc#)+ *LL 0)L %&L $ "%% g)*% 5TU0-/的占
4*A,c # )2 )L& 0)L %&L $ "见 图 ’) !,**!,% 和
!,, 分别 为 *A4L g)*+ * )A&% g)*+ * )A,% g)*+

5TU0-/)

图 ’(生牛乳菌落总数总体情况分布
THPR=:’(5.>;<H<R:><=O<H..KO:=.?HB]/O<:B.R><H> =O9-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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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季节对生牛乳菌落总数的影响
经秩和检验"不同季节的生牛乳菌落总数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A*%$"多重比较的结果为冬季
@秋季 @春夏两季)
细分为各养殖模式后"经秩和检验"牧场的生

牛乳菌落总数为冬季 @春秋两季 @夏季"养殖小
区的菌落总数为秋冬两季 @夏季 @春季"散户为
秋冬两季 @春夏两季) 每种养殖模式的生牛乳菌
落总数在四季的变化与总体的四季变化趋势基本
一致"符合春夏两季较高*秋冬两季较低的趋势"
只有养殖小区的生牛乳菌落总数在冬季没有明显

降低)
具体到每一个产区"经秩和检验"除南方地区

四季无明显差异外"其他 2 个产区不同季节的菌落
总数均有明显差异"东北和内蒙古产区的生牛乳菌
落总数为秋季 @冬季 @夏季 @春季"华北产区为秋
冬两季 @夏季 @春季"大城市周边产区为冬季 @春
秋两季 @夏季"西部产区为春冬两季 @夏秋两季)
不同的养殖区域四季的菌落总数变化也基本符合
总体趋势"只有南方产区生牛乳菌落总数在 2 个季
节比较相近&另外"东北和内蒙古产区冬季的菌落
总数也较高) 中位数结果见表 %)

表 %(不同季节生牛乳菌落总数中位数# g)*% 5TU0-/$

_O?/:%(M:SHO> .KO:=.?HB]/O<:B.R><.K=O9-H/‘ H> K.R=;:O;.>;

季节
各养殖模式样品菌落总数中位数 各养殖区域样品菌落总数中位数

牧场 养殖小区 散户
养殖模式
不明确

总体中
位数

东北和内蒙
古产区

华北
产区

南方
产区

大城市周
边产区

西部
产区

总体中
位数

春季 )A** &A%* &A%* ’A2) &A*+ &A%+ &A)* )A+* )A%* )A4* &A*+

夏季 )A’) )A4% &A%% ’A*% )A,2 &A’4 )A2* )A’* &A&* &A%* )A,2

秋季 )A)* )A&4 )A,& &A,L )A+& )A,* )A&* )A%* )A++ &A&* )A+&

冬季 *A4* )A4+ )A+’ ’A&) )A+* &A%* )A&) )A+* )A** )A4* )A+*

总体中位数 )A** )A4% &A’L ’A&* )A4* &A2* )A2’ )A%* )A+* &A)2 )A4*

&A)A’(养殖模式对生牛乳菌落总数的影响
经秩和检验"不同养殖模式的生牛乳菌落总数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多重比较结果为牧
场 @养殖小区 @散户)

具体到每一个产区"经秩和检验"在东北和内
蒙古产区不同养殖模式的菌落总数情况为牧场 @

散户 @养殖小区"南方产区为养殖小区 @牧场 @

散户) 另外 ’ 个产区只有牧场和养殖小区模式的
数据"不能进行秩和检验的多重比较"菌落总数中
位数统计见表 +"西部产区和大城市周边产区均是
牧场 @养殖小区"并且养殖小区的菌落总数中位
数是牧场的 ’ 倍以上) 华北产区牧场的生牛乳菌
落总数中位数略高于养殖小区) 总体来说"除了
南方产区和华北产区牧场菌落总数高于养殖小区
以外"其他 ’ 个产区与总体秩和检验结果的趋势
基本相符"即牧场养殖模式的菌落总数低于其他
养殖模式) 在所有养殖区域和各种养殖模式中"

南方产区散户养殖模式的生牛乳菌落总数的中位
数最高)

具体到每一个季节"经秩和检验"每个季节的
菌落总数均与总体趋势完全相符"即牧场 @养殖小
区 @散户)
&A)A2(养殖区域对生牛乳菌落总数的影响

经秩和检验"不同养殖区域的生牛乳菌落总数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经多重比较结果为
华北产区 @南方产区 @大城市周边产区 @西部

(((表 +(不同养殖模式生牛乳菌落总数中位数# g)*%5TU0-/$

_O?/:+(M:SHO> .K=O9-H/‘ .KSHKK:=:><?=::SH>P]O<<:=>;

养殖模式
东北和内
蒙古产区

华北
产区

南方
产区

大城市周
边产区

西部
产区

总体中
位数

牧场 *A4* )A2* &A&* *A,L *A+* )A**

养殖小区 &A%* )A)* *A2+ ’A4& &A%* )A4%

散户 )A2% ! )+A** ! ! &A’L

养殖模式不明确 %A2, &A+* )A%* ! ,A** ’A&*

总体中位数 &A2* )A2’ )A%* )A+* &A)2 )A4*

注%!表示该项不统计

产区 @东北和内蒙古产区)
((单独分析牧场的数据"结果为西部产区 @大城
市周边产区 @东北和内蒙古产区及华北产区 @南
方产区) 单独分析养殖小区的数据"多重比较结果
为南方产区 @华北产区 @西部产区 @东北和内蒙
古产区 @大城市周边产区) 只有 & 个产区有散户养
殖模式的数据"因此未进行秩和检验"南方产区散
户的生牛乳菌落总数中位数远高于东北和内蒙古
产区散户"见表 +)

具体分析每一个季节的数据"春季的菌落总数
东北和内蒙古产区高于其他 2 个产区"这 2 个产区
间差异不明显&夏季华北和南方产区的菌落总数明
显低于其他 ’ 个产区&秋季华北产区明显低于南方
产区*大城市周边产区及东北和内蒙古产区"这 ’ 个
产区间南方产区明显低于东北和内蒙古产区"西部
产区最高"明显高于其他产区&冬季的菌落总数大
城市周边产区 @华北产区 @南方产区 @西部及东
北和内蒙古产区"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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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体细胞数
&A&A)(整体情况

如图 2 所示"本次研究中生牛乳样品的体细胞
数%)** 万个0-/的生牛乳样品占 ,+A+c #+ 2*L0

+ +’’$"%L% 万个0-/的占 4+A&c #% L)+0+ +’’$"
超过一半的样品可以达到%2* 万个0-/的要求"总
体平均值为 2+A* 万个0-/) !,**!,% 和 !,, 分别为
4*A) 万*,’A% 万和 )2)AL 万个0-/)

图 2(生牛乳体细胞数总体情况分布
THPR=:2(5.>;<H<R:><=O<H..K;.-O<HBB://B.R><H> =O9-H/‘

&A&A&(季节对生牛乳体细胞数的影响
经秩和检验"不同季节间的生牛乳体细胞数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G*A*%$)
具体到牧场养殖模式"与总体的趋势相同"季

节变化没有带来明显影响&养殖小区除了夏季的
体细胞数明显低于春季以外"各季节两两之间差
异均不明显&散户模式夏*秋*冬季的体细胞数均

低于春季)
具体到各养殖区域"华北产区和大城市周边产

区与总体趋势相同"季节变化对体细胞数无明显影
响&南方产区和西部产区均是春季低于夏*秋*冬
季&东北和内蒙古产区夏秋季 @冬季 @春季) 体细
胞数的中位数结果见表 L)

表 L(不同季节生牛乳体细胞数中位数#万个0-/$

_O?/:L(M:SHO> .K;.-O<HBB://B.R><.K=O9-H/‘ H> K.R=;:O;.>;

季节

各养殖模式样品体细胞数中位数 各养殖区域样品体细胞数中位数

牧场 养殖小区 散户
养殖模式
不明确

总体中
位数

东北和内蒙
古产区

华北
产区

南方
产区

大城市周
边产区

西部
产区

总体中
位数

春季 ’2A* L+AL +LA* 2*A* 2)A* +%A4 ’’A* &4A& %+A, ’’AL 2)A*

夏季 ’2A& L)A2 %LA’ 2*A* ’,A+ %LA* ’’A* ’LA, ++A) 2)A& ’,A+

秋季 ’%A* L%A& %’A2 2)A* ’,A+ %’A* ’%A* ’’A& %’AL 2%A* ’,A+

冬季 ’%A* ++A& %4A% 2)A* 2)A* %2A* ’’A* 2&A* 2LA, ’4A% 2)A*

总体中位数 ’%A* L’A* %,A) 2*A* 2*A* %LA& ’’A* ’4A& %+A* 2*A* 2*A*

&A&A’(养殖模式对生牛乳体细胞数的影响
经秩和检验"不同养殖模式间的生牛乳体细胞

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多重比较结果为
牧场 @散户 @养殖小区)

具体到每一个季节"经秩和检验"春季不同养
殖模式的体细胞数情况为牧场 @养殖小区 @散户&

夏*秋*冬三季与总体趋势相同"均是牧场 @散户 @

养殖小区)

具体到各养殖区域"分析养殖模式对生牛乳体
细胞数的影响"经秩和检验"东北和内蒙古产区各
养殖模式的体细胞数情况为散户 @牧场 @养殖小
区"南方产区为牧场 @养殖小区 @散户&其他 ’ 个产
区只包括牧场和养殖小区 & 种模式的数据"因此未
进行秩和检验和多重比较"这 ’ 个产区的体细胞数
中位数均是牧场低于养殖小区"与总体趋势一致"

见表 4)

表 4(不同养殖模式生牛乳体细胞数中位数#万个0-/$

_O?/:4(M:SHO> .K;.-O<HBB://B.R><.K=O9-H/‘ .KSHKK:=:><

?=::SH>P]O<<:=>;

养殖模式
东北和内
蒙古产区

华北
产区

南方
产区

大城市周
边产区

西部
产区

总体中
位数

牧场 2LA* ’’A* )+A, ’)A* %’A& ’%A*

养殖小区 LLA, 2%A4 ’LA% )’)A2 %%A% L’A*

散户 2’A+ ! +,A) ! ! %,A)

养殖模式不明确 ! ! 2’A* ! &%A* 2*A*

总体中位数 %LA& ’’A* ’4A& %+A* 2*A* 2*A*

注%!表示该项不统计

&A&A2(养殖区域对生牛乳体细胞数的影响
经秩和检验"不同养殖区域间体细胞数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A*%$"多重比较结果为华北产区
和南方产区 @西部产区 @大城市周边产区及东北
和内蒙古产区)

具体到每一种养殖模式"经秩和检验和多重比
较"牧场的生牛乳体细胞数为南方产区 @大城市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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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产区和华北产区 @西部产区及东北和内蒙古产
区&养殖小区为南方和华北产区 @西部产区 @东北
和内蒙古产区 @大城市周边产区&因为只包括两个
产区的散户的数据"故通过中位数比较"东北和内
蒙古产区散户 @南方产区散户"见表 4)

从每一个季节单独分析"夏秋两季与总体趋势
完全一致&春季南方产区 @华北和西部产区 @大城
市周边及东北和内蒙古产区&冬季华北产区 @南方
产区 @西部产区和大城市周边产区 @东北和内蒙
古产区)
&A’(生牛乳菌落总数和体细胞数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

本研究收集的数据经检验"生牛乳的菌落总数
和体细胞数呈正相关#!@*A*%$"!]:O=-O> 相关系
数为 *A2’+)

’(讨论
’A)(菌落总数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菌落总数不仅可以评价生牛乳的卫生安全质
量"还可以反映生牛乳生产*收购*贮存*运输过程
的整体卫生状况"如牛群的健康状况*挤奶环节的
合理操作*储存条件的控制等 ’%#+( ) ZF),’*)!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 ’L(规定生牛乳中菌
落总数%& g)*+ 5TU0-/"本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生牛
乳中的菌落总数整体合格率为 ,,A)Lc #)L ’4&0
)L %&L$"4*c以上可以达到%% g)*% 5TU0-/的水
平"此前也有相关报道 ’4( "说明我国生牛乳的菌落
总数水平绝大多数能符合目前安全标准的要求"我
国生牛乳卫生安全情况可控"也体现了我国奶牛养
殖良好的综合卫生管理水平)

根据我国的气候条件"将 ’ m% 月*+ m4 月*, m
)) 月和 )& m& 月分别划分为春*夏*秋*冬四季) 季
节对菌落总数的影响比较明显"呈现冬季低*夏季
高的趋势"但南方产区生牛乳菌落总数四个季节无
明显差异"可能是因为南方地区一年四季的温度变
化不如北方剧烈"导致菌落总数没有明显变化) 按
照规模化程度和生产组织管理划分"我国奶牛养殖
的主要模式有规模化牧场*养殖小区#合作社$和散
户 ’ 种) 样品的菌落总数与养殖模式密切相关"规
模化牧场生产的生牛乳的菌落总数明显低于来自
养殖小区和散户的生牛乳) 奶牛小规模散养经济
实力和技术水平相对较低 ’,( "奶牛卫生防疫*非机
械化挤奶*非冷链送奶等很多环节存在问题"规模
化养殖具有奶牛品种优良*饲养管理水平高*环境
卫生条件好等特点"相比其他 & 种养殖模式有明显
的优势"因此大规模牧场生产的生牛乳菌落总数较

低"说明牛乳的卫生状况较好 ’)*( ) 从产区来看"东
北和内蒙古产区菌落总数较高"可能与该地区来自
养殖小区和散户的样品较多有关) 为排除养殖模
式不同带来的影响"仅从来自牧场的数据看"西北*
东北和华北地区生产的生牛乳菌落总数较低"南方
地区生产的生牛乳菌落总数较高"这可能与北方低
温干燥*南方温暖湿润的气候有关) 有个别地区或
个别养殖模式的菌落总数与总体趋势不符"可能与
奶牛场的养殖基础*管理模式以及卫生状况有关)

南方产区散户的菌落总数中位数比其他地区高出
数倍"其原因可能是该地区散户的数据均来自同一
家企业"代表性有限) 建议对南方产区散户养殖模
式生牛乳适度加强卫生管理和菌落总数的监测)
’A&(体细胞数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规模化牧场管理规范"标准化程度高"生产的
生牛乳体细胞数明显低于来自养殖小区和散户的
生牛乳) 在分析地域因素时"为排除因养殖模式不
同带来的影响"仅从来自牧场的数据看"南方地区
生产的生牛乳体细胞数较低"东北和内蒙古及西部
产区较高"这可能与各养殖区域的产业基础*发展
情况和企业现有的牛群结构有关) 西部产区及东
北和内蒙古产区奶牛养殖起步早*历史悠久"也是
中国奶牛优势产区和奶源生产基地"但西部产区的
奶牛年均单产水平较低 ’))( "可能是该地区生牛乳体
细胞数较高的部分原因 ’)&( ) 对于东北和内蒙古及
西部产区"建议注意监测奶牛乳房炎的情况)

我国现行 ZF),’*)!&*)* 中未设置体细胞
数要求"也尚无相应的国家标准检测方法"生牛乳
收购时各企业自行采用相关的方法检测"一般采
用不同方式处理后计数细胞个数"因此由检测方
法不同导致结果的差异可能是本研究不可避免的
局限性)

本研究结果表明"生牛乳菌落总数与体细胞数
呈正相关性"这与它们代表的卫生学意义是相符
的"奶牛养殖过程的整体卫生状况良好"管理科学"
奶牛的健康状况也就更好"其发生乳房炎的概率也
就越低"也说明奶牛健康和乳品安全质量是息息相
关的)
’A’(对我国标准设定的思考

与其他国家比较"目前我国对生牛乳菌落总数
的规定并不是最严格的 ’)’#)2( "这与我国标准制定时
的奶牛养殖整体发展情况相适应)

生牛乳中体细胞主要来源于乳腺脱落的上皮
细胞和白细胞"本身没有明显的安全性问题"但却
可以反映生牛乳总体质量安全状况和奶牛健康尤
其是乳房健康状况) 部分国家已将体细胞数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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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标准"如欧盟规定每月取至少 & 份生牛乳样品检
测体细胞数"’ 个月内检测结果的几何平均数应%
2* 万个0-/’)’( &美国规定每 + 个月至少检测 2 次体
细胞数"一旦发现 GL% 万个0-/"会通知生产者注
意 ’)2( ) 目前"ZF),’*)!&*)* 中未对体细胞数进
行限定"是否需要设置该指标建议综合考虑各方面
因素后确定)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全国生牛乳主产区"具有一
定的代表意义) 研究数据来自乳制品生产企业生
牛乳收购记录"难以避免由各企业内部检测实验室
设备*操作规程等因素的不同造成检测结果的差
异) 另外"本研究收集大型企业的数据占比较大"
可能会对结果分析有一定影响) 建议今后统一试
验方法和操作条件"按照目前我国各种养殖模式的
奶牛存栏数比例采集样品"进一步准确分析生牛乳
的卫生状况) 在此基础上"开展成本#效益分析"为
指导国家标准的修订提供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 ) ((中荷奶业发展中心J中国奶业白皮书’8(J&*)2J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J乳制品工业产业政策#&**, 年修订$ %工联产

业’&**,(第 24 号’E(J&**,#*+#&+J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J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E(J

&**4#)*#*+J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J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

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ZF2L4,A&!&*)*’ !(J北京%中国标准

出版社"&*)*J

’ % ((赵娟"刘维华"陈建蓉"等J奶站混合生鲜乳菌落总数消长规

律的调查研究’a(J中国奶牛"&*)%#’$ %%’#%+J

’ + ((赵连生"王加启"郑楠"等J牛奶质量安全主要风险因子分析

$J体细胞数和菌落总数 ’a(J中国畜牧兽医" &*)&" ’,

#L$ %)#%J

’ L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J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ZF

),’*)!&*)*’ !(J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J

’ 4 ((钟雨婷"王家祺"张立实"等J奶牛*山羊和水牛生乳的常规乳

成分及质量安全指标调查分析’a(J中国乳品工业"&*)+"22

#’$ %)&#)%J

’ , ((胡忠华"李宏梁"孙雯"等J对 ZF),’*)!&*)*-生乳.中蛋白

质和菌落总数的指标验证和建议’a(J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

报"&*)2"%#))$ %’+’4#’+2&J

’)*((李栋J中国奶牛养殖模式及其效率研究 ’b(J北京%中国农

业科学院"&*)’J

’))((罗小红"何忠伟"刘芳J中国奶业区域布局及发展研究 ’a(J

农业展望"&*)+")&#&$ %2%#%’J

’)&((倪兴军"薛仰全J规模化奶牛场原奶体细胞数的检测及应用

研究’a(J中国牛业科学"&*)%"2)#&$ %&,#’)J

’)’((NR=.]:O> 7O=/HO-:><O>S <3:5.R>BH/J1OCH>P S.9> ;]:BHKHB

3CPH:>:=R/:;K.=.> <3:3CPH:>:.KK..S;<RKK;%=:PR/O<H.> #N5$ D.

4%’0&**2 ’ !(J&**2J

’)2((EP=HBR/<R=O/MO=‘:<H>P!:=̂HB:JZ=OSH>PO>S H>;]:B<H.>" P:>:=O/

;]:BHKHBO<H.>;K.=O]]=.̂:S ]/O><;O>S ;<O>SO=S;K.=P=OS:;.KSOH=C

]=.SRB<;’ !(J&*)&J

+!"+

欧盟修订苯并噻二唑等多种农药在部分食品中残留限量
((&*)4 年 % 月 2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 &*)40+4L 法规!修订#N5%D.’,+0&**% 法规的附件 WW和 WWW!主要修

订苯并噻二唑#OBH?:>q./O=#!#-:<3C/%$苯并烯氟菌唑 # ?:>q.̂H>SHK/R]C=%$联苯菊酯 # ?HK:><3=H>%$联苯吡菌胺
#?H[OK:>%$氯虫苯甲酰胺#B3/.=O><=O>H/H]=./:%$溴氰菊酯#S:/<O-:<3=H>%$氟啶虫酰胺#K/.>HBO-HS%$精吡氟禾草

灵#K/ROqHK.]#7%$异丙噻菌胺 #H;.K:<O-HS%$苯菌酮 #-:<=OK:>.>:%$二甲戊乐灵 # ]:>SH-:<3O/H>%以及氟苯脲
#<:K/R?:>qR=.>%在坚果$蔬菜$牛奶部分植物源和动物源性食品中最大残留限量!新修订法规自官方公报发布
&* 日起实施"

#来源食品伙伴网!相关链接’3<<]’00>:9;JK..S-O<:J>:<0&*)40*%02+4,L*J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