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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业大学畜牧系 )

摘 要

本文介绍 了一种以 电导 电极 为传感器的便携式奶检仪
, 以 及能快速

、

准确
、

综合地

检测 出掺假加水扔
、

酸败扔
、

乳房炎扔的两种检测方法
。

经 大量试验验证和技术鉴定表

明 ,
其检测速度比单项检测快 20 多倍

,

直接法检测率达 9 2
.

5%
,

间接法检测率约达 10 0%
。

关键词 X N D
一
A 型奶检仪 , 奶检法 , 掺假加水奶

, 乳房炎奶 , 奶检值
,
检测率

为了保证奶及奶制品的质量和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 ” ’ ` ” ’ , 国 内 外对奶的新鲜度

,

卫生 及营养要求建立了许多检验方法
汇“ ’ ` . 」 , 而且一些国家近年来在检验方法上有了较

大的发展
, 其检验标准也越来越高

。

我国奶的新鲜度的检验主要采用酒精反应法
, 并配

合比重的测定
,
在正常情况下能很好地测定牛奶的新鲜度

,

但此法却不能用于羊奶 【` 7」 。

我们经酒精反应分度试验
、

透析实验
、

理化性状等大量的研究证明
,

羊奶的 C a
一

卜
一

卜

含量高
汇川 , 钠钾比值低

『, ” 〕 , 是不适用酒精反应的主安原因
〔. ” ` 」 因此羊奶 目前尚无适 宜 的

检验方法
。

近年来由于一种特殊的情况 (掺假加水的严重现象 ) , 使原有的一些检验方法

失去检验的效能
。

掺假是为了提高比重
,

使之加入更多的水
,

而不易被现行的方法检出
。

经 大量调

查
,
现已知掺假物有二十多种

, 多数是非食用的可溶性化学物质
,
有的直接 对 人 体 有

害
,
有的可能产生远期豹不良后果

〔’ 们 ,
有的是干扰酒精反应的物质

, 使好坏奶不分
.

据 1 9 8 6年 1 月 29 日人民日报报道
: “ 年收奶万吨的乳品厂

, 以掺水最 5% 计算
, 每年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二十余万元
” 。

有的地区采用
“ 以脂论价

” ,
但仍不能堵塞掺假加水现

象
。

为此
,
我们对正常奶和异常奶 (酸败奶

,

乳房炎奶和掺假奶等 ) 的主要理化性状进

介刘周选
,

杨玉英
、

宋 J幽
、

朱宝长
、

余富新
、

杨静萍等参加部分工作
.

本文于 1 9名6年 5月 3 1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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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大量的分析
,
并根据生物液体的特性

〔。 , ’ . , ,
研制成功了一种形体 小 ( 1 10 X 80 x

3
.

s m m )
,
便于携带

,
价格低廉

, 操作简便
、

检测准确的 X N D
一
A 型奶质检测生化仪

器 , 并建立了一套检测方法
。

方 法

X N D
一
A 型奶检仪

,

是以 电导 电极为传感器的生化仪器
,

我们以正常奶
、

异常奶
、

掺假

加水奶中各主要有机成分
、

无机成分的测定分析为依据
,

经综合的数理统计及大量的验证

实验得出了该奶检仪的标准检测值
, 并根据其实际需要建立了直接和间接检测的两种测

定方法
。

(一 ) 两种检测方法的标准值及有关系数 (见表 1)

表 1 奶检仪检奶的有关参数

方 法 奶畜 } 标准值 (奶检值 ) 温度校正系数 (以 20 ℃为准 )

℃℃1,占干一+
了/矛/曲七月O

:
n
ù

n.+一一十

直接法
牛

羊

3 0 士 2

31 士 2

℃℃11干一+
矛

//
子

舀匕内O

:简接法
牛

羊

3。 士 2 } 士 o

3 1 土 2 】 士 0

(二 ) 检侧方法

直接法 :
将测试探头直接伸入奶中进行检测

, 仅用 10 秒钟左右即可判定
, 适用于奶

粉厂大量收奶及农村收奶用
。

间接法
:

将 2 m l被检奶及 2 m l奶检 “
标准液

” 加入青霉素瓶内
, 摇匀后于 4 0 ~ 4 1℃

水浴箱内预热 10 分钟
,

直接将测试探头插入检测
。

一个水浴箱可同时放入 2 00 个青霉素

瓶
,

故检测速度也相当快
。

本法对直接判定有 困难的或各种轻度异常奶 均能 较准确地

判定
。

(三 ) 判定

本法为定性检定
。

但可根据测值的变动范围大小
,
大致可作掺假种类和掺水量的估

测
。

其主要根据是
:

有的掺假物使测值升高
,
有的掺假物使测值降低 多 有的异常奶使测

值升高
,
有的异常奶使测值降低

。

凡高于或低于正常范围值的奶均判为不符合收购标准

的奶
。

对置于正常范围边值的奶可判为可疑奶
,

厂家可酌情处理
。

结 果

为了验证奶检仪及其检定方法是否可行
,
我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作室内外的验证实

验 , 其主要结果如下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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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标准值脸证

不同泌乳期标准值的验证实验如下图所

示
。

图中结果可 以看出
,
各泌乳月样品中各

组成成分有一定 波动
,
但测值相当稳定

,
不

会影响测定的标准值
。

(二 ) 应用效果

应用效果的验证
, 是采用检测各种掺假

物质的化学方法 (定性和定量的方法 )
,

乳房

炎奶的检定 (化学法 )
,
牛奶的新鲜度检定

是以酒精反应及煮沸法作对照 (羊奶的新鲜

度 以煮沸法为对照 )
。

检定效果如表 2
。

1
。

直接 ” 2 9
.

8 1土 0
。

7 9

2
。

间接 二
28

.

能 士 0
.

8 2

注
:

奶样来自柳林滩马场 不同泌乳月牛奶
。

表 2

方法

奶检效果 (与化学法等综合判定为对照 )

引||一

:
扶风奶粉厂
1 9 8 5

。
6

。
1 6

三原县大程乳
品厂

9
。
2 9

西安市红星
品厂

1 9 8 6
。
2

。
4

三原县大程乳
品厂

1 9 8 6
。
2

。
2 6

本实验室 已知
假样

1 9 8 5
。
5

。
2 2

本实验主 已知
假样

1 9 8 6
。

3
。
3

直接法

间接法

1 0 0%

1 98 5
。

9 3%

1 0Q%

9 2
。
3%

1 0 0%

9 3
.

4%

1 0 0%

95%

1 0 0%

8 5%

1 0 0%

由表 2 可见
,
间接法比直接法检出率高

, 但直接法由于不需将奶预热
, 应用方便

。

奶检仪法与化学法 (包括检定乳房炎奶和酸败奶的方法 ) 的检定速度相比较
,
以 6 0

桶奶样作估测
, 用奶检仪直接法检测

, 一个人需 10 分钟 , 用奶检仪间接法需 2 。分钟
。

而

用现有的化学法
, 6 个人用近 6 小时才能检测完

。

奶检仪法比化学法测定的速度快 2。多

倍
,
而且可节约大量的检测试剂费用

。

因此 , 奶检仪法是一种快速
、

简便
、

经 济 的 方

法
。

(三 ) 考核检验实例

为检验奶检仪法的准确性
, 1 9 8 6年 2 月 陕西省 奶业研究所配制了掺假加水奶及异

常奶共 12 份
,

要求用本法揭出谜底
, 其判定结果见表 3

。

表 3 奶业研究所配制样奶判定结果

样品 1 2 3 4 9 10 1 1 1 2

谁底 加水 正常奶 加水 加水 最后三
把奶

产后三
天的奶

初乳
、

正常乳
蒸馏水

乳房炎
奶

加入氯
化钠

加淀粉 加食盐
乳房炎
奶

奶检仪 + 十 + 十 + 十

判定 (加水 )( 异常 )( 加水 )( 异常 )( 异常) (异常 )

+ 十 十 + 十 +

(加水 ) (异常 ) (异常 ) f异常 )( 食盐 )( 可疑 )

从表 8 可以看出
, 谜底和奶检仪判定结果基本 , 致

。

只有 2号奶样判定结果为异常

奶 ,
.

而谜底为正常奶
, 当场经化学法验证

, 该 “ 正常奶 ” 的乳脂率仅为 2
.

81 % (丹麦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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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脂检测仪检测 )
,
碱性反应为阳性

。

因此 , 该样品实际为异常奶
,
故认为奶检仪判定

结果是正确的
。

讨 论

奶的检定是为了保证奶质
, 许多国家不仅对饲养管理

, 榨乳卫生
,
榨乳机

, 乳房炎

的 防治等方面有严格的要求
〔 6 J ,

而且十分重视奶质的检验方法及奶质标准的研究
。

目
口

翻 . .

前
,
从奶的新鲜度

、

卫生
、

营养等方面建立了多种方法 闲 , 包括化学法
、

生物化学法丁

物理法
、

生物学法 (细菌及细胞 ) 等
。

但这些方法均是有针对性的
。

所 以
, 目前尚缺乏

对多种掺假物质能同时检测的方法
。

1 9 1 9年
, 曾有人研制出乳房炎检测器

, 它主要依据

患乳房 炎时氯根升高
、

糖含量下降
、

氯 /糖比值升高的原理
,
研制的专门测定乳房炎奶

的仪器 「’ “ , 。
1 9 6 6年 T a l l e发表了 C o u l t e r C o u n t e r法 , 是以电压高低计数细胞来判定乳

房 炎和奶质的
, 该法 1 9 7 1年被很多国家所采用

, 以至相继出现的 自动分析 法 及 1 9 6 8年

年 P
.

S c h m idt 等研制的荧光测定法
,
均是以测定细胞数来判定奶质的物理方法

〔`么 l 。

但

这些方法均不能判定加水或掺假加水奶
, 因加水后细胞被稀释而减少

,
会将乳房炎奶判

为好奶
。

各国收奶的标准
,
与各国奶质的具体情况

、

榨乳卫生状况以及检测次数 的 多 少 有

关
。

但各国都比较注意奶质的提高
, 奶质标准也不断上升

。

例如
, 西德以丙酮酸含量作

为判定奶质好坏的标
、

准之一 (见表 4) 〔 , ,
丙酮酸是糖

、

脂
、

蛋白质代谢的枢纽物
,
能可

靠地反映奶的败坏情况
,

也可 以反映奶中细菌的污染情况
。

裹 4 西德牛奶中丙酮酸含 t 标准
. . . . . . . . . . . . . . . . . . . .

…
卜赢念头轰竹

一

糕念赢矿
-

`

}
` ·

6

}
,

·

`
-

”

}
“ ·

4

}
’ .9

”

}
“ ·

气
.

_

}
2

…5
_

4 { ” ·

拟上 } j 以上

本奶检仪法是物理与化学相结合的方法
, 其检验标准也是奶检验的新标准

, 对奶质

有综合判定能力
, 其检测标准值与其它方法的测

;

值相比较证明
,
本标准值是符合 目前奶

质状况的 (见表 5 )
。

由表 5 可见
,

在奶检标准值范围内的牛奶
,

丙酮酸含量为 2
.

s m g / k g左右
,

介于西德牛

奶 1 9 8 5年以前标准的 2 一
3级奶之何

, 19 85 年以后标准的 3级奶以上
。

牛奶的细胞数约即

万左右
, 羊奶为 50 万左右

,

与其它国家收购奶的细胞数相比居于中等
,

羊奶在正常情况下

细胞数高于牛奶 已有报道
。

所 以
,
据我国奶业发展的 现状

,
此

J

奶检值是比较恰当的
。

本方法是在原有收奶检验方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原有的鲜奶检定方 法 需 测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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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奶检标准值与其它方法河值的比较

丙酮酸含量

( X 士 S )

细胞数
奶畜 奶检标准值 ( X 士 S万 /

m l)

滴定酸度

( X 土 5
O

T)

酒精
反 应

煮沸
实验

比重

2 0℃

1 3士 2

31 士 2

3 0士 2

3 0士 2

8 3士 0
。

8 64 4
。

3士 5
。

2 8
。

027 一 1
。

0 3 3

。
4 8士 O

。
5 32 6

。
5土 9
。

6名 以7
。

8土 1
。

0 3
。

027 一 1
。

0 3 3

直间直间

重
,

温度和酒
一

精反应三项
, 测温度是为了校正比重

, 测比重是为了控制奶质 (收购标准

为 20 ℃时 1
.

0 2 8 )
, 酒精反应是检验奶的新鲜度

。

自从掺假加水的现象出现后
, 酒精反

应和比重均失去了作用
, 因此 , 此法解决了掺假加水奶无法检出的问题

。

由于羊奶不适

于酒精反应
一

,

所 以也解决了羊奶尚无可靠检验方法的问题
。

此外 , 该法不象 酒 精 反 应

法
、

比重法
、

氧化还原法以及其它物理化学法那样易被掺假加水所对付
, 在鉴定会上有

的专家曾用多种有机和无机物
,
并借助本奶检仪将奶样调至奶检值范围

, 但在检测过程

中
,
经温度校正系数校正后

, 该掺假奶即被检出 , 这表明该法是比较可靠的
,

可以控制

目前的掺假加水现象
。

奶检仪的间接测定法是将特制的
“ 奶检标准液

” 与待测奶混合后保温至 40 ℃侧定
,

所以没有温度和 比重校正值
, 即可根据直接读出的奶检值加以判定

, 准确度很高
, 经多

次验证
, 其检出率几乎都是 10 0%

。

结 论

1
。

目前奶的掺假加水现象严重
, 干扰了现行的检奶方法及其它俭测方法的实行

, 奶

检仪法是一种检奶的新方法
,
可以检出单纯加水奶

、

接假加水奶
、

酸败奶及乳房炎奶
。

2
.

奶检仪直接法对现有的奶质检出率达 92 %
,

在一般情况下是准确可靠的
。

3
.

奶检仪间接法对现有的奶质检出率几乎达 1 00 %
,

是更为可靠的方法
。

4
.

奶检仪的奶检值
,
对奶质的鉴别

, 与一些国家收奶标准值相比
, 居于中等水平

,

符合我国目前奶业的实际现状
。

5
.

奶检仪体形小
,

便于携带
,

价格便宜
, 方法简单

, 适于奶粉厂及广大农村应用
。

本课题得到了省标准局
,

省食品工业协会
,

省科委
,

西安市农工商联合公司
,

省生化学会
,

西安

红星乳品厂及三原大程奶品厂等单位的支痔和帮助 ; 并得到了刘荫武教授
,

路兴中教授的指导和支持
,

在此一并致谢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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