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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对不同泌乳期莎能奶山羊初乳的一般理化性质和热稳定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莎能奶山羊初

乳的密度、酸度、折光度均高于常乳, 而 pH 值低于常乳, 随泌乳期的延长, 初乳的各指标逐步接近常乳; 分娩后 48 h

内莎能奶山羊初乳煮沸凝固, 48 h 后莎能奶山羊初乳煮沸不凝固; 泌乳期越短的莎能奶山羊初乳的热稳定性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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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乳又称血乳, 因其具有加热易凝固的特性又

被称为胶奶, 它是所有雌性哺乳动物产后 7 d 内所

分泌乳汁的统称。初乳由于含有 Β2胡萝卜素故呈黄

色, 含蛋白质及有形物质较多故质稠, 分娩后 3 d 内

乳房中乳汁尚未充盈之前初乳量较少, 每次可吸出

2～ 20 mL [122 ]。初乳中营养物质极为丰富, 含有大量

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及大量的免疫球蛋白

( IgG) , 其干物质含量较常乳高 1. 5～ 2 倍[3 ]。免疫球

蛋白是一种受动物体外大分子抗原刺激而产生的抗

体, 在动物体内具有重要的免疫和生理调节作用, 是

动物体内免疫系统最为关键的组成物质之一。研究

表明[425 ] , 免疫球蛋白对许多病原微生物和毒素均有

抑制作用, 如免疫球蛋白可抑制贺菌、沙门氏菌、大

肠杆菌、脆壁类菌体、肺炎双球菌、白喉毒素、破伤风

毒素、链球菌溶血素、脑病毒、流感病毒等的生长。因

此, 初乳在新生仔畜的营养及免疫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的生物学功能[6 ]。

据测定[729 ] , 羊乳中干物质、蛋白质、脂肪、矿物

质的含量均超过人乳和牛乳, 维生素B 1、B 2 和 C 的

含量都很丰富, 其中钴含量较牛乳高 6 倍; 羊乳的脂

肪球小, 分布均匀, 干酪素含量低于牛乳, 在人胃里

能凝成细小嫩软的乳块, 较牛乳更易消化吸收, 其消

化率可达 94%～ 98% ; 羊乳中还含有脑磷脂和核苷

酸, 可增强幼儿智力; 羊乳蛋白质结构优于牛乳, 不

会引起过敏反应; 羊乳中还含有与人乳相同的上皮

细胞生长因子 (EGF)。本试验对不同泌乳期莎能奶

山羊初乳的一般理化性质和热稳定性进行了初步研

究, 以为山羊初乳资源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与仪器

1. 1. 1　材　料　采集 11 头莎能奶山羊头胎 (陕西

省千阳县莎能奶山羊良种繁育中心) 分娩后 3, 12,

24, 48, 72, 120, 168 h 的初乳以及 168 h 后莎能奶山

羊羊乳 (常乳) , 于- 50 ℃冰箱冷冻保存。

1. 1. 2　主要仪器与设备　pH 计 (PH S24CT ) , 上海

康仪仪器有限公司生产; 电子天平 (JA 2003) , 上海

精密仪器有限公司生产; 电热鼓风干燥箱 (D GX2
9073B 21) , 上海福玛实验设备有限公司生产; 电热恒

温水浴箱, 上海福玛实验设备有限公司生产, 控温精

度±0. 5 ℃; 乳稠计, 上海医用仪表厂生产, 标准温

度 20 ℃; 折光仪, 成都光学厂生产, 精度 0. 001; 秒

表, 上海秒表厂生产。

1. 2　方　法

1. 2. 1　密度的测定　将待测莎能奶山羊乳样于 20

℃水浴恒温 20 m in, 用乳稠计测定其密度。

1. 2. 2　酸度的测定　取待测莎能奶山羊乳样 10

mL , 用 0. 1 mo löL N aOH 标准溶液滴定, 酚酞作指

示剂, 滴至粉红色 2 m in 不褪即为终点。酸度= 消耗

N aOH 的量×10。

1. 2. 3　pH 值的测定　将待测莎能奶山羊乳样于

20 ℃水浴恒温 20 m in, 用 pH 计测其 pH 值。

1. 2. 4　折光度的测定　用折光仪测定各个时期莎

能奶山羊的折光度, 从而推断其干物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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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5　煮沸试验　取莎能奶山羊乳样 10 mL 于试

管中, 置沸水浴中加热 5 m in, 观察凝固情况, 凝固

记作“+ ”, 不凝固记作“- ”。

1. 2. 6　酒精试验　将等量莎能奶山羊乳样与体积

分数 68% 酒精混合, 振摇后无絮状物出现的羊乳记

作“- ”, 出现絮状物的羊乳记作“+ ”。

1. 2. 7　热稳定性试验　莎能奶山羊初乳的热稳定

性采用热凝固时间法测定。选取不同泌乳期莎能奶

山羊初乳混合样品, 用 75 ℃条件下热凝固时间

(HCT )衡量初乳的热稳定性[10 ]。

2　结果与分析

2. 1　莎能奶山羊初乳的一般理化性质

　　由图 1～ 图 4 可以看出, 莎能奶山羊初乳的理

化性质与常乳相差较大。

图 1 表明, 莎能奶山羊初乳的相对密度随泌乳

时间延长呈下降趋势, 3～ 72 h 初乳密度高于常乳,

至 120 h (5 d)后初乳密度与常乳基本相同。

图 1　莎能奶山羊初乳密度的变化曲线

F ig. 1　Curve of co lo strum s density of Saanen goat

图 2　莎能奶山羊初乳酸度的变化曲线

F ig. 2　Curve of co lo strum s acidity of Saanen goat

　　初乳的密度主要由脂肪、无脂干物质的含量决

定, 参考弗莱希曼关于干物质 (S )、脂肪 (F ) 及密度

(D ) 的公式: S = 1. 2F + 2. 665 ( 100D 2100) öD +

0. 5[11 ]可知, 随着泌乳期的延长, 其脂肪含量下降, 5

d 后基本上接近常乳, 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图 2 表明, 莎能奶山羊初乳酸度随泌乳期的延

长呈下降趋势, 在 3～ 72 h 初乳酸度下降速度较快,

且明显高于常乳; 72 h 以后初乳酸度下降速度缓

慢, 且逐渐接近常乳。乳的滴定酸度由乳中蛋白质、

柠檬酸盐、磷酸盐和二氧化碳等酸性物质决定, 初乳

中蛋白质含量高可能是初乳酸度高的主要原因。

图 3 表明, 莎能奶山羊初乳的 pH 随泌乳期的

延长呈上升趋势, 3 h 时 pH 值明显低于常乳, 至

168 h (7 d)时基本接近常乳。

图 3　莎能奶山羊初乳 pH 的变化曲线

F ig. 3　Curve of co lo strum s pH of Saanen goat

　

图 4　莎能奶山羊初乳折光度的变化曲线

F ig. 4　Curve of co lo strum s refractom etric

ex tract of Saanen g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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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光度的大小取决于乳中干物质含量。据郭本

恒[12 ]的报道, 牛初乳的折光度 (1. 348 6～ 1. 365 0)

与酪蛋白、乳清蛋白、乳糖及乳中其他物质含量有

关, 与脂肪含量无关。图 4 表明, 莎能奶山羊初乳的

折光度略高于牛初乳, 且随着泌乳期的延长呈下降

趋势。说明莎能奶山羊初乳中蛋白质、总干物质含量

随泌乳期的延长而降低。

2. 2　莎能奶山羊初乳的煮沸试验和酒精试验结果

从表 1 可以看出, 分娩后 48 h 内莎能奶山羊初

乳煮沸凝固呈阳性, 48 h 以后则为阴性, 初乳的酒

精试验则全为阳性, 说明初乳的热稳定性很差。但初

乳的开发利用必然会涉及热处理, 如杀菌以保证产

品的质量, 所以在初乳的开发上首先应对其热稳定

性加以改善。
表 1　莎能奶山羊初乳的煮沸试验和酒精试验

T able 1　Bo iling and alcoho l experim ent resu lts of Saanen goat co lo strum s

项目
Item

泌乳时间öh
L actation tim e

3 12 24 48 72 120 168

常乳
(> 168 h)
M ature

m ilk (> 168 h)

煮沸试验
Bo iling experim en t + + + + - - - -

酒精试验
A coho l experim en t + + + + + + + -

　　注:“+ ”为凝固,“- ”为不凝固。

N o te:“+ ”m eans clo tt ing,“- ”m eans no clo tt ing.

2. 3　莎能奶山羊初乳的热稳定性

由图 5 可以看出, 随着泌乳期的延长, 莎能奶山

羊初乳 H CT 值呈上升趋势, 即热稳定性增加, 至

168 h 时 H CT 值达到 49. 45 m in, 满足巴氏杀菌要

求。而在 72 h 前初乳表现不稳定性, 3～ 72 h 内 5 个

平均混合样的H CT 值仅为 5. 7 m in, 说明采用巴氏

杀菌不可行。因此, 泌乳期越短的初乳, 利用价值越

高, 但热稳定性越差[13 ]。

3　结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莎能奶山羊初乳的密度、酸

度、折光度均高于常乳, 而 pH 低于常乳, 但都随泌

乳期的增加接近常乳; 分娩后 48 h 内莎能奶山羊初

乳煮沸凝固, 48 h 后的煮沸不凝固; 莎能奶山羊初

乳的热稳定性随泌乳期延长而增加。因此, 泌乳期越

短、开发价值越大的初乳, 其热稳定性越差。

图 5　莎能奶山羊初乳热稳定性的变化曲线

F ig. 5　Saanen goat co lo strum s thermo stab ility

curve of differen t secret ion ti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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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 ies on p ropert ies of Saanen goa t co lo st ru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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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 ep artm en t of F ood E ng inneering , S haanx i N orm al U niversity , X iπan, S haanx i 710062,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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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 is paper studied the physicl2chem ical p ropert ies and the thermo stab ility of Saanen goat

co lo st rum in differen t lacta t ion periods.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the den sity, d ip ter and acid ity w ere h igher

than tho se of common m ilk, bu t pH value w as low er than that of m atu re m ilk, the con ten ts of every indexes

w ere mo re clo se to tho se of m atu re m ilk w ith the p ro long of lacta t ion;W hen bo iled, Saanen goat co lo st rum s

coagu la ted befo re 48 h of lacta t ion, bu t after 48 h of lacta t ion, w hen bo iled, Saanen goat co lo st rum s didnπt

coagu la ted; T he sho rter the lacta t ion period w as, the poo rer the thermo stab ility w as.

Key words: Saanen goat; co lo st rum ; physicl and chem ical p ropert ies; thermo stab 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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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p lica t ion of sheep sperm ex tract cy to so lic in ject ion

in oocytes parthenogenet ic act iva 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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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w as studied that sheep oocytes w ere parthenogenet ic act iva ted by cyto so lic in ject ion of

sheep sperm ex tract. A ct ivat ion effect of d ifferen t in ject ion do ses of sheep sperm ex tract w ere compared to

find a feasib le in ject ion do se. A t the sam e t im e act iva t ion effect by Ionom ycin and 62DM A P w as compared

w ith cyto so lic in ject ion of sheep sperm ex tract. T he resu lt show ed that oocytes cou ld be parthenogenet icly

act iva ted by cyto so lic in ject ion of sheep sperm ex tract, and the best feasib le in ject ion do se w as 2- 4 pL fo r

every oocyte w hen its concen tra t ion w as 5- 6 m gömL. T here w as no dist inct d ifference on act iva t ion effect

betw een sheep sperm ex tract act iva t ion group and Ion act iva t ion group.

Key words: sheep; sperm ex tract; oocyte; parthenogenet ic act iva t ion; m icro in jec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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