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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体细胞数对于成就高品质鲜乳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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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在关于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中

明确指出“要推进养殖方式转变 ,提高原料奶质量”,

并强调要“把提高原料奶的质量放在突出重要的位

置 ,努力提高原料奶的乳脂率和乳蛋白含量 ,降低菌

落总数”。就全国而言 ,目前奶牛规模养殖的比重只

占 30 %左右 ,因此 ,加快推进养殖环节的规模化、集

约化、标准化 ,逐步解决奶牛养殖规模小而散的问

题 ,是一个相当艰巨而长期的任务。

由健康母牛分泌出的低体细胞数牛奶 ,经过巴

氏杀菌工艺之后 ,才是真正具有纯真天然风味的高

品质新鲜牛奶。就其内在基本成分来说 ,不允许有

任何形式的提取和添加 ,牛奶的营养价值在最大程

度上得以保留。

1 　体细胞数 (somatic cell count ,下称 SCC) 对牛奶质

量与风味的影响

体细胞的主要成分是白血细胞 ,占体细胞数的

99 % ,其余 1 %则是来源于乳房组织的分泌细胞。

这两种细胞一起组成了牛奶中的 SCC ,通常以每毫

升牛奶中的体细胞数表示。SCC可作为判断牛奶质

量高低的重要标准。SCC 是一种动态生物学现象 ,

它可以反映奶牛乳房受细菌感染的程度 ,还可以用

来估计奶牛产奶量的损失情况。乳业发达国家的研

究表明 ,牛奶中 SCC 与乳腺受感染情况及奶损失高

度相关。对 SCC 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人们用肉眼难

以觉察而牛奶又无异常的隐性乳房炎 ,正因为如此 ,

SCC这一重要质量指标被国内许多厂家所忽视。

SCC越低 ,牛奶的质量越高 ; SCC 越高 ,对牛奶

质量的影响越大。SCC过高的牛奶对液态奶的影响

具体表现在 :SCC中含有的脂肪酶及血纤维蛋白酶。

脂肪酶能分解脂肪 ,产生酸败气味 ,能使酪蛋白量降

低 ,减少奶酪的产量。SCC过高 ,对乳酸菌的繁殖有

阻止作用 ,从而对酸奶的生产造成不良影响。SCC

过高还会导致蛋白水解酶活性的增加 ,产生苦味 ,造

成钠离子和氯离子的增加 ,从而发生咸味。SCC 过

高 ,易使牛奶中非脂固形物所占比例减少 ,影响产品

的杀菌效果 ,使产品的保质期缩短 ,容易失去牛奶原

有的自然风味 ,降低产品的质量。

2 　奶业发达国家的有关标准与规定

根据欧盟关于生奶质量的最新标准规定 ,微生

物含量 (菌落总数)应少于 1 ×10
4
CFUΠml ,SCC少于 4

×10
5个Πml。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是乳制品的主要出

口国 ,这两个国家都采用欧盟的 SCC 4 ×10
5个Πml以

下的规定。实际上许多国家还在考虑推行更高的标

准 (见表 1) 。新西兰正在考虑在全国实施 SCC 3 ×

10
5个Πml的标准 ,其目标要达到 SCC 2 ×10

5个Πml ,加

拿大目前采用的标准是 SCC 5 ×10
5个Πml ,但正在考

虑采用欧盟的 SCC 4 ×10
5个Πml的标准。

表 1 　欧盟部分国家优质原奶的细菌数、体细胞数标准

欧盟部分国家 细菌数 (CFUΠml) 体细胞数 (个Πml)

丹麦

芬兰

瑞典

法国

德国

希腊

荷兰

爱尔兰

意大利

挪威

西班牙

美国

< 3 ×104

< 5 ×104

< 5 ×104

< 5 ×104

< 1 ×105

< 5 ×104

< 1 ×105

< 5 ×104

< 6 ×104

< 2 ×104

< 1 ×105

< 5 ×104

< 310 ×105

< 215 ×105

< 215 ×105

< 210 ×105

< 410 ×105

< 210 ×105

< 410 ×105

< 215 ×105

< 310 ×105

< 213 ×105

< 410 ×105

< 115 ×105

　　欧盟是目前世界乳制品市场上的主要出口地之

一。20 世纪 90 年代 ,笔者曾受美国农业部之邀 ,参

加在美国举办的奶牛乳腺炎国际研讨会。会上 ,美

国业界人士对美国乳制品进不了欧盟市场颇有微

辞 ,原因是美国生产乳制品的原乳 SCC 标准是 715

×10
5个Πml ,达不到欧盟所规定的指标。为此 ,美国

不少学者和出口商都认为应该尽早修改有关 SCC

的国家标准。

日本同样有发达的奶牛业 ,对质量也有严格的

规定。日本北海道是该国最大的产乳区 ,北海道地

区所产牛奶的 SCC 普遍低于 2 ×10
5个Πml。这说明

北海道地区的奶牛场管理非常优秀 ,那里奶牛的乳

房非常健康 ,较少受到细菌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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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关 SCC问题的分析及经济损失情况

311 　SCC 超标的原因 　从国内奶牛生产暴露出来

的问题来看 ,造成 SCC 高的主要原因有 :牛群隐性

乳腺炎发病率高 ;奶牛乳房受到外伤 ,受细菌感染 ;

乳房乳头卫生条件较差 ;奶牛情绪不稳定 (受惊吓

等) ;季节性变化 ,夏季明显高于其他季节 ;奶牛体

质、营养状况及胎次带来的影响 ;挤奶设备情况与挤

奶操作的影响 ;挤奶设备的保养与维护不正常等。

312 　SCC 与乳腺受感染情况的相关性 　实验数据

表明 ,牛群 SCC 与受感染牛比例之间呈高度的正相

关 (见表 2) 。

表 2 　牛群 SCC与受感染牛比例的关系

体细胞数 (个Πml)
乳腺受感染牛的比例 ( %)

Penn 大学的研究 Cornell 大学的研究

0100～9190 ×104 6 5

1100 ×105～1199 ×105 17 12

2100 ×105～2199 ×105 34 33

3100 ×105～3199 ×105 45 38

4100 ×105～4199 ×105 51 58

5100 ×105～5199 ×105 67 53

6100 ×105 以上 　 79 61

313 　SCC与奶产量之间的相关性 　资料表明 ,SCC

与胎次也有紧密的相关性 ,SCC随胎次的增加、奶牛

产奶量的下降而增加 (见表 3) 。

表 3 　体细胞与胎次产量的关系

体细胞数
( ×1000Πml)

头胎
305 d 内产量下降 (kg)

第二胎
305 d 内产量下降 (kg)

100 91 182

200 182 364

400 273 545

800 364 727

1600 455 909

3200 545 1091

6400 636 1273

314 　对奶牛乳腺炎导致经济损失的评估 　研究表

明 ,53 %的奶牛每年至少发生一次乳腺炎。一头牛

感染乳腺炎造成的年损失约为1 500元 ,一个 100 头

泌乳牛的牧场 (头胎牛占 25 % ,SCC 超过 410 ×10
5

个Πml) ,一年仅产奶量损失就超过 10 万元。以此类

推 ,上海每年因乳腺炎的经济损失就高达2 500万元

以上。全国每年的总损失估计超过 60 亿人民币。

这还不包括因牛奶品质下降对乳品加工企业所造成

的损失。可见 ,乳腺炎特别是肉眼难以觉察的隐性

乳腺炎是奶牛场损失最为严重的疾病之一。

4 　国内控制 SCC的现状评估

根据以上所例举的相关数据推断 ,当下国内牛

场所产牛奶 SCC 超过 510 ×10
5个Πml的情况相当普

遍 ,隐性乳腺炎发病率居高不下。由于国家有关生

乳的最新质量标准迟迟未能出台 ,致使大部分乳业

公司对所收生奶的 SCC 没有要求。目前只有少数

几家乳业公司要求严格控制 SCC。上海从 2006 年 6

月 1 日起规定 ,在上海市范围内将 SCC 指标列入生

奶收购质量检测的强制性指标 ,并开始与价格挂钩。

体细胞数 ≤510 ×10
5个Πml ,每公斤奶提高 5 分钱 ,体

细胞数 > 715 ×10
5个Πml扣款。实践表明 ,运用价格

杠杆引导奶牛场提高质量 ,控制 SCC是有效的。

经过近 20 年的努力 ,上海的奶牛生产全部实现

了规模化经营 ,机械化挤奶。传统的散养户和收奶

站已不复存在 ,加工企业的奶槽车直接上门到奶牛

场收奶 ,规模经营和收奶方式的改变 ,为改善牛奶的

质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加上收奶实行与国际基本

接轨的按质论价办法 ,建立了第三方质量检测体系。

全市生奶的质量控制体系相对比较完善。然而同国

外先进水平相比 ,差距仍然存在。

从国内奶源质量的现状来看 ,总体情况是生产

集约化程度低 ,牛奶质量安全的隐患不可小视。规

模牛场的奶源质量相对较好 ,其次是奶牛生产小区 ,

质量相对最不稳定 ,最难控制的是散养户。因此要

解决生奶质量控制的问题 ,最有效的手段和途径 ,是

推进规模化养殖 ,促进粗放式散养向集约化养殖

转型。

5 　缩小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 ,创建适合中国国情

的优质牛奶生产服务体系

大量事实表明 ,中外牛奶产品的差异归根结底

是奶源质量的差异。中国奶业要与国际接轨 ,奶源

质量是重中之重。上海 2010 年要举办世博会 ,届时

将有7 000多万国内外来宾到沪参观旅游。为迎接

世博会的召开 ,上海奶业行业协会组织在上海市场

上销售乳制品的十多家大型乳品企业 ,开展“迎世博

乳品安全行动”。打算用 3 年左右时间 ,按照国际水

准 ,提升和完善整个牛奶产业链的质量控制体系 ,力

争使上海市场供应的乳制品达到国际质量水平。

2006 年 ,上海奶协还实施了优化奶源行动计

划 ,邀请美国奶源质量控制最好的纽约州优质牛奶

生产服务中心的 2 位专家 ,到上海讲课并赴牧场实

地指导。我们看到中美两国在奶牛场管理水平和牛

奶质量控制上存在明显的差距 (见表 4、5) 。我们借

鉴美国的先进理念和经验 ,制定了牛奶质量安全操

作规范 ,对全市奶牛场进行了广泛动员和专题技术

培训。与此同时 ,完善了全市按质论价体系 (在国内

省市一级率先将 SCC列入计价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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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美国奶牛场管理水平的评估

细菌总数 (CFUΠml) SCC(个Πml)

管理优秀的奶牛场 < 1 ×103 < 115 ×105

管理良好的奶牛场 < 5 ×103 < 210 ×105

管理需要改进的奶牛场 > 5 ×103 > 210 ×105

美国平均水平
纽约州

310 ×105

216 ×105

表 5 　美国纽约州6 800个奶牛场生奶微生物状况

细菌总数 (CFUΠml) 奶牛场构成比 ( %)

　< 110 ×104 50

110 ×104～215 ×104 27

215 ×104～510 ×104 11

510 ×104～110 ×105 8

> 110 ×105 4

　　对比美国的经验与做法 ,美国除了奶牛场人员

的素质较高以外 ,他们的优质牛奶服务体系是使牛

奶质量水平得以不断提高的重要因素。在美国 ,大

学教授以及实验室都是与生产第一线紧密结合的。

美国纽约州共有6 800个牛场 ,全州设立 4 个中心实

验室 ,配备相应的技术服务人员 ,面向基层奶牛场。

这些服务人员不少就是大学里的老师 ,他们既是研

究员 ,又是技术员 ;既是培训员 ,又是专业指导员。

他们定期走访问题奶牛场 ,提出改进管理建议 ,这已

形成制度。该州优质牛奶的生产服务涵盖对整个牧

场的全面评估。他们的实验室致力于乳腺炎的诊

断、鉴定、控制和治疗 ,随时可以为奶牛场提供检测

鉴定的服务。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我们应参考美国的经

验 ,充分利用和依托现有大专院校的实验室和畜牧

兽医实验室 ,配备相应的专业服务人员 ,对当地的奶

牛生产者 (从规模牛场开始)开展优质牛奶的生产服

务。当前最紧缺和急需的是 ,加快培训能够指导生

产的实用型技术人才 ,开展防治乳腺炎与挤奶机评

估、维护的服务。这应是有关大专院校人才培育的

一个切入点和努力方向。

中国奶业经过近几年的高速发展 ,现在正步入

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整个产业链的健康持续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质量标准体系的完善和消

费市场的培育与开拓 ,而牛奶质量的改善将增强大

家对牛奶及其他乳制品的信心。要让广大奶农深

知 ,只有养健康牛 ,才能产优质奶。关注 SCC 这一

指标 ,就是抓住了奶源质量管理的关键。从国内外

经验来看 ,完善的牧场管理是提高牛奶质量的根本。

健全、务实而高效的优质牛奶生产服务体系是改善

奶源质量的依托。更低的 SCC 必然带来更健康的

奶牛 ,更高的产量 ,更优品质的牛奶和更多的收益。
[收稿日期 :2007 - 12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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