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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制品企业利用 HACCP原理控制奶牛饲料 
中的黄曲霉毒素M1的探讨 

牛  佩, 庞  斌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山东有限公司) 

摘  要：近期, 我国乳制品企业纯牛奶抽检结果中, 某产品黄曲霉毒素 M1含量超出标准规定。由于黄曲霉毒

素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伤害, 所以乳制品企业加强控制黄曲霉毒素含量相当重要。本文通过介绍黄曲霉标准限

量、黄曲霉检测技术及乳制品企业对奶牛饲料中黄曲霉毒素 M1的控制措施, 旨在探讨如何利用 HACCP体系

更好地控制饲料中的黄曲霉毒素 M1, 确保乳制品的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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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国家质检总局对200种液体乳产品质量的

抽查结果。抽查发现某乳制品企业纯牛奶两种产品黄

曲霉毒素M1项目不符合标准的规定, 其中一批次产

品被检出黄曲霉毒素 M1 超标 140%。牛奶中出现黄

曲霉毒素 M1 的原因是饲料中黄曲霉毒素含量过高, 

这说明乳制品行业标准到牛奶源头, 再到企业质控, 

各个环节的漏洞连接在一起, 形成了危险的质量陷

阱, 不仅会危及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更会损害企业乃

至整个行业的信誉。本文旨在探讨乳制品企业通过建

立的 HACCP体系, 分析奶牛饲养和生鲜牛奶生产过

程中危害产生的原因, 制定简单易行的预防措施,确

定了关健控制点, 建立了控制措施和验证方案, 有效

的奶牛控制饲料安全, 使牛奶的卫生、安全质量达到

国家标准要求。 

1  黄曲霉毒素 M1 限量要求及我国现状 

1.1  黄曲霉毒素 M1  

黄曲霉毒素 M1 (AFM1)属于黄曲霉毒素, 是由

常见的黄曲霉菌和寄生曲霉菌产生的代谢产物, 在

湿热地区食品和饲料中出现黄曲霉毒素的机率最高。

物理化学性质相当稳定, 不被巴氏消毒法破坏。哺乳

类动物摄入被黄曲霉毒素 B1 污染的饲料或食品后,

通过羟基化作用转化成黄曲霉毒素 M1。黄曲霉毒素

M1 危害主要表现在致癌性和致突变性, 对人及动物

肝脏组织有破坏作用, 可导致肝癌甚至死亡。黄曲霉

毒素 M1 的毒性比黄曲霉毒素 B1 的要弱些, 但也差

不太多。 

1.2  黄曲霉毒素 M1 限量规定 

大多数政府机构都对人体和动物可摄入的黄曲

霉毒素量有严格的法规限制。很多国家已经对牛奶和乳

制品中的黄曲霉毒素M1含量有了明确的限量标准。 

1.3  我国饲料中黄曲霉毒素的现状 

现在大多奶牛饲养厂商一般都用谷物等来制作

饲料, 由于在谷物的生长、饲料加工、贮存、运输及

饲喂过程中, 霉菌都可能在其中生长并产生黄曲霉

菌毒素, 牛吃了带有黄曲霉毒素 B1 的饲料会转化成

黄曲霉毒素 M1, 从而产生带毒素的奶。据联合国粮

农组织(FAO)统计, 全世界每年谷物产量的 25%受到

霉菌毒素不同程度的污染。根据国内饲料及饲料原料

受霉菌毒素污染的调查来看, 目前我国全国各地的

饲料中含有黄曲霉毒素的现象很普遍, 各种饲料的

黄曲霉毒素检出率都高达 70%以上, 甚至部分饲料

中的黄曲霉毒素检出率达到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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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国家和地区乳及乳制品中黄曲霉毒素 M1 的限量标准 

国家/地区 产品 限量标准(μg/kg) 

中国 乳及乳制品 0.500 

美国 乳及乳制品 0.500 

日本 乳及乳制品 0.500 

俄罗斯 乳、干酪/酸乳制品、动植物脂肪 0.500 

欧盟 乳及乳制品 0.050 

法国 鲜乳 0.050 

德国 乳及乳制品 0.050 

瑞士 鲜乳 0.010 
 

2  乳制品企业借助 HACCP 体系控制饲料

中的黄曲霉毒素 M1 

2.1  乳及乳制品中黄曲霉毒素 M1 污染防控措施 

首先, 防止饲料原料及饲料受到黄曲霉的污染。
一方面, 要严格控制玉米、小麦麸皮等饲料原料中黄
曲霉毒素 B1 含量, 若原料受到污染, 应将受污染的
原料剔除, 并通过降解和去除技术减少黄曲霉毒素
B1 的含量; 另一方面, 在饲料加工和贮藏过程中, 
加强企业生产管理, 保证饲料加工、贮藏环境的干
燥、清洁和卫生, 防止黄曲霉的感染和黄曲霉毒素的
产生。 

其次, 严格控制原料乳中黄曲霉毒素 M1 的含
量。乳制品生产企业应严格按照国家质检总局的要求, 
加强原料乳黄曲霉毒素M1的检测, 确保原料乳及乳
制品的安全。为了保护消费者健康, 最大限度减少黄
曲霉毒素 M1的摄入量。 

2.2  黄曲霉毒素 M1 的检测方法及饲料脱毒处理 

根据国家标准 GB 5413.37—2010《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乳和乳制品中黄曲霉毒素 M1 的测定》规定, 

AFM1 的检测方法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建立在色谱

基础上的物理化学分析方法, 其中包括薄层色谱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以及近年来发展的质谱检测法等; 

另一类是可快速检测的免疫化学方法, 其中包括放

射免疫法和酶联免疫吸附法。这些检测方法所用仪器

都较高端, 检测方法成本高, 对于任何企业来说都是

巨大的成本。 

对于轻度污染的饲料原料, 经脱毒处理使毒素

含量符合卫生标准后可利用。近年来, 霉菌毒素脱毒

处理技术研究很多, 通过物理学、化学、微生物学的

方法, 可使产品中的霉菌毒素不同程度 地失活或除 

去。主要有挑选、水洗、溶剂提取、吸附、加热和辐

射等物理学脱毒方法, 采用氨、氢氧化钠、碳酸氢钠、
氢氧化钙等进行处理化学脱毒法, 筛选某些微 生物, 
利用其生物转化作用, 使霉菌毒素破坏或转变为低
毒物质的微生物脱毒法等。 

2.3  奶牛饲料危害分析   

根据工艺流程：饲料采购奶牛饲养→ 奶牛清洗

→挤奶→过滤→冷却→储存→运输→检验入奶罐 , 

分析生鲜乳生产中的危害, 制定预防措施。 

2.3.1  奶牛饲养: 从有资质的饲料生产厂家采购精

料补充饲料, 青绿、多汁饲料通过协议由农民种植, 

并监督其对农药的使用, 及时收购, 科学存储。 

2.3.2  饲料贮存: 仓库要通风、阴凉、干燥、清洁没

有霉积料, 其次堆入要规范, 应与窗、壁保持一定的

距离, 贮存时间长的话还要定期翻动通风。再次是防

霉剂的使用。应制定饲料管理规程, 对使用的防霉剂

及具体的办法加以规定, 加强饲料储存的管理。 

2.4 确定关键控制点, 制定 HACCP 计划 

在奶牛的饲养过程中, 不合格的饲料、抗生素等

药物的使用, 都会对奶源造成污染。应采取措施确保

饲料的来源、组成明确, 无污染。饲料中添加物的种

类和使用量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做好奶牛防疫工

作, 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奶牛饲养环节应控制生奶中

亚硝酸盐和黄曲霉毒素的含量, 要为这 2个指标设定

关键限值。制定严格的饲料标准, 对饲料的来源、指

标进行详细记录和检验, 尤其是饲料中黄曲霉毒素

必须低于关键限值, 严禁用发霉、变质的饲料喂养奶

牛。要保证奶牛饮水槽的清洁并定时更新。当超出关

键限值时, 立即按照 HACCP 计划采取有效措施, 查

找、分析事故原因, 作相关追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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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奶牛饲料危害分析表 

步骤 确定潜在危害 
是否对动

物有影响 
是否对人

有影响 

危害的

显著性

(是/否)

对潜在的危害判断提出

依据 
应用什么预防措施来 
防止显著危害 

这步是

CCP吗？
(是/否)

奶牛 
饲养 

生物的 : 霉菌、黄
曲霉毒素 B1(饲料) 
化学的: 农药残 
留、抗生素残留 
物理的: 无 

是 是 是 

饲养的原料带入黄曲霉

等致病菌 ; 人食用病菌
奶可感染患病 ; 饮用抗
生素残留的奶影响身体

健康 

饲料供应商供应合格的原料, 质
检员严格按照饲料原料质量标

准进行检验, 检验合格后方可接
收入库, 饲料的添加物种类和使
用量要符合国家规定。 

是 

饲料 
贮存 

生物的 : 霉菌、黄
曲霉毒素 B1 
化学的: 无 
无物理的: 无 

是 是 否 
原料在贮存过程中管理

不好会发生 
按仓库管理规程操作 否 

 

 
表 3  奶牛饲养 HACCP 计划表 

(4) (5) (6) (7) 
监控 

(1) 
关键 
控制点 
(CCP) 

(2) 
显著 
危害 

(3) 
关键 
限值 对象 方法 频率 人员 

(8) 
纠偏行动 

(9) 
记录 

(10) 
验证 

奶牛 
饲养 

霉菌、黄曲

霉 毒 素

B1(饲料)、
抗生素、农

药残留 

饲料安

全合格

证明, 
病牛隔

离记录 

饲料质量及

供应商每批

提供合格证

明 ,病牛隔
离记 

视察、审

阅阅读 
每批

饲料验收

人员、奶

站 巡 查

员 , 奶站
站长 

拒收不合格

的饲料、拒收

含有抗生素

的牛奶 ,对奶
农进行培训; 
监督喂养 

饲料检测报

告单、病牛隔

离记录 

每批次由品控

主管核查 , 每
年送官方检测

机构检验, 每日
审核隔离记录, 
每季对饲进行

监督检测。 

 
3  结  语 

乳及乳制品中 AFM1 的污染控制是食品卫生工
作的重要环节, 本文将 HACCP体系应用到奶源饲料
AFM1 控制中 , 通过危害分析 , 得出原料乳饲料
AFM1 的关键控制点, 并确定了奶源饲料的 HACCP
计划, 可以对奶牛饲养过程进行有效的质量监控, 并
及时进行纠偏, 确保 AFM1控制在限量要求内。在借
助 HACCP体系的基础上, 还需加大食品卫生宣传和
食品安全检测力度, 加强乳及乳制品生产企业品质
管理, 对牛乳中 AFM1 以及食品和饲料中 AFB1 实
行持续监控, 减轻对人体的危害, 并不断地改进检测
方法和缩短检测时间,保证企业对乳产品质量提前把
关、提前预防, 以提高乳及乳产品的质量, 保证向消
费者提供营养安全的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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