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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蛋表面细菌污染及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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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检测养殖场的禽蛋受细菌污染的情况, 调查分析禽蛋表面细菌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方法  根据

GB 4789.2-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微生物学检验菌落总数测定对饲养场的蛋壳表面、饲料、垫草中的细菌菌

落总数进行测定, 采用沉降法测定饲养场空气中的细菌数, 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饲养场鸡蛋和鸭蛋表面的细

菌菌落总数分别达到 4~6和 6~7个数量级, 且饲养场的空气、饲料以及垫草中的细菌数越多, 从蛋壳表面检测出

来的细菌数也越多。结论  养殖场的禽蛋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细菌污染, 且饲养场的空气、饲料、垫草是造成禽蛋

表面细菌污染的主要原因, 禽蛋生产过程中卫生管理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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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ct the bacteria contamination of eggs from feedlot and analyze the major 

effect factors. Methods  The aerobic bacterial count of eggshell, feed and litter from feedlot was measured by 

GB 4789.2-2010, and the bacterial count in the air was measured by settlement method.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applied. Results  The aerobic bacterial count of eggshell from poultry farm and duck farm was 4~6 and 6~7 

orders of magnitude, respectively. The bacterial count from eggshell increased with the air, feed and litter. 

Conclusion  The eggs from feedlot have been varying degrees of bacteria pollution, and the bacterial 

contamination on the surface of the eggshells was mainly caused by the quality of the air, feed and litter in 

feed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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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中国是禽蛋生产和消费的大国, 蛋品资源比较

丰富, 其中鸡蛋和鸭蛋在我国食品消费中占重要地

位。目前人们主要从农贸市场和超市购买鸡蛋和鸭蛋, 

而这些蛋品又分别来自于不同的饲养场。由于饲养环

境、管理等条件的差异, 各饲养场向市场提供的蛋品

卫生状况参差不齐。蛋壳表面的粪便、羽毛和其他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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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往往带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微生物, 这些

微生物侵入蛋内会严重影响鸡蛋的品质, 一旦被消

费者食用, 会对身体造成极大的危害[1-3]。研究蛋品

表面细菌的污染程度, 可以为分析判断鲜蛋的安全

性提供良好的依据, 并能比较全面的了解不同饲养

场鲜蛋的卫生条件状况, 在禽蛋销售流入市场前适

当采用洁蛋措施把握鲜蛋产品的食品安全性[4-7]。 

本试验分别检测了不同养鸡场和养鸭场鲜蛋蛋

壳表面的细菌菌落总数, 又根据饲养场的差异分别

检测了鸡场空气中以及饲料的细菌菌落总数、鸭场饲

料和鸭棚垫草中的细菌菌落总数, 分析各因素对禽

蛋表面细菌污染情况的影响, 为禽蛋贮藏保鲜及产

品的标准化提供科学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与仪器 

2.1.1  材  料 

鲜蛋: 参照 2013年国家“兽药残留抽样检测技术

操作要点”的抽样办法, 从湖南省长沙、常德、岳阳、

益阳等地的 8 个鸡场、5 个鸭场随机抽取新鲜禽蛋, 

分别采集 40~50枚。采集时戴无菌手套, 将抽取的每

枚样品蛋分别装入无菌采样袋中, 密封, 编号, 及时

送回实验室置于 4 ℃冰箱保藏[8.9]。 

饲料和垫草: 采用随机布点取样法, 分别从养

殖场内采集饲料和垫草置无菌采样袋中, 制备混合

样, 备用。 

2.1.2  培养基 

PCA培养基(广州环凯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1.3  主要仪器 

SW-CJ-1F 净化工作台(上海新苗医疗器械制造

有限公司); LRH-250 智能生化培养箱(上海飞跃实验

仪器有限公司); LDZX-50KBS 立式压力蒸汽灭菌锅

(上海申安医疗器械厂); SB-5200DT超声波清洗机(宁

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P-100D 电子天平

(湘仪天平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2.2  方  法 

2.2.1  禽蛋壳表面细菌菌落总数计数 

加入 100 mL无菌生理盐水至装有禽蛋样品的无

菌采样袋中, 置于超声波清洗器中震荡 50 s, 得到的

洗蛋液即为 1:100的样品稀释液, 随后 10倍梯度稀释, 

取稀释倍数为 10-3、10-4、10-5的鸡蛋样品匀液和 10-4、

10-5、10-6的鸭蛋样品匀液, 按照《食品卫生微生物学

检验菌落总数测定》GB 4789.2-2010中的平板计数法

进行菌落总数计数, 最后取各组检测样品菌落总数

的平均值, 以 x ±s lg cfu/蛋壳报告结果。 

2.2.2 饲料、垫草中的细菌菌落总数的检测 

分别称取饲料或垫草混合样品 25 g 于盛有 225 

mL 无菌生理盐水的三角瓶(含玻璃珠)内, 振摇 15 

min, 制成 1:10 的样品匀液。随后 10 倍梯度稀释, 

取 10-4、10-5、10-6的饲料样品匀液和 10-7、10-8、10-9

的垫草样品匀液, 采用 GB 4789.2-2010 中的平板计

数法进行菌落总数计数, 最后取各组检测样品菌落

总数的平均值, 以 x ±s lg cfu/蛋壳样品报告结果。 

2.2.3 空气中微生物的检测方法 

将 PCA 平板按对角线取样法放置养殖场内, 暴

露于空气中 5 min后, 盖好培养皿盖, 立即带回实验

室, 倒置在 37 ℃恒温培养箱内培养 48 h。根据奥梅

梁斯基算法来推算单位体积空气中所含的细菌数
[10]。每m3空气所含细菌数=(n×100×100)/π×r2, 其中, n

为培养皿上的菌落数, r为培养皿内表面半径(cm)。最

后的数据结果以 cfu/m3报告。 

2.3  数据统计与分析 

利用 Excel 2007对试验的数据进行处理。 

3  结果与分析 

3.1  禽蛋蛋壳表面的带菌检测情况 

8个养鸡场、5个养鸭场样品蛋的细菌菌落总数

检测结果如表 1所示, 鸡蛋壳的细菌菌落总数在 4个

数量级以上, 其中第 3组鸡蛋蛋壳表面菌落总数达到

了 6个数量级, 5个鸭场蛋壳表面细菌菌落总数在 6~7

个数量级范围。鸭蛋蛋壳的菌落总数均多于鸡蛋蛋壳

的菌落总数, 这是由于饲养方式及条件的差异造成

的, 样品鸡蛋采自规模化养鸡场, 有规范管理的措施, 

消毒及时的制度, 卫生状况良好; 样品鸭蛋来自水域

放养和集中圈养相结合的养殖场, 产蛋多在潮湿、粪

便污染较严重的鸭棚内, 这使得鸭蛋品更容易受到

细菌污染。 

3.2  不同养鸡场蛋壳细菌污染的影响因素检测

结果 

3.2.1  鸡场空气中的微生物对蛋壳表面微生物的影响 

随机选取 3 个鸡场, 根据 2.2 中的方法测定鸡场

空气中和鸡蛋蛋壳的细菌菌落总数, 结果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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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禽蛋壳的带菌检测情况 
Table 1  The total number of bacterial colonies on eggshell of different hennery 

鸡蛋样品 菌落总数对数值±标准差( x ±s lg cfu/蛋壳) 鸭蛋样品 菌落总数对数值±标准差( x ±s lg cfu/蛋壳) 

1 4.85±0.53 1 7.02±0.34 

2 4.87±0.14 2 7.49±0.34 

3 6.33±0.15 3 6.80±0.38 

4 4.23±0.78 4 6.23±0.78 

5 4.36±0.38 5 6.63±0.45 

6 5.24±0.65   

7 4.83±0.67   

8 4.55±0.35   

 

 

图 1  不同鸡场的空气中与蛋壳表面的细菌菌落总数 

Fig. 1  The total number of bacterial colonies from eggshell 
and air of different hennery 

 
由图 1 可知, 1 号鸡场较洁净, 空气中和蛋壳表

面的细菌菌落总数(以 log10n 表示, x ±s, 以下同)分

别为 4.11±0.36 lg cfu/m3和 4.05±0.26 lg cfu/个蛋壳; 3

号鸡场卫生条件状况最差, 有较多灰尘, 异味、鸡粪

未进行妥善处理, 鸡场空气中的细菌菌落总数达到

了 4.96±0.04 lg cfu/m3, 此时鸡场蛋壳表面的细菌菌

落总数为 4.83±0.67 lg cfu/个蛋壳, 这说明鸡场的环

境能影响鸡蛋壳表面的细菌菌落总数, 鸡场越洁净, 

空气中的细菌菌落总数就越少, 鸡蛋被污染的程度

就越低。 

3.2.2  鸡场饲料中的微生物对蛋壳表面微生物的影响 

随机选取 3个鸡场, 根据 2.2中的方法测定鸡场

饲料和鸡蛋蛋壳的细菌菌落总数, 结果如图 2所示。 

由图2可知, 鸡场饲养的饲料与蛋壳表面的细菌

菌落总数有一定的相关性, 饲料中的细菌菌落总数

越多, 蛋壳表面检测出来的细菌菌落总数也就越多。

1 号鸡场饲料中的细菌菌落总数最少, 为 5.19±0.19 

lg cfu/g, 此时蛋壳的细菌菌落总数为 4.05±0.26 lg 

cfu/个蛋壳, 3号鸡场饲料中的细菌菌落总数最多, 为

5.89±0.20 lg cfu/g, 对应的蛋壳的细菌菌落总数也增

多了, 为 4.55±0.35 lg cfu/个蛋壳。 

 

图 2  不同鸡场的饲料中与蛋壳表面的细菌菌落总数 

Fig. 2  The total number of bacterial colonies from eggshell 
and feed of different hennery 

 

3.3  不同养鸭场蛋壳细菌污染的影响因素 

随机选取 4个鸭场, 根据 2.2中的方法测定鸭场

饲料、垫草和鸭蛋蛋壳的细菌菌落总数, 结果如图 3

所示。 

由图3可知, 鸭场中饲料和垫草的污染程度影响

了蛋品的品质, 2 号鸭场的鸭蛋壳的菌落数最多, 为

7.49±0.34 lg cfu/个蛋壳, 此时饲料和垫草中的菌落

数分别为 6.83±0.18 lg cfu/g和 10.31±0.15 lg cfu/g, 4

号鸭场的鸭蛋蛋壳菌落数最少, 为 6.23±0.78 lg cfu/

个蛋壳, 此时饲料和垫草的菌落数分别为 5.42±0.17 

lg cfu/g和 8.78±0.95 lg cfu/g。图 3可以看出, 饲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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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养鸭场的饲料、垫草与蛋壳表面的细菌菌落总数 

Fig. 3  The total number of bacterial colonies from eggshell, litter and feed of different duckery 

 
垫草中的菌落数越多, 蛋壳表面检测出来的菌落数

也越多, 饲料和垫草是蛋品受细菌污染的重要影响

因素, 应该严格控制其质量及微生物污染程度。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养殖场抽样检测的 12批次禽蛋都受到

了不同程度细菌污染, 蛋壳表面的菌落总数达到 4~7

个数量级, 带菌率为 100%, 鸭蛋带菌数在 6 个数量

级以上, 高于鸡蛋带菌数; 蛋壳表面的菌落总数与同

一环境中饲料、垫草及空气的菌落总数呈正相关性。

蛋壳表面的菌落总数标志着蛋壳被污染的程度, 由

于污染蛋壳表面的细菌可以通过渗透侵入蛋内, 导

致蛋内容物细菌污染, 因此此项指标可以预测鲜蛋

的贮存期。蛋壳表面菌落总数越多, 鲜蛋的耐藏性就

越差, 贮藏过程中发生腐败变质的可能性就越大。 

尽管家禽健康状况较差时, 生殖器官的抗菌能

力减弱, 来自肠道或肛门中的细菌可通过卵巢污染

鸡蛋, 鸡蛋经泄殖腔产出时, 会受到排泄物中细菌的

污染, 但正常健康家禽产下的蛋, 很少有微生物存在, 

这是因为蛋壳外表层有一种由输卵管腺体分泌的透

明黏质蛋白质形成的以白垩有机物或香脂类为主的

无机物, 是一层具有防止水分丧失和细菌侵袭能力

的蛋白质保护膜, 然而, 这种保护功能随着鸡蛋贮存

时间的延长和环境因素影响而逐渐下降, 导致环境

微生物在鸡蛋表面生长繁殖, 随着蛋壳表面微生物

数量增多, 蛋壳微生物渗透侵入造成蛋内容物污染

的风险加大[11,12]。污染鸡蛋表面的致病菌可侵入蛋内

产生各种有毒有害物质, 引起食物中毒对人体健康

带来危害; 更为常见的是非致病菌的侵入可改变蛋

内容物的结构形态, 使蛋内的主要营养成分发生分

解, 使蛋白变稀、系带液化断裂、蛋黄膜失去弹性而

破裂、蛋黄与蛋白相混、色泽变黑、产生大量的臭味

物质等, 鸡蛋既降低或失去了食用价值, 也失去了作

为相关食品加工业原辅料的应用意义。为此, 人们采

取物理化学方法, 在禽蛋上市前进行清洗、消毒、涂

膜等洁蛋保鲜处理或采取低温贮藏方式[13-18], 努力

控制蛋壳表面微生物数量, 减少细菌污染所造成的

损失。 

蛋壳表面细菌来源广泛, 除家禽健康状况较差、

禽蛋产出过程会受到细菌的污染外; 禽蛋在贮藏和

销售环节也会受到微生物的污染。本研究结果及研究

报道表明饲养方式及饲养场地环境(如土壤、粪便、

垫草、饲料、空气等)的卫生状况是造成蛋壳表面细

菌污染的重要原因[19,20], 因此认为应改善饲养条件, 

进行规模化、机械化饲养; 制定规范管理制度、及时

对饲养场里的粪便、病禽等进行清理, 保证饲养场的

洁净; 饲养人员进行消毒处理后才能进入饲养场, 以

防带入外源污染; 生产中应在产蛋后尽早捡蛋, 尽量

保持鲜蛋清洁、干燥、防止粪便污染以及交叉污染。

只有在加强生产过程中卫生管理的基础上, 进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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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禽蛋的洁蛋保鲜处理, 才能有效地提高食用鲜蛋

的品质, 保证蛋品的卫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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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酒质量与品质安全”专题征稿 
 
 

饮料酒(白酒、啤酒、黄酒、葡萄酒、果露酒)工业是我国食品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人民物质生活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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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潮流与时尚。 

自 2007年开展“中国白酒 169计划”以来, 饮料酒行业的科学研究与技术进步取得了众多令人瞩目的成就, 

白酒品质进一步提升, 机械化在白酒行业得到应用; 黄酒普遍采用大罐发酵技术; 啤酒、葡萄酒质量日益提

升。然而, 近年来的塑化剂风波、勾兑门、农残门、年份门、致癌门等诸多事件或多或少地困扰着酒业发展, 饮

料酒质量与品质安全问题越来越得到社会和广大消费者的关注。 

鉴于此, 本刊特别策划了“饮料酒质量与品质安全”专题, 由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徐岩 教授 和 范文

来 研究员 共同担任专题主编, 围绕 饮料酒产业发展现状、饮料酒加工过程中质量控制与品质安全管理、饮

料酒质量检测标准、饮料酒中内源性与外源性有毒有害物质的检测方法、饮料酒包装材料等或您认为本领域

有意义 的问题展开讨论, 计划在 2015年 8月出版。 

鉴于您在该领域的成就, 本刊编辑部及 徐岩 教授 和 范文来 研究员 特邀请您为本专题撰写稿件, 以

期进一步提升该专题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综述、实验报告、研究论文均可, 请在 2015年 7月 25日前通过

网站或 E-mail投稿。我们将快速处理并优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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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tougao@chinafood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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