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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广东省乳制品食品安全状况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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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 2018 年广东省乳制品的食品安全状况。方法  在广东省内抽检 612 批次不同样品类别的

乳制品, 根据相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法律法规对检验结果进行判定。结果  2018 年广东省乳制品的合格

率为 98.53%; 不同抽样环节的不合格率无显著差异(χ2＝0.517, P＝0.472); 共检出含乳冷冻饮品, 婴幼儿谷类

辅助食品, 含乳糖果、巧克力及巧克力制品, 含乳糕点和含乳饮料 5 个样品类别存在不合格情况, 其他样品类

别未检出不合格, 含乳冷冻饮品的不合格率较高; 不合格项目为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的镉项目风险监测, 问题发现率 24.24%。结论  广东省乳制品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较好, 主要存在微生物污染

问题, 冷冻饮品的质量安全控制仍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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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results of food safety status of dairy produc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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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food safety status of dairy produc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Methods 

Six hundred and twelve batches of dairy products of different sample types were sampled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test results were judged according to the corresponding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s or laws and 

regulations. Results  In 2018, the pass rate of dairy produc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was 98.53%.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ate of unqualified samples in different sampling sessions (χ2＝0.517, P＝0.472). A total 

of 5 sample types including milk-containing frozen drinks, cereal supplements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including milk confectionery, chocolate and chocolate products, dairy cakes and milk-containing beverages were 

unqualified, and other sample categories were not detected as unqualified. The unqualified rate of frozen drinks was 

higher. The unqualified items were total number of colonies and coliforms. The risk of cadmium in infant cereal 

supplements was monitored, and the problem detection rate was 24.24%. Conclusion  The safety status of dairy 

produc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s generally good, there are mainly microbial contamination problems, and the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of frozen drinks still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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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乳制品富含各种营养成分, 适量奶制品对心脏有保护

作用[1], 且目前乳制品企业陆续通过添加益生菌和益生元多

糖等方式提高乳制品的功效, 乳制品呈向功能性乳制品发

展的趋势[2,3], 逐渐成为群众营养补充品的重要选择。根据中

国奶业协会行业发展部的《2017 年度奶业贸易分析报告》

结果分析[4], 我国群众对乳制品的日常需求量大, 消费量高, 

年人均消费量达到 34.9 kg。虽然群众对乳制品的需求量和

关注度高, 但整体对乳制品的安全现状评价不高[57]。2008

年三鹿奶粉三聚氰胺食品安全事故后, 我国持续加大对乳

制品企业的监管力度, 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标

准制度[8], 且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 2018 年

重点抽检[9]的644家生产企业中有50家乳制品企业, 我国乳

制品的整体质量安全状况呈稳中向好的形势。 

为进一步保障乳制品的质量安全, 及时发现和消除食

品安全隐患, 原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于 2018 年

7 月~11 月对全省各市 158 家乳制品生产企业进行抽样检测, 

通过开展乳制品专项抽样检验工作, 了解广东省内乳制品

的食品安全状况, 为乳制品的质量监管提供科学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调查对象及分类 

2018 年 7 月~11 月, 广东省食品检验所依照省局的抽

样检验工作方案的部署和要求, 对省内婴幼儿配方乳粉、 

特殊膳食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含乳食品、乳制品完成

抽样检验工作。本次抽检任务共计抽检 612 批次, 抽检范

围覆盖广东省 20 个地级市的 158 家生产企业, 涉及高、较

高、一般 3 个食品安全风险等级, 2 个抽样环节和 13 个样

品类别, 分别为特殊膳食食品(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辅助

营养补充品)、乳制品(灭菌乳、巴氏杀菌乳、调制乳、发

酵乳)、婴幼儿配方食品(婴儿配方食品、较大婴儿和幼儿

配方食品)和含乳食品(含乳糖果、巧克力及巧克力制品、

含乳糕点、含乳冷冻饮品、含乳饮料)。 

2.2  检测项目和检测依据 

各个样品类别根据不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设有不

同的检验项目, 共涉及微生物、重金属、食品添加剂等 104

项检验项目。以表 1 中的法律法规或标准对结果进行判定, 

当检验项目的结果全部符合相应依据的法律法规或标准要

求时, 判为合格样品; 当检验项目有不符合相应的法律法

规或标准要求的, 判为不合格样品。若被检产品明示标准

和质量要求高于该要求时, 按被检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

求判定。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中镉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联合发布

的临时限量值[10](镉≤0.06 mg/kg)为判定依据, 结果值大

于 0.06 mg/kg, 即判为问题样品。 

2.3  质量控制措施 

为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实验人员严格控制实验过程中

的外部污染和过程损失, 采用平行双样、标准物质法、样品

复测、加标回收实验、仪器比对等手段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表 1  检测依据 
Table 1  Test basis 

样品种类 依据法律法规或标准 

含乳冷冻饮品; 含乳饮料 

GB 2760-2014[11]; GB 2762-2017[12]; GB 29921-2013[13]; GB 2759-2015[14]; GB 7101-2015[15]; 
卫生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10 号[16]; 食品 

整治办(2009)5 号[17]; 产品明示标准及质量要求 

含乳糕点 
GB 2760-2014[11]; GB 7099-2015[18]; GB 29921-2013[13]; 卫生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

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10 号[16]; 食品整治办(2009)5 号[17] 

含乳糖果、巧克力及巧克力制品; 含乳饼干 
GB 2760-2014[11]; GB 2761-2017[19]; GB 17399-2016[20]; 卫生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

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10 号[16]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辅助营养补充品 GB 2761-2017[19]; GB 2762-2017[12]; GB 10769-2010[21]; GB 22570-2014[22] 

灭菌乳; 巴氏杀菌乳; 调制乳; 发酵乳 

GB 2761-2017[19]; GB 2762-2017[12]; GB 25190-2010[23]; GB 19645-2010[24]; GB 
25191-2010[25]; GB 19302-2010[26]; 卫生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工商总局质检 

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10 号[16] 

婴儿配方食品; 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 
GB 2761-2017[19]; GB 2762-2017[12]; GB 10765-2010[27]; GB 10767-2010[28]; 卫生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农业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10 号[16]; 产品明示标准及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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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统计分析 

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10 软件对结果进行数据统计

分析, 分析数据的最大值、不合格率、问题发现率等, 并

对不合格率的差异性进行两两比较的 χ2 检验,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与分析 

3.1  总体情况 

2018年乳制品专项完成检验样品 612批次, 检出不合

格样品 9 批次, 不合格项次 11 项次, 总体合格率为 98.53% 

(603/612)。检验项目涉及微生物、重金属、食品添加剂等

104 项, 共计检验 8679 项次, 不合格项目为菌落总数和大

肠菌群, 不合格率分别为 0.92%和 1.49%。含乳冷冻饮品的

微生物污染情况较为突出, 不合格 5 批次, 占不合格样品

总数的 55.56%(5/9)。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中镉的风险监测, 

问题发现率 24.24% (8/33)。 

3.2  不同抽样环节的检测结果 

本次乳制品专项的抽样环节涉及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

抽样环节主要为生产环节, 共抽检 599 批次, 不合格 8 批次; 

流通环节共抽检 13 批次, 不合格 1 批次, 流通环节的不合格

率高于生产环节, 各抽样环节的具体抽检结果情况见表 2。 

对不同抽样环节的抽检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经卡

方检验发现, 两者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517, P

＝0.472)。不合格产品的产生和不同的抽样环节之间无显

著差异, 在生产环节中发现不合格产品可考虑跟生产企业

的生产环境控制不到位有关, 另外产品不当的运输方式也

可造成产品微生物项目不合格等情况。 

 
表 2  各抽样环节的抽检结果情况 

Table 2  Sampling results of each sampling session 

抽样环节 样品批次 合格样品批次 
不合格 

样品批次 
不合格率/%

生产环节 599 591 8 1.34 

流通环节 13 12 1 7.69* 

合计 612 603 9 1.47 

注: “*”: 流通环节的样本量较少, 统计结果不具代表性。 

 

3.3  不同样品类别的检测结果 

本次乳制品专项共抽检 612 批次样品, 涉及 13 个样

品类别, 共发现 5 个样品类别存在不合格样品情况。含乳

冷冻饮品的不合格率最高, 按样品类别的不合格率从高到

低排序, 依次为含乳冷冻饮品(6.25%),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

品(2.56%), 含乳糖果、巧克力及巧克力制品(1.01%), 含乳

糕点(1.00%), 含乳饮料(0.72%), 其他样品类别未检出不

合格。各样品类别的抽检结果情况详见表 3。 

3.4  不合格项目的检测结果 

2018 年广东省乳制品专项共发现不合格 11 项次, 不

合格项目为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 其中大肠菌群检出 7 项

次, 占总项次 63.64%(7/11)(见表 4)。含乳冷冻饮品的大肠

菌群不合格问题较为突出 , 占大肠菌群不合格总项次

71.43%(5/7)。其中, 菌落总数最大检测值 8900 CFU/g, 是

最大允许限量的 0.89 倍; 大肠菌群的最大检测值 2100 

CFU/g, 是最大允许限的 21 倍。 

 
 

表 3  各样品类别的抽检结果情况 
Table 3  Sampling results of each sample category 

样品类别 样品批次 不合格样品批次 不合格率/% 不合格项目 

含乳冷冻饮品 80 5 6.25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39 1 2.56 菌落总数 

含乳糖果、巧克力及巧克力制品 99 1 1.01 大肠菌群 

含乳糕点 100 1 1.00 大肠菌群 

含乳饮料 138 1 0.72 菌落总数 

 
 

表 4  不合格项目情况统计表 
Table 4  Statistics of unqualified items 

检验项目 样品批次 不合格样品批次 不合格率/% 样品类别 

菌落总数 434 4 0.92 含乳冷冻饮品(2 批次), 含乳饮料,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大肠菌群 470 7 1.49 含乳冷冻饮品(5 批次), 含乳糕点, 含乳糖果、巧克力及巧克力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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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均为微生物卫生指标菌, 是用

以判定食品被细菌污染的程度, 反映食品的新鲜程度和卫

生状况的重要微生物指标之一。食品的菌落总数或大肠菌

群严重超标, 意味着其产品的卫生状况达不到基本的卫生

要求, 将会破坏食品的营养成分, 加速食品的腐败变质, 

使食品失去食用价值。消费者食用菌落总数或大肠菌群超

标的食品可能会引起急性中毒、呕吐、腹泻等症状, 对人

体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29,30]。 

本次乳制品专项结果发现微生物超标是乳制品质量

的突出问题。造成乳制品微生物超标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

种: (1) 生产企业生产环境及卫生条件不满足生产要求, 空

气洁净度不达标, 生产人员操作不卫生; (2) 使用受污染的

原辅料, 产品贮存及运输环节控制不力引入微生物污染; 

(3) 乳制品产品在流通环节受到了二次污染, 如拆分销售产

品时销售工人的操作不严谨规范, 未按要求放置产品等。 

3.5  问题项目的检测结果 

依据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中镉的临时限量值(镉 ≤

0.06 mg/kg), 对 33 批次的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进行镉项目的

风险监测, 检出 8 批次样品超标, 问题发现率 24.24%(8/33), 3

批次样品的检测值略低于限量值, 其余样品的镉含量均处于

较低水平。33 批次样品镉含量的检测值情况见图 1。 

 

 
 

图 1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中镉含量情况 

Fig.1  Cadmium content in infant and cereals supplementary foods 
 

问题样品均为揭阳市某食品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21

日以前生产的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该单位被抽检 10 批次, 

其中 8 批次检出镉含量超出临时限值 , 检测值范围为

0.095~0.011 mg/kg, 问题发现率 80.00%(8/10)。镉广泛存在

于环境中, 容易在动植物体内富集,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的镉污染问题提示产品的原辅料大米和大豆等谷类原料可

能富含镉, 企业应该严格控制原材料的质量。 

同时依据《2015 年食品安全抽检检测项目参考值》(镉

≤0.14 mg/kg)作参考评价, 对不同生产日期的样品进行统

计分析, 具体结果见表 5。结果表明, 生产日期在 2018 年

6 月 21 日以后的样品合格率 100%, 且生产日期在 2018 年

6 月 21 日以前的样品也均未超过 0.14 mg/kg。对不同评价

指标的抽检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经 Fisher 确切概率双侧

检验发现, 两者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5), 即可

认为不同的评价指标跟样品的问题发现率之间有关系。数

据统计表明新的规定实施后, 企业自发性地加大了原材料

的控制力度, 镉含量总体处于较低水平, 婴幼儿谷类辅助

食品质量提升[31]。 

3.6  含乳冷冻饮品的食品安全情况 

本次专项抽检含乳冷冻饮品的合格率为 93.75% 

(75/80), 占不合格样品总数的 55.56%(5/9), 其中菌落总数

不 合 格 率 为 2.50%(2/80), 大 肠 菌 群 不 合 格 率 为

6.25%(5/80)(见图 2)。根据冷冻饮品的抽检结果发现不合格

样品为冰棍和雪糕, 且存在同一个样品两个项目均不合格

的情况, 含乳冷冻饮品的微生物污染情况较为突出。 

 
 

 
 

图 2  含乳冷冻饮品检验情况 

Fig.2  Inspection of milk-containing frozen drinks 
 

表 5  新规定实施前后镉的检测结果 
Table 5  Test results of cadmium before and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new regulations 

生产日期 样品批次 检测值范围/(mg/kg) 评价指标/(mg/kg) 问题样品批次 问题发现率/%

20180621 以前 18 未检出~0.11 
0.06 8 44.44 

0.14 0 0 

20180621 以后 15 未检出~0.010 
0.06 0 0 

0.14 0 0 

合计 33 未检出~0.11 0.06 8 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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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2018 全年[32]、河南省 2018 第四季度[33]和四

川省 2018 年第四季度[34]的食品监督抽检结果显示, 冷冻

饮品的合格率分别为 94.93%、92.90%和 94.22%, 冷冻饮

品的合格率较其他食品种类的合格率较低(见图 3)。本次专

项中含乳冷冻饮品的结果与其他省份冷冻饮品的结果较为

相近, 冷冻饮品的食品安全状况需更大力度的监督。 

 

 
 

图 3  各省份冷冻饮品抽检的合格率 

Fig.3  Qualification rate of frozen drinks in each province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2015~2016 年的监督抽

检中冷冻饮品的抽检合格率[35,36]分别为 94.1%和 94.3%, 

且冷冻饮品的不合格项目 85%以上为微生物项目不合格。

此次 2018 年广东省乳制品专项结果表示, 广东省内含乳

冷冻饮品微生物污染情况较全国统计数据的合格率略低, 

且不合格项目 100%为微生物项目, 大肠菌群不合格情况

较严重。 

4  结论与讨论 

近几年冷冻饮品的食品安全状况趋于稳定, 但总体

表现为微生物污染情况较为突出。含乳冷冻饮品的生产工

艺从配料后立即杀菌, 到均质、冷却、老化、凝冻、成型、

包装等一系列复杂的工艺, 都对冷冻饮品的生产环境、运

输和储存条件有着更高的要求。控制冷冻饮品的微生物污

染问题是提高冷冻饮品质量安全的主要因素[37,38], 而冷链

物流是乳制品质量安全的保证。冷链物流最重要的是冷藏

设施, 如冷藏柜、冷藏车、冷藏库等。然而, 购置冷藏设

施的费用, 冷藏设施需要耗费的电力或车油, 负责定期对

温度进行监控的人手或设备等成本, 都使得冷链物流相较

于其他普通物流的成本大幅提高。为了降低投入成本, 可

能存在部分企业未做到全方位有效的冷链, 从而导致冷链

断链, 造成产品的质量难以得到保障[39,40]。有问题的产品

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安全, 进而对企业的形象和经济造成损

失。因此, 建议冷冻饮品的相关生产企业积极推动冷链物

流的建设, 建立合理科学的冷链物流预警模型, 实现可行

的实时监控和及时预警[41], 避免造成严重的后果。 

乳制品受到微生物污染和重金属污染问题, 应该从

原辅料、运输、贮存、加工及销售等各个环节寻找污染源

头[42,43]。各乳制品生产企业应该主动加强操作规范中卫生

规范的 4 个重要方面, 即温度和时间、湿度、生产区域空

气洁净度、防止微生物污染, 规范工作人员的卫生操作, 

构建卫生良好的生产环境, 严格把控原辅料的使用, 提高

自身的卫生生产意识和责任意识[44], 做好乳制品加工过程

的质量控制[45]。 

2018 年广东省乳制品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较好, 乳制

品专项抽检结果总体合格率为 98.53%, 但也存在着微生物

污染和重金属污染问题, 乳制品的微生物污染问题较为突

出。本专项发现冷冻饮品的不合格率较高, 相关部门应加

大对冷冻饮品生产企业的监督力度, 加强冷冻饮品的质量

安全控制, 保障消费者的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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