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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籽粕鸭蛋去污除菌清洗剂应用效果的研究 

陈  欢 1,2, 胡传珍 1, 张立钊 1,2, 陈力力 1,2*, 周  玥 1, 刘  焱 1,2 

(1. 湖南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 长沙  410128; 2. 食品科技和生物技术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长沙  410128) 

摘  要: 目的  研究油茶籽粕去污除菌清洗剂的应用效果。方法  分别用人工污染鸭蛋和鲜鸭蛋为试验材料, 

采用油茶籽粕鸭蛋去污除菌清洗剂(CX)、氧净洗液(YX)、自来水(SX)进行清洗处理, 比较其白度提高率、重

量减轻率、除菌率和蛋新鲜度品质指标 , 并以未加清洗处理作为对照(CK), 进行去污除菌效果的评价。      

结果  CX 清洗人工污染蛋的感官评分(88±3)分、白度提高率(18.59±0.18)%、重量减轻率(0.44±0.03)%, 菌落

总数仅有(3.87±0.32) lg CFU/蛋壳(除菌率 99%), 其去污除菌效果优于 CK 和 SX 清洗。CX 清洗鲜鸭蛋, 其白

度提高率(14.568±4.309)%, 重量减轻率(0.6112±0.0032)%, 洁蛋清洗水培养物的 OD660 为 0.178±0.0054。清洗

后的鸭蛋其保藏期内气室高度、哈夫值单位、蛋黄指数指标均优于 YX、SX。结论  本研究所用的油茶籽粕

鸭蛋去污除菌清洗剂清洁效果强, 保鲜力度高, 可延长鸭蛋的货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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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pplication effect of oil tea seed meal duck egg decontamination 
sterilization cleaning agent 

CHEN Huan1,2, HU Chuan-Zhen1, ZHANG Li-Zhao1,2, CHEN Li-Li1,2*, ZHOU Yue1, LIU Yan1,2 

(1.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2. Hun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Food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on application effect of camellia oleifera seed meal duck egg decontamination 

sterilization cleaning agent. Methods  Artificial contaminated duck eggs and fresh duck eggs were used as 

experimental materials. Camellia oleifera seed meal duck egg decontamination cleaning agent(CX), oxygen cleaning 

solution(YX) and tap water(SX) were used for cleaning. The whiteness improvement rate, weight reduction rate, 

bactericidal rate and egg freshness quality index were compared, and the decontamination effect was evaluated with 

unwashed treatment as control(CK). Results  The sensory score of CX cleaning artificially contaminated eggs was 

88±3, the whiteness improvement rate was (18.59±0.18)%, the weight loss rate was (0.44±0.03)%,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colonies was only (3.87±0.32) lg CFU/egg (99% sterilization rate). Its decontamination and sterilization effect was 

better than CK and SX cleaning.When fresh duck eggs were cleaned by CX, the whiteness increased by 

(14.568±4.309)%, the weight loss rate was 0.6112±0.0032%, and the OD660 of egg cleaning water culture was 

0.178±0.0054. After cleaned by CX, the height of air chamber, Huff unit and egg yolk index of duck eggs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YX, SX during the preservation period. Conclusion  The cleaning agent for cleaning duck egg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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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llia oleifera seed meal has strong cleaning effect and high freshness, which can prolong the shelf life of duck 

eggs. 

KEY WORDS: cleaning agent; duck eggs; decontamination and sterilization; application effect 

 
 

1  引  言 

我国鸭蛋年产量达到 500 多万吨, 约占禽蛋总量的

20%, 已经成为我国农业重要的一部分[1]。鸭蛋味道鲜美可

口, 营养丰富[2,3]。长期以来, 人们都将鸭蛋加工成皮蛋和

咸蛋等蛋制品, 但近年的调查表明, 消费者也越来越喜欢

鲜鸭蛋, 因此, 鲜鸭蛋的质量与卫生将直接关系到消费者

的食用安全。我国蛋鸭主要采用农村放养、散养、养殖企

业圈养的特殊饲养方式, 蛋壳表面很容易粘有污泥、垫草、

粪便等污渍, 导致细菌生长繁殖, 而随着贮藏时间延长, 

蛋壳表面的细菌会经过蛋壳上的气孔进入蛋内, 在适宜条

件下大量生长繁殖, 导致蛋内容物腐败变质, 破坏鸭蛋的

营养价值, 甚至造成食用者食物中毒[4,5]。 

为防止鸭蛋常温贮藏腐败变质, 延长货架期, 减少经

济损失, 一方面, 人们加强了对市售鲜鸭蛋细菌污染的监

测, 通过对市售鲜鸭蛋细菌污染情况的随机抽样检测, 调

查其卫生质量状况, 为鲜鸭蛋的市场流通和食用安全提供

参考。例如, 游洋等[6]在抽检的 15 批次鲜鸭蛋中, 发现各

项细菌学指标均符合卫生标准为 86.7%; 不合格鲜鸭蛋样

品中, 6.7%为菌落总数超标, 13.3%为大肠菌群数超标, 鸭

蛋内未检出沙门氏菌。杨伊磊等[7]对禽蛋表面细菌污染及

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分析, 结果认为饲养场的禽蛋均受到不

同程度的细菌污染, 并且饲养场的空气、饲料、垫草是造

成禽蛋表面细菌污染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 人们开展了

洁蛋保鲜研究, 并把鲜蛋的清洗消毒作为洁蛋生产的必要

步骤[810]。崔红艳等[11]研究壳聚糖涂膜剂、白芨为主要原

料的中药涂膜剂、壳聚糖和中药复合涂膜剂及植物油(花生

油)涂膜剂 4 种不同涂膜保鲜剂对雷州黑鸭蛋保鲜效果的

影响, 综合各项指标, 植物油组保鲜效果最优, 为筛选最

适合鸭蛋保鲜涂膜剂提供了依据。刘力等[12]开展了羧甲基

壳聚糖对室温贮藏鲜鸭蛋质量安全影响的研究。目前的研

究重点放在了鸡蛋的清洗和加工鸭蛋的涂膜上, 对于鲜鸭

蛋的去污除菌研究鲜见报道, 甚至有的传统产品生产没有

清洗工序。 

油茶籽粕是油茶籽榨取茶油后剩下的渣饼, 又称茶

饼、茶枯、枯饼等, 我国每年产生的油茶籽在 100 万吨左右, 

剩余残留的油茶籽粕产量为 70 万吨/年, 且呈增长的趋势,  

榨油后的茶籽饼大部分都被废弃或当垃圾烧掉, 得不到很

好的利用。但油茶籽粕中含有大量的活性物质, 如茶皂素具

有杀虫、起泡、清洁、抑菌、表面张力等作用, 尤其对大肠

杆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霉菌等具有很好的抑制

效果[1315]。本项目组在前期研究中利用油茶籽粕和化学试

剂复配了一种鸭蛋去污除菌清洗剂[16], 本研究主要以清洗

鸭蛋前后的白度、重量以及菌落总数等测定指标的变化验证

其去污除菌效果。同时, 比较不同清洗剂对保藏期鸭蛋品质

的影响, 通过测定其保藏期内鸭蛋的失重率、蛋黄指数、哈

夫单位、气室高度、白度等指标判断鸭蛋的新鲜程度, 进一

步验证油茶籽粕鸭蛋去污除菌清洗剂的应用效果, 为鸭蛋

的洁蛋技术及发展提供一定的依据。 

2  材料和方法 

2.1  实验材料 

新鲜鸭蛋: 从洞庭湖区南县、华容等地养殖场采集新

鲜鸭蛋, 选取的鸭蛋新鲜、无破损, 及时进行实验处理。 

油茶籽粕鸭蛋去污除菌清洗剂: 由本实验室准备, 即

参考龚秋实等[14]文献报道的方法加以改进, 采用有机溶剂

法制备的油茶籽粉, 添加具有抗沉淀作用和抑菌作用的助

剂复配而成。氧净洗液: 将市售清洗蔬果的氧净配成的 3%

水溶液。 

2.2  仪器设备 

YD BDY 白度仪(佛山市仪电实验仪器有限公司); 

EA-01 蛋品质测定仪 (北京天翔飞域国际有限公司 ); 

SB5200 超声波清洗机 ( 上海新芝生物技术研究所 ); 

GF-M3000 酶标仪 (山东高密彩虹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 

TP5200B 电 子 天 平 ( 湘 仪 天 平 仪 器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 

MJ-25085-II 恒温箱(上海新苗医疗器械制造公司); 精度

0.02 mm 游标卡尺(湘潭量具刃具厂)。 

2.3  实验方法 

2.3.1  人工污染鸭蛋的制备材料 

选择表面比较干净的鲜鸭蛋, 在超声波清洗机中用无

菌生理盐水振摇洗涤 1 min, 37 ℃晾干, 随后放置在鸭场垫

草、泥粪制备的污染液中浸泡 5 min, 再次 37 ℃晾干, 备用。 

2.3.2  油茶籽粕鸭蛋去污除菌清洗剂去污除菌试验 

以人工污染蛋作为试验材料, 设定 A、B、C3 组, 每

组鸭蛋 30 枚。A、B 组模拟工厂流水线用喷壶分别将自配

的油茶籽粕鸭蛋去污除菌清洗剂和自来水持续均匀地喷在

置于塑料筐中的鸭蛋表面, 同时用毛刷轻轻地刷洗鸭蛋表

面, 2 min 后自来水冲洗, 全过程 3 min 完成; C 组为不作任

何处理的人工污染蛋对照。清洗前后分别测定、比较各组

鸭蛋的白度和重量并计算白度提高率和重量减轻率, 同时

测定对照组及试验组蛋表面菌落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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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油茶籽粕鸭蛋去污除菌清洗剂应用试验 

以新鲜鸭蛋为材料, 分别设定油茶籽粕鸭蛋去污除

菌清洗剂组(CX)、氧净洗液组(YX)、自来水清洗组(SX)和

对照组(CK), 每组新鲜鸭蛋 100 枚, 采用不同方法清洗后, 

比较各组鸭蛋蛋壳表面的白度和蛋重量, 并计算白度提高

率和重量减轻率; 然后随机取清洗剂组、自来水组已清洁

鸭蛋(洁蛋)各 30 枚, 每个洁蛋分别用 100 mL 生理盐水清

洗表面, 收集洁蛋清洗水, 微量培养法培养后测定 OD660

值, 比较两种清洗方法的清洁效果和抑菌效果。 

其他经处理的鸭蛋置 25 ℃恒温恒湿培养箱保藏 28 d, 

保藏期间分别在 0、7、14、21、28 d 取出各组鸭蛋 10 枚 , 

分别测定蛋黄指数、哈夫单位、气室高度, 比较不同清洗

方法对保藏期鸭蛋内部质量品质的影响。 

2.3.4  去污除菌效果评价方法 

(1) 感官评价    

以粪便杂草残留、蛋壳颜色、光滑度等为评价指标, 

设计感官评价表, 如表 1, 对鸭蛋清洗前后去污清洁度进

行感官评价。 
 

表 1  蛋壳表面清洁度评价表 
Table 1  Eggshell surface cleanliness evaluation table 

项目 评分标准 评分 

 无残留污物 30~40 

粪便杂草残留(40 分) 残留污物少且稀疏 20~30 

 残留污物多且明显 >20 

 蛋壳表面光滑且无糙点 25~30 

蛋壳光滑度(30 分) 表面粗糙但无斑纹 15~25 

 表面粗糙且斑纹较多 >15 

 纯色无杂色 25~30 

蛋壳色泽(30 分) 有杂色但较少 15~25 

 颜色混杂不清晰 >15 
  

(2) 重量减轻率(%)测定    

采用万分之一分析天平对鸭蛋清洗前后进行称重 , 

分别为 WT 前、WT 后, 以清洗后减轻的重量为污物[17]。

计算重量减轻率, 即 

WT WT
(%)= 100

WT


重量减轻率

前 后

前
 

(3) 白度提高率(%)测定     

用 WSB-1 便携式白度仪测定鸭蛋清洗前后的白度, 

每个蛋测定上下两端、中部的四面共 6 个点, 取平均值为

每个样品蛋的白度分别为 WHI 前、WHI 后, 以白度增加值

为洁蛋效果[17]。计算白度提高率(%)。 

WHT WHT
(%)= 100

WHT




前 后
白度提高率

前
 

(4) 除菌效果检测   

采用洗涤法制备 2.3.3 人工污染鸭蛋清洗后蛋壳表面

样品, 按照国标 GB 4789.2-2010《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测定人工污染鸭蛋清洗后蛋壳表面的菌落

总数; 洗涤法[18]制备 2.3.4洁蛋蛋壳表面样品, 同时直接取

经洗蛋后的污水作为样品, 分别采用微量培养法接种于含

灭菌 LB 肉汤培养基的 96 孔培养板, 36 ℃恒温培养 36 h 后, 

采用酶标仪 660 nm 波长测定 OD660 值, 进行抑菌效果检测

和比较。 

(5) 鸭蛋新鲜度品质分析    

采用蛋品质测定仪测定各组哈夫单位值、蛋黄指数以

及气室高度[19,20]。 

2.3.5  统计分析方法 

所有试验平行 3 次, 数据取 3 次重复的平均值±标准

误差, 利用 EXCEL 软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制表、作图。 

3  结果与分析 

3.1  油茶籽粕鸭蛋去污除菌清洗剂清洗人工污染鸭

蛋的效果 

分别用自来水和自配的油茶籽粕鸭蛋去污除菌清洗

剂清洗人工污染鸭蛋的去污除菌效果见表 2。 

由表 2 可知清洗处理(A 组、B 组)能有效地去除鸭蛋

表面的粪便、血迹、泥土和羽毛等污渍, 其感官评分明显

高于未处理的对照组(C 组); 使用油茶籽粕鸭蛋去污除菌

清洗剂的 A 组的清洗效果优于自来水清洗 B 组, 其感官评

分最高为 88.00 分。蛋壳表面白度提高率的大小是评价鸭

蛋表面去污效果的依据之一, 白度提高率越大说明清洗后

鸭蛋表面的污渍越少, 去污效果越好, A 组的白度提高率

比 B 组高 0.34 倍。另外, 通过比较各组清洗前后鸭蛋的重

量计算重量减轻率可知, A 组的重量减轻率为 B 组的两倍。

同时, 该组鸭蛋的菌落总数(3.87±0.32) lg CFU/蛋壳, 相比

较于 C 组有显著降低, 相对于 B 组也有明显的减少。 

 
表 2  鸭蛋去污除菌清洗剂清洗人工污染蛋的效果(n=3) 

Table 1  Effect of Duck Egg decontamination agent on the cleaning of artificially contaminated eggs (n=3) 

试验组别 感官评分 重量减轻率/% 白度提高率/% 菌落总数/(lg CFU/蛋壳) 

A 组: 清洗剂 88.00±3c 0.44±0.03b 18.59±0.18b 3.87±0.32a 

B 组: 自来水 68.00±3b 0.21±0.09a 13.81±0.21a 5.29±0.36b 

C 组: 对照* 52.00±3a   7.40±0.38c 

注*: 对照组不作任何处理, 不同的字母代表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以下同。 



6978 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第 10 卷 
 
 
 
 
 

 

3.2  油茶籽鸭蛋去污除菌清洗剂的应用效果 

油茶籽粕鸭蛋去污除菌清洗剂清洗鲜鸭蛋应用效果

见表 3、表 4, 为每组 100 枚商品蛋样品清洗的统计数据。

结果表明, 3 种清洗处理后的鸭蛋壳表面均无明显的残留

污物或颜色混杂不清晰的现象 , 但重量和白度测定有差

异。其中, CX 组白度提高率最大, 蛋壳表面色白均匀; 重

量减轻率最大, 去污能力强。YX 组与 CX 组白度提高率没

有显著差异(P>0.05), 感官评价好; 但蛋重减轻最少, 可能

是由于氧净的腐蚀作用破坏了蛋壳表面结构, 蛋壳渗透性

增强使水渗透进入蛋内所致, 因此认为此方法清洗后不利

于蛋的保藏。 

 
表 3  不同清洗方法清洗鲜鸭蛋的白度变化(n=3)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s of cleaning methods on 
cleaning fresh duck eggs (n=3) 

编

号 
洗前白度 洗后白度 增加白度 白度提高率/%

CX 44.104±2.285a 50.537±1.397 6.433±1.490 14.568±4.309b

SX 44.282±2.787a 49.622±1.405 5.3390±3.97 12.058±5.425a

YX 45.130±2.422a 51.330±1.604 6.2000±1.044 14.1800±0.03b

 
表 4  不同清洗方法清洗鲜鸭蛋的重量变化(n=3) 

Table 4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s of cleaning methods on 
cleaning fresh duck eggs (n=3) 

编

号 
洗前重量/g 洗后重量/g 洗后减轻重量/g 重量减轻率/%

CX 69.823±0.928 69.396±0.844 0.4268±0.113 0.6112±0.0032c

SX 68.440±0.652 68.259±0.728 0.1810±0.144 0.2644±0.0034b

YX 69.441±0.728 69.387±0.784 0.0545±0.011 0.0785±0.0034a

 
采用微量培养法检测处理组和对照组洁蛋清洗水

OD660 值 , CX 组 OD660 为 0.178±0.0054 、 SX 组 为

0.273±0.0364, 培养物中菌体浓度越大则 OD660 值越大, 由

此表明自配清洗剂的抑菌效果好。另外取 CX 组、SX 组洗

蛋后的污水培养并进行测定 OD660, 其 OD660 分别为

0.161±0.0023 和 0.385±0.0061, 说明清洗过程中清洗剂不

仅对蛋壳表面细菌有去除作用, 同时能使排放的洗蛋污水

中细菌数量明显减少, 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  

3.3  不同清洗处理对鸭蛋保藏期间品质的影响 

分别用自制的油茶籽粕鸭蛋去污除菌清洗剂(CX 组)、

自来水(SX 组)氧净洗液(YX 组)清洗新鲜鸡蛋, 并以未做

任何处理(CK 组)的鸭蛋作为对照, 比较各处理组的清洗效

果以及保藏期鸭蛋内部质量指标的变化。 

哈夫单位表示禽蛋中浓厚蛋白稀薄化程度, A 级鲜蛋

的哈夫单位均在 60 以上。随着鸡蛋新鲜度的下降, 浓蛋白

的变稀, 造成蛋白质的功能物质作用的降低, 哈夫单位则

下降。从图 1 可以看出, 在保藏期内不同处理鸭蛋的哈夫

单位均呈下降趋势, 变化最大的 CK 组哈夫单位从 0 d 的

65.974±6.8976 下降至 28 d 的 25.5333±7.6, 蛋白扩散极广, 

几乎没有浓厚蛋白, 仅有水样蛋白, 所以说明未经洁蛋处

理时鸭蛋劣变严重; 而下降幅度最小的 CX 组, 哈夫单位

从 0 d 的 66.895±5.0233 下降到 28 d 的 34.984±5.9408, 即

采用油茶籽粕洗液清洗过的鸭蛋劣变速度最慢, 虽然水样

蛋白多, 但仍有低浓度的浓厚蛋白存在, 说明油茶籽粕洗

液对鸭蛋的保鲜效果最好。SX 组鸭蛋和 YX 组鸭蛋的哈夫

单位变化均无明显差异。 

 

 
 

图 1  保藏期哈夫单位的变化(n=3) 

Fig.1  Changes in thehafu unit (n=3) 
 

 
 

图 2  保藏期蛋黄指数的变化(n=3) 

Fig.2  Changes in the Yolk index (n=3) 

 
蛋黄指数反映了蛋黄的球形度, 蛋黄指数越大, 鸡蛋

品质越好[21,22]。在鸭蛋贮藏过程中, 随时间的延长, 蛋黄

膜的选择透过性减弱, 蛋清中的水分向蛋黄内迁移导致蛋

黄水样化, 蛋黄的球形度改变, 蛋黄指数下降[23]。如图 2

所示, 各组鸭蛋贮藏过程中的蛋黄指数均明显下降。鸭蛋

的蛋黄指数大于 0.4 时新鲜度最好, 在 0.35~0.4 的时候为

普通蛋, 0.3~0.32 为合格蛋[24]。贮藏 14 d 时, 未经处理的对

照组(CK 组)蛋黄指数为 0.2934±0.0081, 氧净清洗组(YX

组)蛋黄指数为 0.2978±0.0146, 两组皆为不合格蛋, 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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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清洗组(SX 组)和油茶籽粕洗液清洗组(CX 组)仍为合格

蛋。贮藏 28 d 时 , SX 组鸭蛋蛋黄指数也降到了

0.2790±0.0215, 为不合格蛋, 而 CX组蛋黄指数为 0.3065 ± 

0.0207, 仍大于 0.3 基本属于合格蛋。综上可以看出, 在  

28 d 的保藏期内 CX 组的蛋黄指数一直保持最高, 说明油

茶籽粕洗液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水分向蛋黄内迁移, 抑制

蛋黄指数下降, 保持鸭蛋的新鲜度。 

禽蛋产下时, 外界温度低于母体温度导致蛋内容物

收缩, 空气通过气孔进入蛋壳内, 填充在蛋壳与壳膜间即

形成气室。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 蛋内水分不断蒸发散失, 

导致内容物逐渐缩小, 气室增大。从图 3 可知, 0 d 时 4 组

鸭蛋的气室高度基本一致, 保藏 7 d 后, 处理组气室高度

在 7 mm 以下, 仍属于 AA 级新鲜鸭蛋范围, 而 CK 组的气

室高度为(8.14±0.8075) mm, 进入到了 A 级新鲜鸭蛋范围; 

随 后 CX 组 气 室 高 度 增 长 缓 慢 , 保 藏 28 d 时 为

(8.805±0.8717) mm, 仍属于 A 级标准, YX 组和 SX 组气室

高度小于 11 mm, 属于 B 级标准, 而 CK 组属于 C 级; 结

果表明油茶籽粕洗液能延缓鸭蛋气室高度的增大, 有利于

保障保藏期鸭蛋的品质, 保鲜效果好。 

 

 
 

图 3  保藏期气室高度的变化(n=3) 

Fig.3  Changes in the air chamber height (n=3) 
 

4  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探究了一种油茶籽粕去污除菌清洗剂在鸭蛋

清洁保鲜方面的应用效果。通过清洗人工污染鸭蛋和新鲜

商品鸭蛋表明自制的油茶籽粕去污除菌清洗剂能去除蛋壳

表的污渍、增加白度并能杀死部分细菌减少细菌数量, 具

有明显的清洁保鲜、杀菌抑菌的作用, 其应用效果优于自

来水清洗和氧净洗液清洗。 

油茶籽粕去污除菌清洗剂是以茶籽粕中天然提取成

分油茶籽粉和具有抗沉淀作用和抑菌作用的助剂复配而成

的。油茶籽粉主要成分为茶皂素(65%~70%), 属于齐墩果

烷型五环三萜类皂苷, 是一种优良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具有发泡、乳化、去污、洗涤等用途[25,26]; 添加的助剂能

在清洗过程中抗沉淀, 辅助集表面活性剂起泡剂于一体的

油茶籽粉, 有利于鸭蛋表面的污渍迅速去除, 同时对常见

细菌、真菌、藻类等具有很强的抑制和杀灭作用。3 种成

分组合制备清洗剂具有去污能力强、抑菌效果好, 使用安

全并利于环境保护的特点。本研究应用试验结果表明, 油

茶籽粕去污除菌清洗剂不仅可以清洁鸭蛋, 还可以有效保

证其在保藏期的新鲜度, 可以延长鸭蛋的货架期。 

目前现有对禽蛋清洗效果的评价仅采用人为的肉眼

观察感官评分[27,28], 这样人为误差比较大; 关于除菌大多

只是冲洗掉污渍的同时带走细菌, 看是不是洗干净了, 没

有除菌的检测和描述。本研究利用白度仪对清洗前后蛋壳

表面多点测试, 同时称重清洗前后蛋重量, 并计算白度提

高率和重量减轻率, 将两者综合能更好地判断去污效果。

另外, 采用微量法培养酶标仪测定的快速方法, 以比较清

洗前后的 OD660 值判断除菌效果, 最后综合上述 3 个测定

的数据指标对鸭蛋清洗剂去污除菌进行应用效果评价, 是

一套拥有量化指标的科学的禽蛋清洗剂去污除菌效果的评

价方法, 使得鸭蛋清洗剂去污除菌效果的评价更为客观、

直接且准确。由于鸭的品种不同, 蛋壳的颜色稍有区别; 

蛋的大小不同, 重量也稍有差异; 蛋的来源不同, 细菌污

染程度不同, 因此还需在实践中收集大量数据, 进行统计

分析, 制订一般鸭蛋洁蛋白度值、重量标准范围和除菌率

OD660 范围, 以便应用于相关研究和工厂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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