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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原料蛋清粉质量安全现状调查分析 

程传民*, 李  云, 王宇萍, 冯  波, 高庆军, 林顺全, 曾晓芳, 陈  红, 樊淑娜 
(四川省饲料工作总站, 成都  610041) 

摘  要: 目的  调查分析饲料原料蛋清粉质量安全蛋。方法  根据国内外蛋清粉技术指标的相关规定, 对抽

取的 47 个样品进行了 12 个技术指标的检测, 对蛋清粉中的兽药残留进行了分析。结果  通过对 47 个样品中

12 个指标的检测和药物残留的分析, 发现蛋清粉中风险较大的指标为大肠杆菌, 最大值为 58 MPN/100 g。   

结论  大肠杆菌风险较大, 需各生产企业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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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egg white powder.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he technical indexes of egg white powder at home and abroad, the 47 

samples were tested with 12 technical indexes, and the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in the egg white powder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rough the detection of 12 indicators in 47 samples and the analysis of drug residues, it was 

found that the index with high risk in egg white powder was Escherichia coli, and the maximum value was 58 

MPN/100 g. Conclusion  Escherichia coli risk is high, need each production enterprise to control stri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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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蛋清粉富含人体必需的多种营养物质, 它主要作为

营养添加剂和品质改良剂, 如其较好的凝胶性, 持水性, 
气泡性和乳化性而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成分广泛地应用食

品加工过程中[1]。饲用蛋清粉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原料, 
除精氨酸外, 其他氨基酸含量均高于或接近豆粕含量, 其
中蛋氨酸含量几乎是血浆蛋清粉和豆粕含量的 2 倍[2]。饲

用蛋清粉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 目前广泛用于乳猪

饲料、水产饲料、宠物饲料中。研究表明, 仔猪对含蛋清

粉饲粮的必需氨基酸回肠表观消化率高于含等量喷雾干燥

血浆蛋白粉的饲粮[3]。除蛋氨酸、组氨酸和缬氨酸外, 蛋
粉的其他必需氨基酸的表观消化率与豆粕和血浆蛋清粉相

似[4]; 鸡蛋粉中含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 蛋黄中 IgY 含量

为 10~25 mg/mL, 血清中约含 6 mg/mL[5]。此外蛋粉还具有

抗菌活性的溶菌酶和卵转铁蛋白[6]。 
近年来, 蛋清粉制品在饲料行业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本研究用 12 组数据来阐述饲用蛋清粉的品质情况, 通过

对蛋清粉的品质分析, 希望达到推动蛋清粉在饲料行业更

广应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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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材料与方法 

2.1  材  料 

从国内 9 家主要生产企业收集了 47 个蛋清粉产品, 
其中河北 3 个, 湖南 5 个, 湖北 11 个, 吉林 3 个, 江苏 6
个, 辽宁 16 个, 安徽省 3 个, 样品感官为: 白色或乳白色

粉末, 具有鸡蛋清固有气味, 无肉眼可见杂质。 

2.2  技术指标 

蛋清粉相关的国内外标准有: 国际蛋品委员会(ICE 
egg product guideline)[7]、NY/T 754-2011《绿色食品 蛋与

蛋制品》 [8]、GB 2749-2015《蛋与蛋制品》 [9]和 SN/T 
0422-2010《进出口鲜蛋及蛋制品检验检疫规程》[10]。各标

准具体技术指标要求见表 1。 

 
表 1  蛋清粉质量标准技术指标对照表 

Table 1  Comparison table of quality standard and technical index of egg white powde 

项目 
指标 

ICE GB 2749-2015 NY/T 754-2011 SN/T 0422-2010 

水分/% 8.0 16.0 16.0 16.0 

粗灰分/% / / / / 

粗蛋白/% / / / / 

pH 值 6~8 / / / 

志贺氏菌 不得检出 / 不得检出 不得检出 

大肠菌群/(MPN/g) ≤100 / ≤400 / 

菌落总数/(CFU/g) ≤105 ≤106 ≤104 ≤5.0×104 

重金属 有 GB 2762-2017《食品中污染物限量》[11] 有 有 

兽药残留 无 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有 无 

农药残留 无 GB 2763-2019《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12] 有 无 

 
2.3  检测项目及方法 

本研究根据国内外蛋清粉技术指标的相关规定, 对
抽取的 47 个样品进行了 12 个技术指标的检测, 对蛋清粉

中的兽药残留进行了分析。检测的项目和方法具体见表 2。 
 

表 2  检测的项目和方法 
Table 2  Detection items and methods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1 水分/% GB/T 6435-2014 

2 粗蛋白质/% GB/T 6432-2018 

3 粗灰分/% GB/T 6438-2007 

4 pH 值 GB 5009.237-2017 

5 汞 GB/T 13081-2006 

6 铅 
GB 5009.12-2017 第一法石墨炉原

子吸收法。 

7 砷 GB/T 13079-2006 

8 镉 GB 5009.15-2014 

9 细菌总数 GB/T 13093-2006 

10 大肠杆菌测定 GB/T 4789.3-2003 

11 沙门氏菌 GB/T 13091-2002 

12 志贺氏菌 GB/T 4789.5-2012 

3  结果与分析 

3.1  水  分 

蛋清粉中蛋白含量丰富, 是微生物活动的良好能量

和蛋白来源, 因此非常容易滋生微生物, 影响产品品质; 
水分系微生物增殖所必需, 因此控制水分含量和活度, 就
能控制蛋清粉中微生物的活动, 减少蛋清粉的酸败。本研

究收集的 47 个样品检测结果的平均值为 6.39%, 最大值为

8.96%, 具体检测数据见图 1。 
 

 
 

图 1  水分含量分布 
Fig.1  Moisture content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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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粗灰分 

蛋品的微量元素等粗灰分成分主要集中在蛋黄(水分

51%、蛋白 15.3%、脂质 31.2%、糖 0.8%、灰分 1.7%)中, 蛋
清(水分 85%~88%、蛋白质 11%~13%、脂质 0.25%)中灰分

含量有限[1]。本研究收集的 47 个样品检测结果的平均值为

5.08%, 最大值为 8.52%, 具体结果见图 2。 
 

 
 

图 2  粗灰分含量分布 
Fig.2  Crude ash content distribution 

 

3.3  粗蛋白质 

蛋清粉中氨基酸组成平衡、可利用率高, 因此蛋白质

含量是蛋清粉的主要指标之一。本研究采集的 47 个样品的

测定结果平均值为 78.5%, 具体结果见图 3。 
 

 
 

图 3  粗蛋白质含量分布 
Fig.3  Crude protein content distribution 

 
3.4  pH 值 

pH 值反应蛋清粉酸败情况, 影响蛋白质的净电荷、

巯基的反应性; 鸡蛋贮藏过程中, pH 值不断升高, 凝胶弹

性、穿刺力和粘度指数增强[13]。本研究采集的 47 个样品

的测定结果 pH 范围为 6.1~7.5, 具体结果见图 4。 

3.5  汞 

环境汞通过皮肤、呼吸道、消化道等多种途径进入生

物体内。汞在蛋鸡卵巢和蛋样中均有沉积, 卵巢中汞沉积

与日粮汞添加量呈正相关 (P<0.05); 普通日粮 ( 含汞   
21.6 μg/kg)饲喂蛋鸡, 蛋清汞含量 1.3 μg/kg; 蛋黄汞含量

2.7 μg/kg; 日粮添加汞9 mg/kg时, 鸡蛋中总汞54.4 μg/kg [14]。

赵立等[15]报道, 来自山东鸡蛋的全蛋、蛋清和蛋黄中汞含

量分别为: 0.011、0.005、0.015 mg/kg。邢俊波等[16]测定鲜

蛋和皮蛋中汞含量分别为 0.624、0.544 μg/kg。本研究的检

测结果平均值为 0.014 mg/kg, 最大值为 0.029 mg/kg, 具
体检测结果见图 5。 

 

 
 

图 4  pH 值分布 
Fig.4  pH content distribution(%) 

 
 

 
 

图 5  汞含量分布 
Fig.5  Mercury content distribution 

 
3.6  铅 

铅半衰期长, 可对人体造成神经、消化、血液和泌尿

系统损伤。铅在鸡蛋中存在形式如何, 是否与蛋白结合, 
未见相关研究。陈坤才等[17]追踪了广州市 2006~2011 年鲜

蛋样品中铅含量平均值为 0.074 mg/kg, 检出率 63.5%。赵

立等 [15] 报道 , 江苏市场上 , 蛋清中铅含量为 : 0.20~    
0.58 mg/kg, 铅全部超标; 通过折算, 蛋清粉中含铅量为: 
1.72~4.86 mg/kg。基础饲料含铅 3.57 mg/kg 的情况下, 蛋
清中含铅 0.192 mg/kg[18], 折算蛋清中含铅 1.605 mg/kg。
本研究检测的蛋清粉中铅平均含量为 0.064 mg/kg, 范围

0.006~0.427 mg/kg, 具体检测结果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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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铅含量分布 
Fig.6  Lead content distribution 

 
 

3.7  砷 

土壤、水、矿物、植物中都能检测出微量的砷, 正常

人体组织中也含有微量的砷。邢俊波等测定鲜蛋和皮蛋中

砷含量分别为 0.335 μg/kg 和 0.426 μg/kg [16]。正常日粮饲

喂鹌鹑后 , 鹌鹑蛋中含砷 0.133 mg/kg, 日粮添加 50、   
100 mg/kg阿散酸, 饲喂 25 天蛋中砷最大为 0.3 mg/kg, 30 d
后为 0.16 mg/kg[19]。蒋媛婧报道当日粮含砷 1.46 mg/kg 时, 
蛋清和蛋黄分别含砷 4 μg/kg 和 5 μg/kg(4 周龄); 当日粮砷

含量为 51 mg/kg, 则蛋清和蛋黄含砷分别增加到 12 μg/kg
和 20 μg/kg [20]。上述研究表明, 蛋清中砷含量较低。本研

究收集的 47 个样品中砷平均含量为 0.137 mg/kg, 范围

0.021~0.617 mg/kg, 具体结果见图 7。 
 

 
 

图 7  总砷含量分布 
Fig.7   Total arsenic content distribution 

 
3.8  镉 

研究表明, 镉经机体吸收后, 主要沉积在肝肾中, 在
卵巢中的沉积较少, 在鸡蛋中的沉积量较少, 普通日粮(含
镉 0.6 mg/kg)饲喂蛋鸡, 蛋清镉含量 5.0～6.66 µg/kg; 蛋黄

镉含量 8.5~10.16 µg/kg [21]。蛋中镉含量不受日粮影响, 刘
虎生等[22]测定了全蛋粉中的镉含量 4.6 μg/kg。本研究收集

的 47 个样品中镉平均含量为 31.1 µg/kg, 最大值为    
99.0 µg/kg, 具体结果见图 8。 

 

 
 

图 8  镉含量分布 
Fig.8  Cadmium content distribution 

 
 

3.9  细菌总数 

蛋清粉中蛋白含量丰富, 是微生物的良好培养基。菌

落总数测定是用来判定食品被细菌污染的程度及卫生质

量。细菌总数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食品卫生质量的

优劣。虽然菌落总数包括致病菌和有益菌, 但细菌总数超

标也意味着致病菌超标的机会增大, 增加危害动物健康的

几率。课题组采集样品中细菌总数的最大值为 1.1×     
104 CFU/g, 具体结果见图 9。 

 

 
 

图 9  菌落总数含量分布 
Fig.9  Microbiological examination content distribution 

 
 

3.10  大肠菌群 

蛋清粉中蛋白含量丰富、平衡, 适于大肠杆菌生长。

大肠杆菌与蛋清粉的生产工艺、过程控制、新鲜程度等有

较大关系。尽管有些企业规定均比有关国家标准更严格, 
但是实际测定结果很并不理想, 与企业标准相差较大, 课
题组采集 47 个样品中大肠杆菌最大值为 58 MPN/100 g, 
具体结果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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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大肠菌群含量分布 
Fig.10  Coliform bacteria content distribution 

 

3.11  沙门氏菌 

沙门氏菌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具有关报道中

国蛋及其制品沙门氏菌检出率为 3.9%~43.7%, 由于吃蛋

引起鼠伤寒病的病例报告逐渐有增加的趋势。蛋、家禽和

肉类产品是沙门氏菌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因此所有的相关

国标、行标、企标均把沙门氏菌列为“不得检出”。本研究

采集 47 个样品的测定结果沙门氏菌均为未检出。 

3.12  志贺氏菌 

志贺氏菌属(Shigella)为革兰氏阴性杆菌, 是人类细

菌性痢疾最为常见的病原菌, 通称痢疾杆菌。显然, 蛋清

粉中不允许检测出志贺氏菌。本研究采集的 47 个样品的测

定结果志贺氏菌均未检出。 

3.13  兽药残留 

在产蛋期饲料卫生标准中规定禁止使用药物, 但在

实际生产过程中, 仍无法避免使用药物。姚宜林等研究表

明: 50 mg/kg 连续饲喂氟苯尼考药物 5 d, 在停药 1 d, 蛋清

中含量达到最大值为: 0.66 mg/kg[23]。董爱国[24]的研究: 连
续 12 d 饮用含 50 mg/L 达氟沙星的饮水, 给药第 6 d 后, 蛋
白中药物浓度趋于恒定, 为 0.75 mg/kg。宋艳红[25]的研究, 
以饮水的形式给蛋鸡饲喂甲氧嘧啶 2 g/L, 蛋清在用药 5 d
达到峰值, 为 121.54 mg/kg。在违规使用药物的情况下, 几
种药物在蛋清中最高残留量较低。在蛋清粉的加工过程中, 
药物也有一定的被破坏, 蛋清粉在饲料组分中的占比也较

低, 由此可见, 蛋清粉中的药物对饲料品质的影响较小。

所以本研究没有检测样品中的兽药残留。 

5  讨  论 

(1)通过对 47个样品中 12个指标的检测和药物残留的

分析, 发现蛋清粉中风险较大的指标为大肠杆菌, 需各生

产企业严格控制, 其他指标超过相关规定的均较少, 蛋清

粉中兽药残留量较低, 对其品质影响小, 由此可见蛋清粉

是一种优质的蛋白原料。现有的相关标准仅关注到卫生指

标, 没有对营养指标做出要求, 因此, 应尽快制定饲料原

料蛋清粉的行业标准。 
(2)蛋清粉替代血浆蛋白粉的效果有待进一步研究 , 

研究表明全蛋粉的促生长效果略低于血浆蛋白粉, 但由

于全蛋粉的价格优势, 用全蛋粉替代部分血浆蛋白粉具

有一定的可行性和经济优势[26]。加强对蛋清粉作用机理

及影响饲喂效果因素的研究, 以推动蛋清粉在饲料中更

广泛应用。 
(3)蛋清粉是一种高质量的新型蛋白料, 具有营养价

值高、富含溶菌酶等特点, 具有抗菌、消炎和抗病毒等作

用。鸡蛋清中还含有卵转铁蛋白, 与哺乳动物母乳中的乳

铁蛋白类似, 在生物体内发挥着重要作用, 提高了机体免

疫功能、抵御细菌和病毒感染并可促进机体生长发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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