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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牛初乳含有丰富的活性成分, 具有高营养价值和强保健功能, 因而可作为营养补充剂添加食用。目

前, 有关牛初乳在早产儿、婴儿、幼儿、儿童、学龄儿童中的应用已有报道, 但未有团队对牛初乳在早产儿、

婴儿、幼儿、儿童、学龄儿童人群中的食用安全性进行过详细的梳理。因此, 本文总结了牛初乳的营养价值

及保健功能, 具体为对比了牛初乳与健康母亲初乳、健康母亲常乳、早产儿母亲初乳、早产儿母亲成熟乳、

牛常乳 5 种乳源的营养组成, 发现牛初乳相较于其他 5 种乳源而言具有更高含量的脂肪、蛋白质、酪蛋白、

乳清、免疫球蛋白含量。此外, 本文还详细综述了牛初乳在早产儿、婴儿、幼儿、儿童、学龄儿童等特殊人

群中的食用安全性, 以期为牛初乳在今后的研究与开发给予一定的参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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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food safety of bovine colostrum for preterm 
infants, infants an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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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vine colostrum is rich in active ingredients, has high nutritional value and strong health functions, 

so it can be added and eaten as a nutritional supplement. At present, the application of bovine colostrum in premature 

infants, infants, toddlers, children, and school-age children has been reported, but no team has conducted a detailed 

review of the food safety of bovine colostrum in premature infants, infants, toddlers, children, and school-age 

children. Therefo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nutritional value and health function of bovine colostrum, specifically 

comparing the nutritional composition of bovine colostrum with 5 kinds of milk sources: Healthy maternal colostrum, 

healthy maternal milk, maternal colostrum of preterm infants, mature milk of preterm infants, and bovine milk, and it 

is found that bovine colostrum has higher content of fat, protein, casein, whey and immunoglobulin than the other 

five milk source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reviewed in detail the food safety of bovine colostrum in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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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s such as premature infants, infants, toddlers, children, and school-age children,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bovine colostrum. 
KEY WORDS: bovine colostrum; safety; special populations 
 
 

0  引  言 

中国乳制品行业规范 RHB 602—2005《牛初乳粉》

中对牛初乳(bovine colostrum, BC)的定义: 是指从正常饲

养的、无传染病和乳房炎的健康母牛分娩后 72 h 内所挤

出的乳汁[1]。超过该时间段收集的乳液为成熟乳, 其活性

成分和含量显著低于牛初乳 [2]。特别是免疫球蛋白 G 
(immunoglobulins G, IgG), 它是目前商业中用于评价牛初

乳质量的关键性指标(含量≥50 g/L)[3]。数据显示, 我国牛

初乳年产量约 20.2万 t, 在满足犊牛哺乳后, 约有 50%的牛

初乳生乳可供进一步商业化利用[4]。虽然牛初乳具有高营

养价值和强保健功能, 但牛初乳的商业化应用范围并未得

到有效扩大, 仅在一些功能食品、保健食品、母乳营养强

化剂中见到, 而未能添加在婴幼儿配方乳粉中使用, 并且

原卫生部在 2012 年还表明: “婴幼儿配方食品中将不得再

添加牛初乳以及用牛初乳为原料生产的乳制品, ”更进一步

限制了牛初乳的应用范围。这提示, 可能是出于安全性研究

不足的现状，导致人们对牛初乳功能的关注度不够。因此, 
本文客观的从牛初乳的长期食用历史、毒理理性研究 3 个角

度讨论了牛初乳的食用安全性。并进一步综述了牛初乳在特

殊人群中的临床研究数据, 这类人群包括: 早产儿、婴儿、

幼儿、儿童、学龄儿童。同时, 简述了牛初乳的营养价值

及保健功能, 以期为牛初乳在今后功能食品及保健食品的

研究与开发, 以及应用范围给予一定的参考和启发。 

1  牛初乳的营养特性及功能 

牛初乳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及大量的活性成分 , 
如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溶菌酶、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表皮生长因子等, 在免疫调节、改善胃肠道、促进生长发

育、改善衰老、抗菌和抗炎等功能具有十分明确的健康效

益[5], 图 1 为牛初乳中主要功能性成分和健康功效。并且, 
牛初乳相较于成熟乳而言具有更高水平的免疫球蛋白、维

生素和矿物质[6], 这些活性成分支持了犊牛的存活率和免

疫力, 表 1 对比了牛初乳与健康母亲初乳、健康母亲常乳、

早产儿母亲初乳、早产儿母亲成熟乳、牛常乳 5 种乳源的

营养组成。 
通过表 1 可发现牛初乳相较于其他 5 种乳源而言具有

更高含量的脂肪、蛋白质、酪蛋白、乳清、免疫球蛋白, 通
过图 2 可以更为直观的得到这一结论。这些营养成分是牛

初乳发挥多种健康功效的关键。并且, 人初乳和牛初乳两

者均具有高于人成熟乳或牛成熟乳的蛋白和脂肪含量。由

于高浓度的乳糖有助于调节牛奶产量, 同时还伴随着酪蛋

白含量呈负相关性[8–9]。可以很明显的观察到成熟期牛乳中

免疫活性蛋白含量相对下降, 乳糖含量则显著上升。虽然

牛初乳的营养价值较高, 但其营养组成及比例存在个体差

异, 特别是受奶牛的胎次、产前营养影响较大[10]。 
 

 
 

图 1  牛初乳中主要功能性成分和健康功效 
Fig.1  Main functional components and health benefits in colostrum 

 
除此之外, 乳品中均含有一定的激素[11]。研究表明, 

人类标准膳食中有 46.6%的雌酮, 60%~80%的孕激素来源

于乳制品[12]。早期研究在牛初乳中检测到雌激素活性与人

类妊娠血液中的雌激素活性大致相等[13], 可的松、皮质醇、

睾酮、雄烯二酮、黄体酮、雌二醇和雌酮是牛初乳和母乳

初乳中都具有且易于被检测到的激素[14]。但牛初乳所含激

素水平均未超过母乳初乳, 牛初乳中的可的松、睾酮和雄

烯二酮浓度显著低于人初乳[14]。与常乳相比而言, 牛初乳

则含有较高浓度的胰岛素、总皮质醇、游离皮质醇、泌乳

雌激素、黄体酮, 具体见表 2[15]。近期研究再次对比了牛

初乳和母乳初乳激素组分构成, 发现牛初乳中的激素主要

为黄体酮(约占被检出的总类固醇激素 40%), 其次是可的

松约占 20%; 母乳初乳中则以可的松为主, 其含量约占总

类固醇激素的 70%[16]。在另一项研究中也证实牛初乳中的

激素主要以黄体酮为主, 人初乳则主要为可的松[14], 这些

数据支持了牛初乳作为母乳营养补充剂。目前, 多数国家

未明确限定乳制品中的激素含量, 仅在奶牛饲养期间禁止

使用促生长激素[17]。随着泌乳时间的延长, 牛初乳和母乳

初乳中各激素水平呈下降趋势, 并且牛初乳中各激素水平

显著低于母乳水平[16], 这再次反映出牛初乳作为母乳营养

强化剂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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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牛初乳与其他 5 种乳源的营养组成对比[7] 

Table 1  Nutritional composition of colostrum compared with five other milk sources[7] 

项目 
健康母亲 

初乳 
健康母亲 
成熟乳 

早产儿母亲 
初乳 

早产儿母亲 
成熟乳 

牛初乳 牛常乳 

能量/(kcal/dL) 58 69 42.3 50.5 130 -- 

脂肪/(g/L) 20~50 32~38 12~26 24~35 50~80 37~39 

蛋白质/(g/L) 8~37 9.0~12.0 19~41 12.7~26 60~149 34~36 

碳水化合物/(g/L) -- 76 22~62 30~77 -- -- 

酪蛋白/(g/L) 3.0~5.6 4~4.8 -- -- 26~43 2~30 

乳清/(g/L) 4.3~11.1 6~7.2 -- -- 35~120 4~50 

总免疫球蛋白/(g/L) 1.14~20 1.2 -- -- 42~90 0.4~1.0 

乳糖/(g/L) 44~72 50~78 22~49 28~73 18.9~32 49 

IgG/(g/L) 0.05~0.43 0.03~0.06 -- -- 20~200 0.15~0.8 

IgG1/(g/L) -- -- -- -- 15~180 0.3~0.6 

IgG2/(g/L) -- -- -- -- 1~3 0.06~0.12 

SIgA/(g/L) 3.5~17.35 1.0~1.7 -- 2.6 1.7~6.2 0.04~0.14 

IgM/(g/L) 0.15~1.59 0.03~0.10 -- -- 3.7~9.0 0.03~0.10 

α-乳白蛋白/(g/L) 2.56 2~3 -- -- 2.04 1~1.5 

β-乳球蛋白/(g/L) -- -- -- -- 14.3 -- 

乳铁蛋白/(g/L) 5.05~7.0 1.0~2.7 -- -- 0.8~5.0 0.01~0.75 

乳清蛋白/% -- -- -- -- 6 0.4~0.5 

乳过氧化氢酶/(mg/L) 5.17 5.17 -- -- 11~45 13~30 

溶菌酶/(mg/L) 270~430 160~460 -- -- 0.14~0.7 0.07~0.6 

EGF/(μg/L) 35~438 20~111 -- -- 4~324.2 2~155 

TGF-β/(mg/L) 1.4~40 0.953 -- -- 0.15~2.0 0.013~0.071 

TGF-α/(μg/L) 2.2~7.2 -- -- -- 2.2~7.2 -- 

IGF/(mg/L) 18 -- -- -- 10 -- 

注: --表示文献中未提及。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ulins, Ig); 分泌型免疫球蛋白 A (secretory Immunoglobulin A, SIgA); 表皮生长因子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EGF); 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TGF);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IGF)。 

 

 
 

图2  牛初乳突出的营养组成 
Fig.2  Nutritional composition of colostrum highligh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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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牛初乳与牛常乳中的激素含量对比(ng/mL) 
Table 2  Comparison of hormone content in colostrum and 

bovine normal milk (ng/mL) 

激素名称 牛初乳中浓度 牛常乳中浓度 

胰岛素 4.2~34.4 0.042~0.340 

总皮质醇 4.4 0.350 

游离皮质醇 1.8 0.300 

泌乳素 150.0 50.000 

孕酮 2.6 0.800 
 

2  牛初乳食用历史及安全性研究 

2.1  食用历史 

资料显示, 牛初乳的研究始于 19 世纪末, 并一直持

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其被开发为商品食用的历史最

早可追溯到 1958 年, 芬兰 Immuno. Dynammics. Inc 联合其

他公司共同开展了牛初乳的食用安全性、剂量和生理功能

研究[18]。而牛初乳的食用历史则可以追溯至上千年前, 资
料显示印度记录了当地食用牛初乳对机体健康的作用, 并
将牛初乳制作成糖果提供给消费者食用至今日[19]。近百年

来, 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也一直将牛初乳制成布丁等甜

品供给人们食用[20]。在抗体问世前, 美国则使用牛初乳抵

抗细菌的危害[16]。由此可见, 牛初乳作为口服免疫制剂、

糖果、甜点的食用历史长达上百年, 甚至上千年, 其具有

长期食用历史。 

2.2  牛初乳原料及制剂的毒理学评价 

牛初乳与人初乳成分接近, 其中大量的活性成分具

有跨物种效应, 能够替代或部分替代用于其他哺乳动物新

生儿的初乳或乳汁补充。大量有效的安全性研究数据支持

了牛初乳的食用安全性, 早在 2007 年的一份研究数据显

示, 幼龄大鼠日粮中添加 3%和 10%的牛初乳干预数周后, 
两组动物的体重、食量、临床体征、血液学及大部分血液

化学指标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 其中 10%牛初乳组大鼠的

血清胆固醇浓度显著降低, 3%牛初乳组大鼠的血清甘油三

酯浓度极显著增加 33%; 两组动物的器官和组织检查结果

与对照组没有明显差异, 表明日常补充牛初乳的幼龄生长

大鼠未观察到毒理学和组织病理学异常, 反映出牛初乳食

用后不会造成子代安全性问题[21]。通过急性毒性试验、致

突变试验和 30 ｄ喂养试验评价也表明牛初乳粉、牛初乳

冻干粉均属于无毒、无致突变、无长期毒性的原料[22–25]。

同时, 目前市场上以牛初乳作为主要原料的完达山牌乳珍

产品(其 IgG 含量为 2.26%)[26]和牛初乳咀嚼片(食用剂量

2.0 g/人/d)[27]、牛初乳超滤液[28]经安全性毒理学评价均为

无毒产品, 并且含有高达 30% IgG 的牛初乳产品也未见毒

性表现[29], 这提示以牛初乳加工而成的产品具有高食用安

全性。以上大量的动物试验研究证实了牛初乳及其制剂具

有高度的食用安全性。表 3 为牛初乳的毒理学评价总结。 

2.3  牛初乳中激素对生殖毒性的影响 

牛初乳不仅富含活性成分和多种功能因子和营养素, 
其还含有多种激素, 如: 胰岛素、催乳素、生长激素、甲

状腺素、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等物质, 为胃肠道和免疫系

统的发育发挥着重要的生理作用[30,31]。但也正因为牛初乳

含有较为丰富的激素水平导致其应用范围受限, 因此有必

要对牛初乳中的激素水平进行客观的调研和评估其是否具

有影响生殖健康的不良作用, 从而为其今后的应用提供一

定的参考依据。 
通过繁殖试验发现, 牛初乳对亲代的动情周期、繁

殖力指数、子代性别比、每窝活产数、4 日生存率、出

生身长、怀孕指数、孕周均无显著影响, 仅观察到亲代

储精囊、精子总数和激素水平的改变, 表明牛初乳能够

调节亲代雌鼠的内分泌激素水平, 但对生殖能力、子代

雌鼠性发育无影响[32]。两代繁殖试验结果同样发现牛初

乳对两代雌雄鼠生殖器官、青春期性发育指标均无不利

影响[16]。进一步研究表明, 妊娠期和哺乳期食用牛初乳的母

鼠不会影响子代雌鼠子宫发育和雌激素受体表达[33]。以上

研究表明牛初乳对妊娠、哺乳及子代均无生殖和发育的

不良影响。 
 

表 3  牛初乳的毒理学评价 
Table 3  Toxicological evaluation of bovine colostrum 

受试物 急性经口毒性 小鼠骨髓微核试验 精子畸形试验 Ames 试验 30 d 喂养试验 参考文献

牛初乳粉 LD50>7.2 g/kg BW 阴性 阴性 阴性 未见异常 [22] 

牛初乳粉 LD50>10 g/kg BW 阴性 阴性 阴性 未见异常 [23] 

牛初乳粉 / / / / 未见异常 [24] 

牛初乳粉 MTD>15 g/kg BW 阴性 阴性 阴性 未见异常 [25] 

含 2.26% IgG 的牛初乳粉 无毒 阴性 阴性 阴性 未见异常 [26] 

牛初乳咀嚼片 MTD>15 g/kg BW 阴性 阴性 阴性 未见异常 [27] 

含 30% IgG 的牛初乳胶囊 MTD>20 g/kg BW 阴性 阴性 阴性 未见异常 [29] 

注: /表示未做该项研究。最大耐受剂量(maximum tolerated dose, MTD);  半数致死量(median lethal dose, L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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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牛初乳具有长期食用历史, 经过毒理学评

价结果表明其属于无毒物质, 不具有急性毒性和生殖毒性, 
对妊娠期、哺乳期、子代均无有害影响。图 3 总结了牛初

乳食用安全性的证据。 
 

 
 

图3  牛初乳食用安全性证据 
Fig.3  Evidence for the safety of colostrum consumption 

 

3  牛初乳在特殊人群中的临床应用 

通过动物试验初步了解到牛初乳是一种安全性较高

的原料, 进一步的临床研究也得以顺利开展。临床试验能

够系统性的证实或揭示牛初乳在目标人群中的使用效果、

不良反应, 有助于确定牛初乳的功能性与安全性。并且, 
临床研究开展前需要获得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这进一步为

临床试验研究提出了更多有关安全性的考虑因素。《中国营

养科学全书》中指出: 0~12 月龄为婴儿期, 1~3 岁为幼儿期, 
3~6 岁为儿童期, 6~17 岁则为学龄儿童, 泛指该阶段的儿

童青少年。因此, 下文以此年龄段整理了牛初乳在早产儿、

婴儿、幼儿、儿童、学龄儿童 3 类特殊人群中的临床研究, 
以进一步佐证牛初乳在这些人群中具有高度安全性。 

3.1  早产儿 

早产儿相较于正常婴儿的营养明显不足, 免疫力也

一般较低与足月婴儿。早产儿母亲的初乳中含有高浓度的

免疫因子也反映出早产儿对营养的高需求量。但早产儿母

乳往往难以满足早产儿的需求, 不仅是因为早产儿母亲自

身的原因, 还与早产儿需要延迟喂养有关[34]。通过表 1 可

知, 早产儿母亲的初乳或成熟乳含有较高的蛋白质, 而脂

肪及能量等营养成分明显低于足月母乳的初乳或成熟乳, 
这再次反映出早产儿对免疫蛋白的迫切需要, 也提示早产

儿需要在母乳的基础上补充其他的营养物质以弥补这种营

养不均衡。因此需要额外补充其他营养成分以提高早产儿

的 免 疫 力 。 然 而 , 坏 死 性 小 肠 结 肠 炎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NEC)和新生儿败血症是早产儿中较为棘手的

问题, 特别是在配方奶喂养的早产儿中更为突出。目前, 

已有大量的研究支持牛初乳作为早产儿的母乳补充营养来

源之一, 能够有效减少 NEC 和新生儿败血症的发生, 并具

有较好的安全性。 
一项前瞻性、安慰剂对照、双盲、随机试验中, 给予

34 周前出生的婴儿牛初乳作为肠道启动剂, 发现接受牛初

乳补充的婴儿相较于安慰剂组婴儿的脓毒症发作较少, 并
显著降低了喂养不耐受、晚发性败血症、坏死性小肠结肠

炎和死亡率, 适宜作为肠道启动剂使用[35]。牛初乳不仅给

予了早产儿营养的需求, 同时还提高了婴儿的免疫力。临

床数据显示, 牛初乳喂养的婴儿相较于安慰剂组的婴儿含

有更高水平的 CD4+CD25+FOXP3+T 淋巴细胞 (FOXP3 
Tregs), 并且牛初乳的补充对脓毒症严重程度和死亡率降

低方面具有积极作用[36]。研究显示, 早期喂养配方奶会引

起早产新生儿肠道功能障碍, 而牛初乳在早产后第一周没

有母乳补充的情况下能够有效促进早产儿的肠道成熟[37], 
表明牛初乳作为早产儿的营养补充剂是科学且安全的。在

另一项研究中对比了牛初乳与常规营养强化剂对极早产儿

的排便习惯影响, 其结果表明随着婴儿年龄的增长, 两组

婴儿胃外观评分有所改善, 但在牛初乳补充组的婴儿中更

为明显, 提示牛初乳有助于改善早产儿的排便习惯[38]。并

且, 牛初乳相较于常规营养补充剂而言, 有助于提高极早

产儿蛋白质、血浆氨基酸水平[39]。 
综上表明, 牛初乳作为早产儿或极早产儿的营养补

充剂使用, 具有强化母乳营养, 提高婴儿的免疫力, 促进

婴儿肠道发育, 减少喂养不耐受、晚发性败血症、坏死性

小肠结肠炎和死亡率, 并且安全性高, 并无不良反应。当

然也有部分研究发现牛初乳并不能改善极低出生体重儿尿

中乳铁蛋白和唾液中 sIgA, 肠内喂养的天数、临床败血症、

确诊败血症和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发生率之间也没有差异, 
但未报告牛初乳对婴儿具有不良反应[40]。表 4 为牛初乳在

早产儿中的安全性应用数据。 

3.2  婴儿、幼儿、儿童与学龄儿童 

未成年时期的婴儿、幼儿、儿童与学龄儿童正处于免

疫力构建与提升的阶段, 同时也容易遭受病毒和细菌的感

染。牛初乳富含抗炎和活性成分, 经大量临床研究证实能

够通过口服补充途径有效提高婴儿、幼儿、儿童与学龄儿

童的免疫力, 并为他们提供了所必需的营养, 从而进一步

改善儿童腹泻及呕吐症状[41]。表 5 为牛初乳在在婴儿、幼

儿、儿童与学龄儿童中的安全性应用研究。 
通过对 3~15 个月的儿童进行了为期 10 d 的针对 4 种

已知人类轮状病毒血清型的高抗体滴度牛初乳干预, 以确

定牛初乳是否具有保护儿童免受轮状病毒感染的功效, 最
终结果显示对照组 65 例儿童中有 9 例发生轮状病毒感染, 
而牛初乳组 55 例患儿中无一例发生轮状病毒感染[42], 这说

明牛初乳具有一定的抗病毒感染能力, 并未安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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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牛初乳在早产儿中的临床研究 
Table 4  A clinical study of bovine colostrum in preterm infants 

人群 剂量 周期 研究结果 参考文献

早产儿 / / 
牛初乳显著降低了喂养不耐受、晚发性败血症、坏死性小肠结

肠炎和死亡率, 适宜作为肠道启动剂使用。 
[35] 

早产儿 逐渐增加至 20 mL/kg/d 2 周 接受牛初乳喂养的早产儿 FOXP3 Treg 水平较高。 [36] 

极早产儿 最大强化水平为 2.8 g/100 mL 35 周 牛初乳有助于改善早产儿的排便习惯, 且优于普通强化剂。 [38] 

极早产儿 最大强化水平为 2.8 g/100 mL 35 周 
牛初乳与常规营养强化剂相比, 添加牛初乳补充的婴儿表现出

相似的生长, 但获得了更多的蛋白质, 并显示出血浆氨基酸水

平的适度增加。 
[39] 

注: /表示文中未提及。 
 

表 5  牛初乳在婴儿、幼儿、儿童、学龄儿童中的安全性应用研究 
Table 5  Research on the safety of colostrum in infants, toddlers, children and school children 

人群 剂量 周期 研究结果 参考文献 

3~12 个月儿童 16%的牛初乳混悬液 10 d 
对照组 65 例儿童中有 9 例发生轮状病毒感染, 
而牛初乳组 55 例患儿中无一例发生轮状病毒

感染 
[42] 

6 个月~2 岁急性腹泻儿童 3 g/d 牛初乳粉 48 h 
牛初乳对轮状病毒感染和大肠杆菌感染引起

的呕吐、腹泻频率和 Vesikari 评分均显著低于

安慰剂组 
[43] 

6 ~35 个月急性腹泻儿童 
7 g/d 的含有牛初乳的组合

冻干粉 
3 d 

牛初乳组合物对急性腹泻儿童中发生的特定

病原体具有抑制作用, 能够缩短急性腹泻的发

生时间 
[44] 

1~8 岁上呼吸道感染或

腹泻的儿童 
3 g/d 牛初粉 12 周 

牛初乳显著降低了儿童住院的次数, 及发病次

数, 其中上呼吸道感染和腹泻的发生率分别显著

降低了 91.19%和 86.60%, 并具有高度安全性 
[45] 

1~6 岁上呼吸道感染或

腹泻的儿童 
<2 岁儿童每天 3 g/d, 剩余

儿童每天 6 g/d 牛初乳粉 
4 周 

牛初乳在上呼吸道感染和腹泻方面具有显著

改善作用, 减少了儿童的发作次数和住院次

数, 并无安全性问题 
[46] 

<5 岁的 IgA 缺乏儿童 
42 mg/d 牛初乳+6.6 mg/d 溶

菌酶 
1 周 

显著降低 IgA 缺乏儿童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 
但儿童唾液中的 IgA 水平并无差异 

[47] 

3~7 岁学龄前儿童 
前 15 d 1 g/d, 后 30 d 0.5 g/d

牛初乳粉 
45 d 

牛初乳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安全性, 并能有效

预防上呼吸道感染的频率及程度 
[48] 

7~18 岁支气管哮喘合

并变应性鼻炎患儿 
/ 6 个月

与安慰剂相比, 牛初乳可显著减变应性鼻炎和

哮喘患者的轻鼻过敏症状及肺功能 
[49] 

定期体育训练的青少年 10 g/d 牛初乳冻干粉 6 周 
牛初乳显著提高了人群唾液 IgA 水平, 期间未

见不良反应 
[50] 

患慢性关节炎的青少年 20 g/d 牛初乳粉 2 周 
牛初乳能够短暂的促使粪便脲酶活性增加, 期

间未出现任何不适症状 
[51] 

 
采用双盲随机对照试验评估了牛初乳对儿童腹泻的影响作

用, 发现牛初乳对轮状病毒感染和大肠杆菌感染引起的呕

吐、腹泻频率和 Vesikari 评分均显著低于安慰剂组, 表明

牛初乳具有较好的改善急性腹泻有效, 预防辅助病毒性和

细菌性腹泻的发生[43]。进一步扩大临床人群数量和干预时

间的研究结果同样得到了含有牛初乳的组合制剂在儿童急

性腹泻中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和较高的安全性[44], 适宜作

为儿童急性腹泻病的有效预防方案。牛初乳对于儿童因病

毒引起的感染类疾病具有较好的预防作用。病毒及细菌感

染也容易造成上呼吸道感染的发生, 儿童因为免疫力尚未

完全成熟, 会更容易造成反复上呼吸道感染, 这不仅影响

了儿童正常免疫力的构建, 更造成了家庭经济的负担。因

此有多项研究提出使用牛初乳用于儿童反复上呼吸道感染

以及急性腹泻的干预或治疗, 其结果显示持续 4 周或 12 周

的牛初乳干预后, 对儿童反复上呼吸道感染以及急性腹泻

具有显著的改善效果, 不仅减少了发病次数, 还显著降低

了儿童住院的次数, 且在定期的身体检查中未发现儿童有

任何不适感发生, 表明牛初乳具有高度安全性[45–46]。短期

给予儿童一周的牛初乳补充, 也能够显著降低 IgA 缺乏儿

童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 并且期间未观察到牛初乳对儿童

的不良反应, 但儿童唾液中的 IgA 水平并无差异[47], 这提

示营养丰富的牛初乳发挥改善上呼吸道感染的活性成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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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复杂的、多机制的。进一步延长干预时间发现, 给予

了健康儿童为期 45 d 的牛初乳干预, 并持续追踪了 20 周

受试人群的身体状况, 发现在学龄前儿童中补充牛初乳

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安全性, 并能有效预防上呼吸道感

染的频率及程度, 这表明牛初乳在学龄前儿童中的应用

同样的有效且安全的[48]。综上, 牛初乳对婴儿、幼儿、

儿童以及学龄前儿童均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和高度的食

用安全性。 
牛初乳应用于青少年群体的研究较少, 但现有的几

份研究中仍未观察到牛初乳任何不良反应[49]。持续 6 周给

予定期体育训练的青少年男生每天 20 g 的牛初乳后发现, 
牛初乳显著提高了唾液 IgA 水平, 期间未见不良反应[50]。

另一项临床研究招募了 30 名患有慢性关节炎的青少年, 
给予他们为期两周 10 g/d 剂量的牛初乳冻干粉, 虽然未发

现牛初乳对关节炎患者具有显著的改善效果, 但牛初乳能

够短暂的促使粪便脲酶活性增加, 期间也为出现任何不适

症状[51]。这两项研究表明 10~20 g/d 剂量的牛初乳用于青

少年中具有高度安全性。 
综上所述, 牛初乳在在早产儿、婴儿、幼儿、儿童、

学龄儿童中的临床试验中未表现出任何不适感及其他安全

性问题。提示牛初乳在合理的食用剂量范围内应用于在婴

儿、幼儿、儿童、学龄儿童中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4  结束语 

牛初乳被限制应用于婴幼儿配方乳粉, 这类人群范

围为婴儿(0~6 月龄)、较大婴儿(6~12 月龄)、幼儿(12~36
月龄)。但进一步调研可知, 提出这一限制的原因主要与市

场上的牛初乳产品质量良莠不齐有关, 难以提供稳定的、

持续的、安全的、优质的牛初乳是导致专家提出建议限制

的重要原因。并且婴幼儿配方奶粉本身已经有足够的营养

成分, 无需再额外添加牛初乳。现有研究中也多鼓励牛初

乳作为早产婴儿的使用, 以满足这类婴儿的高营养需求。

因此, 面对这一现状, 国家相关政府应当给予适当的政策, 
鼓励企业提高牛初乳质量的研究工作, 解决牛初乳稳定性

差、质量低等问题。其次, 是组织权威专家制定牛初乳质

量标准文件, 期间也应听取企业建议, 使文件内容的制定

能够满足企业实际生产条件, 又能满足消费者的健康和安

全需求。最后, 国家相关单位应当加强监督管理, 严厉打

击非法添加、夸大宣传及低质量产品的销售。 
综上, 本文列举了大量的研究, 支持牛初乳应用于早

产儿、婴儿、幼儿、儿童、学龄儿童的高食用安全性, 并
且牛初乳还进一步给予了这些人群免疫保护。这再次证明, 
国家限制牛初乳添加于婴幼儿配方奶粉中的原因并非因其

存在安全性有关。因此, 对待牛初乳应用于特殊人群的讨

论应当客观, 可以从规定牛初乳中的激素范围着手, 给予

牛初乳应用于特殊人群的安全性剂量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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