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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随着我国乳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乳与乳制品的安全日益受

到重视. 人们不仅要求喝到奶,而且要喝好奶,放心奶,食用安全乳品. 本期专家论坛栏目邀请了 2
位专家,分别从乳及其制品的加工和消费环节中可能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国外乳品安全技术法规

体系的特点、我国部分乳制品质量安全事件的成因等角度进行阐述. 希望通过专家的建议、办法、
策略,为预警和分析乳及其制品的食品安全问题、防止乳制品的安全事件的发生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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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乳制品加工过程中食品安全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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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科技大学 食品工程与生物技术学院, 天津摇 300457)

摘摇 要: 分析了目前乳品行业食品安全事件产生的原因,特别是生产过程和包装环节;对比国外发

达国家的技术法规体系,提出了我国乳品业控制食品安全事故应该采取的对策,并对乳品行业的发

展提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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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今,我国的乳品行业

有了迅猛的发展. 但随之而来的食品安全问题也不

断出现,特别是近几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恶性事件

是 2008 年三聚氰胺事件,给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的

我国乳品行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尽管政府采取各

种措施以促进行业的恢复,但乳品行业在媒体的聚

焦下好似中了魔咒般的,所谓的“食品安全事件冶一
个接一个,几近使消费者完全丧失了对国内乳制品

的信心. 从三聚氰胺事件到圣元婴儿奶粉的性早熟

事件,再到蒙牛的造骨牛奶蛋白(OMP)事件,牛奶

碘超标事件,伊利婴儿奶粉的汞超标事件,蒙牛的黄

曲霉毒素 M1 事件,再到光明乳业的乳矿物盐事件

等等,加之国外的恒天然的双氰胺事件、肉毒杆菌事

件等等不胜枚举.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原料

质量控制不严;同时加工过程中的隐患也不少. 本

文将就乳品加工过程可能带来的食品安全隐患加以

阐述.

1摇 食品安全事故产生的原因分析

1郾 1摇 原料问题

原料的安全问题是导致乳制品安全问题的最主

要原因,如三聚氰胺事件,M1 事件,碘超标事件等都

是原料奶质量控制出现问题. 而其他乳制品原料,
如乳清粉、乳清蛋白及功能性成分等原料完全依赖

进口,生产企业无法自己掌控,其风险更大.
1郾 2摇 生产过程的控制问题

乳制品加工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单元操作主要是

杀菌、发酵、浓缩、喷雾干燥、包装等,其中尤其以杀

菌和包装环节最为重要.

6



首先是杀菌环节. 我国原料奶的供应目前还有

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个体养殖户,卫生状况尚待提高,
因此原料奶的微生物指标偏高,尤其是其中的耐热

芽孢菌的数量. 一般情况下的 HTST 和超高温灭菌

不能全部杀死这些耐热芽孢,有时仅会使芽孢处于

休眠状态,在产品储存和销售过程中遇合适温度的

条件下,休眠芽孢体复活繁殖,从而引发产品变质及

食品安全问题.
其次是包装过程. 我国目前使用的包装材料大

多是:多层聚合包装材料,如利乐包装;多层共挤压

塑料复合包装材料,如百利包. 这两类包装是符合

国际和国内包装材料标准的,关键在于包装过程无

菌过程的保证. 出现问题的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包

装机无菌环境不能保证,造成产品污染,货架期内出

现酸包和产品腐败变质. 再就是用于包装膜杀菌用

的双氧水进入包装内,造成食用者食物中毒,特别是

百利包产品[1] .
食品安全相关的另一个方面是加工过程的卫生

控制. 一方面是加工设备清洗效果的检查不够,各
种管理体系执行不到位,大多数流于形式,如 HAC鄄
CP 执行不严等. 其根源在于企业没有真正理解这些

体系的精神实质,只是用于拿到许可证,应付检查.
此外,就是加工过程中的添加剂使用是引发食

品安全问题的隐患. 一类是单独为节约成本而随意

使用食品添加剂,如为降低糖的成本而使用大量甜

味剂;为在降低产品中干物质的情况下增加产品口

感而添加增稠剂等等. 另一类是为宣传产品的功能

性而使用的功能性添加成分. 而实际情况往往是,
尽管大多数添加剂的添加量微乎其微,甚至根本不

能达到功能性物质起作用的量,却对其功能性大加

宣传,增加产品卖点. 以上情况正由于添加了不属

于本身的额外的,甚至是不必要的物质而增加了食

品安全的风险.
1郾 3摇 法规标准及检验问题

法规标准行政性过强,缺乏科学性. 主要体现

在标准一方面在形式上过于追求与国际接轨,片面

的把产品指标与国际标准拉齐;另一方面在一些有

关行业方面的标准又过于迁就国内落后的现状.
国家对检测方法的研究投入过少,致使一些标

准制定时,检测方法严重滞后,个别标准只有标准无

法检验,形同虚设.
1郾 4摇 生产及市场监管问题

目前,国内乳品行业重检测,轻监控. 结果就是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造成检验费大幅上升,产品成

本急剧增加,最后还是要消费者买单.

2摇 国外的食品安全控制经验

关于食品安全控制,以美国、欧盟和亚洲的日本

最为值得借鉴. 主要从机构设置、法规体系和监督

执行这几个方面来比较;而这三个方面里,又以法规

体系最为重要,同时也是从技术这个层面最值得我

们学习. 法规体系包含乳制品相关的法律、技术法

规和乳品安全标准.
2郾 1摇 美国的法规体系特点

2郾 1郾 1摇 重视技术法规[2]

美国食品安全技术法规的制定充分以科学为依

据,以风险分析为基础,贯彻以预防为主的原则,对
“从农田到餐桌冶全过程的食品安全进行监控和管

理. 更加重视技术法规,突出的特点就是全面、细
致、注重两端. 美国的食品安全专项技术法规最多,
细到涉及的是单个产品,全到涉及了其国内的所有

产品类别;而每一产品又细分到了加工原料的品种、
生产地域以及加工过程中的较小差别.

在法规体系中主要以产品法规和加工原料质量

方面的法规为主,重点抓了整个乳品加工流程的两

头,即加工原料质量与最终产品.
涉及的流程有工厂条件、包装、销售和综合,而

直接服务于产品加工的检测、安全卫生、加工工艺、
产品贮运方面的法规则很少,这些方面的规定被包

括在一些联邦的相关法规与其他标准化组织负责制

定的标准或地方法规中,或者直接采用国际标准.
2郾 1郾 2摇 标准和技术法规的各自范围明确[2]

美国制定的食品安全标准,主要是推荐性检验

检测方法标准和肉类、水果、乳制品等产品的质量分

等分级标准. 而技术法规主要是微生物限量、农药残留

限量等与人体健康有关的食品安全要求和规定.
2郾 2摇 欧盟的法规体系特点

欧盟根据实际需要并实施“从农田到餐桌冶的

全程监管理念,从乳制品法规体系出发,制定了一整

套完善的强制性条例、指令和法规,使得乳制品从饲

料、产品质量、安全限量、生产过程控制、包装等环节

均有法可依、有据可循. 除此之外,欧盟还灵活地制

定一系列自愿性检测方法标准,用以满足检测各项

条例和指令的具体指标要求. 严格的条例和指令并

配套自愿性方法标准,共同构成了欧盟乳制品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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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准体系,它们相互协调并配套实施,为欧盟乳制

品质量和安全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技术支撑.
关于乳制品包装法规,欧盟目前发布了 5 项指

令,用以规范与食品接触的包装材料及容器,包括与

食品接触的陶瓷制品的 84 / 500 / EC 指令,规范与食

品接触的再生纤维薄膜材料和制品的 93 / 10 / EEC
指令,规范与食品接触的塑料材料和制品的 2002 /
72 / EC 指令,规范与食品接触的含有氯乙烯单体的

材料和制品的 78 / 142 / EEC 指令,规范与食品接触

的材料和制品中环氧衍生物的 2002 / 16 / EC 指

令等[3] .
2郾 3摇 日本的法规体系特点

日本是世界上食品安全保障体系最完善、监管

措施最严厉的国家之一,在保证乳品质量安全与卫

生而采取的措施方面,日本政府首先是依靠广泛和

具体的法律来实施的. 为此,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

列的法律法规,以法律为基础,高科技检验检疫手段

作后盾,从食品的原料生产、加工到流通等各个领域

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乳品安全保障体系.
日本还依据协调配套原则,制定了一整套完善、

严格的乳制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使得乳制品从原

料、生产、加工、贮存、运输到经营各个流程,从质量

成分、安全限量、检测方法、包装容器到加工设备等

各个环节均有规可依. 此外,日本的乳制品行业协

会和乳制品企业还根据行业和自身需要,灵活制定

一系列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用以满足不同方面的

需求. 权威的技术法规、严格的强制性标准、灵活的

行业和企业自愿性标准,共同为日本乳制品质量安

全提供科学有效的技术支撑[4] .

3摇 对我国食品安全对策的建议

3郾 1摇 加大正面宣传的力度,提振国内消费者对乳品

行业的信心

三聚氰胺事件后,国内消费者对乳品行业的信

任度一度降低到最低点. 如婴儿配方奶粉行业,事
件前国产婴儿奶粉与国外婴儿奶粉的市场占有率比

为 7颐 3,而事件后这个比值倒过来为 3颐 7,时至今日,
事件已经过去 5 年了,这个比率仍然只有 5颐 5. 加之

近年来乳品行业的一系列问题不断曝光,时刻击打

着人们敏感的神经,乳品行业的从业者亦是如履薄

冰,不知道哪件事会成为压倒大象的最后一刻稻草.
这种状态,极不利于行业的发展,也使消费者的利益

没法保证. 香港的限购和西方国家的舆论压力使我

国乳品行业所有相关行业备受指责,而国外的产品

借机大行其道,继而涨价成风. 我国从关心消费者

的利益出发没有错,但是在惩恶的同时必须扬善,应
该着力树立一批好的典型. 食品安全控制好的企业

进一步复制引导,使其更加完善,而使出问题的企业

逐渐淘汰. 唯有这样,才能是我国的乳品行业健康

发展,消费者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3郾 2摇 要正确理解、引导和宣传什么是食品安全事件

近年来发生的多起事件,并不全是食品安全事

件,有的是假冒伪劣,有的是适用范围错误,甚至有

的是误传等. 如果把这些一并都算作安全事件,那
么以这个标准衡量哪个行业都不会安全. 政府应该

着手加强食品质量和安全的知识普及教育,让人们

正确区分哪些是质量问题,哪些是安全问题,避免造

成舆论的一面倒从而带来更多不必要的恐慌[5] .
3郾 3摇 要完善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的建设

2008 年三聚氰胺事件后,国家连续出台了多项

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和规定. 如国家质检总

局发布了《关于企业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许可条件

审查细则》 和 《企业生产乳制品许可条件审查细

则》,国家工商总局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与规

范流通环节乳制品市场主体准入有关工作的通

知》,之后国务院办公厅又下发了《关于严厉打击非

法食品添加行为,切实加强食品添加剂监管的通

知》. 此外政府还颁布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特别是 2010 年完成了乳品行业 66 项国家乳制品安

全标准的修订. 可以看到,相关法规、标准频频出

台,为整顿乳品市场,保障乳品安全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6] .
下一步应该加强原料技术法规的制定,尤其是

完全依赖进口的乳品原料. 因为只有抓住源头,才
有可能真正控制产品的安全问题. 刚刚出现的新西

兰奶粉,乳清蛋白的问题也证明了这一点.
3郾 4摇 加强政府的宏观控制力度,科学的分配奶源与

加工能力

事实上,我国乳品行业食品安全问题的真正原

因就是加工能力与奶源供给不匹配. 因此,国家有

必要对全国范围内的奶源分布和加工能力进行深入

细致的调查,进而对与之对应的企业进行能力与分

布的匹配,用这种方式来控制企业数量,提高乳品行

业企业的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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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前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对乳制品

生产企业重新提出的生产许可申请进行审核,结果

有 688 家企业通过了生产许可重新审核,其中婴幼

儿乳粉企业 128 家,总计有 56 家停业整改,432 家

未通过审核而停止生产乳制品[6 - 7] . 今年下半年,
准备对婴儿配方奶粉企业重新审核,提高了乳制品

行业的技术和质量门槛,从企业设施等基本生产条

件的角度为乳品质量安全提供基本保证.
3郾 5摇 加强对产品生产过程的监督控制

历次无论是食品安全事故或是质量事故后,接
下来都一轮密集的抽样检测. 加大抽样数量和频

次、增加检测项目、增加检验设备、增加检测人员等,
而这所有的一切都不能改变产品的任何指标,只是

让我们知道了而已. 其实,食品安全是生产出来的,
不是检测出来的. 只有加强生产过程中各个工艺关

键点的监管,加强食品安全体系和保证体系的建立,
让食品安全和质量风险消灭在成品之前,这才是我

们要达到的目的. 诸如原料添加过程的控制,杀菌

效果的监控,管道清洗效果的检查,包装无菌性的监

测等. 这些在国外都会包含在企业质量安全体系的

框架里,深入人心,时时刻刻都被贯彻在工人的一切

操作里. 而过度的检验只能大幅度增加固定资产投

资,增减检验费用,人员费用,进而增加产品成本,最
后全部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4摇 展摇 望

政府加强对可追溯体系的研究投入,可追溯体

系并不是行政命令就可以完成的,也不是贴上二维

码就可以追溯了. 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系列

的关于记录、标示、程序和法规的支持. 没有这些,
空喊追溯系统无异于空中楼阁.

政府还应加强乳品行业风险评估系统的研究,
和上面的道理一样,风险评估系统的建立同样需要

大量的基础数据,关于各种风险因子的含量,出现几

率,环境影响,概率理论等. 不是成立一个机构就可

以解决的,而是应该持续的开展基础数据的积累、研
究,进而建立乳制品的风险评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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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Food Safety
During Processing in China Dairy Industry

YU Jing鄄hua,摇 LIU Xiao鄄hui
(College of Food 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ianjin 300457, China)

Abstract: The recent safety events in dairy industry, particularly the processing and package, were ana鄄
lyzed compared with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 system in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suggestions and coun鄄
termeasure to avoid the food safety incidents were provided. Meanwhile, the prospects of food safety in
the dairy industry was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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