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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地分析了均质#巴氏杀菌等不同加工工艺对牛乳近红外光谱的影响!首次发现各种加工后的

牛乳与原料乳间在
#";,5A

附近有明显的区别!通过这一特征波长点可以很好地判断牛乳是否经过加工处

理!该结果为近红外技术在牛乳质量控制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论述了均质后吸光度急剧下降的液

体乳!经杀菌工艺后吸光度反而升高以及常温原料乳随着均质压力的不断增强!其吸光度在整个光谱区域

均呈下降趋势!脂肪球的物理结构变化!最终导致了吸光度的下降的原因"以商品乳中是否含有复原乳的鉴

别为例!探讨了复原乳检测的机理!并利用
-[TX7

方法创建了复原乳定性判别模型!在光谱
#",,

"

!!,,

5A

间!采用
!K

和
(%1182+'+

预处理方法!判别结果表明对于商品乳中复原乳的正确辨别率可以达到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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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国内外利用现代近红外光谱%

5.4185B14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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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分析技术进行牛乳的检测研究日益增多!这些

研究主要集中在化学计量学方法的应用(

#*@

)

#仪器的研制(

=*;

)

和满足牛乳的生产要求(

#,*#+

)等方面!为
([Q-

分析技术在牛

乳检测方面的应用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但经大量文献分析发

现!在众多研究方向中!很少有人涉及牛乳加工工艺与

([Q-

分析间的课题!其结果导致一些现象无法解释"为了

更好地理解牛乳的
([Q-

检测机理!本文在加强基础理论研

究的同时!探讨了不同牛乳加工工艺在
([Q-

分析检测方面

的应用!并将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首次

提出用特征波长鉴别原料乳和加工乳的方法"针对商家用奶

粉兑水来复原成液态牛乳!加工后当作鲜牛乳销售!侵犯了

消费者的行为!利用
-[TX7

方法!创建了复原乳定性判别

模型!有效地改善了复原乳的传统检测效率!定会有力地提

高打假力度!保护消费的合法权益"

牛乳的加工工艺大致分为'原料乳
,

过滤
,

冷却
,

净化

,

均质
,

杀菌
,

灌装
,

检验
,

出厂等过程!其中均质主要改

变了牛乳的物理指标!杀菌则使牛乳的化学成分发生了一些

变化!其他过程被视为对牛乳理化指标基本无影响"用于配

制复原乳的奶粉经过瞬时高温喷雾干燥过程!理化指标均显

差异"

本文主要考察了原料乳#商品乳#复原乳的均质#杀菌

前后的
([Q-

特性及其应用"

#

!

实验材料与方法

%$%

!

奶样的获取

#'#'#

!

原料乳

取自中国农大中美奶业研究中心的三头荷斯坦奶牛!每

天中午采样!采集后放入
?i

便携冰箱中冷藏运回!立即进

行相应的实验!实验过程共采集
++

个样品"

#'#'!

!

商品乳

按照商品乳加工工艺!对原料乳进行二次均质%

!,

T

)

4

&!巴氏杀菌%

@<i

!

<,A85

&后得到"

#'#'<

!

复原乳

从市场上购买品牌全脂鲜奶粉!经试验将每袋奶粉%

!+

W

&加入
#",Aa

温水冲调!经摇匀冷却至室温后!测量其密

度为
#',!@

!通过经典化学方法测得其脂肪含量为
<'@"g

!

蛋白质含量为
<'<<g

!与原料乳成分的统计数据接近!可以

消除含量的差异导致的判别结果失真$将复原乳与原料乳等

比例混合后!按照商品乳加工工艺!经二次均质%

!,T

)

4

&!

巴氏杀菌%

@<i

!

<,A85

&后得到"

为了讨论方便!将样品分为原料组和复原组两组!原料



组包括原料乳#均质后原料乳和巴氏杀菌后原料乳!复原组

包括
+,g

复原乳#均质后
+,g

复原乳和巴氏杀菌后
+,g

复

原乳"对于商品乳中复原乳鉴别实验!共获得包括生乳在内

的不同加工工艺后的实验样品
@

种!每种
++

个!样品总数

<<,

个"

%$:

!

NMJH

采集

利用
7(D7Q[-

傅里叶变换近红外光谱仪%

DC.1A%

(8/%&.0

!美国&的积分球附件!采集了牛乳的漫反射光谱"采

集反射光谱时每次采集时样品杯中样品高度大于
+/A

!以保

证有足够的近红外反射"波长范围
?,,,

"

#!,,,/A

I#

!分

辨率为间隔
"/A

I#

!每个样品采集
<

次!每次扫描
@?

次取

平均!数据通过相连的计算机记录吸光度值%

&%

W

#

-

K

&"每次

采集光谱前!样品恒温至%

?,M,'#

&

i

"仪器使用
[5\472

检

测器"

%$=

!

数据处理方法

实验数据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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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别分析功能!建

立了原料乳中复原乳鉴别的定性判别模型!该方法首先对训

练集中每一类样本的光谱数据矩阵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

%

SX7

&!建立每一类的主成分分析数学模型!然后在此基础

上对未知样本进行分类!即将未知样品光谱数据进行主成分

分解!在每一类的主成分空间内!通过进行马氏距离运算!

判断到每一类样品的距离!从而判断未知样品的归属!这类

似于
-[TX7

%

2%B0856.

)

.56.50A%6.&85

W

%B/&422454&%

W3

&判

别方法(

+

)

"模型的好坏根据预测样品的正确判别率进行评

价"

!

!

结果与讨论

:$%

!

液态乳加工工艺与
NMJH

图
#

为原料组和复原组六种样品的近红外平均光谱图"

由图中可以看出!由于乳样#加工工艺的不同!导致了
([Q-

间的差异"原料乳的吸光度在全波长区域均保持最大!且明

显大于其他所有光谱$另外!原料组样品的吸光度高于复原

组!这说明经过高温瞬时喷雾干燥的复原组样品的理化指标

与原料组相比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在短波近红外区域!均质

前后样品组间有明显的区别!这主要是因为短波区主要反映

含氢基团三倍#四倍频吸收!且吸收相对较弱!主要体现物

质结构方面的变化(

#@

)

!其变化规律主要体现了脂肪球散射

对光谱的影响"均质后牛乳中脂肪球的大小得到了标准化!

从而改变了样品对近红外光的散射作用!光谱有了明显的改

变$但对加热杀菌处理!由于其对牛乳的成分及结构影响相

对较弱!因此杀菌处理对短波段光谱的影响不明显"

!!

但在所示长波段范围内!原料组和复原组的吸光度分别

依次按杀菌#均质的顺序下降!尤其在
!!,,5A

附近层次最

为清晰"在生产实践中!利用该特点可以定性判别液态乳是

否完成了相应的加工工艺"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均质后吸光度

急剧下降的液态乳!经杀菌工艺后吸光度反而升高的现象!

其原因详见
!'<

节"由此可见!牛乳加工工艺对牛乳的
([Q-

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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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质工艺与
NMJH

为使乳制品获得良好的特性!在乳品生产和加工中往往

采用高压均质工艺"均质的主要作用是粉碎脂肪球!当均质

压力由
,

增至
?,TS4

时!脂肪球平均直径由
<',

$

A

逐渐减

小到
,'<!

$

A

!此时的牛乳及其制品色泽较白!光散射增

加(

#=

)

$如图
!

所示!室温原料乳随着均质压力的不断增强!

其吸光度在整个光谱区域均呈下降趋势!脂肪球的物理结构

变化!最终导致了吸光度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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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为图
#

所有样品的二阶导数光谱图"其中原料乳在

#""?'!=5A

!而经过均质加工的所有其他乳样在
#";+'!@

5A

处有吸收峰"这充分说明!均质作用使吸收峰向长波方

向偏移!

#;,,5A

附近主要是水分的合频吸收峰(

#"

)

!该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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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吸收峰的漂移可以解释为!均质后牛乳中的各种成分在水

中的分布变得均匀!从而导致了向水的吸收峰方向的漂移"

在原料乳收购时!利用两个不同的吸收峰!可以轻易地鉴别

出原料乳和加工乳!杜绝掺假等现象的发生!以利指导生

产"

:$=

!

杀菌工艺与
NMJH

由图
#

可以观察到!巴氏杀菌后的牛乳光谱的平均吸光

度不但没有降低!反而高出先于杀菌工艺的均质光谱"这可

以解释为巴氏杀菌过程中!牛乳中的蛋白发生了变性引起

的"一方面!在巴氏杀菌过程中乳清蛋白变性比例达到
#,g

"

!,g

!变性的乳清蛋白变得膨大!例如每克蛋白质的体积

由
#Aa

增达到
<Aa

!这会引起牛乳豁度的轻微升高(

#;

)

!蛋

白质体积的变化起到了类似均质相反的作用!从而导致了该

处光谱向上漂移"另一方面!变性乳清蛋白中的化学基团及

空间构象也发生变化!因为巴氏杀菌过程中!随着温度的增

加在蛋白质内部起连接作用的
-

3

-

键逐渐断开!从而使得

原本埋藏在蛋白球内部的
X

3

^

键暴露出来!这些暴露出来

的
X

3

^

键的吸收!也使得吸光度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增加"

但由于乳清蛋白含量较小且变化量较小的原因!最终光谱介

于原料乳与均质乳之间"

:$>

!

商品乳中复原乳的鉴别

随着加工工序的增加!牛乳间的差异缩小!这给复原乳

的检出制造了一定困难!仅仅通过原始光谱不能进行有效的

识别!需要结合不同的数据处理方法方能得到较为理想的结

果"

对于经过各种加工后的商品乳!复原乳两类
##,

个样

品!利用
K82/18A8540.454&

3

282

判别分析法建立定性模型!为

得到最优的判别结果!首先计算光谱间的马氏距离!根据

K8̀%5

检验剔除光谱异常样品
=

个!然后根据上文所提到的

不同加工后牛乳间差异的特征波长!进行最优波段的选择!

接着对光谱进行多元散射校正处理%

T-X

&!标准正态变换

%

-($

&!一阶求导!二阶求导!多点平滑等预处理!最终得

到最优组合'

#"!,

"

!!!,5A

波段!二阶导数光谱结合
+

点

+

次
(%1182

平滑处理"图
?

为
#,<

个自制商品乳和复原乳样

品的判别分析图"

!!

由于经过均质和巴氏杀菌后样品性质趋于一致!光谱间

的差异减小!特征信息少"从图
?

及表
#

可以看出!判别结

果中有
!

个商品乳样品被误判为复原乳样品!没有复原乳样

!"

#

$>

!

&'(2"39;"+"0*6(;(38-6./

,

*36(8;"Q(

+"-]*02;(9.036"686(2+"-]

#

'

X%AA.18/4&A8&E

$

!

'

Q.A46.A8&E

$

<

'

T82/C2.15:A450A8&E

品被误判为商品乳!最终模型的正确判别率还是达到了

;"'#g

!所以经过均质和巴氏杀菌后仍能判别出是否掺有复

原乳的牛乳"

&*<-(%

!

&'(2"39;"+"0*6(*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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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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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8%5

%BQ./%52080:0.6A8&E

S1.01.40A.50

"<<

"

!+,, #, ""'< (%5.

"<<

"

!+,, #, ;,'< T-X

#",,

"

!!,, = ;"'# !K

!

(%1182+'+

#!+,

"

!+,, = ;<'! #K

!

T-X

<

!

结
!

论

!!

实验探讨了复原乳检测的机理!分析了均质#巴氏杀菌

等不同牛乳加工工艺对近红外光谱的影响!发现不同加工后

的牛乳与原料乳间在
#";,5A

附近有明显的区别!通过这

一特征波长点可以很好的判断牛乳是否经过加工处理"利用

-[TX7

方法得到的商品乳中复原乳的判别结果可以达到

;"'#g

"以上实验结果表明与判别分析技术相结合的
([Q-

技术!可以很好的实现商品乳中复原乳的鉴别"从而能够最

大限度的保证消费者的权益!另外复原乳的定量检测!也为

技术监督部门的合理执法提供了有利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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