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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阳性乳奶牛血清和乳 Na、K 水平分析

李 静 ，周 岩，刘德义，陈会良，商常发，杨 静

(安徽科技学院动物科学学院,安徽 凤阳 233100)

摘 要：目的:研究酒精阳性乳患牛血清和鲜乳的钠、钾含量的变化，探索了钠、钾与奶牛酒精阳性乳的关

系，为临床治疗提供科学依据。方法：用 68%的酒精全群检测酒精阳性乳，用 72%的酒精测定 68%的酒精阳性

乳，再用 75%酒精测定 72%的酒精阳性乳，然后将其分为 75%酒精阴性(对照组)、75%酒精阳性、72%酒精阳性

和 68%酒精阳性 4 个组，在每组牛群中选择产奶量、胎次、年龄、泌乳期相近的 6 头奶牛分别组成 1、2、3、4 组。
连续 3 周对各组奶牛行采血和采乳，通过火焰光度计法测定血清和全乳中的钠、钾含量。结果：2、3、4 组奶牛

血清中钠、钾的含量显著地低于 1 组(对照组)(P<0.05)。结论：实验结果显示血清中钠和钾的含量均显著下降，

故在临床治疗上可以通过饲料添加 NaHCO3，NaCl 或静脉输入 5%的 NaHCO3 或 NaCl，通过这些方法治疗酒精

阳性乳患牛；全乳中钠、钾的含量降低使鲜乳稳定性降低，但并未失去利用价值，可以合理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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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ntent of Sodium and Potassium in Both Serum and Milk in
Alcohol Positive Milk Cows

LI Jing, ZHOU Yan, LIU De- yi, CHEN Hui- liang, SHANG Chang- fa, YANG Jing
(College of Animal Science,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Fengyang 233100, China)
Abstract: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researching on the changes of the content of sodium and potassium

in both the blood serum and the milk from the cowwhich suffers the disease of alcohol- positive milk.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sodium and potassium and the cows with disease was determined and this provided the
clinic treat with the scientific basis. In the experiment we tested the alcohol- positive milk by using the 68%
alcohol, and tested the 68% alcohol- positive milk using use the 72% alcohol. Then we tested the 72% alco-
hol- positive milk using the 75% alcohol. Then cow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75% alcohol- negative
(control), 75% alcohol- positive, 72% alcohol- positive and 68% alcohol- positive. 6 cows of the same milk
production, parity, age and lactation period were selected for one group. During the following three weeks, the
blood and the milk from the cows in each group were gathered the content of sodium and potassium in both the
blood serum and the milk determined using the flame photomete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tent of the
sodium and potassium in blood serum in group 2，3，4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group 1 (P<0.05). It
was concluded that in clinical treatment, we can curing the alcohol- positive milk cows by adding NaHCO3,
NaCl to the food or instilling 5% NaHCO3 or NaCl. The stability of the milk decreased because the content of
sodium and potassium decreased, but its value was not lost, so we can use it reason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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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阳性乳是指用 70%左右的中性酒精与等

量的乳混合，产生微细颗粒和凝块的乳。王鹏等[1]

发现酒精阳性乳患牛的乳腺分泌上皮细胞选择性

吸收钠、钾、钙、镁的功能异常，血清和乳中 Na+、
K+含量降低 [2]；王林等 [3-4]研究指出，酒精阳性乳患

牛乳中 Na+、K+含量均降低。钠、钾、氯在体内起重

要作用，其最基本的功能是维持细胞内外、血管内

外渗透压的恒定 [5]。细胞内外液电解质分布不均，

表现在 Na+、Cl-、HCO3
-主要分布于细胞外液；而

K+、Mg2＋、HPO4
2＋主要存于细胞内液[6]。Na+-K+-ATP

酶也称钠泵，是广泛分布在哺乳动物细胞膜上的

一种跨膜四聚体组成的膜蛋白 [7]。Na+-K+-ATP 酶

对维持细胞的静息电位、细胞容积及渗透压的恒定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8]。本研究拟连续测定酒精阳

性乳患牛血清和鲜乳的 Na＋、K＋含量，为探索 Na＋、
K＋与奶牛酒精阳性乳的关系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动物

酒精阳性乳奶牛由安徽省蚌埠市某奶牛场提

供。
1.2 试验设计

用 68%的酒精全群检测酒精阳性乳，用 72%
的酒精测定 68%的酒精阳性乳，再用 75%酒精测

定 72%的酒精阳性乳，然后将其分为 68%酒精阳

性、72%酒精阳性、75%酒精阳性和 75%酒精阴性

(对照组)4 个组，在 75%酒精阴性(对照组)、75%酒

精阳性、72%酒精阳性、68%酒精阳性的牛群中选

择产奶量、胎次、年龄、泌乳期相近的 6 头奶牛分

别组成 1、2、3、4 组。连续 3 周对各组奶牛进行颈

静脉采血和采乳，分离血清， - 20℃的冰箱中保

存。为防止血清和鲜奶由于黏度过大而堵塞火焰

分光光度计的吸管，将分离好的血清、鲜奶均稀释

100 倍再进行测量。通过火焰光度计法测定血清

和全乳中的钠、钾含量。
1.3 主要药品和仪器

1.3.1 主要药品

氯化钾，分析纯(AR)天津市北方天医化学试

剂厂；氯化钠，分析纯(AR)天津市北方天医化学试

剂厂；离子水。
1.3.2 主要仪器

FP- 640 型火焰分光光度计，上海精密仪器厂

生产。
1.4 数据处理

所得数据用 SPSS10.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处理，所有的数据以平

均数±标准差(X±SD)表示，以 P<0.05 作为差异

性显著判断标准，以 P＜0.01 作为差异性极显著

的判断标准。

2 结果与分析

2.1 酒精阳性乳患牛血清中钠含量的变化

由表 1 可见，2、3、4 组奶牛血清中钠含量显

著低于 1 组(对照组)(P<0.05)。

2.2 酒精阳性乳患牛血清中钾含量的变化

由表 2 可见，2、3、4 组奶牛血清中的钾的含

量显著低于 1 组(对照组)(P<0.05)。

2.3 酒精阳性乳患牛全乳中钠含量的变化

由表 3 可见，2、3、4 组奶牛血清中钠的含量

显著低于 1 组(对照组)(P<0.05)。

2.4 酒精阳性乳患牛全乳中钾含量的变化

由表 4 可见，2、3、4 组奶牛血清中钾含量显

著低于 1 组(对照组)(P<0.05)。

3 讨 论

钠和钾的基本功能是维持细胞内外、血管内

外渗透压的恒定。细胞内外液电解质分布不同，表

现在 Na＋、Cl－、HCO3
－主要分布于细胞外液；而 K＋、

表 1 血清中钠含量的数据分析结果 mmol/L

组别 第 1 周 第 2 周 第 3 周
1 组 98.5±0.43 99.0±0.23 97.4±0.23
2 组 93.2±0.51* 94.1±0.64* 93.4±0.64*
3 组 93.4±0.21* 91.5±0.50* 90.4±0.47*
4 组 92.1±0.72* 93.4±0.54* 93.3±0.54*

注：同列比较，无肩标或相同肩标表示差异不显著( P>0.05)；“*”表
示差异显著(P<0.05)；下同。

表 2 血清中钾含量的数据分析结果 mmol/L

组别 第 1 周 第 2 周 第 3 周
1 组 5.04±0.03 4.99±0.01 5.09±0.02
2 组 4.85±0.02* 4.79±0.09* 4.75±0.04*
3 组 4.59±0.03* 4.65±0.02* 4.87±0.03*
4 组 4.60±0.10* 4.72±0.05* 4.63±0.04*

表 3 全乳中钠含量的数据分析结果 mmol/L

组别 第 1 周 第 2 周 第 3 周
1 组 15.1±1.27 15.0±0.28 15.6±0.28
2 组 13.5±0.60* 14.0±0.16* 13.6±0.16*
3 组 13.7±0.47* 13.1±0.14* 13.2±0.18*
4 组 13.9±0.84* 13.0±0.20* 13.5±0.33*

表 4 全乳中钾含量的数据分析结果 mmol/L

组别 第 1 周 第 2 周 第 3 周

1 组 35.1±0.01 35.7±0.00 35.4±0.01
2 组 33.1±0.02* 33.0±0.01* 32.8±0.07*
3 组 32.9±0.04* 33.4±0.01* 33.6±0.01*
4 组 33.5±0.06* 33.7±0.06* 32.8±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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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2＋、HPO4
2＋主要存于细胞内液。钠泵 (Na+-K+-

ATP 酶) 是一类广泛存在于真核生物细胞膜中的

跨膜蛋白。Na+和 K＋对维持牛乳胶体的稳定性有

重要的作用，可使酪蛋白微胶粒表面电荷增加，水

化层增厚，稳定性增强。酒精阳性乳患牛 Na+含量

降低，加速了乳胶粒的沉淀。日本学者福岛主信报

道，酒精阳性乳患牛血钠、乳钠含量比正常奶牛

低；史学增 [9]等研究发现，酒精阳性乳的奶牛血液

和乳汁中钠的浓度低于健康牛，当给酒精阳性乳

牛补饲食盐或静脉补钠后，由于乳汁中钠浓度增

加，酒精试验转为阴性。杨宏军[10]亦证实患牛血钠

含量低于正常奶牛，王林 [11]也测得阳性组奶牛血

清、全乳和乳清中的钠显著低于对照组。由试验结

果可知，酒精阳性乳患牛血清钠和钾含量显著低

于正常牛，这与诸多研究者的报道一致。叶平[12]推

测酒精阳性乳患牛 Na+- K+- ATP 酶活性下降是造

成血清、乳低钠的直接原因。针对酒精阳性乳患牛

缺钠情况，临床在防治方面多采用丙酸钠、磷酸二

氢钠、柠檬酸钠等含钠物质内服或皮下注射进行

治疗，有时补钠产生一定的治疗效果。
由试验结果可知，酒精阳性乳患牛全乳中钠

含量降低，钾含量也降低，且与正常牛差异显著。
陈有亮等的研究表明，低酸度酒精阳性乳的粗蛋

白质、乳脂肪、乳糖和 18 种氨基酸的含量与正常

乳比较没有显著差异，细菌卫生指标符合食用要

求，即低酸度酒精阳性乳的主要营养成分没有发

生明显变化，并没失去利用价值[13]。陈有亮等以正

常乳为对照，对低酸度酒精阳性乳加工消毒牛奶、
奶粉和酸奶进行了试验。结果表明，除感官指标中

的组织、风味和奶粉的溶解度欠佳外，其它指标均

与 正 常 乳 制 品 无 明 显 差 异 [14]。添 加 500～750
mg/kg 磷酸盐或柠檬酸盐加工的酸奶，各项指标

均与正常乳加工成的酸奶相同，符合制品标准的

要求，认为酒精阳性乳加工成发酵型乳制品和花

式乳制品为佳。由此可见，由于乳中 Na+、K+ 含量

的降低，对酪蛋白胶体的稳定性会产生一定的负

面影响，酒精阳性乳的产生与此有关。且酒精阳性

乳只是酒精稳定性较低，温度超过 120℃时容易

发生凝固形成乳石阻塞管道，使设备难于清洗给

乳品加工带来困难，但并未失去利用价值，因此可

以合理地利用。

4 结 论

酒精阳性乳患牛血清中钠和钾的含量均显著

下降，全乳中钠、钾的含量降低，使其稳定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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