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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中国是乳制品消费大国，随着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的提高，我国乳制品类细分产品市场规模不断提升，而进口

乳制品也不断在华抢食市场。中国原料奶生产的传统区域一

直集中在内蒙古、黑龙江、河北、山东、河南、新疆、宁夏

等“三北”地区。2008 年以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推

进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中国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进程加

快。作为全国奶业“十大主产区”之一，近年来，我区坚持

从源头抓起，始终把打造优质奶源、生产优质乳制品作为目

标，着力推进优势产区、优质高产奶牛、优质牛奶、优质饲

草、优质高端乳制品生产加工基地建设，被农业农村部誉为

全国奶业优质安全发展的一面旗帜。

2020 年，奶产业被自治区确定为九大重点特色产业之

一，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明确提出要壮大主体、保障品质、提

升效益，全力打造“高端奶”之乡；2022 年，自治区第十三

次党代会将牛奶产业确定为“六特”产业之一。2022 年底，

全区奶牛存栏 83.7 万头，同比增长 19.2%；生鲜乳总产量



- 2 -

342.5 万吨，同比增长 22.1%，连续四年增速居全国第一；

人均鲜奶占有量 482 公斤，居全国第 1 位；成母牛年均单产

9400 公斤，同比增长 2.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200 公斤。

全区累计建设规模奶牛场 355 个，其中千头以上占 70%，万

头以上有 11 个，规模化养殖比例达到 99%，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30 个百分点。因此，从源头上加强生鲜乳标准化、规范

化收集确保生鲜乳质量安全十分重要。拟制订的《生鲜乳收

集技术规范》地方标准，坚持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统领，以国家农业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

为抓手，围绕高产高效、优质安全、绿色发展目标，进一步

规范生鲜乳收集全流程关键环节，确保生鲜乳主要质量卫生

指标均优于国内平均水平，达到欧盟标准，对进一步提升我

区奶产业的市场竞争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协助单位

宁夏兽药饲料监察所，奶业主产市、县（区）畜牧技术

推广中心等。

（三）主要工作过程

1.试行及推广阶段

2008 年以来，依托奶牛生产性能测定项目，陆续在全区

规模奶牛场开展“奶牛生产性能测定场在用挤奶设备质量安

全监测”活动，定期检测奶牛场挤奶设备的运行状态，对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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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机的脉动、真空压等关键参数进行监测，大大减少了挤奶

机非正常状态对泌乳牛造成机械伤害，有效防控由奶牛乳房

损伤导致乳房炎发生及产奶量和经济损失。

依托优质生鲜乳质量安全控制技术研究项目，以着力提

高生鲜乳品质和质量安全为主攻方向，以奶牛生产性能测定

为核心技术，配套开展奶牛高效日粮配制与饲喂、乳成分控

制、生鲜乳品质监控和牛群创高产保健技术研究，示范建立

宁夏优质生鲜乳质量安全控制技术体系。目前，全区机械化

挤奶率已到达 100%，规模化牧场全部采用转盘式、鱼骨式等

大型挤奶设备。

2.起草阶段

根据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关于下达宁夏地方标准 2022

年制（修）订计划的通知》（〔2022〕373 号）精神，《生

鲜乳收集技术规范》由宁夏畜牧工作站主持制定，2022 年 4

月成立项目标准编制工作组，明确工作组各成员的分工及其

任务和职责。2022 年 5 月-6 月期间，标准编制组成员收集

并梳理了已发布实施的相关国标、行标以及法律、法规等权

威性法规；2022 年 7 月，项目组内多次进行研讨，确定标

准框架和主要内容，开展标准的编写，形成了标准初稿，并

征求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2022 年 8 月-12 月期间，赴宁夏

农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宁夏金宇浩兴农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 4 -

等大型规模场进行调研学习，对标准草案的技术要点进行了

认真的修改和完善，形成标准讨论稿；2023 年 1 月-3 月期

间，多次进行组内研讨，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进行认真的

修改和完善，形成标准送审稿。

（四）起草组组成员及其主要工作

田 佳，畜牧师，主要负责标准核心内容确定和具体撰

写工作。

侯丽娥，助理畜牧师，主要负责资料查阅，具体负责撰

写设施环境和人员要求部分内容。

张艳梅，助理畜牧师，主要负责调研调查，具体负责撰

写挤奶环节部分。

高 兴，畜牧师，主要负责调研调查，具体负责挤奶环

节部分内容。

徐 寒，高级畜牧师，主要负责标准内容的修改和审核

工作。

刘维华研究员等其他 10人参与了标准编写的其他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一）标准的编写原则

本标准的制订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的

规定进行，文本格式符合《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1.1-202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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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定标准的主要内容

1.术语和定义。在术语和定义中，我们对生鲜乳、生鲜

乳收集、生鲜乳收购站、挤奶厅、机械挤奶、贮奶罐、生鲜

乳运输车进行了定义。

2.设施环境要求。对挤奶厅、挤奶机、贮奶罐的规格、

材质、功能等作了明确的要求。

3.人员要求。对工作人员的健康、档案、资质作了规定。

4.挤奶环节。详细说明了挤奶前的准备工作、挤奶操作

的具体流程、清洗消毒、生鲜乳贮存、生鲜乳运输的技术要

点。

三、试验验证

2002 年以来，通过国家和自治区一系列相关奶业项目的

实施，宁夏奶牛单产水平从 2002 年的 5200kg 提高到 2022

年的 9400kg，提高了 4200kg。生鲜乳质量大幅提高，参加

DHI测定牛群乳脂率长期稳定在3.8%左右，乳蛋白率在3.2%，

平均体细胞数比 2008 年同期下降了 57.04 万个/ml ，稳定

在 20 万个/ml 以内。

（一）奶牛 DHI 测定项目

2008 年农业部奶牛生产性能测定项目在宁夏全面开展，

截止 2022 年 12 月，宁夏奶牛生产性能测定工作先后在宁夏

五市 14 个县（市、区）的 67 个奶牛场开展，累计测定奶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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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 万头份，测定奶牛 63.6 万头。

（二）优质生鲜乳质量安全控制技术研究项目

2012 年自治区科技支撑计划《优质生鲜乳质量安全控制

技术研究》项目从宁夏生鲜乳质量安全水平亟待提高实际出

发，从生鲜乳生产全程进行综合研究，具体包括开展影响牛

奶安全隐患因子、提高牛奶乳脂率和乳蛋白率、牛奶体细胞

控制技术和生鲜乳菌落总数变化规律及控制 4 个方面。项目

完成后，在全区建立了优质生鲜乳质量控制技术研究示范场

15 个，泌乳牛产奶量、生鲜乳理化指标显著提高，着力提高

生鲜乳品质和质量安全，助推宁夏奶产业向质量效益型快速

发展。

四、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所涉及的生鲜乳收集技术知识产权属宁夏畜牧

工作站所有。本标准内容不涉及任何专利。

五、采标情况

本标准在制订过程中，以《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为法律法规依据，借鉴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挤奶设备结构与性能》《散装

乳冷藏罐》《奶牛场卫生规范》《奶牛机械化挤奶技术规范》

等标准资料。认真调研了解了目前全区规模化奶牛场挤奶设

备使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总结了多年来机械化挤奶操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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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要点，对指导我区规模奶牛场规范采集生鲜乳，提

高生鲜乳品质和养殖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在区内具

有领先水平，在国内也具有先进水平。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无

七、标准性质建议说明

建议作为推荐性地方标准发布和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