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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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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5 万吨，同比增

长 22.1%，增速连续四年居全国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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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水平不断提高，创建国

家级和自治区级奶牛养殖标准化示范场 19 个，累计达到 134 个。

全面推广良种选育、生产性能测定、全混合日粮饲喂、信息化管

理、粪污资源化利用等标准化生产技术，规模养殖场奶牛良种化

率、机械化挤奶率、青贮饲喂比例均达到 100%。生鲜乳平均乳

脂率 3.9%、乳蛋白率 3.3%、体细胞数低于 20 万个/毫升，抽检

合格率连续 13 年保持 100%，质量达到欧盟标准。



- 2 -

我区奶牛生产整体水平较高，但部分奶牛场重视硬件投入、

忽视精细化管理、精准化饲喂和疫病规范化防治等先进技术投

入，依然存在标准化体系不健全、不完善、标准化生产水平不平

衡、产品品牌知名度不高等突出问题。从单产水平看，我区成母

牛年均单产水平较美国（12.4 吨）、新西兰（12.5 吨）等奶业

发达国家低 24%以上，比上海（10.3 吨）等国内先进城市低 8.7%；

区内不同牧场之间成母牛单产水平差异较大，其中单产最高的可

以达到 13 吨，最低仅 6 吨，奶牛标准化养殖、精细化管理存在

较大差距。从使用年限看，我区奶牛使用年限普遍较短，平均胎

次仅为 2.4 胎，牛群淘汰率普遍偏高，成母牛年淘汰率在 25%以

上，牛群自繁增长乏力，依靠外购后备牛维持产能成为常态。从

疫病防控看，我区奶牛智能化疫病监测应用不广泛，大多数牧场

依然通过人为揭发方式监测疫病情况，疫病揭发不及时、治疗期

长、治愈率差等多重问题普遍存在，近年来，全区奶牛跨区域调

运频繁，每年从国外进口、国内调购奶牛 5 万头以上，动物疫病

防控压力将不断增大。因此，制定《奶牛饲养管理技术规范》地

方标准，是立足于当前全区奶产业高质量发展实际，坚持高质量

投入产出、高质量经济循环，规范奶牛饲养管理各环节，对进一

步提高我区饲养管理水平，确保生鲜乳质量安全，提升我区牛奶

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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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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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等。

（三）主要工作过程

1.试行及推广阶段

2008 年以来，依托优质高产奶牛选育、奶牛生产性能测定、

奶牛养殖节本增效科技示范推广、粪污资源化利用等项目。广泛

收集了宁夏地区牛群系谱、奶牛生产性能（DHI）测定、体型线

性鉴定数据等资料，持续在示范场开展奶牛选种选育，累计为

30 个示范场制定选种选配方案 120 份，先后对 2008～2017 年出

生的母牛进行了系统遗传评估和相关性状遗传力估计等工作，并

采集不同选配方案的繁殖后代血样进行了基因组检测与基因组

育种值估计。持续开展奶牛生产性能测定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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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开展奶牛养殖节本增效技术推广，奶牛

养殖节本增效技术方案，建立奶牛节本增效示范点 62 个，示范

推广奶牛高效繁殖技术、全混合日粮配制技术、优质粗饲料加工

利用技术等先进技术 9 项，带动示范场泌乳牛日单产水平增加

0.88～1 公斤。持续开展奶牛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应用，推

广营养调控、精准饲喂、清洁养殖、对标管理等 30 余项绿色健

康养殖技术，建立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示范点 2 个，有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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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饲料转化率，降低养殖业污染物排放。引导奶牛养殖场完善设

施配套，全区奶牛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达到 100%，全区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5%，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

套率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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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饲养管

理技术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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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艳梅，助理畜牧师，主要负责查阅资料，具体负责撰写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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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管理、环境卫生部分内容。

侯丽娥，助理畜牧师，主要负责资料查阅，具体负责撰写疫

病和信息化管理部分内容。

脱征军，正高级畜牧师，主要负责标准的审核修改工作。

周佳敏，兽医师，主要负责标准内容的修改，具体负责撰写

繁殖育种方面的内容。

徐寒高级畜牧师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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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确定标准的主要内容

1.术语和定义。在术语和定义中，我们对育种、同期排卵定

时输精、高水分玉米湿贮饲料、奶牛疫病、奶牛粪污进行了定义。

2.育种。对育种方案、育种目标、系谱档案、表型测定、选

种选配等作了明确的要求。

3.繁殖。对发情、人工授精、妊娠检查等方面作了明确要求。

4.饲养管理。详细说明了分群原则、各阶段饲养管理要点。

5.饲料。详细说明了饲料供应、饲料质量要求、全混合日粮

制等技术要点。

6.挤奶管理。主要明确了基本要求、挤奶操作和挤奶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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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7.疫病管理。主要明确了肢蹄管理、繁殖疾病、代谢疾病、

乳房疾病的技术要点。

8.粪污资源化利用。主要明确了粪污处理的基本要求，粪污

收集、粪污处理、恶臭控制等技术要点。

9.环境卫生。主要明确了奶牛养殖各环节环境卫生标准、消

毒技术要点。

10.信息化管理。主要对奶牛档案、电子识别、繁殖管理、

产奶管理、饲养管理、健康管理、专家信息管理等作了明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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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左右，乳蛋白率在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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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 万头

份，测定奶牛 63.6 万头。

（二）奶牛养殖节本增效科技示范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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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1 年间，自治区组织实施了奶牛养殖节本增效科技

示范推广项目。一是以奶牛主产区为重点，组织各县建设奶牛节

本增效示范点 62 个，示范场存栏奶牛 11.15 万头，辐射带动全

区所有奶牛规模养殖场，与各县区相关人员研究制定了各县区奶

牛养殖节本增效科技示范技术方案。二是组织各县区技术人员采

取包点服务、因场施策和对标管理的方法开展各项技术示范推广

工作，示范奶牛良种选育技术、奶牛高效繁殖技术、奶牛生产性

能测定（DHI）技术、优质粗饲料加工利用技术、高效日粮配制

与饲喂技术、奶牛隐性乳房炎控制技术、奶公牛持续育肥技术、

奶牛信息化管理技术、粪污资源化利用等 9 项配套技术，强化对

标管理，定期对各项对标管理技术指标进行统计分析，指导示范

点完善技术和管理措施。三是通过示范推广节本增效关键技术，

指导节本增效示范场强化精准化健康养殖技术应用，据示范场数

据显示，泌乳牛头均产奶量提升，平均头日产单产 32.8—33.5

公斤/头，平均每年日单产提高 0.88～1 公斤；奶牛繁殖性能提

升，平均胎间距缩短 6 天；生鲜乳质量明显提升，平均乳蛋白率

3.2%左右，平均体细胞数小于 20 万/毫升，泌乳牛头日均饲养成

本 59-89 元/头，公斤奶综合成本 2.98～4.2 元/公斤，头均年节

本增效 1000 元以上。

（三）奶牛高产及优质生鲜乳生产配套技术示范推广

2020-2022 年间，农业农村厅组织实施 25 项农业先进实用

技术推广项目，奶产业技术服务团队主要围绕奶牛围产期健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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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技术难点和重点，以精准化健康养殖为主攻方向，在 5 个项目

示范场示范推广提高奶牛产奶性能技术、奶牛瘤胃代谢障碍控制

技术、DHI 测定及高效日粮配制技术、奶牛“两病”净化及病毒

性疾病快速诊断与防控技术等奶牛高产及优质生鲜乳生产配套

技术,同时开展生鲜乳品质提升技术研究与示范。通过技术示范

推广，使示范场泌乳牛日均产奶量提高 1kg 以上，乳脂率≥3.9%、

乳蛋白率≥3.3%、SCC≤20 万/ml，增加经济收入 1000 元以上。

四、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所涉及的奶牛饲养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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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

管理办法》为法律法规依据，借鉴了《中国荷斯坦牛》《奶牛饲

养标准》《奶牛挤奶技术操作技术规范》《无公害农产品兽药使

用准则》《散装乳冷藏罐》《奶牛场卫生规范》等标准资料。认

真调研了解了目前全区规模化奶牛场奶牛饲养管理现状及存在

的问题，总结了多年来关键环节的技术要点，对指导我区规模奶

牛场科学养殖、降本增效、提高产量具有重要推动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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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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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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