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质高产奶牛胚胎实现工厂化繁育优质高产奶牛胚胎实现工厂化繁育
宁夏宁夏““揭榜挂帅揭榜挂帅””出实效出实效————

□王迎霞

戴着橙色耳标的小奶牛在“独
栋别墅”前悠闲踱步。门牌上，饲喂
日期、流程及采食量一目了然。

7月初，记者在宁夏吴忠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万头奶牛标准化牧场采
访时，这样的场景随处可见。

未来一段时间，宁夏回族自治
区将有 5000多头这样的优质高产
小奶牛陆续降生。

协同开展种业创新工作
5月 6日，宁夏科技厅组织专家

对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优质
高产奶牛 OPU-IVP 工厂化生产技
术研究集成与产业化示范》进行了
2022—2023年度考核。

10年前，宁夏科技厅、财政厅、
农业农村厅和农林科学院等单位联
合启动实施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新品
种选育专项，开展了宁夏历史上涉
及产业最多、参与科技人员最多、投
入经费最多的种业协同创新工作。

这其中，奶业育种取得了一系
列重要成果，但在优质高产奶牛选
育和良种繁育、重大疫病防控、粪污
无害化处理、特色高端乳品生产等
方面仍存在技术瓶颈。

2022年 7月，宁夏启动实施第
一批“揭榜挂帅”项目，山东奥克斯
畜牧种业有限公司“揭榜”，与海原
县新希望牧业有限公司、宁夏农垦
贺兰山奶业有限公司、宁夏金宇浩
兴农牧业股份有限公司携手攻关奶
业育种。

一年来，该项目组建完成规模
656头开放式青年母牛核心群，均进
行了全基因组检测；培育优质后备公
牛22头，与进口种质遗传水平相当。

希望的种子由此萌发。
科研人员建成两个体外胚胎生

产中心，其中海原县新希望牧业有
限公司生产体外性控胚胎 3142枚，
宁夏金宇浩兴农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体外性控胚胎2360枚。

在宁夏畜牧工作站副站长温万
看来，这 5502枚体外性控胚胎，意
义深远。“鲜胚移植 733枚，受胎率
达到 41%，冻胚移植 507枚，受胎率
30%，牛犊成活率达到 85%以上，初
步实现了优质高产奶牛活体采卵体
外胚胎工厂化生产技术的产业化示
范。”温万表示。

三年完成“小目标”
“作为东西部科技合作的结晶，

这个项目将实现优秀奶牛胚胎的工
厂化繁育。”宁夏科技厅农村科技处
处长徐小涛指出。

项目年度考核当天，专家组视
察了胚胎牛的基本情况，在中国（宁
夏）奶业研究院胚胎生产实验室检
查了胚胎生产与移植相关记录等档
案资料。

宁夏兽药饲料监察所所长杨奇
表示，该项目为宁夏优质种质母牛
群的建立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可
实现优质种质母牛群以及优秀后备
公牛的快速生产。

“自完成第一批胚胎生产任
务以来，项目陆续产出 600多头优
质种质母牛。”项目负责人、山东

奥克斯种业胚胎主任马庆涛介
绍，项目组的目标是通过 3 年努
力，构建一个成熟的宁夏奶牛胚
胎工厂化生产体系，年产优质高
产奶牛活体采卵可用胚胎 2 万枚
以上。

专家建议，项目要继续提升体
外胚胎生产质量等关键技术研究，
不断降低奶牛体外胚胎生产成本；
通过体外胚胎产业化示范，实现宁
夏奶牛优秀种质“育繁推”一体化发
展。

“我们想通过这个项目引进、集
成、创新整套技术体系在宁夏落地
转化，同时结合现有的育种专项和
优秀奶牛核心群，努力打造全国优
秀奶牛工厂化繁育的研发中心和良
种繁育中心。”徐小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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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低聚糖母乳低聚糖（（HMOsHMOs））的科学共识的科学共识》》发布发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特色乳不具有保健功能特色乳不具有保健功能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管
局官网消息，因越来越多消费者在
网购平台购买新疆奶，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发布消费提示，
提醒消费者网购液体乳应注意选择
正规网络渠道购买、细看产品标签
信息、按需选购以及理性选择特色
乳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指出，普通乳是指以生牛（羊）乳为
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主要分为灭

菌乳、巴氏杀菌乳、调制乳和发酵
乳。特种乳是指牛奶以外其他哺乳
动物家畜所产的奶，主要包括驼奶、
马奶、驴奶等。目前新疆市场上主
要的特色乳，驼乳有发酵驼乳、巴氏
杀菌驼乳、灭菌驼乳、生驼乳等；马
乳有生马乳；驴乳有生驴乳、巴氏杀
菌驴乳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管局
提示消费者，网上购买液体乳时要
选择经营资质齐全、信誉高、口碑好

的购物平台和网店，尽量选择官方
网站或经过交易平台认证过的信誉
度高的卖家。注意保留消费咨询记
录及消费凭证，主动向商家索要发
票或收据。

仔细查看或咨询客服标签相关
信息，重点关注产品的配料表、生产
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产品类型
等。注意液体乳与含乳饮料的区分，
食品标签名称中有“饮料（饮品）”、

“乳味（奶味）”、“植物蛋白”、“复合蛋
白”字样的不属于液体乳，如“酸酸
乳”、“乳味饮料”等均属于饮料。

巴氏杀菌乳营养素保留较多，但
需低温冷藏，且保质期短暂，适合具
有冷藏条件的家庭。灭菌乳杀菌彻
底，营养素损失相对较多，但保质期
较长，适合日常饮用及携带。调制乳
适合需要强化微量元素的儿童、老
年人或者希望口味更丰富的消费
者，如高钙奶、早餐奶、甜牛奶、儿童
成长牛奶等。发酵乳更易于被人体
吸收、消化，且种类多样，风味独特，
适合乳糖不耐受的消费者。

目前网络上不少商家对特色

乳冠以“最好的奶”、“比牛奶更有
营养”等说法，更有部分商家宣传
特色乳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
等保健功能。实际上特色乳与普
通乳的基本化学成分相似，只是在
含量上有些差别，在口味和口感上
会有较大区别。特色乳不具有保
健功能，更不能代替任何药物用于
治疗疾病，只有获得批准的保健食
品，才能宣称其具有保健功能，消
费者应合理选择，勿轻信过度宣
传。另外，由于特色乳产量少，市
场规模较小，奶源收集、乳品加工
和销售渠道成本偏高，导致市场价
格也较高，消费者可根据购买能力
理性选购。

收到网购产品时应仔细核对
是否与订单一致，包装是否完好，
确认标签标识、生产日期、保质期
等内容，发现产品胀袋、破损或腐
败变质等情况，可拒收并及时与商
家协商处理。按产品标签标示条
件进行储存，避免因保存不当导致
液体乳变质。开封后尽快食用，未
食用完的产品一定记得密封后冷藏

保存。如标有“开盖后请在 6小时
内饮用完毕”等提醒字样的，应在要
求时间内饮用完毕。

乳糖不耐受人群由于体内缺乏
乳糖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奶中的
乳糖，可能会出现胀气、腹泻或腹痛
等现象。建议选择无乳糖或低乳糖
牛奶、舒化奶、发酵乳等，也可少量
多次，并与其他谷物同食，切勿空腹
饮奶。高血脂、脂性腹泻患者或需
要控制体重人群可选择低脂或脱脂
奶，但不建议迅速成长期中的儿童
选择该类产品。特色乳的蛋白质和
乳糖含量以及乳清蛋白与酪蛋白的
比例比较接近人乳，但脂肪含量远
低于人乳，没有母乳喂养的婴幼儿
不宜直接食用液体动物乳，应选用
相对应月龄的配方奶粉。乳蛋白过
敏人群若食用了液体乳，可能会出
现一些不良的胃肠反应，比如恶心、
呕吐、腹泻等；还可能出现皮肤瘙痒
的情况，甚至可能会出现轻微的头
痛、头晕等症状，严重时可能会失去
意识。如发现对乳蛋白过敏，一定
要远离过敏源。 （据《新京报》）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王薇

近日，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组织起草的《母乳低聚糖（HMOs）的
科学共识》（以下简称“共识”）在北
京正式发布。中国工程院院士、国
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陈
君石，以及来自国家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健康所、江南大学、中国海洋
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及科研院所
的专家学者及相关行业代表共同见
证了共识发布。与会专家表示，共
识的发布，意味着HMOs在我国落
地迈出重要一步，但未来产业化路
径还需各方协同探索。

回应关切发布共识
加快HMOs在我国的审批与应用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常务副
理事长邵薇在致辞中表示，HMOs已
成为婴配乳粉行业普遍关注的重要
功能性配料之一，其发现、制造与应
用对于促进人群健康，尤其是在改
善婴幼儿健康和营养需求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HMOs已在全球多个国
家和地区上市，但在我国尚未获得
批准。严谨扎实的科学基础是
HMOs通过审批的前提，为此中国食
品科学技术学会组织来自食品科学、
医学、临床营养学以及标准法规方面
等不同专业领域的相关专家及行业
代表，从HMOs的基础研究、安全性
及功能性、产业化情况以及国内外管
理情况和应用情况等方面，做出了系
统的科学总结，经过广泛而深入的讨
论形成了共识。希望通过共识，为
HMOs的审批提供科技支撑，推动其
应用和研究，同时为消费者科学认知
HMOs提供权威指导。

为什么要形成这样一个共识？
陈君石代表专家组表示，共识的发
布就是要让社会各界了解什么是
HMOs、HMOs 有 什 么 功 能 以 及
HMOs的安全性如何等。共识专家
组和工作组对HMOs相关的技术内
容进行了系统梳理，确保了共识的

科学性。共识的发布，有利于消费
者明明白白消费。例如，HMOs存在
于母乳中，为什么要添加到婴幼儿
配方奶粉中？答案在共识中就能找
到。这是由于婴配奶粉主要是用动
物的乳为原料，其是由牛乳加工而
成，而牛乳中HMOs的含量非常少，
所以在婴幼儿配方奶粉有必要添加
HMOs。他期望，各方能够在共识的
指引下，强化HMOs相关应用与研
究，不断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推
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权威专家深入解读
HMOs功效与安全得到全球认可

为了推动行业企业、消费者等
相关各方更好地了解共识相关内
容，来自食品科学、食品安全、生物
发酵、营养及公共卫生领域的 4位
专家分别围绕HMOs的安全性、营
养必要性、生产技术及国际上法规
管理，进行了详细解读。

安全性是食品原料应用的基
础。HMOs的安全性究竟如何？中
国海洋大学功能性乳品与益生菌工
程研究室主任张兰威教授指出，微
生物发酵法生产的HMOs与母乳中
天然存在的HMOs在结构上完全一
致。对于微生物发酵法生产的
HMOs，科学界和产业界已对其用于
婴幼儿配方食品的安全性开展了相
关动物毒理实验和临床人群试验，
结果均证实HMOs是安全的。在应
用方面，2014年，母乳中含量最为丰
富的 2'-岩藻糖基乳糖（2'-FL）获得
美欧市场监管部门许可，迄今未出
现HMOs安全性负面报道。

从营养角度来看，针对有没有
必要在食品中添加 HMOs 这一问
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张玉梅教
授表示，母乳喂养追踪研究及临床
研究表明，HMOs有促进双歧杆菌定
殖，改善肠道菌微生态、维持肠屏
障、抵抗病原菌感染、调节免疫以及
神经发育、认知功能等功能。有临
床研究表明，添加了2'-岩藻糖基乳
糖和乳酰-N-新四糖（LNnT）的配方

粉，对牛奶蛋白过敏婴儿出生后第
一年呼吸道和耳部感染具有保护作
用。“科学无止境，对于人类健康的
追求也无止境。未来，HMOs功能的
相关研究还将继续深入。”张玉梅如
是说。

如今，HMOs的研究日益深入，
应用日趋广泛。那么这种原料又是
如何生产出来的，在生产中应用了
哪些技术？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院长刘龙教授介绍说，目前国际上
已批准使用的HMOs主要采用微生
物发酵法（合成生物学方法）制备，
通过代谢途径的理性设计与优化重
构，获得的工程菌株能够直接以乳
糖、甘油、葡萄糖等底物为原料微生
物发酵合成HMOs。由于其生产更
加高效，该方法适用于大规模工业
生产。新兴的基因编辑技术，使得
整个基因改造过程准确且可控，而且
经过分离、纯化后，最终的产品中不
含有转运区的基因片段或者成分。
因此，经过合成生物学技术生产的
HMOs的安全性是可以保障的。

HMOs在国际上又是如何进行
管理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
心标准三室主任张俭波研究员解读
了部分国家和地区HMOs法规标准
管理情况。“对于HMOs，全球各国一
般不作为转基因食品进行管理。”张
俭波介绍说，其中，美国将HMOs作
为一般认为安全物质管理，欧洲食
品安全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食品
标准局（以下简称“澳新”）将HMOs
作为新食品原料管理。美国、欧盟
允许的品种较多、允许使用的范围
较广，均允许在婴幼儿配方食品等
使用，使用量一般设定最大使用
量。在我国，对HMOs作为营养强
化剂进行管理，需要依据食品安全
法以及《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管理办
法》进行上市前审批。

基础研究支撑产业应用
创新技术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在陈君石院士主持的问答环
节，多家媒体记者围绕HMOs的安

全性、应用及未来发展进行了提问。
在回答如何确保HMOs的安全

性时，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名誉
副理事长、北京工商大学罗云波教
授谈到，各国并不认为HMOs是一
种转基因产品，因此不按转基因食
品对其进行管理。通过基因工程菌
进行发酵产生HMOs，通常是在封闭
环境下进行生产，同时最终的产物
也要经过分离、纯化，其安全性是能
够保障的。

在回答HMOs的工业化应用的
提问时，张兰威认为应做到以下几
点：一是加强基础研究，对其加大认
识。二是弄清其量效关系。三是在
工业化生产时，必须进一步去发掘
其潜力，降低成本，才能实现高效生
产。他表示，“对 HMOs 的开发应
用，应不限于婴配食品，还可向老年
食品、特医食品等领域拓展。”

在谈及婴配乳粉消费，张玉梅
表示，对于婴儿，母乳是第一选择。
但如果没有母乳或母乳不足，那么
添加了HMOs的婴配乳粉可以作为
更优的选择。

在回答HMOs在我国的审批进
展问题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健康所黄建研究员表示，相
关企业已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

交了几种HMOs（2'-FL，生产方式包
括合成法和发酵法；LNnT，生产方
式为发酵法），作为食品营养强化剂
用于婴幼儿配方粉和调制乳粉（仅限
儿童用乳粉）的申请，其中，2'-FL和
LNnT在即食状态下的使用量分别为
0.7—2.4克/升和 0.2—0.6 克/升。截
至目前，已进行多次公开征求意见。
可以预见，不久后可能会根据“三新”
食品要求对HMOs进行审批上市。

对于 HMOs 的未来发展，邵薇
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快推动
HMOs的审批。二是加强HMOs的
研究与应用。三是同步推进HMOs
的科学普及工作。她希望，以共识
的发布为起点，推动HMOs在我国
的应用及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广大
消费者。

此次共识的发布吸引了众多企
业的关注。来自帝斯曼-芬美意集
团、IFF、荷兰皇家菲仕兰、内蒙古伊
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
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虹
摹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健合
（中国）有限公司、科汉森（北京）贸
易有限公司、黑龙江飞鹤乳业有限
公司、君乐宝乳业集团有限公司、雀
巢（中国）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出席
此次活动，并共同参与了共识发布。

HMOsHMOs在我国落地迈出重要一步在我国落地迈出重要一步 产业化路径还需协同探索产业化路径还需协同探索

■■发布仪式现场发布仪式现场

7月份第3周生鲜乳平均价格

3.75元/公斤

据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
监测，7月份第 3周（采集日为 7 月 19 日）生
猪、家禽产品、饲料价格上涨，仔猪、牛羊产
品价格下跌，猪肉价格持平。

生鲜乳价格。内蒙古、河北等10个主产
省份生鲜乳平均价格3.75元/公斤，比前一周
下跌0.3%，同比下跌9.0%。

饲料价格。全国玉米平均价格 2.98元/
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3%，同比下跌 1.0%。
主产区东北三省玉米价格为2.74元/公斤，比
前一周上涨 0.7%；主销区广东省玉米价格
3.12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1.0%。全国豆粕
平均价格 4.44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1.1%，
同比上涨 0.9%。育肥猪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87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3%，同比下跌
0.3%。肉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3.96元/公斤，
比前一周上涨1.0%，同比上涨2.1%。蛋鸡配
合饲料平均价格3.65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3%，同比上涨1.4%。 （农业农村部）

河北开展2023年全省乳制品

生产许可检查

从河北省市场监管局获悉，为规范全省
乳制品生产许可工作，该局制定检查方案，
决定近期对乳制品生产许可工作开展监督
检查。

省市场监管局将随机抽取近年来新办
证乳制品生产企业，对许可材料审查、现场
核查和证后检查、获证后生产条件保持情况
进行检查，同时对许可工作检查发现的问题
实施“回头看”。

针对行政审批部门，将重点检查乳制品
受理、审查、决定等流程合法合规性，审批时
限、审查材料、许可类别等是否符合要求。
检查乳制品现场核查组织实施情况，现场核
查人员选派、使用、管理、评价以及现场核查
工作纪律执行情况。检查乳制品生产许可
全流程网办及电子证书管理工作推广实施、
许可工作效能提升等情况。

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省在
产的43家乳制品企业，分别拥有自建和自控
奶源基地，原辅料、关键环节与产品检验管
控率、组织食品召回演练率均达到 100%。
乳制品生产企业全部建立信息化质量安全
追溯体系，实现生产全过程顺向可追踪、逆
向可溯源、风险可管控。全省2022年和今年
上半年抽检乳制品分别达 4817批次和 1789
批次，抽检结果全部合格。 （马彦铭）

青海省海西州上半年畜牧业

生产形势稳中向好

7月 25日，记者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
州农牧局了解到，上半年以来，海西州各类
牲畜存栏445.97万头只，同比增长2.06%，完
成畜牧业总产值 3.936亿元；饲草种植面积
达0.93万公顷，同比增长23.52%。畜牧业总
体生产形势平稳向好。

为提升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海西州推
进生态畜牧业合作社股份制改造，谋划申报
生态畜牧业合作社能力提升项目。实施新
型经营主体培育工程，以规模经营、标准化
养殖、绿色化发展为导向，培育和打造新的
绿色农牧业经济增长点，为全州畜牧业优化
结构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同时，精准化开展动物疫病监测和流行
病学调查，严防外来动物疫病跨境传入，筑
牢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屏障。建立健全气象
服务、会商研判等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精
准掌握春季农牧业生产期间牧民生产生活、
牲畜数量及接羔率、棚圈保暖等情况。调度
掌握牲畜抗灾保畜应急饲草料储备，发放应
急饲草料2160吨，确保畜牧业生产稳定。

此外，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等强
农惠农政策，持续开展全时全季科技支农活
动，增加农牧民政策性收入，充分调动农牧
民群众积极性，提高农牧民保护生态环境保
护意识。坚持“种养结合、农牧互补、循环发
展”草畜农一体绿色发展思路，优化提升饲
草特色产业发展水平，夯实饲草种植基地储
配实力，为畜牧业防灾保畜提供基础支撑和
生态支撑。 （张洪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