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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单产突破技术瓶颈奶牛单产突破技术瓶颈，，有望拉动我国原奶产量有望拉动我国原奶产量

乳品评鉴师乳品评鉴师：：舌尖上的舌尖上的““侦探侦探””
□石佳

有淡淡的黄油味、乳糖的清甜
感、浓厚均匀的质地……陈美瑄一
一记录下所品鉴牛奶的特征。

今年 30岁的她是一名乳品评
鉴师，每天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喝牛
奶。这听起来很轻松、惬意，但对陈
美瑄来说，乳品的感官评鉴是有严
格要求的。她每天都要评价不同的
乳制品，通过辨别外观、组织状态、
滋味、气味等方面特征，找出乳品间
的感官差异并且详细记录。

“有时候光品尝就能喝到饱，遇
到品质不好的产品更需要反复品
尝，分析产品的缺陷是什么。”陈美
瑄介绍，乳品评鉴师是使用口、舌、
鼻、眼睛等感觉器官，依据乳制品感
官质量评鉴标准，对乳及乳制品质
量的优劣做出判定的人员。

“通俗地说，我们能够使用专业
术语来准确描述不同乳品的外观、
质地、风味等，一方面是作为消费者
的‘先锋兵’，表达自己的感受，另一
方面也用专业知识，与研发人员共
同探索更高品质的乳品。”陈美瑄

说。

将乳品味道刻入大脑
乳品评鉴师如何品牛奶？陈美

瑄向记者展示了纯牛奶的评鉴方
法。在 3平方米大小的品尝间里，
有着标准的照明设施，带有水池的
操作台，台面摆放着样品、漱口水、
饼干等物品。

陈美瑄先是用清水漱口，再拿
起品尝杯，端详液体色泽、组织状态
后，再将品尝杯靠近鼻子，以手轻轻
扇动，闻其味道后再品尝。

虽然在记者看来这 5个样品都
是乳白色，嗅之气味香甜，难辨差
别，但陈美瑄却说：“这 5个样品，乳
香味、甜味、咸味等滋气味强度各有
不同。”

“评鉴方法可以概括为一看、二
闻、三品。”陈美瑄介绍，“看”是观察
表面色泽是否符合产品特性，组织
状态是否均匀一致，有没有沉淀、凝
块、杂质或异物等；第二步“闻”，确
认产品是否纯正，有无产品不应该
出现的气味，因为纯牛奶极易吸附
周围的气味，因此可通过气味辨别
牧场的卫生环境情况。最后是

“尝”，确认产品是否具有研发设计
的口感特性，“就拿纯牛奶来说，应
具有醇厚的奶香味，微微的甜感和
特有的乳脂感。”

“品”是舌尖上的比拼，“鉴”则
是专业知识的较量。陈美瑄介绍，
在感官描述词库中，光纯牛奶就有
近60个描述词汇，酸奶更是多达80
个，“能看出、闻出、品出特征，还要
能准确描述出差异，这就需要统一
的标准。”

2021 年，“乳品评鉴师”这一
职业被首次申请为全国行业职业
技能大赛项目之一。最近，在由
中粮集团、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
导中心主办的全国行业职业技能
竞赛乳品评鉴师决赛中，来自蒙
牛集团常温唐山工厂检验管理处
的乳品评鉴师李红岩取得了第一
名的成绩。

李红岩坦言，“虽然仅在这个岗
位工作了 3年，但作为一名一线乳
品评鉴师，我平常会利用大量的时
间去学习乳品加工和奶源方面的知
识，并在每天工作中喝不少于 50份
牛奶，检查牛奶的品质。”

在日复一日的实操中，李红岩
早已将不同工艺、品种乳品的味道
刻入大脑，能够辨别奶源、工艺给乳
品带来的感官特性差异，并通过不
断的实践练习提升自己的味觉敏感
性和对异味的敏锐程度。

乳品评鉴师如何炼成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乳品评

鉴师，要经过重重筛选和测试。”来
自蒙牛集团的感官科学高级工程
师、负责感官培训工作的费雅君
说，筛选时包括逻辑测试、视觉感
官功能检验、基础味觉识别、基础
风味识别、气味描述能力检验、质
地描述能力检验等。“通过这些测
试才有了基础的入场券。”她说。
接下来还要进行乳制品基础加工
知识、感官评鉴基础知识、乳制品
感官属性识别和感官评价方法等
专业知识的学习。

一名乳品评鉴师从合格到成
为专家更要经过长达十几年的实
践磨炼。费雅君介绍，专家级乳品
评鉴师不仅能够熟悉、分辨出产品
的感官特性及强弱程度，评鉴产品
品质的优劣，掌握上百种可能影响
乳品的味道，更要融合乳制品生产
专业知识，分析出产品缺陷的可能
原因。

费雅君形容，乳品评鉴师就像
是舌尖上的“侦探”，要在层层感知
中抽丝剥茧，敏锐地捕捉到异常特
性，助力研发、生产出更加美味、品
质更高的乳品。

作为主要靠味觉工作的人，陈
美瑄比较注重保护自己的舌头，控
制辛辣、酒精等刺激性食物的摄
入。念大学的时候，她很喜欢吃辣，
爱吃麻辣烫，工作以后，尤其是日常
品鉴前，她会杜绝辛辣食物，只会偶
尔在休息日时吃一顿微微辣的火锅
解解馋。

同时，受品评工作的要求，陈美
瑄在品尝前，从不化妆、使用香水，
甚至不会用香皂洗手、涂抹有香味
的护手霜。陈美瑄觉得，爱美是女
人的天性，“我们工作时素面朝天，
是为了保证评鉴工作的严谨性，但
是在工作之余，也可以把自己打扮
得美美哒。”

除了这些，乳品评鉴师的职业
习惯也慢慢融入了陈美瑄的生活。

在给宝宝选购食品时，除了详细查
看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外，她还会对
产品进行一番“评鉴”，从乳品评鉴
师的专业角度出发，选择认可的产
品给宝宝喝。此外，她在家里还买
了大大小小的秤，在做饭时，会精确
称出盐、糖等调味品的量，“尽量吃
得清淡”。

专家级乳品评鉴师稀缺
2020年 3月 30日，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颁布了《乳品评鉴师国
家职业技能标准》，进一步对“乳品
评鉴师”的技能标准进行了认定。

从业 10多年的费雅君明显感
觉到，近些年来，乳制品评鉴工作越
来越趋于标准化、正规化、细致化，
乳品评鉴师这个职业受到了越来越
多的关注。

2009年，大学刚毕业的费雅君
进入蒙牛集团感官研究部门工作。
由于感官分析是个舶来品，当时乳
品评鉴工作在国内也算是刚刚起
步，“总共 4个人的研发小组，通过
查阅大量的文献、标准，向先进的外

企学习经验，并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积累，逐渐建立了符合乳制品感官
企业应用的感官评价体系和从业人
员的培训标准。”

费雅君回忆，这个过程非常不
易，但乳品感官分析对于保障乳品
口感品质、满足消费者美味需求十
分重要，“纵使再难，乳品评鉴也必
须坚持做下来。”如今，很多大学开
设了食品感官分析课程，国家也推
出了一系列感官分析方法标准，帮
助企业建立相对完善的评估、培训
体系。

尽管目前乳品评鉴师从业人员
数量不断增加，但乳制品企业对这
类人员的需求依然存在缺口。费雅
君说，以蒙牛集团为例，就有 1000
多名乳品评鉴师，“我们对乳品评鉴
师的需求量很大，尤其是专家级乳
品评鉴师十分稀缺。”费雅君认为，
随着消费需求的升级和产品口味的
细分，乳品评鉴师发展前景良好，

“乳品评鉴师是产品美味的‘保证
官’，只为追求一杯高品质、好喝的
牛奶。”

□木拉提

近日，由新疆巩留县那拉本源
乳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特殊医学
配方奶生产线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
段。项目投入使用，将进一步丰富
企业产品系列，壮大核心竞争力，为
新疆奶产业发展贡献新力量。

11月 11日，在巩留县那拉本源
二期特殊医学配方奶生产建设项目
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接电、检查
电路、拧螺丝、气管的安装等工作。
巩留县那拉本源二期特殊医学配方
奶生产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生产
厂房、冷库、消防、空气净化系统、变

压器及配电线路、配套库房等，引入
先进生产线及安装，打造医学配方
奶展示中心。该项目于今年二月份
开始开工建设，目前项目已经完成
90%的建设内容。

“我们的设备以及管道、线已经
安装完毕，我们正在干的工作是接
电，还有气管的安装，我们也是加班
加点完成接下来的工作，争取早日
投产。”工人杨建说。

该项目投入使用后，将填补全
疆特殊医学配方奶粉生产空白，市
场空间广阔，可为妇幼儿童、老年
人、疾病患者、手术人群等提供更加
科学营养的配方奶，保障健康工作

生活，能够加快推进健康伊犁建设，
丰富产业创新新业态，培育经济发
展新动能。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
特殊医学配方奶粉 25000吨，年产
值25亿元。

那拉集团行政主管哈米拉·艾
木力江表示，那拉本源乳业特医车
间建设是今年那拉集团最重要的项
目，该项目完成建设投产以后，可以
进一步拓宽企业的产品布局，包括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保健食品
以及特殊膳食用配方食品等，增加
企业产品的科技附加值，同时还可
以更好地带动伊犁地区乃至新疆地
区畜牧产业的创新发展。

新疆巩留县特殊医学配方奶生产线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段新疆巩留县特殊医学配方奶生产线建设项目进入收尾阶段

11月第3周生鲜乳平均价格

3.70元/公斤

据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
监测，11月份第3周（采集日为11月15日）商
品代肉雏鸡价格环比上涨，生猪产品、鸡蛋、
鸡肉、商品代蛋雏鸡、牛羊产品、饲料产品价
格下跌。

生鲜乳价格。内蒙古、河北等10个主产
省份生鲜乳平均价格3.70元/公斤，比前一周
下跌0.3%，同比下跌10.4%。

饲料价格。全国玉米平均价格 2.89元/
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7%，同比下跌 4.9%。
主产区东北三省玉米价格为2.65元/公斤，比
前一周下跌 0.4%；主销区广东省玉米价格
3.01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1.0%。全国豆
粕平均价格 4.52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7%，同比下跌19.0%。 （农业农村部）

新疆前三季度奶产量 169.21
万吨

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业转型高质
量发展现场推进会获悉：前三季度，新疆主
要畜禽产品市场供给充足，畜牧业产值
863.83亿元，同比增长7.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部门数据显示，
前三季度新疆猪牛羊出栏 3454.61 万头
（只），同比增长 9.7%；猪牛羊禽肉产量
147.17万吨，同比增长 11.1%；奶产量 169.21
万吨，同比增长 3.3%；禽蛋产量 28.51万吨，
同比增长 4.8%。截至 10月末，全区累计调
运出疆活牛61.3万头，同比增长108%；调运
出疆生猪及猪肉产品折合生猪 260万头，同
比增长21.6%。

目前新疆优质饲草种植面积超 1100万
亩，前三季度，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量达300
万吨。新疆地县两级兽医实验室检测能力
比对总体符合率提升了 3.84个百分点。全
区畜产品、兽药、饲料监测合格率分别达
99.9%、98.8%和98.5%。 （农业农村部）

陕西宝鸡将全面推进国家

“学生饮用奶计划”

11月 21日，记者从宝鸡市学校食品安
全暨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工作推进会获
悉，宝鸡市将力争在2024年上半年实现国家

“学生饮用奶计划”全覆盖。
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是以改善中小

学生营养状况、培养健康意识、提高中小学
生体质为目的，在中小学校实施的学生营养
干预专项计划。自 2000年由教育部等七部
门启动以来，通过课间一盒学生饮用奶的方
式，改善学生营养健康状况。

会议要求，全市各县区、各学校要严格
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和主体责任，严格落
实食品安全各项措施，11月底前学校食堂、
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互联网+明厨亮灶”
要实现全覆盖并全部接入平台，确保学校食
堂和食品的安全。要不折不扣普及“学生饮
用奶计划”，持续提升“学生饮用奶计划”在
宝鸡市中小学、幼儿园的覆盖率，立足实际，
通过试点实施、逐步推广的方式，力争在
2024年上半年实现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
全覆盖。 （张超）

□梁小雨

今年以来，牛奶产业需求端市
场行情低迷，加之饲草成本上涨，
导致产业行情不太乐观。为推进
牛奶产业高质量发展，银川市多点
发力，积极应对和防范市场波动风
险，打好助企纾困“组合拳”，助推
牛奶产业呈现逐步复苏态势。近
日，记者从银川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今年前三季度，全市奶牛存栏
30.89万头，同比增长 16.64%，生鲜
乳 产 量 112.19 万 吨 ，同 比 增 长
29.26%。

面对产业困境，全市扶持政策
持续跟进，推动收购秩序趋于良
好。银川市农业农村局聚焦产业
发展目标和当前市场形势，筹措各
级资金 2844万元，出台了阶段性财
政补助稳定牛奶产业发展的方案，
对银川市域内乳制品加工企业增
量及新投产的乳制品加工企业进
行补贴，鼓励乳品加工企业应收尽
收。目前已向蒙牛、塞尚金河、北
方 乳 业 等 乳 企 兑 付 增 量 补 贴
1131.46万元，有效杜绝了生鲜乳拒
收现象的发生。

今年以来，生产端持续降本增

效，加之第三季度“双节”带动消费
和企业备货充足，推动牛奶价格小
幅回升。在生产端，养殖场通过提
高单产、优化饲料结构等措施对冲
部分成本压力，数据显示，前三季
度生鲜乳产量同比增长 29.26%，较
2021年增长 79.13%；奶牛单产同比
增 长 10.82% ，较 2021 年 增 长
13.8%。在加工端，受“双节”备货
带动，需求逐步向好，加工量有所
提升，第三季度全市 9家乳制品加
工 量 38.92 万 吨 ，同 比 上 涨
192.97%。在消费端，依托“农民丰
收节”等促销活动，乳品加工企业

采取积极的品牌推广和营销活动
拉动终端消费。

目前，银川市饲料价格阶段性
回落，生产成本趋势性下降，目前
玉米平均价格 2.85元/公斤，环比下
降 2.4%，同比下降 5%；豆粕平均价
格 4.83元/公斤，环比下降 0.6%，同
比下降 5.8%。预计四季度随着新
粮上市，原料供应逐渐增加，豆粕
价格缺乏上涨动力，新季全株青贮
饲料接续供给，预计玉米豆粕等饲
料价格持续探底，生产成本趋势性
下降。

银川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下半年重点项目建设也加
快推进，发展后劲不断积蓄。全球
单体最大液体奶工厂蒙牛乳业宁
夏工厂正式落成投产，为中国乳业
抢占全球乳业智能制造世界级高
地；“宁垦牧场”A2β—酪蛋白鲜牛
奶项目、金河塞尚乳业 300吨厚乳
等特色乳制品加工提升改造项目
建成投产；还有宁夏（银川）赛科星

“2+1”万头规模化智慧牧场改扩
建、壮壮牛乳制品年产 10.95 万吨
液态奶生产等 3个项目也积极谋划
中，计划投资 2.5亿元，为银川市高
端奶产业基地建设蓄势聚能。

银川牛奶产业逐步复苏银川牛奶产业逐步复苏

日前，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的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开发出一
项奶牛新型营养调控技术，有效解
决了奶牛养殖过程中，因营养调控
不合理而导致的奶牛泌乳高峰期产
奶量低、泌乳持续力差、饲养成本
高、饲料转化率低、产后代谢病高发
等技术瓶颈问题，为提升我国奶牛
养殖业效益提供了技术保障，助力
奶业振兴。

该项研究成果来源于 2020 年
度呼和浩特市“科技兴蒙”重点专项

“犊牛、后备牛以及成母牛全程营养
调控研究与应用”项目，该项目由国
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牵头，联合内
蒙古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内蒙

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共同实施。
项目聚焦奶牛 3个时期、9个阶

段，将“犊牛、后备牛、成母牛”视为
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整合反刍动
物营养最新研究理念以及饲喂技术
与产品研发，系统性地开展奶牛全
生命周期的营养调控研究，解决奶
牛养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借助精
准营养理论与技术，研究高产奶牛
培育过程中，氨基酸、维生素、特别
是有机微量元素的合理添加量及替
代比例，纠正奶牛饲养环节出现的
营养物质添加超量或不足的问题。
同时，在高产奶牛饲喂过程中，开展
过瘤胃技术与产品的研发与应用，
研究过瘤胃类产品在高产奶牛饲养

过程发挥的独特生物学功效。
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创新、集成

了犊牛抗腹泻、后备牛蛋白调控以
及成母牛营养调控关键核心技术，
解决了犊牛阶段生长发育不达标，
淘汰率高的问题。使育成牛不同日
龄阶段体重显著提升，为泌乳阶段
提升生产成绩奠定了坚实基础。

研发成果应用到母牛营养调控
领域，奶牛单公斤奶饲料成本降低
0.05元/千克，泌乳牛日单产提升 2
千克/头，实现奶牛平均日单产41公
斤以上。目前，该技术成果已陆续
在内蒙古、山东等省区的 14个区域
规模化牧场示范应用。

（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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