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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

局发布了脱盐乳清产品供给能力提升任务入围揭榜单位名

单，包括伊利、蒙牛、飞鹤、宜品、三元等10家乳企的产品入

选。此次公示意味着我国乳企在脱盐乳清这一“卡脖子”技

术上有所突破，也映射出乳企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掌控能

力上又前进一步。

目前，我国乳业处于生鲜乳产量阶
段性过剩、乳制品消费低水平恢复的阶
段，同时奶酪、乳清粉、黄油等进口依赖
度较高。随着近年来奶酪市场的迅速
崛起，乳清粉作为工业生产干酪和干酪
素的副产品、婴配乳粉的重要原辅料，
被众多乳企关注，政府相关部门也给予
高度重视，并给予相关的引导和支持。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脱盐乳清产品
供给能力提升任务入围揭榜单位名单，
包括伊利、蒙牛、飞鹤、宜品、三元等10
家乳企的产品入选。此次公示意味着
我国乳企在脱盐乳清这一“卡脖子”技
术上有所突破，也映射出乳企在关键核
心技术自主掌控能力上又前进一步。
此次脱盐乳清产品供给能力提升任务
由三部门联合开展，体现了国家对于脱
盐乳清产品研发生产的高度重视。

需求远超供给
市场缺口较大

乳清粉是生产干酪或干酪素时所得
的天然副产品，脱盐乳清粉是以乳清粉为
原料，经过离子交换、纳滤、电渗析、喷雾
干燥等工序，脱去乳清粉中的矿物质制
成。

脱盐乳清粉在婴幼儿配方乳粉、
烘焙食品、运动营养品、保健食品中
应用广泛。按照脱掉杂质等级程度，
脱盐乳清粉可以分为D40、D50、D70、
D90，通常 D70 和 D90 是生产婴配乳
粉的主要原料，在配方奶粉中比例高
达 40%—50%。将其添加至婴配乳
粉中，能够减少矿物质对婴幼儿的肾
脏负担，调节奶粉的蛋白质比例、增
加乳糖含量，因此在婴配乳粉中占据
着重要位置。

脱盐乳清粉在乳制品行业中具有
重要作用，然而，我国在该领域却存在
明显短板，不仅起步较晚，而且由于国
内饮食习惯、原料供应短缺、生产成本
高以及技术条件限制等多重因素，产业
基础相对薄弱，国产体量小，供不应
求。长期以来，我国脱盐乳清粉主要依
赖进口。

据海关数据，2012—2022 年，我
国乳清粉进口量持续增长，年均增速
达到约 4.8%，需求日益增长。其中，
脱盐乳清粉的需求量更大。据报道，
2022年，脱盐乳清粉进口量在乳清粉
中占比为 60%—75%，至 2023年已接
近 70万吨。这一数据表明，我国对脱
盐乳清粉的需求远超现有供应能力，
市场缺口较大。

全球乳清粉年产量约 570 万吨，
产地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德国、波
兰、意大利、美国、法国是世界前五大乳
清粉主产国，合计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
60%以上。世界贸易总量在300万吨左
右，主要出口国为美国、德国和法国，合
计出口量占到四成多。美国是全球最
大的乳清粉出口国，年出口量约 50万
吨，在全球贸易中占六分之一。

我国是全球乳清粉最大进口国，占
全球进口总量的五分之一。2022年，我
国进口乳清粉59.9万吨，其中90%以上

来自美国和欧盟，自美国进口占比高达
51.6%。从品质来看，欧盟乳清粉优于
美国乳清粉，单价也更高，约为后者价
格的2倍。自欧盟进口的乳清粉主要用
于婴配乳粉生产，自美国进口的乳清粉
则主要用作饲料。

对国际市场的依赖造成了国内相
关供应链的风险，供应量及价格的受制
于人，给企业经营埋下隐患。

产业发展落后
规模化生产任重道远

从当前国内现状来看，脱盐乳清粉
规模化生产道路任重道远。

一方面，原料消耗过大、成本过
高。若满足国内需求，大约需要近800
万吨左右的鲜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2023年我国牛奶产量4197万吨，羊
奶产量 145万吨左右，乳清粉的生产需
消耗18%左右的鲜奶。另外，要达到乳
清喷粉的合理规模，加工厂日处理原奶
需要保持在300—350吨左右，相当于2
万头高产奶牛的产奶量。原料需求量
较大且成本较高。据艾格农业数据库
粗测算：2023年鲜奶均价3850元/吨，生
产一吨乳清粉约需要25吨原料奶，原料
成本约9.6万元；生产的奶酪按照3.3万
元/吨的均价计算，2.5吨奶酪可得8.3万
元收入；由此，乳清粉价格至少在1.3万
元以上才能保证加工盈亏平衡。与此对
比，2023年我国进口乳清平均价格为
1302美元/吨，折人民币约9175元/吨，进
口产品价格优势明显。因此，部分企业
以进口甜乳清粉在国内复溶、脱盐、干
燥生产D90，但也主要供自己生产婴配
乳粉所用。另一方面，国外脱盐乳清
粉作为生产奶酪的副产品，广泛用于
乳制品及食品加工中，具有稳定的生
产企业群及市场消费基础。而我国相
关产业及终端市场尚待进一步开发和
拓展。理论上测算：30万吨左右的脱
盐乳清粉如果完全国产化，那么将同
时生产出 75万吨左右的奶酪，而 2023
年我国奶酪年消费量约 30多万吨，供
求过剩严重。如果将进口奶酪国产
化，按照 2023年我国 18万吨的奶酪进
口量来算，最终可生产出7万多吨的脱
盐乳清粉。由此可看出，国产脱盐乳清
粉替代进口前路漫漫，在国产奶酪替代
进口产品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我国脱
盐乳清粉的规模生产是可行的，但过程
较为缓慢。第三，尽管伊利、飞鹤、红星
美羚等企业已具备生产脱盐乳清粉的
技术和设备，但尚未实现规模化生产及
广泛性的应用。

有专家表示，基于脱盐乳清粉的重
要性以及我国相关产业发展落后的现
状，实现脱盐乳清粉生产自主化成为当
下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一方面，解决
脱盐乳清粉这一难题对于推动我国乳
业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另一
方面，通过提升生产能力，不仅能够优
化国内乳品产业结构，而且还能够有效
调控原奶的供需关系，从而促进市场供
需平衡，于整个产业和企业的持续发展
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

（据《中国食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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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骆驼，许多人会想到丝绸之
路上结队而行的“沙漠之舟”，或是景
区中憨态可掬的庞然大物。

而提起驼奶，大多数人会摇摇头
说：“没喝过。”

为何骆驼并不稀奇，市面上却少
见驼奶产品？

“由于驼奶成分存疑、容易变质，
且缺乏完善技术体系支撑，我国驼奶
产业发展相比中东国家要晚一些。”新
疆奶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新疆大
学教授杨洁说。

2016年起，新疆大学与新疆旺源
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旺
源集团”）通过校企联合，开展驼奶科
研攻关，不断在基础研究、生产工艺、
技术体系等领域取得突破，引领驼奶
产业迅速崛起。

营养：蛋白质含量比牛乳更高
在《本草纲目》和维吾尔族药典

中，均有驼乳功效独特的记载。“驼奶
能够治病”，这是新疆许多牧民口中流
传着的说法。

驼奶到底有哪些成分？2005年，
杨洁带领科研团队启动了新疆首个驼
奶研究项目——《新疆骆驼乳生物活
性成分的研究》。

没想到，摆在团队面前的第一道
难题，竟然是“驼奶难找”！

“市面上见不到，得去牧民家里现
挤。”杨洁回忆，她带领团队开车扎进
荒漠戈壁，循着星星点点的蒙古包去
找骆驼，一趟就是几百公里。

有时候跑了大半天找到了骆驼，
却错过挤奶时间。科研人员只能在牧
民家里借宿一晚，等待挤奶时间的到
来。如果遇到牧民转场，“跑个空趟”
的情况也很常见。

克服重重困难后，团队初步探明
了驼奶的生物活性成分。

“驼乳中富含溶菌酶、乳铁蛋白、
乳过氧化物酶和免疫球蛋白等天然生
物活性因子。相比牛乳，其蛋白质含
量更高、种类更多。”杨洁介绍。

为了精准研判驼奶成分，2007
年，团队又利用国内先进的蛋白质纯
化设备，采用生物分离结合活性追踪
方法，进一步分离鉴定了驼奶中的生
物活性成分，形成一个庞大的成分数
据库。这些科研成果，还原了驼奶的

“素颜照”。
随后，杨洁带领团队投入驼奶功

效的研究，逐步探明了驼奶对机体糖
脂代谢和免疫调控的分子机制，完成
了其营养价值的评价，为驼奶开发利
用打下科学基础。

保鲜：滤掉“难缠”的芽孢杆菌
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一系列突破

后，杨洁时常思索：同样对骆驼有着悠
久的饲养史，为何驼奶早已成为中东
国家餐桌上的“常客”，在我国却一直
没有形成产业？

这个问题，也一直在旺源集团董
事长陈钢粮的脑海里打转。旺源集团
是一家专注于骆驼产业发展的民营企
业，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当地
有着丰富的骆驼资源和得天独厚的自
然环境。

“主要是驼奶保鲜难，阻碍了产业
发展。”陈钢粮说，“常温下，鲜奶只能
存放一到两天，低温条件下最多保存7
天。此前，国内甚至国际上没有任何
技术能解决这个难题。”

2007年，陈钢粮牵头成立了旺源
驼奶实业有限公司，联手国内多家科
研单位，共同攻关驼奶保鲜技术。起
初，他们借鉴牛奶保鲜和果蔬加工技
术开展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

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消灭
“难缠”的芽孢杆菌。芽孢杆菌是驼奶

中的一种微生物，能在常规环境下大
量繁殖并迅速破坏奶质。它们似乎

“刀枪不入”——在 100℃高温下加热
半个小时，或是长时间低温冷藏后，依
然能够存活。

经过反复实验，科研团队发现，在
135℃高温下持续加热15分钟后，基本
可以消灭芽孢杆菌。但如此一来，驼
奶的生物活性物质流失，失去营养成
分，功效大打折扣。

近百次实验后，研究依然没有取
得突破。

高温灭菌行不通，团队只好另辟
蹊径。透过高倍显微镜，他们发现，不
同阶段生成的芽孢杆菌形状各异，而
且有一个共同特征——体积明显大于
大多数活性物质。

陈钢粮脑中灵光一闪：“找一张滤
网，将芽孢杆菌过滤掉，把活性物质留
下来！”

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选
什么材料做滤膜，用何种工艺设备？
又要从头摸索。

跑遍市场，他们找到一种医用级
别的生物滤膜。然后，团队自己设计
图纸，制定工艺流程，安装成套设备
……

“在进行第 103次实验时，终于成
功过滤掉芽孢杆菌。”陈钢粮说，“我们
攻克了驼奶保鲜的世界性难题！”

2010年7月，第一批液态驼奶下线

了！在常温条件下，保质期达到惊人
的180天。同时问世的还有驼奶粉，保
质期长达18个月。

育种：筛选出高产泌乳驼
十几年前，新疆只有 5万峰骆驼，

现在数量已达22万峰左右。驼奶企业
最初只有两三家，如今也已发展到 30
多家。

随着驼奶产业的形成，一些问题
也逐渐显现出来——产品质量参差不
齐、骆驼泌乳量低、集中养殖导致疫病
风险增加……

2016年，陈钢粮找到杨洁，找寻破
解问题之道。新疆大学与旺源集团的
合作之路由此开启，双方共同成立了
新疆骆驼产业工程中心，为产业发展
提供技术支撑。

骆驼两年一胎，繁殖周期长，一般
日产奶量仅有两三公斤。开发骆驼育
种与高效养殖技术迫在眉睫。

骆驼产业工程中心采用先进的基
因组重测序与转录组技术，筛选出高
产泌乳驼特有的 SNP（单核苷酸多态
性）标记，并进行了群体遗传效应分析
和育种价值评估。

“目前，我们已找到日产奶 6.5公
斤的高产泌乳驼，繁育工作正在紧锣
密鼓地开展。”杨洁说。

携带着高产基因的骆驼正在慢慢
长大。骆驼产业工程中心同步制定了
科学养殖规程，重建了健康管理、疫病
防控等技术体系，为骆驼集中养殖“扫
清障碍”。

科技赋能产业兴。如今在新疆，
骆驼养殖规模达到 100峰以上的牧民
越来越多。旺源集团也建立起骆驼集
中养殖基地“万驼园”。

2023 年 8 月，“驼奶产业关键技
术研究与示范”项目获得 2022 年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

今年，旺源集团投资建设的智能
化工厂将投入使用。届时，其瓶装鲜
驼奶和酸驼奶日产量将达到 20万瓶，
驼奶原料日处理量可达100吨，将成为
世界上驼奶产能最大的企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厅二
级巡视员、农村科技处处长余英荣表
示：“未来，我们将继续抓好驼奶这个
特色产业，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深
化产学研用结合，以实际行动践行大
食物观，丰富中国人的‘奶罐子’！”

驼奶科研攻关驼奶科研攻关 丰富中国人的丰富中国人的““奶罐子奶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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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立

秩序恢复，市场低迷
2023年，随着人口出生率的进一

步下滑，叠加新国标落地，让国内奶粉
行业陷入新一轮混乱之中，窜货、乱价
等问题此起彼伏。近期记者从市场走
访发现，随着被淘汰的旧库存的出清，
以及企业加大市场管控的力度，厂商
关系和市场秩序逐渐从失控状态走出
来。

“不少公司都上了电子围栏产
品。”山东威海奶粉经销商张晨告诉记
者，短期内旧库存的市场价格还有些
乱，但随着电子围栏产品的新货铺市，
市场秩序也在逐步稳定。

记者了解到，过往奶粉企业通过
遍布各地的经销商来实现铺货销售，
双方会约定在固定的地域范围内销
售。近年来奶粉市场低迷，为了业绩
增长，奶粉企业一方面加大了向渠道
压货的力度，另一方面加大了对市场
的投入，卖不完的奶粉变成了窜货、流
货，也冲击了正常的价格体系。此前

奶粉企业大多通过人工巡查的方式对
市场窜货、流货进行监控，但很难杜
绝。

张晨告诉记者，电子围栏应用后，
品牌方会给经销商固定一个区域范
围，范围内的消费者通过扫罐内二维
码，可以获得红包，同时经销商才能拿
到返利，而一旦扫码发生在规定区域
范围外，除了红包和返利失效，系统后
台还会通知企业，这也让经销商窜货
的成本和被处罚的风险大幅提升。

除了技术手段外，多位受访奶粉
经销商也表示，虽然其所代理的奶粉
品牌并未使用电子围栏，但对市场的
管控也明显加强。

光明致优小分子奶粉业务负责人
何康辉告诉记者，当前市场上窜货商
数量在大幅减少，市场秩序也开始恢
复，各品牌市场管控都在加强，因为

“能不能控好价盘，生死攸关”。
2023 年由于市场总量萎缩和秩

序混乱，让奶粉企业的业绩受到不同
程度的影响。中国飞鹤 2023年实现
收入 195.3 亿元人民币，同比减少

8.3%，净利润为 32.9 亿元，同比下降
33%；澳优乳业收入 73.8亿元，同比减
少 5.3%，净利润 1.7亿元，同比减少了
19.4%。

在走访中记者了解到，春节前后
由于促销力度大，经销商反馈奶粉销
售都有所回升，但 3月中旬后市场又
恢复到低迷的状态。

尼尔森 IQ发布的 1—2月快消月
报显示，母婴用品和乳品头两个月全
渠道分别下降了 3.4%和 6.1%，其中线
下渠道分别下降了14.9%和10.2%。

有母婴店老板甚至向记者抱怨，
原来每个季度都能销售 200箱—300
箱奶粉，就目前的销售进度看，今年同
样的数量怕是要卖一年。

内卷提速，标准缺失
虽然奶粉销售仍在低谷，但母婴

和儿童营养品的热度却在快速增长。
记 者 在 部 分 母 婴 店 中 看 到 ，各 种
DHA、益生菌、乳铁蛋白、鱼油等营养
品慢慢占据了陈列的 C位，品牌数量
也在同步增长。

母婴连锁大户爱婴室 2023 年年
报显示，其奶粉业务收入 19.1亿元，同
比减少了 12.2%，但食品业务收入 3.1
亿元，反倒增长了 13.7%。阿里健康
数据显示，2023年儿童DHA产品成交
额同比增长超过 90%，购买人数增长
超过67%。

母婴商情总经理曹天伟告诉记
者，在近期市场走访中，可以看到由于
奶粉品类的盈利越来越弱，更多的门
店到代理商，都在把精力和资金投入
到了营养品品类。

而营养品品类的热度也带动了上
游企业业绩的增长。近期，健合集团
公布了 2023年财报，去年婴幼儿配方
奶粉业务收入约 44 亿元，同比减少
15.1%，但营养补充品类业务总收入
达到 84.2亿元，同比增长 28.6%，其中

婴幼儿营养品业务收入 12.1亿元，同
比增长9.1%。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母婴营养品
热度的快速上升，行业内卷也在加剧，
据张晨透露，近期不断有陌生的新母
婴营养品牌来联系他，并表达了希望
合作的愿望。

阿拉小优联合创始人李茂银在
近期举行的一场行业论坛上透露，当
前国内营养品行业还处在混战的阶
段，还不能算走上健康良性发展的道
路，一方面，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不够
明确；另一方面，市场还缺乏规范和
教育，相关的产品标准和制度规范也
不健全，标准的缺失又导致了劣币驱
逐良币。

记者注意到，根据国家食品安全
法，目前国内只有保健食品可以宣称
功能，此前很多营养品和功能化食品
是以食品、糖果等名义在销售，随着母
婴营养品热度的上升，部分品牌转而
使用婴幼儿特膳等相关标准来生产营
养品。

比如《 辅食营养补充品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GB22570），适用于 6
月到 36 月龄婴幼儿及 37 月到 60 月
龄儿童食用的辅食营养补充品，标
准中对产品必需成分钙、铁、维生素
等作出了明确的范围要求，也包括
了部分可选营养成分的指标，但记
者注意到，这一标准并不包含功能
声称的部分。

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告诉记者，
婴幼儿特膳食品相关标准比一般食
品、糖果等国家标准要求更为严格，但
其依然不能声称功能，暂时为功能化
的食品和营养品提供委身之所。目
前，国内保健品、特医食品等品类都管
理非常严格，需要企业提供较长的临
床试验等相关文献证据，而目前功能
化食品和营养品还属于新生事物，行
业规范还需要时间。

奶粉业务持续低迷下，营养品在母婴行业的热度快速上升，但这一品类依然面临标准缺失的难题。

婴幼儿配方奶粉生意短期内难见回暖，越来越多的母婴渠道商把增长重心转向营养品品类。近期记者在

市场走访中发现，由于头部乳企开始采用电子围栏等新措施防范窜货，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秩序正在逐步恢

复，但销售依然低迷，母婴渠道开始增加营养品品类作为补充，这一品类依然面临内卷加剧和标准缺失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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