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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资讯地方资讯

今年以来，吴忠市深入实
施奶牛养殖业降本增效工程，
扎实做好优、调、融、转“四篇文
章”，持续推动牛奶产业平稳健
康发展。

一是做好产业产能“优”的
文章。统筹考虑产业基础、产
销关系、发展趋势等因素，优化
奶牛存栏、生鲜乳产量目标，进
一步稳住产业发展“基本盘”。
目前全市奶牛存栏 35.2 万头、
生鲜乳产量 45.1 万吨，分别增
长 6.3%和 23.8%，实现量的合理
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二是做好养殖结构“调”的
文章。加快调顺结构。引导奶
牛养殖场主动淘汰单产 30公斤
以下低产牛，减少成本损耗，提
高成母牛占比。全市淘汰奶牛
4.3万头，同比增长 48.3%；成母
牛比例提高到 53.1%，数量达到
18.7 万头。加快调强日粮。引
导养殖场推进豆粕减量替代，
应用饲料精准配制和精细加工
技术，调整部分饲草料用量。
润奇等养殖场深有感触：“谁能
减少损耗、提高效率，谁就可以
保证利润增长”。目前每头奶
牛每天青贮玉米用量调增 20%
达到 30 公斤、苜蓿用量调减
30%降至 1.5 公斤，饲喂成本实
实在在下降 10元左右。加快调
优种群。积极推广全基因组早
期选育、性控冻精、胚胎移植等

奶牛育种技术，支持养殖场选
育组建种子母牛核心群，繁育
优质高产奶牛后代，提升奶牛
群体遗传品质，全市奶牛单产
提高 0.2吨，达到 9.8吨。

三是做好技术信息“融”的
文章。指导养殖场应用大数据
等新技术新模式，从人、机、料、
法等环节强化管理，推动生产
经营更科学化智能化。弈安等
养殖场建成新一代智慧奶牛
场，配套了智能喷淋、5G智能项
圈等自动监测设备，实时把控

“什么时间清粪、什么时间挤
奶、什么时间配种”等每个细枝
末节，促进精益管理。通过加
大技改和设备投入，全市公斤
奶综合成本 3.4元左右，同比下
降 8.1%，发展较好养殖场达到
3.2元左右，实现扭亏为盈。

四是做好经营方式“转”的
文章。鼓励引导 28家养殖场通
过兼并重组、联合饲养等方式
实现“小并大、奶转肉”，优化后
千头规模奶牛养殖场在水电、
人工等环节年可节省资金 200
万元。另外部分养殖场积极转
变经营理念，主动适应市场需
要，选择部分经产牛与西门塔
尔牛、安格斯牛等肉牛冻精配
种，不断提升抵御市场风险能
力。

（吴忠市畜牧水产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

吴忠市做好“四篇文章”
深入推进奶牛养殖业降本增效

初夏时节，记者走进甘肃省
金昌市永昌县万只奶绵羊生态
牧场，只见数千亩的牧场上，一
座座高标准羊舍和一望无垠优
质饲草种植基地尽收眼底，肥壮
的奶绵羊在舍饲里喝着祁连山
雪水，悠闲地品尝着美食，住在
中央空调房里享受着“星级生
活”。

永昌地处祁连山北麓、河西
走廊东部，是一个历史悠久半农
半牧县，当地民众自古就有养羊
传统，境内有天然草场442万亩，
其中可利用面积 294万亩，优质
饲料饲草保障，为奶绵羊养殖创
造了重要的先决条件。

“我们永昌地处北纬38度黄
金奶源带，在我们这里发展奶绵
羊有丰富饲草资源和生态优势，
为养殖奶绵羊提供了非常优质
的饲草资源。”甘肃元生农牧科
技有限公司行政总监张金生说。

2017年，当地率先在国内引
进东佛里生奶绵羊，为了让远道
而来的“客人”顺利在永昌县落
户繁育，永昌为每一只羊打造了
电子耳标身份证，还配备了奶绵
羊中央厨房、现代化挤奶大厅等
智能化设备。

张金生说，目前，奶绵羊养
殖基地存栏量近 3万只，牧场所
有的羊都佩戴了电子耳标，真正
实现了电子耳标识别、自动分
群、自动称重、孕检等智能化管
理。

在当地政府支持下，该公司

联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立了
国内首家奶绵羊产业研究院，开
展乳肉兼用新品种培育和科技
研发工作。如今，奶绵羊核心育
种场已被认定为国家级布鲁氏
菌病净化创建场、国家级兽用抗
菌药减量化行动示范场。

“东佛里生绵羊是世界公认
的产奶量最好的乳肉兼用绵羊
品种。”张金生说，根据检测报告
显示，与牛奶相比，绵羊奶营养
价值更高，更有利于人体消化吸
收，其成分也最接近人体母乳。
近年来，永昌县把做大做强羊产
业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头戏，
目前已成为该省十个养羊强县
之一。

“羊产业由传统肉用型转型
为乳肉兼用型，既增加了抵御市
场风险的能力，又提高了产品附
加值。”据张金生介绍，绵羊奶营
养价值高、市场前景好，奶绵羊
所生羔羊成活率高、生长发育
快、产肉性能好，是羊产业中的
特种产业。

在养殖场，记者看到一个个
奶绵羊体格高大，体躯宽长，腰
部结实，肋骨拱圆，臀部略有倾
斜，这些奶绵羊被形象地称为

“长着猪尾巴的羊”。
“东佛里生奶绵羊身价高，

繁殖适应能力强。”张金生说，公
司按照国际化运营模式来管理，
对奶绵羊进行自动化喂养，让奶
绵羊产业成为真正的特色富民
产业。 （戴文昌 高莹）

甘肃永昌万只奶绵羊的“星级生活”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优质的青贮玉米成为国内奶牛养殖业降本增效的关键要素之一。如何保障青贮玉米从种到收的每个环节都

能“步步到位”？在伊利奶牛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伊利奶科院）营养中心主任李俊良博士看来，在科技创新蓬勃发

展的今天，青贮饲料“种——管——贮——用”等环节中的技术标准正在持续升级。“从技术应用到服务赋能，我们

不断打通青贮产业链中存在的‘堵点’‘卡点’，推动数字农业关键技术落地应用形成新发展合力的同时，也为牧场

夯实降本增效根基提供了有力支撑。”

奶牛饲料成本占牧场整体运营成
本的 70%左右，在当前奶业市场低迷
的情况下，如何从饲料层面帮助牧场
降本增效已经成为全行业的共识。

据李俊良介绍，目前伊利奶科院正
在就青贮玉米消化率低等关键技术问
题，开展高消化率青贮玉米品种筛选研
究。“我们以国家审定的青贮玉米品种为
研究对象，综合高产、高淀粉、高抗病害特
性指标，结合牧场集中地区气候和土质
特点，开展玉米高消化率筛选试验，建立
高消化率青贮综合评价技术标准和品种
资源库，提高青贮产量和饲料消化率。”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奶牛粗
饲料的种类正向着更优质、更多元化
的方向前行。据悉，伊利奶科院针对
奶牛耐盐碱粗饲料高质量栽培、加工

关键技术等方面也在同步进行研究，
同时，探究饲用甜高粱等作为奶牛粗
饲料的营养价值及性价比，为土地资
源优化利用、种植业增收、养殖业增效
提供高效的解决方案。

在李俊良看来，随着科技的不断
发展，未来的奶业将更加依赖于技术
创新，同时将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

“通过技术创新，可以提高奶业的生产
效率，降低成本，提升产品质量。在奶
业可持续发展方向上，也需要我们大
力推广种养一体化，开展饲草种植技
术研究，一方面保证低成本优质粗饲
料供应，另一方面引领奶牛养殖行业
实现‘种养结合’降本增效循环发展经
济，实现中国奶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健
康发展。”

“优”无止境，激发粗饲料潜力

优质青贮饲料的第一步，来自“良
种”。种子有“活力”，青贮生长才能生
机勃勃。

在青贮品种选育与推广方面，伊
利集团多年来持续整合国内外专业科
研院所、龙头种业公司的科研资源，从
全球种子资料库筛选优质品种，在全
国范围选取不同的示范田开展选育、
种植实验，建立了伊利奶牛科学研究
院——优质种质资源——牧场（种植
户）青贮品种选育平台，综合牧场分
布、地域、气候及土质条件，通过筛选、
识别、选育推广逐步完善建立了各地
区的优质青贮玉米种子资源库，构建
青贮品种选育企业生态圈。

植入了“科技芯片”的青贮种植，
让一粒种子在还未播进土里时，科技
的力量便已开始显现。李俊良告诉记
者：“在品种选育方面，我们开展了300
多个青贮玉米品种选育筛选示范试
验，筛选出 53个优质高产青贮玉米品
种，其中 30小时NDF消化率达到 55%
以上的高产、高效化率品种17个，平均
亩产4.22吨（折合成30%干物质），其中

春播品种 4.33吨，夏播品种 3.87吨；在
品种推广方面，2023年在奶源基地种
养一体化牧场，推广高产、高消化率品
种，实现平均亩产为3.97吨，较当地品
种亩产提升 0.17吨，推广种植 18.69万
亩，平均干物质含量34.49%，平均淀粉
含量33.66%，平均30小时NDF消化率
53.27%。”

当前，数字化正在“深入”田间地
头，打开了农业生产无限想象空间的
同时，还实现管理高效化、生产精准
化，提升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

在种植高产、高消化率青贮品种
的基础上，伊利奶科院的技术专家在
种植过程中应用“遥感卫星+农业大数
据平台”等技术，对青贮玉米开展长势
监控、灌溉指导、病虫害预防、天气预
警、收获时间预测等服务，使农业生产
更精准、更高效，实现传统农业向数字
农业转型升级，形成智慧农业“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种植模式。“我们所服
务的牧场平均亩产都实现增产 25%的
突破。”李俊良表示。

近年来，伊利集团大力推广种养

一体化模式，推广种植优质玉米品种，
提升青贮淀粉水平，并实现收割时间
的可控性，保证干物质达到 30%以
上。“2023年，我们在种养一体化牧场
推广种植 18个优质青贮品种，总面积
达 18.69 万 亩 ，平 均 干 物 质 含 量
34.49%，平均淀粉含量33.66%；同时搭
建青贮供应平台，制定青贮收割指导
标准，并在收割前 15天，监测地块、确
定起收时间，保障青贮干物质水平，最
终2023年所有合作牧场平均青贮干物
质含量 32.34%，同比提升 0.41个百分
点，平均淀粉含量 33.28%，同比提升
1.11个百分点，青贮质量首次突破‘双
32’目标。”李俊良告诉记者。

数据的背后，是技术赋能青贮全
链条生产制作的生动注脚。“我们针对
青贮玉米‘种——管——贮——用’产
业链条各关键技术标准持续升级，集
成了青贮全链条 31项技术标准；在青
贮储备前，邀请国内外青贮专家对牧
场持续开展赋能培训，讲解青贮制作
关键点；建立青贮储备期间天气预警
体系和应急预案，通过预警信息发布，

及时引导牧场提高收储效率，调整收
储计划，并制定相应的青贮储备指导
意见。2023年创新性的利用数字化工
具，搭建青贮储备数字化管理平台，大
大提升了管理效率，实现青贮数字化
管理。”李俊良表示。

“量身定制”种植规划，青贮备耕
科学又精准；多层、立体管控体系，田
间管理精细又轻松；全链条、多维度技
术支持，制作质量高效又可靠……在
优质青贮制作领域，伊利奶科院全力
推动，打通各个链条中的“堵点”，将科
技转化应用服务到牧场当中，为每年
的青贮收储季“保驾护航”。

据了解，2023年，伊利集团启动了
“伊起贮力·千场大会战、万窖好青贮”
服务项目，通过科技举措以及降本增
效模式，针对优质青贮玉米品种选育、
田间种植管理、收获加工、贮存饲喂、
青贮消化率提升等全方位、全流程开
展贴身技术服务，使奶牛口粮更精准、
更高效、更科学、更有价值，实现了传
统农业向数字农业转型升级，帮助全
国牧场收储青贮玉米近千万吨。

全力推动，打通青贮生产制作“堵点”

□文/图 本报记者 杨丽霞

面对当前的奶牛养殖大环境，做
一窖好青贮，不仅对于牧场提质、降
本、增效具有重要意义，更决定着牧场
全年的效益。

在李俊良看来，青贮是牧场性价

比最高的饲料，“制作一窖好青贮，除
了要选择好适宜的青贮玉米品种，做
好田间管理，其次，规范的青贮制作标
准和流程，是实现青贮品质提升的基
础，也是提升奶牛单产和牛奶品质、降

低饲喂成本的保障。”
据李俊良介绍，近几年，伊利集团

持续不断对青贮玉米制作关键技术标
准进行升级，并总结出8大青贮制作关
键控制点，主要包括：地块选择（距离
短、无病虫害、长势良好）、干物质
（30%—35%）、切割长度（1.5—2.5 厘
米）、留茬高度（大于30厘米）、籽粒破
碎度（每公斤青贮整粒数≤3粒）、压窖
密度（大于750千克/立方米）、封窖管
理（每平米1个、坡度30°—45°不超
过窖高1米）、发酵剂使用（1克/吨）。

在青贮制作过程中，青贮储备速
率的高低也直接影响着青贮发酵品
质。“青贮是一个厌氧发酵的过程，储
备时间越短，青贮有氧发酵时间越短，
青贮发酵品质就越好。”李俊良表示，
要想实现青贮储备效率提升，关键在
于 3个方面。首选，选择地块集中、种
植面积大、青贮成熟时间较一致的供
应商；其次，收储时控制青贮窖的大
小，同时按照每日收储量的要求制定

收割计划，并匹配相应的收割设备和
压窖设备，当设备充足时，可多窖同时
储备；最后，制定青贮收储流程，明确
人员分工和标准，保证各节点有效衔
接，从而最大限度提升收储效率。

通过一系列规范的青贮制作标准
和流程的培训和实施，青贮制作过程
中的各项指标、数据结果较 2022年均
有不同程度提升。“2023年，青贮干物
质含量为 32.34%，同比提升 0.41个百
分点；带籽粒破碎功能设备使用率
95%，进口大型设备（克拉斯、纽荷兰、
约翰迪尔、克罗尼等）使用率 86%；留
茬高度平均 29厘米；1千克未破碎籽
粒数 2.29粒；发酵剂使用率 99%；隔氧
膜使用率73%。”李俊良告诉记者。

据悉，在全产业链的紧密联结下，
伊利集团带动了全国近 640万亩饲草
料种植，其中带动420多万亩青贮玉米
种植，为种植户带来了超过 25亿元的
收益，不仅为奶牛养殖业优质饲草提
供了保障，更为种植户带来了增收。

技术赋能，助力牧场“制好”青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