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来废弃物也能变废为宝，这技术接地气、真实用！”在今年4月举办的山东省优质驴肉生产与屠宰加工质量控制技术培

训班上，参加现场培训的毛驴养殖户高兴地说。本次培训是聊城大学毛驴研究团队针对传统养殖“粮食消耗大”“养殖成本

高”“疫病频发”等难题提出的生态养殖解决方案。

山东聊城是全国最大的阿胶生产基地，是全国规模化养驴第一市。聊城大学科研团队聚焦地方驴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托

国家马驴遗传评估中心、山东省黑毛驴高效繁育与生态饲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聊城毛驴高效繁育与生态饲养研究院等科研

平台，强化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与精准对接，实现毛驴繁育、养殖到深加工的全链条产业赋能。

地方资讯地方资讯

驱车行驶在内蒙古赤峰市
阿鲁科尔沁旗草业核心区的路
上，道路两侧是蔓延开的绿色草
原，大型自走式节水喷灌机喷洒
出细细密密的水雾。在阳光照
射下，这片草原呈现出朦胧之
美。很难想象，这满眼的绿色此
前是一片茫茫荒漠。

阿鲁科尔沁旗草业核心区
地处科尔沁沙地边缘，曾是一片
草场沙化退化非常严重的沙区，
植被覆盖率不足10%。

2008年，阿鲁科尔沁旗第一
个沙地节水灌溉紫花苜蓿种植
项目试验成功。此后10多年间，
高效节水灌溉多年生优质牧草
项目开始在重点沙化退化草原
地区推广开来。

截至目前，阿鲁科尔沁旗优
质牧草种植面积已达近70万亩，
年产商品草约 65万吨。阿鲁科
尔沁旗也在 2013年被中国畜牧
业协会草业分会授予“中国草
都”称号。

曾经的满地黄沙已是绿波如
海，植被覆盖率达95%以上。“草原
沙化退化得到有效遏制。”阿鲁科
尔沁旗草业示范园区管理委员会
主任苏胜坤说，“从野生牧草亩产
量35公斤到苜蓿草亩产量800公
斤以上，园区单位草场载畜量翻了
数十倍，解决了当地130万头只牲
畜的牧草缺口问题，减轻了全旗
1560万亩天然草场载畜压力。”

优质牧草也吸引了首农普
瑞牧、北京绿田园等20余家国内
外知名企业进驻阿鲁科尔沁旗
从事牧草种植和草产品加工，相

关产品销往华北、东北等地，成
为国内乳业龙头企业重要的饲
草供应基地。

路边，一个庞大的、极具科
技感的气膜仓突然出现在一望
无际的草原上，仿佛一幢来自未
来的建筑。在这个长 225米、宽
120米的牧草气膜仓里，存储着
去年收割回来的紫花苜蓿和燕
麦草。气膜仓里的青草香，令人
心旷神怡。

“这个气膜仓可以理解为牧
草‘银行’，收割的牧草可以存在
这里，需要时再取出来，价格合
理时再出售，可以提高优质牧草
市场竞争力，助力农牧民增收致
富。”阿鲁科尔沁旗MAP技术服
务中心负责人蔡小波说。

阿鲁科尔沁旗MAP技术服
务中心与当地合作社合作，将分
散土地整合为集中连片的大规
模农田，实现统一规划和统一管
理，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

草产业发展也促进了养殖
业和奶产业发展。2014年，澳亚
集团（新加坡）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进驻阿鲁科尔沁旗，先后建成
3座万头以上规模化奶牛养殖场
和1座万头以上规模化肉牛场。

“优质草源是企业落户最大
的吸引力。”赤峰澳亚现代牧场
有限公司副经理庞志亮说。

在龙头企业带动下，阿鲁科
尔沁旗目前已有奶食品加工企
业 8家、传统加工坊 231家，从事
奶食品传统加工技艺牧民 1500
余人，奶食品年交易额达1亿元。

（王春燕 彭源）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
一棵草开启产业发展之路

■■目前目前，，我国山羊奶奶源地主要分布在陕西我国山羊奶奶源地主要分布在陕西、、内蒙古内蒙古、、山东等地山东等地。。

□党鹏

“今天（6月12日）生鲜羊奶的收购
价格是 7.4元/公斤，比前段时间最高峰
8元多/公斤要下降一些。”在西安市阎
良区农村养羊的张建告诉记者，生鲜羊
奶价格回落是正常的，因为现在是产奶
旺季，相对往年已经不错了。

张建是为阎良区的百跃羊乳集团
提供生鲜羊奶的养殖户之一。这家已
经成立40年的羊乳企业，带动了当地以
及周边的奶山羊养殖。如今，陕西、内
蒙古、甘肃等地已经崛起了诸多羊乳企
业。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存续、在业的

羊奶粉有关企业共2819家。
今年 2月 8日，《乳粉和调制乳粉》

（GB19644—2024）新国标正式实施，其中
70%的羊乳含量指标，让羊乳企业纷纷加
速建设羊奶供应链。基于新国标的拉动，
今年陕西区域生鲜羊奶的价格一度突破9
元/公斤，即使目前有所回落，但仍比1月
份6元/公斤高出23.33%。

艾媒咨询新近发布的《2024—2025
年中国羊奶粉市场消费趋势洞察报告》
显示，2023年中国羊奶粉市场规模为
167.1亿元，同比增长 12.7%；预计 2028
年将突破 350亿元。随着市场的扩容，
羊乳市场在细分产品赛道上的竞争也

越发激烈。

新国标激发生鲜羊奶需求
实际上，因去年市场销售下滑，一

些羊乳企业不敢大规模收购生鲜羊奶，
一度导致奶价偏低。

今年 2月 8日，《乳粉和调制乳粉》
新国标正式实施。新国标要求调制乳
粉以单一品种乳源为主要原料，且来自
主要原料乳固体含量不低于 70%，也就
是说只要标称是羊奶粉的产品，主要原
料就必须来自羊乳，且含量必须达到
70%，并且不包括乳清粉等原料。显然，
新国标的实施将拉动生鲜羊奶的需求
量。

实际上，因去年市场销售下滑，一
些羊乳企业不敢大规模收购生鲜羊奶，
一度导致奶价偏低。像张建这样的养
殖户感觉压力很大，“养殖成本下不来，
玉米、豆饼、草料每天都要五六块，还好
自己配了一些草料。”

此外，张建的养殖场还遇到了一场
大规模羊传染性胸膜炎，导致他损失了
二三十头小羊，同时山羊产奶量也出现
下滑。

转机出现在今年 1月份，新国标让
生产调制乳粉的羊奶粉用奶量增加。

“今年羊奶粉价格持续上涨，收购价最
高的时候 9元/公斤。”秦龙乳业相关负
责人介绍，奶源紧张、市场需求扩大是
价格变动的原因。

秦龙乳业表示，新国标的实施可以
促进企业更加高标准规范地生产管理，
未来对生鲜羊奶的需求会增加。

与此同时，受奶源价格上涨影响，
一些羊乳企业调高了产品的出厂价。

“我们目前对产品价格进行了略微上

调，但是在经销商可接受范围之内。”百
跃羊乳集团销售人员表示。

“实际上，国内奶羊的养殖规模
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养殖水平跟世界
先进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羊奶收购
价格普遍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国家
对于原料收购、检测有更严格的标准
跟流程，进一步推高了生鲜羊奶的收
购价格，同时市场端以及消费端对于
生鲜羊奶的追捧跟青睐，让羊奶的价
格持续上涨。”中国食品行业分析师
朱丹蓬表示，目前国内的养殖没有形
成规模化、规范化，专业度也不足。

“整体来看，缺乏龙头企业的带动，国
家以及地方政府对于奶羊的养殖帮
扶政策尚有很大改善以及提升的空
间。养殖规模上来后，对于生鲜羊奶
的整体收购价格控制，会有非常好的
帮扶作用。”

得奶源者得天下
记者注意到，在陕西区域，羊乳企

业纷纷崛起，正在加速建设供应链体
系。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90.9%羊奶粉
消费者重视产品的奶源地分布，“得奶
源者得天下”，奶源仍为羊奶粉企业发
展最需重视的核心环节。

目前，我国山羊奶奶源地主要分
布在陕西、内蒙古、山东、云南、甘肃、
安徽等地。陕西散养奶山羊存栏量全
国最多，多为农户养殖；而内蒙古处于
黄金奶源地，以规模化养殖为主，逐渐
成为羊奶粉奶源生产和供应的主要地
区。记者在西安区域了解到，目前农
村养殖主要集中在百头山羊左右，超
过 1000头的养殖基地非常少，还有很

多农村家庭只有三五头山羊。
记者注意到，陕西区域的羊乳企

业纷纷崛起，正在加速建设供应链体
系。其中，2020年 12月，陕西圣唐乳业
有限公司在富平县开工的二期工程投
资3.6亿元；2023年，优然牧业新建的规
划存栏 5万头的奶山羊场项目总投资
5.4亿元。

“目前我们年设计生产能力 10万
吨。在陕西多个区县涉及奶源，可以满
足生产需求，同时公司有自控养殖场。”
秦龙乳业介绍，其集团建设的良种奶山
羊5G智慧牧场总投资1.08亿元。

即使如此，因为生鲜羊奶奶源紧
张，一些区县设置了生鲜羊奶的保护
价。“不光是为了价钱，我们养殖户更希
望能够稳定。”张建表示。

就此，艾媒咨询分析师建议，羊奶
粉企业应加强对后端牧场和奶山羊饲
养的精耕细作，真正把供应链和产品
品质做好，踏实打造供应链基础，实现

“从牧场到餐桌”的未来愿景；应致力
于建设全产业链，杜绝代加工与散户
收奶，自建牧场、奶源、工厂，确保每个
环节透明可追溯，进一步提高企业竞
争力。

“羊奶粉行业格局可能会迎来重大
洗牌，拥有生鲜羊奶奶源和全产业链布
局优势的企业，将会在行业变动中脱颖
而出。”艾媒咨询如此判断。

羊奶粉市场扩容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婴幼儿配方

羊奶粉目前市场份额占比较高、体量更
大，但增长态势略显乏力。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
羊奶粉市场收入结构中，婴幼儿配方羊

奶粉占比69.0%，其次是中老年羊奶粉，
占比18.5%。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婴幼儿配
方羊奶粉目前市场份额占比较高、
体量更大，但增长态势略显乏力；而
羊奶粉以其独特的营养价值和健康
益处，如更易消化吸收、低过敏性
等，赢得了越来越多中老年人的青
睐。因此，中老年羊奶粉市场增速
快、需求空间大，将成为羊奶粉“蓝
海”市场。

“受出生率下降、推广不足等因素
影响，婴幼儿配方羊奶粉总容量在萎
缩，现在的容量大概在 70 亿—80 亿
元。”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表示，目前
中老年羊奶粉增长性比较好也比较稳
定，市场体量大概扩容到了 100亿元。
中老年羊奶粉市场竞争也比较激烈，
大部分的企业还是做私域加会销的模
式，针对市场就是做直营，做特色店。

宋亮表示：“陕西企业在全国大力
推广中老年羊奶粉中起到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使得老年羊奶粉的市场容量得
到进一步增长，2024年的增长应该在
15%以上。”

就此，秦龙乳业表示，针对南方市
场需求，公司对产品线进行了调整，“中
老年羊奶粉具有增长性，婴幼儿配方奶
粉竞争激烈。”

“现在国家对于乳制品的监管非常
严格，羊奶行业已经步入一个规范化、
品牌化、专业化的发展节点跟周期。新
国标的出台对于整个行业健康良性有
序地发展，起着非常关键的顶层设计的
红利作用，有利于整个行业的规范化发
展，有利于消费端产品保障。”朱丹蓬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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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出一根椎骨——
可增加900元效益

“德州驴本身就是我国的优良驴
种，我们研究发现，有的德州驴胸腰椎
组合存在变异情况，其体型更大，皮肉
更多更厚，如能实现定向选育和规模生
产，将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山东省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驴产业创新团
队首席专家、聊城大学聊城毛驴高效繁
育与生态饲养研究院（以下简称“毛驴
研究院”）院长王长法说。具体而言，
毛驴多一根胸椎，体长增加4.3厘米；多
一根腰椎，体长增加2.4厘米；多一根椎
骨，体长增加 3.35厘米；净肉重增加 7.2
公斤，皮重增加0.65公斤。按当前市场
价格计算，多一根椎骨的驴屠宰后可额
外增加效益900元。

“要实现定向选育，首先要把多胸
腰椎驴筛选出来，以往只能屠宰后再
测量，选育和屠宰之间就形成两难。”
王长法告诉记者。为攻克这个难题，
研究院联合X光机生产厂家共同研发
用于评估驴胸腰椎数目的 X 光设备，
该设备将平板探测器和X射线限束器
的传统垂直结构改为水平结构，采用
钢珠定位分段式拍摄法，借助自研软
件利用图像叠加算法实现图像智能拼
接，研制出全球首台活体检测驴胸腰
椎数专用设备，显著提高了定向选育
效率。目前，该品种驴已组建了一级
核心群、二级繁育群和三级扩繁群的
繁育体系，为培育多脊椎数驴新品种
奠定了种群基础。

同时，针对毛驴自然交配效率低的
难题，研究院联合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
司创建了国内外首个可工业化生产的
驴精液冷冻保存技术体系，建成了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德州驴种公驴站，率先实
现了细管冻精的产业化，年产冻精 100
万剂以上，占我国驴人工授精市场份额
的 90%以上。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创建
了集“发情判定+B超鉴定排卵+人工授
精”于一体的便捷高效冷冻精液授精技
术体系，制定了驴冷冻精液输精技术规
程和人工授精技术规范等地方标准，填
补了国内外技术空白，为驴的规模化繁

育提供了技术保障。
怀揣培育驴业种质“芯片”的愿景，

研究院还牵头全球 15家科研单位，采
集了涵盖世界四大洲近1/6的地方驴样
品，在国际上首次发掘出德州驴的全基
因组序列，为培育皮厚肉多的毛驴新品
系奠定了理论基础。2023年，聊城大
学获批成为国家马驴遗传评估中心唯
一筹建单位。

改进饲养模式——
日增重提高300克

“发酵粗纤维饲料可满足驴机体
40%的能量需求，而粗饲料的吸收利用
依靠驴大肠内的微生物，提升微生物的
密度与活性就至关重要。”山东省现代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毛驴研究
院副院长刘桂芹说。

为提升饲料养分利用率，降低养殖
成本，研究院采集了山东地区规模化驴
场常使用的几种纤维饲料，利用体外连
续培养技术研究了驴盲肠与结肠微生
物对饲料消化率的影响，发现厌氧真菌
能够通过菌体根系侵袭饲料细胞壁的
纤维组织，还可分泌一系列高活性降解
酶来高效降解饲料纤维。基于此，研究
团队从德州驴肠道系统筛选了特异益
生菌菌种，研制出一种可添加至饲料的

“驴用复合菌剂”，开发了驴发酵全混
合日粮技术，初步建立了 200余株的驴
源益生菌菌种资源库，其中两株代表性
菌株提交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保
藏，授权国际发明专利 2项、国家发明
专利 1项。该技术体系在东阿、禹城和
郓城的 17家规模驴场应用效果反馈优
良，提高了驴机体健康水平，降低了
15%的饲料成本，为驴“减抗”“替抗”、
绿色养殖提供科学支撑与技术手段。
2024年，该成果荣获第九届加拿大国
际发明创新大赛（iCAN）银奖及国际特
别奖。

“我们研究发现，育肥驴的饲喂方
式对其机体生长具有重要影响，饲料投
喂的顺序、频次、数量均是重要影响因
素。”刘桂芹告诉记者。她带领团队创
新性地提出了精料饲喂顺序对驴生长
性能及驴肉品质影响的观点，研究了不
同饲喂模式下驴的消化生理、微生物菌

群变化及对驴肉品质影响的机理，提出
了饲喂模式通过影响大肠部位菌落结
构改变代谢而影响驴生长性能及肌肉
品质的技术方法。此项技术在聊城市
毛驴养殖业重点推广，仅这一项技术就
使毛驴日增重提高 13%，节约饲料
17%，实现头均增加 100—200 元的收
益。同时为将该技术体系大面积推广，
研究团队制定了《育肥驴饲养管理技术
规范》等 14项国家和山东省地方标准，
显著提升了产业整体饲养管理技术，标
准指导下的毛驴日增重由原来的 200
克左右增加到现在的 500克左右，出肉
率由 38%提高到 43%，出皮率由 6%提
高到了8%以上。

构建防控体系——
驴疫病发生率降低35%

“当前规模化驴场存在的孕驴流产
率高、呼吸道疾病频发和驴驹成活率低
等卡脖子难题，严重影响企业经济效
益，制约驴产业可持续发展。”山东省
高等学校青年创新团队带头人、毛驴研
究院党支部书记王彤彤副教授说。

围绕上述难题，研究团队通过抗病
毒药物初筛和动物实验发现，中药金丝
桃苷能显著抑制马疱疹病毒 8型感染，
抗病毒因子血红素合氧酶能够通过其
本身产出的代谢物阻断马疱疹病毒 8
型的感染，在业内首次发现防治马驴疱
疹病毒感染的有效、天然、低抗、低毒
的中药；同时研发出针对疱疹病毒和马
流产沙门氏菌快速诊断试剂盒、防控药
物和噬菌体，以及防治驴驹大肠杆菌性
腹泻的复合疫苗，制定了疾病诊断和防
治技术规程，构建起“病原监测—快速
诊断—精准防控”技术体系。这些技术
在养驴企业的应用，使规模化驴场的疫
病发生率降低至 35%，流产率控制在
5%以下，提升驴驹成活率 30%。2024
年，该技术体系获山东省兽医协会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

标准化、智能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
重要内容。研究团队顺应产业升级需
求，创建了智慧养殖技术体系，制定了
农业物联网技术下的驴养殖技术要求，
编制了 49项覆盖驴全产业链的标准体
系，制定了《幼驹大肠杆菌病防治技术

规程》等一系列国家、行业、省级及地
方等各级标准，填补了行业空白。学校
驴健康养殖技术与推广项目借此荣获
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提升利用价值——
毛驴全身都是宝

“一直以来，有‘天上龙肉、地下驴
肉’的说法。与牛羊猪肉相比，驴肉营
养丰富、健康，但保质期却短得多。”刘
桂芹拿起试验台上的一块驴肉给记者
讲解。

为了延长驴肉的保质期，研究团队
明确了驴肉在贮存期间品质变化与特
定微生物的相关性，创建了驴肉屠宰减
菌技术体系和驴肉屠宰车间微生物控
制系统，开发了驴肉专用抑菌护色抗氧
化的生物复合保鲜剂，研制了驴肉专用
保鲜设备，能够让驴肉的保鲜期延长
5—7天，这为驴肉更好、更安全走上餐
桌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研究团队历
时 3年完成了驴肉宰后品质变化机理
的研究，找到了肉驴最适宰前禁食时间
和驴肉最佳食用时间，此项技术可将驴
肉的成熟损耗降低 2%以上。按一头成
年驴体重 500斤、出肉率 40%，每斤 100
元计算，仅此一项可增加 400元的经济
效益。针对假阿胶、假驴肉的问题，研
究团队通过比较基因组学研究，首次鉴
别出驴与猪牛羊等 9个家畜物种间特
征性短重复序列，开发出鉴别真假驴皮
与阿胶的分子诊断试剂盒。

驴奶是一种营养成分极为接近人
乳的优质乳。研究团队通过对驴奶的
生产性能测定，明确了驴不同泌乳期产
奶量和乳品质的变化规律，明晰了提高
驴产奶量和有效成分含量的有效途径，
据此提出在驴饲料中添加发酵中草药
提升泌乳驴产奶量和乳成分的技术方
法，提高了驴乳中肉豆蔻酸、D-谷氨酰
胺等代谢物的含量，并研发出增强驴乳
生物稳定性和利用度的功能性乳品配
料，使驴乳热敏性活性物质损失率降低
10%以上。同时，研究团队创建了驴乳
源安全控制与质量提升关键技术体系，
制定了驴乳掺假检测技术标准，实现了
驴乳及其制品的高通量快速检测和溯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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