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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第十四届中国奶业大会在重庆
举行，会议发布了《中国奶业质量报告
（2023）》，公布去年全国奶类产量首次突破
4000万吨大关，位居全球第四。

和全国相比，并非奶业主产区的重庆，
数据上有些“相形见绌”：去年，重庆奶牛存

栏0.66万头，牛奶产量3.19万吨，全市共
有247家奶牛养殖场（户），存栏100头以
上的奶牛规模养殖场仅9家，养殖了全市
82%的奶牛。在去年本土乳企生产的近26
万吨乳制品中，绝大多数原料奶来自市外奶
源。与此同时，在奶业消费端，去年我市乳

制品消费量为55万吨，人均消费量仅在17
公斤左右，不到全国人均水平的1/2。

以上数据表明，重庆奶业规模化发展还
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奶类消费蕴含巨大增长
潜力。重庆如何发展壮大奶牛养殖产业，满
足市民消费？近日，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重庆奶业发展需迈过“三道坎”

8月1日，渝北区黄泥磅新世纪百货，市民余女士从
奶制品货架上挑选了一款名为“重庆奶牛场4.0鲜牛奶”
的产品放入购物车中，她告诉记者，因为这款产品的蛋白
质含量最高。

这是天友乳业在今年3月上市的一款新产品，每100
毫升牛奶中含有4克蛋白质。上市的第一天，该产品的
销量就突破了1万盒。

重庆本土的乳制品主要为天友乳业和光大乳业的产
品，而市面上伊利、蒙牛、养乐多、光明等外地奶产品品牌
众多。在竞争激烈的乳制品市场中，重庆乳企如何拓展
本土乳制品消费市场？

针对当下消费者对高品质牛奶的需求，开发高端奶
产品，无疑是一种现实选择和行之有效的做法。

去年11月，天友乳业在线上发放了500张调查问卷，
了解重庆居民对乳制品的需求，结果显示，相比于价格，
大部分消费者更加关注牛奶的蛋白质含量、新鲜程度以
及口感。“重庆奶牛场4.0鲜牛奶”应势推出，取得了良好
的销售业绩。

光大乳业同样将新产品定位在高端市场。近年来，光
大乳业推出了娟姗鲜牛奶、低脂娟姗奶等娟姗系列产品。
去年9月，该公司又推出了“娟姗有机纯牛奶”新产品。

光大乳业市场部经理成春林介绍，娟姗奶乳蛋白和
脂肪含量比普通牛奶高，但产奶量却只有普通奶牛的
40%，因此十分珍贵，而这款新产品在生产中全程遵照有
机食品标准，营养价值比市面上普通的娟姗奶或有机纯
牛奶营养价值更高。目前该产品每月的销售量在15万
盒左右。

酸奶等低温乳制品的产品保质期短，远距离的运输
会影响产品品质。靠着距离的优势，在这类产品上，天友
乳业和光大乳业针对不同消费群体，推出特色乳制品以
及衍生产品。

例如，天友乳业针对重庆人爱吃火锅、烧烤的饮食
习惯，开发出天友醪糟酸牛奶以及益生菌固体饮料，补
充益生菌，有益肠道健康；光大乳业针对年轻消费者推
出添加了牛油果、草莓、白桃等果粒的“真源”果味系列
酸奶，均收到了较好的市场反馈。

由此可见，注重创新、品质与个性化定制，用高端、
特色产品拓展乳制品市场，可以促进消费扩容升级，也
应成为重庆奶业今后的主要发展方向。

（苏畅）

用高端、特色产品
拓展乳制品市场

重庆奶业发展主要分为奶牛养殖和乳制品消费两个
方面。在奶牛养殖产业上，我市奶牛养殖体量小，在乳制
品消费方面，我市乳制品消费总量低，人均消费量少。

未来重庆奶业如何更好发展，满足市民消费？记者
近日专访了重庆市奶业协会副秘书长曹清安。

重庆日报：重庆适合养奶牛吗？为什么要发展好本
土奶牛养殖产业？

曹清安：重庆高温高湿的气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
奶牛生长，但随着养殖技术的提升，奶牛在夏季出现热应
激反应的情况明显减少。

奶业要发展，奶源是基础。虽然重庆并非奶业主产
区，但牛奶作为居民膳食营养的主要来源之一，优质、近
距离的奶源直接影响乳制品的品质。目前我市乳制品的
部分原材料可以从外地引进，但发展本土奶源是确保乳
制品稳定供应的重要条件。

重庆日报：目前制约重庆奶业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曹清安：在生产端，制约奶牛规模化养殖的主要因素

是养殖成本太高，建造养殖场以及奶牛饲料需要花费大
量的资金；在消费端，我市乳制品人均消费量少，且市面
上有大量市外的乳企品牌，市场竞争压力大。

重庆日报：如何破解这些难题？
曹清安：重庆奶业发展应做好“节流开源”。在奶

牛养殖方面，要做好“节流”工作。业主在养殖场的选
址建设时，除了建设奶牛养殖区外，还要规划发展牧
草、玉米等农作物的种植区域，利用农田消纳奶牛养
殖中产生的粪污，实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而种出
的牧草、玉米等农作物又可以作为奶牛养殖的饲料来
源，通过种养结合的循环经济模式，达到降低养殖成
本的目的。

在乳制品消费方面，则要做好产品的“开源”工
作。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乳制品人均消费量约为
43公斤，而重庆人均消费量仅17公斤左右，这说明重
庆乳制品消费存在很大的市场潜力。现在人们的健
康意识普遍提高，对乳制品的营养价值、功能性也有
更高的要求。

本土乳企可利用距本地奶源和消费市场近、产品
配送方便等优势，大力推广巴氏杀菌奶、酸奶等低温
奶产品进社区、入校园。此外，在功能性产品的开发
方面，可针对重庆人重辣重油的饮食习惯，开发促进
胃肠道健康的功能性乳制品，以及解辣解腻的风味酸
奶等乳制品作为“火锅伴侣”。

（记者 苏畅）

重庆奶业发展应“节流开源”
——访重庆市奶业协会副秘书长曹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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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友黔
江 白 石 牧 场 ，
工作人员为奶
牛投喂饲料。
（受访者供图）

▶天友黔江白石牧场，工作人员收割青贮玉米。
（受访者供图）

▲消费者在商超购买奶制品。 （受访者供图）

▶光大乳业巴南核心牧场奶牛配有“电子耳标”。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苏畅

入伏之后，天友云阳奶源基地林久牧场负责人宁
波早上醒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开风扇。

吹风扇的并不是他，而是他的 300多个“牛丫
头”——在云阳县盘龙街道石狮村的奶牛养殖场，宁波
养殖了300多头母牛。每当夏季来临，奶牛的防暑降
温便成了他的头等大事。

记者在采访调查中发现，制约重庆奶牛规模化养
殖主要有三大因素：一是高温高湿的气候，二是饲料成
本居高不下，三是管理难度较大。重庆奶业的发展必
须迈过这“三道坎”。

风扇淋浴齐上阵 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八月初的一个早上，宁波从家中出发赶往牧场。
“风扇开了吗？”前往养殖场的路上，他打电话向工作人
员询问，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放下心来。

“以前牛舍没有安装风扇，奶牛的产奶量几乎只有
预期的一半！”宁波介绍。

2014年，宁波的牧场正式投产，但效益并不好，其
关键因素就在于气温。宁波告诉记者，夏季气温高，奶
牛没有食欲，吃的东西少，产奶量自然就低。

这些情况，宁波在建设牧场时已有考虑。他将牧
场选址在海拔800米的山上，就是为了给牛群找一片
避暑地。然而，当酷暑来临，奶牛还是招架不住，绝
大部分都出现了热应激症状。一年下来，一头母牛的
平均日产量只有18公斤牛奶，约为正常水平的70%。

思来想去，宁波决定在牛舍内安装风扇，降低环
境温度。

说干就干，第二年宁波便在牛舍内安装了近30
把工业风扇。为了让奶牛更凉快，养殖场内的工作人
员每天还会为它们洗三次澡。这一年的夏天，奶牛出
现热应激的症状有所缓解，母牛的日单产量突破了
20公斤。

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宁波将牛舍的风扇数量又增
加了一倍，同时还安装了喷淋系统，奶牛在进食或休息
时，上方的喷头会定时喷淋，通过“风扇+喷淋”联动控
制，大大降低了奶牛的热应激反应，目前奶牛的日单产
量已达到30公斤。

市农业农村委畜牧处处长向品居介绍，目前我市
9家奶牛规模养殖场均采用风扇喷淋方式等防暑降温
措施，基本保证了夏天奶牛奶产量不降低。

寻找“替代品”降低饲料成本

风扇喷淋的降暑方式，是否会大幅增加奶牛的养
殖成本？

“不会！”天友长寿奶源基地蒙润牧场负责人张明
钢斩钉截铁地答道。张明钢在长寿区石堰镇大塘村养
殖了350头奶牛，他告诉记者，风扇和喷淋系统仅在每
年的7—9月才会长时间使用，算下来3个月费用还不
到8万元，仅是平时的一倍左右。

和水电费相比，真正的“大头”是“伙食费”。张明
钢的350头奶牛，每天要吃掉1吨苜蓿草、3吨燕麦
草、5吨青贮饲料以及2吨精细饲料，其中苜蓿草是从
欧美进口，价格为3000—4000元/吨，燕麦草和精细
饲料从其它省市引进，价格分别为1800—2000/吨和
3300—3900元/吨，青贮饲料在重庆本地收购，价格为
700元/吨。一年下来，该养殖场的饲料成本达600多
万元。

2019年初，张明钢到吉林长春学习养殖经验，他
发现当地的养殖场种植了皇竹草作为奶牛的草料，能
省下一大笔草料费。

回到长寿后，张明钢流转了100多亩土地，并委
托农业公司全程种植、收割皇竹草。2个月后，第一
批皇竹草迎来收割，用于代替部分燕麦草作为奶牛的
草饲料。

“基地皇竹草年产量在400吨左右，而一吨皇竹草
的生产成本为240元，算上800元/亩的土地流转费，
总成本仅为17万余元，而400吨燕麦草最少需要72
万元。”2020年，张明钢将皇竹草的种植规模扩大至
300亩，每年能省下140多万元的草料费。

除蒙润牧场外，重庆其它规模奶牛养殖场也在探
索“奶牛+草饲料”的种养结合模式，例如垫江县爱牧
奶牛场种植了120亩皇竹草，天友黔江白石牧场种植
了400亩青贮玉米，均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

智能化助力 管理更精细

奶牛养殖规模的扩大，势必需要更加精细化的管
理为每头奶牛保驾护航，而这，离不开庞大的数据作
支撑。

2012年底，位于巴南区圣灯山镇大沟村的光大乳
业集团巴南核心牧场建成投产，奶牛养殖规模达2100
余头。那时候，牧场生产副场长喻丛松每天需要收
集奶牛的产奶数据，对处在不同泌乳期的奶牛进行分
群管理。

“以前，这些数据需要员工抄录到电脑上，要半个
月才能完成整个牛群的数据统计，效率不高！”喻丛
松说。2014年，牧场完善了奶牛电子耳标识别系统。
在母牛产下小牛后，牧场工作人员会在牛耳上植入一块
芯片，让每头奶牛有了“电子身份证”。

“这张‘身份证’，能让我们在挤奶环节实时监测、
分析奶牛的泌乳量、泌乳速度、泌乳质量等数据信息，
对不同产奶阶段的奶牛及时分群，配置合理的饲料量，
提高生产性能、降低饲料成本。”喻丛松说。

在天友黔江白石牧场，950头奶牛佩戴了“无线项
圈”，可全天候监控奶牛的健康状况。

“传统的奶牛养殖，主要依靠饲养员的肉眼观
察与经验来判断奶牛健康状况，很难做到精准监
控。”天友牧业牧管科科长李尚淞介绍，“无线项
圈”能监测奶牛的运动步数、呼吸频率、反刍次数和
采食量等数据，管理人员根据这些数据可以对奶牛
的健康、应激、营养以及饲喂等状况进行监测，并采
取相应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