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中国牧场奶厅挤奶性能和使用效率测定结果 

奶厅类型 总牛位数 
（个） 挤奶前操作程序 挤奶牛数 

（头 /h） 
挤奶工数 

（人） 
挤奶牛头数 

（头 / 人·h） 
2×12 鱼骨 24 全部 100 5 20 
2×20 并列 40 全部 200 4 50 
2×30 并列 60 全部 160 4 40 
2×40 并列 80 全部 360 6 60 
2×60 并列 120 全部 540 9 60 
80 位转台 80 全部 560 8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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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牧场奶厅挤奶性 
能和使用效率测定 

 
目 前 ， 利 拉 伐 牧 场 管 理 与 服 

务团队对中国大多数牧场的奶厅挤 

奶性能和使用效率进行了全面的测 

定，以期帮助牧场提高挤奶效率。 

表1统计了所测定牧场的奶厅使用 

效率数据，其中包括奶厅类型、总 

牛位数、挤奶前操作程序、每小时 

挤奶牛头数、挤奶工人数以及每个 

工人每小时的挤奶牛头数，这些数 

据都是衡量奶厅挤奶性能和使用效 

率的重要参数。 

从表1中每小时的挤奶牛头数 

和每名工 人每小 时的挤 奶 牛头数  

2  列 数值可 以看出 ，小型 挤奶厅  

（ 总 牛 位 数 8 0 以 下 ） 的 挤 奶 性 能 

和 使 用 效 率 较 低 。 在 欧 美 或 者 其 

它 地 区 的 一 些 牧 场 中 ， 不 同 类 型 

和 不 同 大 小 的 奶 厅 的 挤 奶 效 率 并 

没有明显 差别。 在中国 ， 这种差  

异却很大 ，但造 成这种 差 异的原  

因 并 不 是 由 奶 厅 类 型 不 同 或 大 小 

不 同 造 成 的 ， 而 是 由 于 奶 厅 工 作 

人 员 人 数 较 多 或 者 挤 奶 流 程 操 作 

效 率 较 低 造 成 的 。 中 国 的 大 型 牧 

场 与 美 国 实 行 全 部 挤 奶 流 程 牧 场 

的挤奶效率基本没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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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效挤奶操作规范和 
关键控制点 

 
2.1 高效奶厅的特点 
2.1.1 奶厅维修和保养的频率较高， 

不但在每次挤奶之前都要进行设备检 

查，而且在挤奶间隔期间也要做小部 

件维修，以提高工作效率，如维修破 

损橡胶管及其它工作（图1）。 

2.1.2 在奶厅工作的所有人员都要戴 

手套，这样可以有效控制乳房炎的 

传播。 

2.1.3 挤奶开始前，所有相关工具和 

药品都要准备充足。每名挤奶工都 

要配有药浴杯、毛巾、假乳头以及 

标记乳房炎的工具。 

2.1.4 准备专用白板和记号笔以记录 

乳房炎牛只、跛行牛只及其它异常 

牛只。 

2.1.5 保持牛体干净是奶厅挤奶效率 

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牛体很脏， 

需要清洁和擦干乳房，这些操作会占 

用很多时间，因此很难在短时间内使 

乳头彻底干燥和及时上杯。 

2.1.6 乳房炎牛只和新产牛只在单独 

的奶厅挤奶或在每个挤奶班次最后 

挤奶。 

2.1.7 每名挤奶工负责8、10或12 头 

奶牛的乳房准备和上杯。如图2所 

示，在操作过程中，在下一个4～5 

头牛挤奶之前，挤奶工要完成上一 

奶时间。 

2.1.9 最常见的挤奶流程是：挤前三 

把奶—药浴或喷雾（等待30 s）— 

擦干和上杯。 

2.1.10 乳房准备和上杯的时间间隔 

是60～120 s。奶牛需要60～90 s下 

奶，然后上杯。按照这种方式操作 

可以优化挤奶流程，如果超过120 s 

上杯会使下奶速度减慢，同时延长 

挤奶时间。药浴和擦干乳头时间至 

少需要30 s，药浴时间过短不能达 

到杀菌作用。 

2 .1 .1 1 当奶流量下降到一定值或 

挤奶结束时，杯组会自动脱杯，随 

着挤奶班次的增加和奶牛产量的增 

加，“脱杯流量”设定可以从0. 2 

kg/min（挤奶2 次/天）提高至0.6 

kg/min（挤奶3～4次/天，平均产奶 

量大于30 L） 

2 .1 .1 2 检查乳房确保牛奶完全挤 

出，然后对挤完奶的牛只乳房进行 

后药浴。 

2.1.13 对于转台式挤奶机，随着设 

备的大型化，每个挤奶步骤则需要 

更多的人来完成，以确保有足够的 

时间完成每一个步骤。 
 

 

2.2 分析下奶速度 
检查下奶速度的方式有很多，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上杯后检查杯组 

内的奶流速度。此时应注意以下3 

个方面：（1）当上杯后，牛奶开  

始释放一段时间，这些牛奶是存储 

在乳池中的奶；（2）如果下奶状  

况良好，牛奶会继续释放，奶流速 

度会持续增加；（3）如果下奶状  

况不佳，上杯后15～30 s会有奶持 

续流出，随后下奶量减少，在上杯 

后60～80 s后才会有进一步的牛奶 

释放。 

因此，如果上杯后没有持续下 

奶，奶牛挤奶时间将延长。同时， 

个4～5 头牛的乳房准备和上杯。 

2.1.8 尽早开始乳房准备，完成三把 

奶和药浴。站在远离进牛口处的工 

作人员在看到进牛口处有人员赶牛 

过来时，就开始乳房准备，采用前 

者负责12 头牛，后者负责8 头牛的 

乳房准备和上杯，可以有效缩短挤 

图 1 工作人员定期保养挤奶设备 
 
 
 
 
 
 
 
 
 

图 2 乳房准备和上杯操作示意图 
 
 
 



 
 

 
 

挤奶持续时间越长乳头损伤及角质 
化的风险越大，牧场乳房炎发病率 

也会随之增加。 

另 外 ， 还 可 以 通 过 监 测 牛 群 

管理软件中的牛奶流速来分析下奶 

速度，此时应注意以下5 个方面： 

（1）上杯后0～15 s奶流速；（2） 

上杯后15～30 s奶流速；（3）上 

杯后30～60 s奶流速；（4）上杯 

后60～120 s奶流速；（5）挤奶前 

2 min产奶量及前2 min产奶量占当 

班次产量的百分比。 

当分析数据时，每个牧场由于 

挤奶班次和产奶量的不同，结果存 

在一定的差别。但总体来看，牛奶 

流速呈现以下特征：（1）牛奶流 

速持续增加。如果上杯后30～60 s 

的奶流速比15～30 s的奶流速低， 

 

表 2 中国部分牛场挤奶性能数据 
挤奶次数 

（次） 
日均产奶量 
（kg/ 头） 

每班次产奶量 
（kg/ 头） 

前 2 min 产奶量 
（kg/ 头） 

前 2 min 产奶量占比 
（%） 

2 30 15 6 40% 
3 36 12 6 50% 
4 36 9 5.5 60% 

 
 
 
 
 
 
 
 
 
 
 
 
 
 
 
 
 
 
 

图 3 杯组内真空度变化趋势图 

表明上杯前奶牛没有受到足够的刺 

激或者上杯太早，牛奶并没有完全 

被释放；（2）前2 min的产奶量应 

该超过5 L，高产奶牛前2 min产奶 

量可以达到6 L；（3）当每天挤2 

次奶时，前2 min的产奶量占当班次 

的产奶量的百分比应该达到40%， 

而每天挤3 次或4 次奶时，其所占 

比重应该达到50%或60%。表2显 

示了中国部分牛场挤奶性能数据。 

最后，可以通过测定杯组内的 

真空水平判断下奶状况。如图3所 

示，在第1 min内奶流速增加，杯组 

内真空下降，当下奶状况良好时， 

挤奶早期达到了真空最低值（表明 

高峰流量）。 
 

 

2.3 奶流速和挤奶持续时间 
对牧场挤 奶机奶 流速的 监 测  

和分析结果表明，挤奶前2 min的 

产奶量范围很大，为3.0～6.5 kg， 

这与预期的结果差异很大。一般情 

况下，每头奶牛每个挤奶班次平均 

奶流速是2.5～3 kg/min，然而前2 

min产量小于3 kg意味着挤奶持续时 

间将增加1 min，大多数牧场每头奶 

牛的平均挤奶时间是4或5 min，如 

果延长1 min，那么杯组在乳房上的 

作用时间将增加20%～25%。 

目 前 ， 牧 场 并 没 有 足 够 关 注 

奶牛的乳头末端状况，差的乳头末 

端情况将增加奶牛患临床和亚临床 

乳房炎的风险。如果通过分析奶流 

速，降低挤奶持续时间，则可以有 

效改善整个牛群乳头末端状况，降 

低乳房炎的发病率。 
 

 

2.4 良好挤奶性能奶厅的特点 
良好挤奶性能奶厅还应该具有 

以下特点：（1）当奶牛进入奶厅 

时，不会产生应激反应，奶牛可以 

快速进入奶厅而不需要工人驱赶。 

（2）挤奶区域光照良好，安静， 

没有蚊虫。（3）奶厅通道足够宽 

阔 ， 每 群 牛 可 以 很 快 进 入 挤 奶 区 

域。（4）挤奶结束后，奶牛回到 

牛舍可以采食新鲜饲料。 

 
3 小结 
 

牧场奶厅挤奶性能和使用效率 

的定期评估及结果监督，对牧场的管 

理至关重要，例如设备出现老化，以 

及操作人员注重挤奶流程的速度，而 

非挤奶流程的质量，那么奶厅的挤奶 

性能会降低。目前，可以通过监测和 

分析挤奶前期奶流速的方法，适当调 

整挤奶流程，提高挤奶效率，同时保 

护奶牛的乳头末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