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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河北省 7个地区 41个标准化奶牛场为调研对象，调查不同繁殖管理软件在河北省不同规模、不同地

域奶牛场的软件应用情况及当下奶牛场对各类软件的需求点和现存应用软件的不足。结果表明，奶牛场的软件应用

与牛场规模和地域条件密切相关，不同地域之间软件应用种类也不相同，软件的作用也存在不足和完善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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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具有发展畜牧业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和基础优势，特别是近些年来，我国农业产业结构

实施战略性调整，奶牛养殖业也随之飞速发展，奶

牛业形成独具特色的产业规模和具有竞争力的产

业体系。由于品种不断改良和饲养管理的改善，奶

牛产奶量大大提高。与此同时，奶牛的繁殖性能也

普遍受到影响。众所周知，影响奶牛繁殖性能的因

素很多，包括采食量、能量、蛋白质、矿物质、非营养

添加剂等[1]。奶牛繁殖工作是改善牛群质量、扩大牛

群规模的根本措施。而奶牛繁殖管理工作是保证奶

牛繁殖工作顺利开展的有效措施之一。国外奶牛业

发达国家都已经采用了牛群繁殖管理软件来实现

本国奶牛的繁殖管理[1]。奶牛产业规模化、制度化、

科学化成为当下奶牛业发展的流行趋势，是提高奶

牛生产性能，扩大企业经济效益的直接手段。因此，

越来越多的规模化牛场引入繁殖管理软件帮助生

产，提高经济效益。本研究旨在充分调查分析河北

省各地区规模化奶牛场繁殖管理软件系统使用情

况以及软件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和不足，为以后奶牛

场软件应用提供良好的指导，以便更好地开展生

产，扩大养殖规模，从而保证较高的生产性能，提高

经济效益。

1 材料与方法

1）调查地点。从河北省 7个地区（沧州、唐山、

保定、张家口、石家庄、冀中南地区、廊坊）的 41 个

规模化奶牛场采集相关数据。

2）调查方法。调研人员对养殖场进行调查，并

填写调查问卷。调查问卷涉及牧场基本情况、在用

或以前用过软件牧场填写内容、未用过软件牧场填

写内容 3个部分，调查内容包括存栏量、发情检测

方式、监测系统问题、系谱资料、繁殖指标关注度、

在用或曾用软件、软件满意程度、对软件哪部分关

注度高、软件更新频率、软件使用费用、配种记录方

式等 32项指标。

2 结 果

2.1 奶牛场规模与繁殖管理软件使用情况的关系

表 1 显示 100～400 头、401～800 头和 801 头

以上三大类规模化奶牛场奶牛繁殖管理软件应用

情况。此次共调研 41家规模化奶牛场，应用软件的

奶牛场共 19家，软件应用率约为 46.34%。其中，

100～400头奶牛场共 5个，有 2个奶牛场应用了繁

殖管理软件系统，此规模奶牛场软件应用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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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地域间繁殖管理软件种类应用情况

注：5个地区应用软件总牛场数目为 19家。

地区 唐山 保定 张家口 石家庄 廊坊 比例/%
新牛人 3 2 2 36.84
阿菲金 1 1 2 21.05

DHI 1 2 15.78
丰顿 1 5 31.57
阿波罗 1 5.2
DC350 1 5.2
博美特 1 5.2

表 2 不同地区奶牛场繁殖管理软件应用情况

宁晋 廊坊

5 5
0 5
0 100

地区 沧州 唐山 保定 张家口 石家庄

牛场数/个 4 6 7 9 5
用软件牛场数/个 0 4 3 2 5
百分比/% 0 66.66 42.85 22.22 100

表 1 不同规模奶牛场繁殖管理软件应用情况

牛场规模 100耀400头 401耀800头 801头以上 总计

牛场数/个 5 25 11 41
用软件牛场/个 2 11 6 19
百分比/% 40 44 55 46.34

40%；401～800头奶牛场共 25个，有 11个奶牛场

应用了繁殖管理软件，此规模奶牛场软件应用率为

44%；801头以上奶牛场共 11个，有 6个奶牛场应

用了繁殖管理软件，此规模奶牛场软件应用率为

55%。由此得出：大中型奶牛场繁殖管理软件系统应

用率高于小型奶牛场。从总的调查结果来看，现在

规模化奶牛场的繁殖软件系统应用情况并不是太

理想，有很大的提升和进步空间。

2.2 地域条件与奶牛场繁殖管理软件应用之间的关系

表 2 显示不同调研地区奶牛场繁殖管理软件

应用情况，结果表明：沧州地区 4 个规模化奶牛场

应用繁殖管理软件系统情况为 0；唐山地区 6个规

模化奶牛场，4个奶牛场使用了繁殖管理软件系统

协助生产；保定地区 7个规模化奶牛场，3个奶牛

场使用了繁殖管理软件系统协助生产；张家口地

区 9个规模化奶牛场，2个奶牛场使用了繁殖管理

软件系统协助生产；石家庄地区 5个规模化奶牛

场全部使用了繁殖管理软件系统协助生产；宁晋

地区 5个规模化奶牛场应用繁殖管理软件系统的

情况为 0；廊坊地区 5个规模化奶牛场全部使用了

繁殖管理软件系统协助生产。由此初步判断，地域

因素也是奶牛场是否在生产过程中应用繁殖管理

软件系统的一个重要因素。各地区生产力水平、经

济条件各不相同，软件应用情况也呈现出地域性

差异。

2.3 不同地域间奶牛场使用繁殖管理软件的种类情况

表 3显示不同地域间繁殖管理软件种类应用

情况，表明软件应用种类在不同地域间存在一定差

别。统计结果显示，涉及到的软件种类中以新牛人

应用最广，比例约为 36.84%；其次为丰顿，约占

31.57%；阿菲金和 DHI 应用率分别为 21.05%、

15.78%；而阿波罗、DC530和博美特 3种软件应用

率最低，仅为 5.2%。在规模化牛场应用管理软件的

情况下，区域性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重要因素，区

域不同软件应用程度不同，种类也不尽相同。

2.4 奶牛场存在的其他问题

在所调查的 41家规模化奶牛场中，其中有 16

家反映奶牛繁殖监测系统存在监测范围小、成本

高、人手不足等问题；有 17家规模化奶牛场数据记

录方式是纸质记录；有 24家采用电子记录或电子

纸质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数据记录。在采用纸质记录

的奶牛场中，有 47%的场方表示对记录方式不满意

或感觉一般，表明奶牛繁殖管理软件具有较大的市

场需求。

3 讨 论

3.1 奶牛场规模与繁殖管理软件应用的关系

从调查结果不难发现，奶牛场的规模与繁殖管

理软件系统应用情况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小型

奶牛场（400头以下）规模小，存栏数少，繁殖管理软

件应用量偏低；大中型奶牛场（400头以上）规模和

存栏量都很大，就需要更规范、更完善的经营管理

模式。因此，形成了奶牛场规模大小与繁殖管理软

件系统应用成正比的关系。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畜牧行业在我国飞速发展，奶牛业作为其

中的重要支柱产业，势必会向着更规范、更科学的

方向发展。因此，奶牛场要想提高生产性能，科学合

理规范生产，就必须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应

的配套服务，把先进技术与实际生产密切结合，提

高生产力，增加企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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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地域因素与繁殖管理软件系统应用的关系

地域因素也是现在奶牛场繁殖管理软件系统

应用情况不尽相同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调查得

知，地域因素与管理软件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

在两方面：①地域不同软件应用情况不同；②地域

与地域之间软件应用种类不同。首先是地域不同，

经济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也不相同，直接影响了奶牛

场对软件管理系统的需求和应用。据调查情况来

看，唐山、石家庄、廊坊这 3个地区的软件应用情况

最为理想，而保定、张家口、沧州等地相对来说要差

一些。而根据应用软件情况较为理想的唐山、石家

庄、廊坊 3个地区的情况加以分析，不同地区与不同

地区之间，软件应用的种类也存在较大差异。唐山地

区新牛人软件应用率大致为 80%；石家庄地区软件

应用种类较多，像丰顿、DHI、阿波罗、DC350、博美特

等都有涉及到；而廊坊地区的丰顿软件使用率达到

100%。由于区域不同，使用的软件种类也存在差异。

繁殖管理软件系统的应用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这为

以后具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

3.3 不同种类软件持点分析

新牛人管理系统分 4大模块：牧场内部管理、

集团多牧场报表管理、深层次数据挖掘分析平台、

手机等移动客户端动态管理。牧场内部管理可跟主

流牧场实现数据对接，自动输入，智能化管理；多牧

场集团化报表管理解决了当前存在的报表汇总，统

一数据指标，指标计算公式不一致等问题；数据深

层挖掘管理对数据整合进行多层面、多维度对比分

析，获得有效信息；云计算手机端动态管理是利用

了智能手机、平板电话随时随地获取牧场的信息。

丰顿相对于同类软件而言，该系统最大的优势是

可完全实现奶牛生长、胎次产奶周期、繁育全生命周期

及奶牛养殖企业经营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透明化。

阿菲金管理软件相对于其他同类软件而言，可

通过奶牛卡片了解奶牛的基本情况，也可通过“事件”

列表来了解各胎次的配种、诊疗、妊检等情况，奶牛的

生产性能还可通过泌乳曲线直观地表现出来，从各个

方面反映奶牛的整体情况，操作方便、直观。同时，奶

牛的信息输入省时省力，查询信息快捷、全面[3]。

DHI是一套完整的生产记录和管理体系。此软

件的明显优势是可有效地改进奶牛的饲养管理，提

高原料牛奶的质量。同时还可有效指导奶牛的疾病

防治工作，推进牛群的遗传改良[1]。

阿波罗软件具有奶牛奶量波动报警、健康监控

等功能，适用于规模化、集约化牧场进行奶牛的日

常管理。可以第一时间掌握牛群生产状态，有针对

性地进行饲喂、配种、疾病管理。阿波罗管理系统可

实现对牧场的全面管理，对奶牛的产量、饲喂、发

情、疾病等进行计算机监控。

DC530是一套高效的牛场管理软件系统，操作

简便，灵活，可根据牧场实际情况量身定制；可以与

各类奶厅管理软件完美对接———博美特、利拉伐、

阿菲金等。

博美特主要是通过软件对牧场主要机械设备

进行控制和日常管理。同时也包括了一些传统功

能，比如数据的收集、分析等。本软件系统可以管控

挤奶厅的脉动器、脱杯装置以及流量计，牧场管理

者可以第一时间掌握牛群状况、牛奶产量以及工作

人员的工作情况。同时，奶牛的健康状况和个体舒

适度也可通过补饲系统、牛群管理系统、蹄病监测

护理系统等得以实现[1]。

4 建 议

中国奶牛养殖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随着

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标准化奶牛场对软件管理的需

求量增大，同时对软件开发利用也有了新的要求。搞

好软件开发工作，为奶牛生产提供更完善的服务。

1）软件开发利用应考虑到地域因素。公司开发

和推广繁殖管理软件系统时，一定要考虑到奶牛场

的实际需要和区域因素。对于软件应用效果不理想

的地区，充分调查研究其原因，是否当地生产力和

经济水平较低，或软件应用与维护成本相对较高；

对于应用繁殖管理软件系统较多的地区而言，则要

充分考虑到在软件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或不完

善的方面，如更新周期过长、监测系统缺点等。

2）应用软件应及时更新升级。根据调查，现在

奶牛场所应用的大部分繁殖管理软件更新升级是

免费的，但更新时间不固定，有的奶牛场 1个月 1

次，有的则是根据软件开发公司而定。所以，提高服

务意识，做好辅助工作，是提高繁殖管理软件核心

竞争力，更好服务奶牛场的有效手段。

3）加强繁殖管理软件系统功能的开发。调查中

应用繁殖管理软件系统的奶牛场中，约有 85%的奶

牛场在生产中将 DHI导入繁殖管理软件系统协助

生产，各奶牛场对软件中繁殖模块的关注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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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加强软件功能开发，增加软件功能间协调应

用，是当下值得引起注意的一方面。

4）加强牛场记录规范化的基础建设。在当前的

奶牛生产中，利用传统方法登记牛只信息工作繁

琐，实用性较差；人工观察发情费时费力，准确性较

差；牛奶质量控制体系不完善，影响牛奶质量；牛只

健康状况无法达到即时监测，不利于早发现早治

疗；数据收集、处理工作量大，灵活性较差等[2]。同时

调查数据也显示，76%奶牛场系谱资料不全或无系

谱资料，39%奶牛场监测系统存在问题，42%奶牛场

数据记录方式为纸质记录，这些问题需引起高度重

视。应提倡养殖场建立健全牛场记录规范化的基础

设施，特别是大中型奶牛场，在软件应用过程中将

监测和记录系统有机结合，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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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增效新技术应用情况，总结了加快畜牧发展的经验和做法，建议以地定畜，种养结合，用足、用好适养区用地政

策；强化科技支撑，提高养殖水平；增加金融支持畜牧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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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泰兴市畜牧业结构调整情况，笔者专门

到基层调查摸底现有畜牧生产情况，召开专业户座

谈会研讨泰兴市畜牧业结构调整，现将调查情况汇

报如下。

1 畜牧业现状

1）全市畜牧业生产情况。目前存栏生猪 552 618

头，存栏家禽 575万羽、肉羊 25.1万只，畜禽生产总

体保持了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拥有规模养殖场

（户）4 123个，其中年上市万头猪场 11家、500头

以上猪场 463家，万羽禽场 172家、千只羊场 16

家、500头以上牛场 2家；生猪、蛋禽、肉禽、奶牛、山

羊的规模养殖比重分别达到 91.43%、99.2%、100%、

100%和 47.95%；生猪大中型规模养殖比重达到

71.63%。

2）畜牧定点调查情况。据对泰兴市全市 6个乡

管理前沿1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