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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地得到广泛应用；为有效防控动物疫病，全区

建有完善的区、乡、村三级动物防疫体系，实施“政

府保密度，业务部门保质量”的防疫工作责任制，落

实各项防疫措施，保障全区畜牧业健康发展。

摘要 近年来，云南省生鲜乳质量安全趋势向好，各监管环节由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企业辅导（倡导）、养殖

者（奶站）执行监管模式在各地推行，但生鲜乳生产、收购、运输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要从饲养、生产、

收购、运输、监测、执法等环节严把质量关，确保生鲜乳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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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南省生鲜乳生产、收购、运输及

执法基本情况

1）当前云南省奶业生产情况。2014年，云南省

奶类产量 75万 t，其中荷斯坦奶牛产奶 69万 t、水

牛奶产量 1.5万 t、山羊奶产量 4.5万 t。

2）奶站及运输车情况。截止 2015年 11月，云

南省生鲜乳收购站有 235 个，其中乳品企业开办

179个（占 76%），养殖场开办 16个（占 7%），奶农专

业合作社 40个（占 17%）；实行机械化挤奶的有 174

个、机械化挤奶率达 74%；取得生鲜乳运输车准运

证 110辆。

3）监测执法情况。2015年，云南省出动执法人

员 1 256人次、检查奶站 720次、检查运输车 269

次，抽检 421批次，通过此次检查，整改生鲜乳收购

站 12个、取缔 3个，整改生鲜乳运输车 1辆。省级

检测部门分别在昆明、曲靖、玉溪、保山、红河、大

理、德宏 7个州（市）检查运输车 57辆、生鲜乳收购

站 121 个，抽取生鲜乳样品 178批，全部样品均未

检出违禁添加物三聚氰胺。

2 存在的问题

2.1 奶站及运输车管理有待加强

1）奶站建设布局仍需加强。地方政府对奶站建

设认识不到位，存在对奶牛养殖小区选址、功能定

位不准，缺乏必要的饲料原料供给，加之效益较低，

对已建设的奶站存在废弃或淘汰情况，部分机械化

挤奶站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2）生鲜乳生产、收购、运输还存隐患。由于奶牛

养殖户（场）、生鲜乳收购站及运输车、饲料（兽药）

生产经营店等从业人员大多素质参差不齐，质量安

全意识薄弱，法制意识淡薄。有部分奶站环境卫生

较差，绝大多数停留在纸质记录，且出现痕迹管理

不规范如生鲜乳交接单记录不完整等问题，在具体

生产中不能排除违法行为的发生，存在安全隐患。

2.2 生鲜乳检测执法有待改善

1）生鲜乳检测难以全覆盖。受检测经费限制，

生鲜乳黄曲霉毒素等检测难以全面覆盖（每个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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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检测试纸成本 80～100元），在饲养分散的地

区，生鲜乳收购站难以对每个养殖户的生鲜乳小样

进行检测。现阶段生鲜乳收购站主要以检测奶点混

合样为主，一旦某一批次检测不合格，则按规定进

行无害化处理，在一定程度上给奶农造成了经济损

失，激化奶农和乳制品企业间的矛盾；企业为减少

矛盾将不合格生鲜乳先收购再无害化处理，生鲜乳

无害化处理国家暂无这方面的经费补助，又给企业

造成损失。

2）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检测技术缺乏，还存隐

患。目前，县乡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仪器设备和技

术手段缺乏，基层资金、设备投入严重不足，导致监

管能力和检测水平滞后，从源头上难以保证流向市

场的生鲜乳等畜产品质量安全，难以达到当前各级

畜产品质量安全要求。

3）生鲜乳质量协同监管难度大。生鲜乳质量监

管涉及环节多，监管部门缺乏监管设备设施，检测结

果通报难以做到快速及时，给监管工作带来很大难

度，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生鲜乳监管工作的开展。

2.3 利益联结机制有待完善

1）乳企与奶农利益联结机制不紧密。一方面，

各乳品企业对生鲜乳的收购标准不统一，奶源紧张

时降低标准抢奶，奶源充足或产品积压时，压级压

价、提高标准降价收奶。另一方面，奶农为了自身经

济利益，不愿把打过针、喂过药的问题奶向奶站说

明或丢弃，导致奶农交售不合格生鲜乳情况时有发

生，企业与奶农利益联结机制不紧密。

2）当前云南省散奶、手工挤奶情况还比较突出。

据统计，2014年云南省荷斯坦奶牛存栏 23万头，存

栏 10头以上在 5.83万头，占 26%，主要以一家一户

小规模，千家万户大群体的生产，奶业生产又关乎

千家万户奶农的收益，群众利益、矛盾无小事，当前

要千方百计地保障奶农利益、防止发生倒奶行为，

减少群众矛盾发生，同时又要保障生鲜乳质量安

全，任重道远。

3 建 议

3.1 严格奶站及运输车监管

1）加强奶站和运输车许可管理，严格资质审核

和检查，坚决取缔不合格奶站和车辆，严打非法收

购运输“黑窝点”。

2）严格按照《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生鲜

乳收购站标准化管理技术规范》等规章规范要求，

重点对奶站和运输车标准化建设和管理、生鲜乳质

量检验和安全制度落实等方面进行督查整顿。

3）要围绕努力确保不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件的

目标，依法履行职责，强化奶站和运输车日常监管

和不定时巡查。特别是各奶牛养殖大县和奶牛养殖

重点区域，要严厉打击生鲜乳生产、收购和运输过

程中各类违法添加行为，重点治理非法收购生鲜

乳、倒买倒卖不合格生鲜乳、恶意争抢奶源的行为。

3.2 加快推进机械化挤奶及冷藏运输

针对云南省规模化养殖水平不高，一家一户奶

农分散较广且难于监管的实际，结合奶牛养殖场、

养殖小区、合作社、家庭牧场等模式的推开，建议对

已纳入奶站（机挤站）辐射范围但因多种因素不能

及时交售生鲜乳的农户，引导建立养殖合作社，推

行机械化挤奶及冷藏运输。

3.3 加强奶农、奶站及乳企利益联结机制

为规避生鲜乳市场波动给奶农带来的利益损

失、保护其合法权益，建议各级奶协要加强协调，督

促奶农、奶站与乳企三方建立紧密合作机制，对生

鲜乳收购质量标准、价格定位、异常奶处理、奶款兑

付方式等方面进行有意义的探索与合作，规范收购

秩序，保障三方合法权益。针对乳企争奶抢奶或提

高标准压级压价问题，导致相互产生抱怨、不信任

危机，建议各级政府和部门加大与乳企约谈机制，

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

3.4 强化奶源基地建设

加快生产方式转变，提高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

水平，加大科技推广力度，以提高奶牛单产和生鲜

乳质量为核心，抓好“种、料、管、防”四个关键环节，

进一步规范饲料、兽药等投入品使用，强化饲料、饲

草黄曲霉毒素防范，严格要求奶畜养殖者执行休药

期制度。同时加强饲养环境的清洁卫生和消毒工

作，规范投入品的使用。督促和指导奶畜养殖场加

强日常饲养管理，改善奶牛营养水平，提高生鲜乳

质量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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