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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者从保山水牛奶业发展现状、发展优势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立足资源、着眼长远，

坚持标准、强化科技，加大扶持、培植龙头，转变方式、产业经营，政府协调、加大宣传，加强科研、拓展市场基

础等六项措施，加快推进保山水牛奶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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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国道、杭瑞高速及在建的大瑞铁路穿境而过，便利的交通条件，为水牛奶业的发展和流通提供了良好的区位优势。保山

又是典型的立体气候，土壤类型多样，生态环境优越，饲草饲料资源丰富，非常适合水牛的饲养，水牛存栏量大，特别是槟榔

江水牛被发现和评选为云南“六大名牛”以来，保山奶水牛发展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加快推进了水牛奶这一特色产业的发展。

1 保山水牛奶业发展现状和有利条件

1.1 保山水牛奶业发展现状

2016 年末，全市存栏水牛 30 万头，其中奶水牛存栏 4.3 万头，已建立 600 头以上的奶水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场 1个，400 头

以上的规模养殖场 2 个，300 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 2个，200 头以上的 3个，100 头以上的 6个，50 头以上的养殖场 5个。产奶

水牛 4900 多头，年产水牛奶 8048 吨，头均产奶 1642 公斤。按目前鲜奶收购价每公斤 8元计算，可增加农民收入 4000 多万元。

全市五个奶牛养殖小区实施机械化挤奶，机械化挤奶头数占奶水牛总数的 13％，其他奶牛养殖户采用人工挤奶，鲜奶由养殖户

集中交售到收奶站，收奶站再交售到加工企业。已建水牛奶酪、水牛乳饮料加工生产线各 1条，主要产品有巴氏杀菌水牛乳、

含乳饮料、乳清粉和奶酪四大系列十多个品种，深受消费者喜爱，产品市场竞争力强、需求量大，极大地促进和开阔了我市水

牛奶市场，同时也将我省乃至全国河流型水牛的生产与开发带动起来，迎来水牛奶业更加广阔的前景和未来。

1.2 保山水牛奶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1.2.1 领导重视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水牛奶业发展，出台了若干意见，把水牛奶业列入全省奶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把水牛奶源基地建设

纳入优势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把水牛人工授精改良列为畜牧业科技推广的重要内容，明确提出在发展壮大传统荷斯坦奶牛生

产的同时，加大奶水牛资源开发力度，加快建设大理、德宏、保山、文山等奶水牛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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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政策保证

云南省提出发展高原特色农业，保山出台了《保山市山地牧业发展实施意见》，重点建设存栏 500 头以上奶水牛规模养殖场

3个、奶水牛生态园区 1个，万亩连片高原生态牧场 5 个，建设产值上亿元的畜产品加工企业 3 个。加之，保山成为云南省优势

农产品区域规划中水牛奶的重点区域，随着国家奶水牛良种补贴、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小区和奶站建设扶持政策措施的实施，

有力地推动了我市奶水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发展。

1.2.3 资源丰富

一是全市不仅有德宏水牛广泛分布，还具有得天独厚的腾冲槟榔江水牛，保山被誉为中国河流型水牛基地，建立了云南省

奶水牛业最早的专业合作社，是水牛奶制品销售种类最多的地区。二是天然草山草坡资源丰富、农副产品多，全市草原可利用

面积 609.52 万亩，每年利用冬闲田地种植一年生牧草均在 10 万亩以上，经济林下种草达百万亩，玉米、稻谷、小麦、油菜、

蔗叶蔗稍等秸杆饲料约 100 万吨，为水牛奶业发展提供了保障。

1.2.4 市场广阔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膳食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对水牛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水牛奶价格一直成上升趋势，产品越来

越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云南对外开放“桥头堡”战略以及沿边开放试验示范区的实施，

保山从对外开放“末梢”变成了“前沿”，具有开展进出口贸易的优越地理位置和发展外向型畜牧业的有利条件，为发展奶业迎

来新的机遇，极大地促进和开阔了保山水牛奶业市场。

2 保山水牛奶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发展资金投入不足

近几年国家对奶水牛业的发展资金扶持力度不大，奶水牛养殖业主贷款难、融资难、用地难、扩大规模难的情况时有存在。

2.2 良种群体数量小

培育一头乳用水牛周期长，而且水牛的繁殖力低，人工授精受胎率较难提高。

2.3 产业化程度低

全市水牛乳制品加工龙头企业只有一家，乳制品加工数量少，幅射带动能力弱，水牛奶市场开拓力度小，消费群体培育滞

后。

2.5 技术服务体系薄弱

技术人员业务知识老化，培训机制不健全，新技术、新知识得不到及时更新，技术推广经费严重不足等。

3 加快保山水牛奶业发展的对策措施

3.1 立足资源，着眼长远



一是充分利用地方水牛品种资源优势，扩大奶水牛群体规模，加快腾冲槟榔江水牛纯种扩繁的同时，加快本地水牛的杂交

改良力度，引进摩拉水牛、尼里拉菲水牛冻精，通过人工授精，提高良种覆盖率，进一步提高群体产奶量和个体产奶性能，逐

步培育高产优质挤奶水牛群，保障鲜奶的来源，促进奶水牛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方向发展。二是充分利用林地资源，调整优

化“粮—经—饲”三元种植结构，发展优质牧草种植，广开饲料来源，保障奶水牛发展的饲料供给。三是通过对槟榔江水牛的

进一步扩繁、选育，把保山建成全国最大的河流型水牛“供种基地”和全国水牛奶“奶源基地”，以腾冲为中心带动其他四县区

发展，从而做大规模、做强品牌，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3.2 坚持标准，强化科技

水牛奶业是一项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面临一定的自然和市场风险，业务部门要有计划地为养殖户开展饲养管理、挤奶、

疫病防治、牧草种植、饲草饲料加工利用、冻精改良等技术培训，示范推广奶水牛标准化养殖综合配套技术，转变传统的养殖

观念，提高养殖场（户）的科学养牛水平，增加养殖效益，促进农民增收。

3.3 加大扶持，培植龙头

一是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强对奶水牛养殖场（户）和龙头企业的扶持，增强乳制品的市场竞争力；充分

利用国家、省、市、县惠农政策，大力推进奶水牛养殖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对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场（户）给予一定补贴，

对进行牛舍建设、青贮窑建造、种植优良牧草者给予相应补贴，扩大挤奶水牛存栏量，为保山水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奠定良好

基础；二是帮助和扶持水牛奶加工企业完善收奶站建设，收奶站设专职收奶员，负责本片区鲜奶收购及挤奶指导工作。三是以

市场为导向、农民增收为目的，通过政府扶持、农民参与、企业运作、滚动发展，使保山水牛奶业开发逐渐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实现多层次增值增效。

3.4 转变方式，产业经营

一是按照“公司+合作社+农户+技术体系+市场”的运作模式，形成政府引导，企业运作，民营投资为主体的产、加、销调

动一切有利于产业良性发展的因素，推进奶水牛产业发展。示范带动全市有条件的乡镇饲养奶水牛，提高奶水牛群体数量。二

是建立合理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和责任落实机制。产业发展过程中要达到养殖户、企业利益平衡，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相

互依存的共同体，建立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政府、部门、企业、养殖户、合作社责任明确，各负其责，解决好产业发展中的

各种问题。三是要加强监管，保障质量安全。业务部门要加强对养殖场（户）、奶站、加工企业的监管，加工企业应加强对各个

生产环节和物流过程的质量控制，确保上市产品的质量安全，保证水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

3.5 政府协调，加大宣传

政府要协调好各部门在产业发展中应做的工作，电视台、广播、报社等新闻媒体要加大对产业的宣传，由业务部门提供素

材，运用专家讲座、专题采访、典型报道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水牛奶的优越性、长期喝奶的好处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的作用

等。

3.6 加强科研，拓展市场

一是要本着高起点、高标准、高效益的原则，进行优质奶制品的开发，根据水牛奶干物质、乳蛋白、乳脂肪及其他营养物

质含量高的特点，生产附加值高的奶酪、乳饼及优质酸奶等；二是要积极开拓市场。企业应根据不同产品适宜的消费群体，搞

好产品的市场定位，加强宣传，打造品牌，努力开辟新市场，逐步形成稳定的市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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