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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摘要 

第一节 项目概况 

项目性质 

改建 

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内容分为建安工程、仪器设备购置两部分。 

建安工程：项目建安工程主要是对现有实验室进行装修改造，项目中心各功

能实验室的面积见下表。 

图表 1：项目各功能实验室面积 

序号 名称 使用面积（m2） 

1 接样室 10 

2 样品冷藏区 10 

3 样品前处理室 10 

4 乳成分及体细胞实验室 50 

5 微生物实验区 10 

6 综合实验室 30 

7 液相色谱室 10 

8 消化区 10 

9 洗涤间 20 

10 试剂储存间及库房 15 

11 更衣室 10 

12 业务室及档案室 15 

合计 200 

仪器设备购置：本项目新增仪器设备 82 台（个、套），包括自制样品架 20

个，新购仪器设备 62 台（套），其中采样装置 51 套，仪器设备 11 台（套），主

要用于原料奶的采样和样品测定。 

项目总投资及资金筹措 

项目总投资为 299.91 万元。其中实验室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15.80 万元，占总

投资的 5.27%；仪器设备购置费用 268.25 万元，占总投资的 89.44%；工程建设

其他费用 1.58 万元，占总投资的 0.53%；预备费 14.28 万元，占总投资的 4.76%。 

项目所需资金来源于中央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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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项目效益 

项目完成后，将成为江苏省奶牛生产性能测定的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项目

建成后每天可以检测 3000 个样品，可服务奶牛规模为每年 6 万头。本项目的建

设将切实改进江苏省奶牛饲养管理和增强育种能力，提高原料奶产量和质量，为

奶业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奶业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第二章 项目建设背景及必要性 

第一节 市场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奶业持续快速发展，饲养规模不断扩大，加工能力明显

增强，奶类产量持续增长，乳品消费稳步提高，对丰富城乡市场、优化农业结构、

增加农民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 

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奶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我

国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从总体上看，我国奶业发展起步晚，仍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和增长潜力。保持我国奶业持续健康发展，是优化农业结构，建设现代农业的

需要；是促进产业进步，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是改善居民膳食结构，增强国民

体质的需要。 

…… 

第二节 政策背景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 年）的通

知》（国办发〔2014〕3 号） 

2014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 年）》

（国办发〔2014〕3 号），明确提出将奶类作为发展的重点产品，扶持奶源基地

建设，强化奶业市场监管，培育乳品消费市场，加强奶业各环节衔接，推进现代

奶业建设。 

《中国奶牛群体遗传改良计划（2008 年~2020 年）》 

2008 年，农业部组织制定并印发了《中国奶牛群体遗传改良计划年~2020

年）》，提出计划的总体目标：到 2020 年中国荷斯坦牛品种登记工作覆盖到全国，

奶牛生产性能测定规模不断扩大，全国青年公牛联合后裔测定稳步推进，优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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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牛冷冻精液全面普及和推广，奶业优势区域成母牛年平均产奶量达 7000 公斤，

其他地区奶牛每个世代的单产提高 500 公斤，奶牛遗传改良技术逐步与国际接轨，

奠定奶业发展的优良种源基础。 

…… 

第三节 项目建设必要性 

一、有助于提高国内 DHI 实验室的检测能力 

我国自 2008 年实施奶牛生产性能测定项目以来，通过 7 年多坚持不懈的努

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通过对未知样数据的分

析和实验室现场考察，发现有些实验室存在不按技术规范进行操作，对异常数据

缺少正确的处置，对必要的质量控制措施缺乏理解和执行力等，造成测定数据准

确性、有效比例不高。 

为不断提高我国奶牛生产性能测定的准确性和应用率，提升奶牛生产总体水

平，加强奶牛生产性能测定项目管理，规范奶牛生产性能测定实验室工作，按照

农业部畜牧业司（农业部奶业管理办公室）工作部署，全国畜牧总站组织起草了

《DHI 实验室现场评审程序》和《DHI 实验室评审报告》，研究制定了 DHI 测定能

力考核规范与技术标准，全面量化考评各项重要技术指标，为组织开展全国 DHI

实验室测定能力考核奠定了基础。2015 年，农业部畜牧业司印发《奶牛生产性

能测定实验室现场评审程序（试行）》（农奶办便函〔2015〕50 号），正式启动全

国 DHI 实验室评审工作。 

本项目技术力量雄厚，工作基础扎实，条件有保障，中心建成后有助于提高

我国奶牛生产性能测定的准确性和应用率，提高我国 DHI 实验室的检测能力，从

而打造江苏省 DHI 实验室示范工程，形成样板标杆效应。 

二、有助于提高江苏省 DHI 工作水平 

虽然我国 DHI 工作这几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奶业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

起步阶段，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DHI 项目执行存在许多问题，如参测比例偏低，

目前参测牛数量还不到泌乳牛总量的 10%，对全国奶牛整体改良作用十分有限，

远低于国外 50%以上的水平；测定有效数据比例不高，目前只有 14%，对支撑奶



                     江苏省某奶牛性能测试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案例 

联系电话：010-82885739     传真：010-82885785 

尚普咨询北京总部：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118 室                               4 

牛育种的功能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DHI 采样工作不够规范，直接影响到测定

数据的准确性；测定报告解读不充分，实际应用程度较低，指导奶牛养殖生产的

作用尚未充分体现；DHI 测定中心能力建设不平衡，影响项目整体进度和质量。

这些问题需要认真研究，亟待寻求破解办法，并采取有力的措施，把我国 DHI

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本项目建设将有效提高江苏省 DHI 测定工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促进江苏省

DHI 工作水平的提高。 

三、有助于促进江苏省奶牛养殖产业发展 

四、有助于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 

第四节 项目建设可行性分析 

第三章 市场供求分析及预测 

第一节 国内外 DHI 市场现状与分析 

一、国外发展现状 

DHI 在国外奶业发达国家已有百年历史。美国和加拿大是世界上较早开展奶

牛生产性能测定的国家，分别从 1883 年、1911 年就开始对奶牛个体产奶量进行

记录，1923 年美国开始测定牛奶中的乳脂率（主要为了防止牛奶加水行为），从

而开启了乳成分测定的历史。以后随着育种和牛场生产管理的需要逐渐开始了乳

蛋白率、体细胞数、尿素氮等指标的测定。在数据记录形式上，经历了手工记录、

计算机记录和现在的网络平台记录等阶段。在数据利用上，美国 1928 年就开始

将 DHI 数据用于公牛的遗传评定。最初相当长一段时间，DHI 主要为育种及科

研服务。随着发展及成熟，DHI 更加侧重于牛场生产管理的服务和奶业可持续发

展，牛场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美国目前已有 45 家认证的 DHI 实验室每月

测定牛只大约 470 万（约占总存栏的 50%），全美有 5 家数据处理中心负责数据

分析，为奶牛场提供报告。其中威斯康辛州 DHI 数据处理中心为全美最大的中

心，为 13 家 DHI 中心提供数据分析服务。加拿大 74%的成母牛参加 DHI，年测

定规模约 80 万头。DHI 数据中心由以前的 11 个合并为 2 个，但总测定头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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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来一直保持稳定。 

两国 DHI 的运行方式。两国都得到政府的长期资金支持。美国从 1911～1993

年 83 年期间，DHI 一直得到美国政府大额度资金支持，资助的方式是政府直接

将资金拨付给 DHI 中心，奶牛场获得免费或后期象征性出一点测定费。1993 年

以后随着 DHI 的普及、牛场认识的提高、DHI 给牛场带来的巨大效益的出现，

政府逐渐减少对 DHI 中心的资助，转而由测定中心向牛场收费（主要是采样和

报告费）。加拿大 DHI 工作一直受到政府资助，连续支持了 20 多年。目前，加

拿大家畜改良协会管理的各种公牛站、牛只进出口公司、胚胎移植公司和 DHI

实验室等育种机构积极开展与 DHI 相关的联合科研和服务工作，并将成果免费

提供给 DHI 机构使用，以支持 DHI 工作。DHI 中心和研究机构研发出了牛群遗

传分析、乳房健康分析和繁殖管理分析等多种分析软件并为牛场提供特制报告。

DHI 测定内容随着技术可行性、奶牛育种者的需要不断扩展和完善，如 70 年代

增加了乳蛋白率性状，80 年代增加了体细胞数性状，现在又增加了尿素氮和收

集繁殖性状、健康形状等数据，以便为牛场提供更优质服务。同时，相关机构研

发并提供细菌学分析、酮病、副结核检测和遗传缺陷检测等项服务，从而不断满

足牛场的需要。 

美国和加拿大 DHI 工作一般由三种不同业务机构共同完成。一是技术研发

单位，负责研发、解决日常工作出现的问题，研制 DHI 报告内容，制定相关数，

制定提高 DHI 工作效率的方案；二是数据处理中心，主要统计分析 DHI 实验室

样品测定结果及牛场的生产性能、繁殖、育种等原始数据，编制各种类型的 DHI

报告，并根据报告提供管理建议；三是 DHI 实验室，负责采样及样品测定工作。

采样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由 DHI 实验室采样员亲自到牛场采样，另一种是牛场

自己采样。采样的方案和时间有三种：一种是只采集一天三次或二次挤奶早晨的

奶样；另一种是只采集一天三次或二次晚上的奶样；第三种是只采集一天三次或

二次挤奶早晨和晚上的奶样。各种采样方法都有相应的校正系数，从而保证与全

天多次采集混合样测定结果基本一致，极大地减轻了采样工作的劳动强度，提高

了 DHI 工作的效率。 

两国都有完善的 DHI 技术服务网络。DHI 报告内容注重对牛场的指导意义

及实用性。DHI 数据处理中心服务专家负责帮助参测牛场解读报告，并提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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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牛场主通过 DHI 工作主要获得两方面的收获：一是通过体细胞数控制住

了乳房炎；二是通过乳成分检测调整日粮配方，提高了奶牛生产效率及牛场经济

效益。据相关资料报道：1013 年美国注册登记的母牛单产 11 吨，加拿大为 10t

多，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排 2、3 位）。欧洲的奶业发达国家，如荷兰和挪威早

在 1852 年和 1898 年即开始奶牛生产性能测定工作（DHI），是世界上最早实施

奶牛群改良计划的国家，目前这些国家 85%以上的产奶牛参加了 DHI。经过 100

多年的选育和改良，德国、挪威、意大利、荷兰等欧洲国家的奶牛生产水平大幅

度提高，目前泌乳牛平均单产 8～9t，平均乳脂率 4.1%，平均乳蛋白率 3.4%。

以色列单产排世界第一为 12t。 

二、国内发展现状 

我国 DHI 工作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也有近 20 年历史。最初开始于 1992

年，在“中日奶业技术合作项目”扶持下，天津启动了奶牛生产性能测定工作；

1995 年随着“中∽加奶牛综合育种项目”的实施，先后在上海、杭州、北京、

西安等城市逐步开展奶牛生产性能测定。2008 年国家开始实施奶牛生产性能测

定项目，每年国家直接补贴 2000 万元用于奶牛生产性能测定。截止 2010 年经过

中国奶协和全国畜牧总站认定的生产性能测定实验室达到 21 家，2010 年和 2011

年，两年参加生产性能测定的牛均超过 41 万头，2010 年参测牛平均产奶量

6999.7kg，乳脂率 3.67%，乳蛋白率 3.23%，体细胞 46.65 万个/ml。项目覆盖奶

牛养殖优势区域，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山东、河南、

宁夏、陕西和新疆等 18 个省（区）以及黑龙江农垦总局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

20 各地区的 1034 个奶牛养殖场，项目区奶牛存栏占全国奶牛存栏的 95%以上。 

…… 

三、存在的问题分析 

第二节 DHI 市场需求与预测 

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2008 年农业部制定和发

布了《中国奶牛群体遗传改良计划（2008 年~2020 年）》，正式启动奶牛生产性能

测定项目，拨付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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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7 年发展，全国参测牛的产奶数量和质量显著提高，平均胎次产量 7299

公斤，乳脂率达 3.7%，乳蛋白率达 3.29%，体细胞数下降到每毫升 40.3 万个。

参测牛场经济效益显著提升，各地参加 DHI 项目积极性普遍提高，我国奶牛遗

传评估系统逐步日渐完善，种公牛已经全部实现后裔测定选择，为推动奶牛遗传

改良、提高奶牛饲养管理和育种水平、加快奶业转型升级和建设现代奶业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一、不断发展的奶业为 DHI 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基础 

近年来我国奶业发生了许多深刻变化，奶牛养殖和生鲜乳生产取得了明显的

进步，牛奶产量趋稳，生鲜乳质量安全稳中向好，产业转型升级加快。 

2014 年，全国奶类产量达到 3841 万吨，与前几年基本保持稳定。荷斯坦奶

牛平均单产达到 6 吨，比 2008 年提高 1.5 吨，其中 9 吨以上的奶牛数量超过 130

万头。100 头以上的奶牛规模养殖比重达到 45%，比 2008 年提高 25 个百分点，

奶业生产方式加快转变。全面实施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开展生鲜乳专项整

治，加强奶站标准化建设和管理，落实婴幼儿配方乳粉奶源安全监管“六项措施”，

生鲜乳质量不断提高。2014 年共抽检生鲜乳样品 2.6 万批次，三聚氰胺等检测值

全部合格，生鲜乳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 

二、DHI 技术不断推广和普及 

奶业生产发展的不断进步，离不开 DHI 等科学技术的适时推广和普及。DHI

就是通过测奶配料、测奶育种，提高奶牛饲养管理和育种水平。这些年，我国

DHI 工作在各级政府政策与资金大力支持下，通过上下各方不懈努力，取得了显

著的成绩。全国已累计举办技术培训班 1052 期，参训人员超过 5.7 万人，使奶

牛养殖场（户）人人熟知 DHI，为项目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三、DHI 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 

四、未来 DHI 工作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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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项目承担单位的基本情况 

第五章 项目地点选择分析 

第六章 工艺技术方案分析 

第一节 工艺技术方案 

一、工艺技术选择的原则 

奶牛生产性能测定按照中国荷斯坦牛生产性能测定技术规范对泌乳牛泌乳

性能及乳成分的测定。 

二、工艺技术来源 

三、工艺技术的选择 

本项目的工作流程，主要依据《种畜禽性能测定中心建设标准》

（NY/T2443-2013）中对于测定中心工作流程的要求。 

四、主要技术工艺流程 

图表 2：：奶牛生产性能测定中心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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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设备选型 

项目建设单位具有使用新增仪器设备的能力和条件。新增设备清单见下表。 

图表 3：项目新增仪器设备清单 

序号 名称 规模（数量） 单位 单价(元) 投资估算(万元) 备注 

（一） 采样装置 
     

1 流量计 50 套 1800 9 
 

2 样品运输箱 1 套 2000 0.2 
 

3 样品架 20 个 200 0.4 铁皮自制 

（二） 仪器设备购置 
     

1 恒温水浴箱 2 套 4000 0.8 
 

2 乳成分分析仪 1 套 2320000 232 已有一台，购置一台 

3 体细胞分析仪 1 台 200000 20 已有一台，购置一台 

4 菌落计数器 1 套 3500 0.35 
 

5 光学显微镜 1 台 15000 1.5 
 

6 超净工作台 1 台 9500 0.95 
 

7 生化培养箱 1 台 8000 0.8 
 

8 高压灭菌锅 1 台 6000 0.6 
 

9 电子天平 1 台 8500 0.85 
 

10 离心机 1 台 8000 0.8 
 

（三） 合计 82 
  

268.25 
 

…… 

第七章 项目建设目标 

第一节 总体目标 

根据农业部对畜禽品种测定站建设项目的要求，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江苏省奶

牛生产性能测定的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 

项目将为江苏省奶牛养殖的科学管理提供可靠依据：通过完善牛只系谱、生

产性能记录，为育种工作提供基础保证，指导选种选配工作，推进牛群整体遗传

性能改良；通过持续关注、分析 DHI 报告，能及时对牛群做出科学合理的分群、

有效调控奶牛营养水平、改善奶牛繁殖状况；通过 DHI 报告及时掌握奶牛产奶

水平变化，准确把握奶牛健康状况，提高原料奶质量。 

总之，项目建设完成后，将成为江苏省奶牛生产性能测定的第三方权威检测

机构，对于提高国内 DHI 实验室的检测能力，提高江苏省 DHI 工作的水平，促

进江苏省奶牛养殖产业的发展，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江苏省某奶牛性能测试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案例 

联系电话：010-82885739     传真：010-82885785 

尚普咨询北京总部：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号海泰大厦 1118室                               10 

第二节 能力目标 

项目完成后能实现的目标如下： 

1、工程技术目标 

实验室基础设施完善，设备齐全，采样和检测过程标准化，管理科学化。 

2、工艺技术目标 

采样和样品测定标准化程度达到 100%。 

3、技术水平目标 

通过完善的设施、设备，严格的采样操作规程，标准化的检测过程，保证测

定结果的准确性。 

4、效益目标 

项目建成后每天可以检测 3000 个样品，可服务奶牛规模为每年 6 万头。 

第三节 总体布局与规模 

第八章 项目建设内容 

第一节 指导思想与建设原则 

第二节 建设内容 

第九章 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 

第一节 投资估算依据 

第二节 总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为 299.91 万元。其中实验室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15.80 万元，占总

投资的 5.27%；仪器设备购置费用 268.25 万元，占总投资的 89.44%；工程建设

其他费用 1.58 万元，占总投资的 0.53%；预备费 14.28 万元，占总投资的 4.76%。 

总投资结构情况见下表，详细投资见本项目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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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项目总投资估算 

建设内容 
工程量

（m2） 

投资指标

（元/m2） 

单项投资额

（万元） 

占总投资

的比例 
备注 

一、实验室建

筑安装工程 
装修工程 200 790 15.80  5.27% 

 

二、仪器设备

购置 

采样设备 71 台套 
 

9.60  3.20% 
 

性能测定

设备 
11 台套 

 
258.65  86.24% 

 

累计 
  

268.25  89.44% 
 

三、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58  0.53% 
建安工程

的 10% 

四、预备费 
  

14.28  4.76% 
前三项的

5% 

合计 
  

299.91  100.00% 
 

第三节 资金筹措 

项目总投资为 299.91 万元，资金来源于中央投资。 

第十章 建设期限和实施进度安排 

第一节 项目建设期限 

本项目建设包括实验室建安工程和仪器设备购置，项目建设期限为 1 年

（2016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 

第二节 项目实施进度 

第十一章 土地、规划和环保 

第十二章 节能与劳动安全 

第一节 节能 

第二节 劳动保护 

第十三章 项目组织管理与运行 

第一节 项目建设期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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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项目建成后组织管理 

根据项目方案和机构设置，中心人员定员 18 人，其中管理人员 3 人，技术

人员 15 人。 

…… 

第三节 运行费用 

一、运行经费估算 

项目建设投入使用后，为保证中心的正常运行，需保证足够的运行费用，共

计 200 万元/年，主要包括试验材料费、仪器运转费、能源交通费、技术培训费、

办公管理费和聘用人员劳务费等；经费来源包括各级科研项目经费与推广经费等

约 200 万元/年。 

整个建设项目的运行基本可以达到收支平衡，详见下表。 

图表 5：收入与支出表 

序号 费用名称 经费（万元） 

一 费用支出 200 

1 试验材料费 80 

2 仪器运转费 20 

3 能源交通费 40 

4 技术培训费 10 

5 办公管理费 20 

6 聘用人员劳务费 30 

二 经费来源  

1 检测费 80 

2 科研项目经费 100 

3 成果转化与技术转让 20 

…… 

二、运行费用来源 

DHI 测定中心在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在中央、地方财政及依托单位给予必

要的建设启动经费以后，运行费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申请国家、省部

的攻关、检测和基金项目经费等约 180 万元；二是技术试验、技术展示和成果开

发等获得的推广经费约 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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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效益分析与风险评价 

第十五章 招标方案 

第一节 项目招标管理 

第二节 招标依据 

第三节 项目招标方案 

第十六章 结论和建议 

第一节 综合评价 

本项目为江苏省奶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所必需，也是江苏省奶业转型升级的

必需，当前立项十分必要，十分及时。本项目的建设将切实改进江苏省奶牛饲养

管理和增强育种能力，提高原料奶产量和质量，为奶业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奶业

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第二节 结论 

第三节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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