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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卓有成效的牛场管理者

（代 序）

一群平凡的人，一群能干的人，多数是没有足够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每天面对着

不会说话、甘为人类提供最好食品的奶牛，在荒凉寂静而艰苦的地方，做着不平凡的

事业。

在牛场工作的每一位员工，都是牛场管理者。牛场管理的好与坏，牛场管理者是最

关键因素。牛场管理者，不仅仅是牛场场长，所有负责牛场各个环节行动的人，都是管理

者，比如挤奶台台长、营养师、兽医、配种人员、饲养班长、统计员，都应该像场长一样工

作和思考。

牛场需要有效的牛场管理者，需要一支专业队伍。如何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卓有成效呢？

有效地学习是一种挑战，是一种实践。不设定自己的目标，不挑战自己的目标，不去

应对牛场需要，就不会有学习有效性的动力和压力。想学会有效性地管理牛场，却不肯

在实践中去思考，思考问题背后的问题，不去探索创新的路径，企图找一个捷径，等待别

人教给你一个现成的理论或模式，那你一定与有效性无缘。如同禅宗里的一句话，“借来

的火，点不亮自己的心灵”。

奶牛场管理有效性的学习过程，就是“创新—求实—再创新”的过程。在学习提高有

效性的目的下创新，再将创新的成果以求实的态度去探索其中的规律性的东西，在这个

规律指导下，向更高层次的创新冲刺，以求在不断学习有效管理的过程中成为一名卓有

成效的牛场管理者。

在知识经济时代，决定牛场命运的是这些牛场管理者，他们将思考或运用的知识，

用于牛场的行动和决策，这些行动和决策会影响牛场组织的运行的有效性，最终影响牛

场的成果。

牛场管理者的价值不在于任劳任怨、埋头苦干、服从领导或听命于上司，也不在于

提供各种精专的知识、工具、观念和术语，更不在于职称、头衔、地位，而在于依靠牛场管



理者自身的知识、才干、贡献意识促进牛场产生成果。

知识不等于成果，只是产生成果的一种资源，只有通过有效的管理工作，知识才能

转化为成果。然而，牛场的每一个管理者都处在分散状态，分头参与组织各个领域、各个

过程和各个环节的工作，较难有机会进行有效的交流，特别是超大规模牛场。

牛场管理者自我管理能力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因此，必须强调管理工作的有效

性。这种自我管理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牛场管理者的意识和思维方式，包括

整体意识、贡献意识和成果意识。牛场管理者要集中精力于少数关键领域，选择正确的

方法去做正确的事情。如果事情本身不正确，就不可能产生积极的成果。在作事情上穷

折腾或花钱折腾人，出不了成果。随着现代乳业的快速发展，需要更多专业的奶牛牧场

经营管理者。牛场管理者应该掌握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生产经验，并且要培养出一批合格

的专业团队。优秀的管理者与合格的专业团队共同努力，才能管好现代牧场。

牛场管理者的有效性是可以学的。目前，制约奶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不是科学技术创

新不足，也不是基础设施不完善，而是我们管理者的专业素质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需求，

我们现在大多数奶牛从业人员，缺乏系统的奶牛养殖与兽医基础知识。为了推进乡村奶

牛事业的快速发展、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特别编写了《奶牛健康养殖技术》。让我们共

同阅读，共同历练，达成共识，为积极推动现代牧业的快速发展而努力。

在《奶牛健康养殖技术》的编写过程中，作者广泛参阅和引用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

有关文献和观点，值此出版之际，向为本书的编写和出版做出贡献的宁夏大学、吴忠市

农牧局、利通区畜牧水产中心、吴忠市科技局、银川玖加玖农牧有限公司和同行朋友们

致以衷心的感谢，特别感谢王燕编辑给予的精心指导。

鉴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误、缺点及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3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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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奶牛场建设

一、牛场选址与建设

1. 场址选择要求

奶牛场选址要符合当地土地利用发展规划和村镇建设发展规划，尤其是要符合生

态文明村镇建设的规划；必须与农牧业发展规划、农田基本建设规划以及今后修建住宅

等规划相结合，必须适应现代化养牛业的需要。奶牛是一种娇气动物，也是一种经济动

物，要用经济的眼光去看待。所以，牛场选址一定要选择干燥、干净的优质地段，切不可

藐视奶牛，错误地认为它是个牲畜就应该住在低洼潮湿的泥水滩，那样就大错特错，会

给以后的生产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场址选择应符合以下要求。

：奶牛场应建在地势高燥、背风向阳、地下水位较低，具有缓坡的北高南

低，总体平坦的地方，切不可建在低凹处、风口处，以免排水困难，汛期积水及冬季防

寒困难。

：土质以沙壤土为好。沙壤土土质松软，透水性强，雨水、尿液不易积聚，雨

后没有硬结、有利于牛舍及运动场的清洁与卫生干燥、防止蹄病及其他疾病的发生。

：场址必须有满足生产条件的水源，保证生产生活及人畜饮水。水质良好，

不含毒物，确保人畜安全和健康，水质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奶牛饲养所需的粗饲料量大，奶牛场应距秸秆、青贮和干草饲料资源地

较近，以保证草料供应，从而减少运费、降低成本。

：大批饲草饲料的购入，牛奶、公犊牛和粪肥的销售，运输量很大，来往频

繁，有些运输要求风雨无阻，因此，奶牛场应建在离公路较近的地方。

：远离主要交通要道、村镇工厂 500 米以外，一般交通道路 200 米以外，还

要避开对奶牛场有可能造成污染的屠宰场、工矿企业，特别是化工类企业，卫生防疫要

符合兽医卫生和环境卫生的要求，周围无传染源。

：节约土地，不占或少占耕地。

：地方病是因地域缺乏或含有某种元素过量而引起。地方病对奶牛生长

和牛奶品质影响很大，虽可防治，但势必会增加成本，故应尽可能避免。

以下地段或地区不得建场，如保护区、旅游区、水源地、自然保护区或环境污染严重

地区、家畜疫病常发区及山谷、洼地等易受洪涝威胁的地段。

2. 空气质量要求

奶牛场空气质量要求见表 1-1。

◎ 第一章 奶牛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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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空气质量控制指数

3. 要有符合卫生要求的水源
奶牛饮水标准见表 1-2。

表 1-2 饮水标准

4. 奶牛生活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标准

奶牛环境质量要求见表 1-3。

项目 标准值

色（o） ≤ 色度不超过 300

浑浊度（o） ≤ 不超过 200

臭味 不得有异臭、异味

肉眼可见物 ≤ 不得含有

总硬度（以计）（mg/L） ≤ 1500

pH 5.5～9.0

溶解性总固体（mg/L） ≤ 4000

氯化物（以 Cl- 计）（mg/L） ≤ 1000

感官性状及
一般化学指标

硫酸盐（以 SO2- 计）（mg/L） ≤ 500

细菌学指标 总大肠菌群，（个、l00mL） ≤ 成年畜 10，幼畜和禽 1

毒理学指标

氟化物（以 F- 计）（mg/L） ≤ 2.0

氰化物（mg/L） ≤ 0.2

总砷（mg/L） ≤ 0.2

总汞（mg/L） ≤ 0.01

铅（mg/L） ≤ 0.1

铬（六价）（mg/L） ≤ 0.1

镉（mg/L） ≤ 0.05

硝酸盐（以 N 计）（mg/L） ≤ 30

项 目 场区周围区域（500m） 场区 舍区

氨气（mg/m3） 2 5 20

硫化氢（mg/m3） 1 2 8

二氧化碳（mg/m3） 380 750 1500

可吸入颗粒物（mg/m3） 0.5 1 2

总悬浮颗粒物（mg/m3） 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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