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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规模化牧场建设

第一章 牧场建设

对奶牛养殖行业来说，不断追求和实现奶牛的健康、优质、高产、高效、可持

续发展是基本目标。因此，不但要有品种优良的奶牛、科学的饲养管理技术，也

要有科学的牧场规划设计，只有给奶牛创造适宜的生活环境，才能保障奶牛的健

康和牧场生产的高效运行。

一 牧场建设选址

1 地势、地形：选择地势较高、平坦，背风向阳，排水良好的地方，地面坡度以

2%-3%较为理想，按单头牛 100-120平米建设。

2 土质、水源：土质为沙壤土、沙土较适宜，黏土不适宜。同时，奶牛场必须有

可靠的水源，水源充足并符合 GB5749《生活饮水卫生标准》，全群每头奶牛每天

饮水平均 120千克，按单头牛单位时间供水量不低于 12-15千克/小时计算。

3 周边环境：周围 1000m以内无化工厂、畜产品加工厂、屠宰厂、兽医院或其他

污染源；距居民点、干线公路、铁路 500m以上的下风处，远离其他畜禽养殖场。

4 饲草资源：牧场建设地周边饲草丰富，5公里范围满足奶牛青贮玉米的需求。

5 运输距离：在选择场址时要充分考虑牧场与乳制品公司的距离，一般在 80-100

公里，以降低车辆运输成本。

6 电力稳定：安全、稳定可靠，条件允许最好双路供电，为减少投资要尽量靠近

输电线路，自备发电机防止停电。

二 牧场牛群规模及设备配置

1 牧场牛群规模及牛群结构

表 1.1.1 500 头标准化奶牛场牛群结构

成母牛数
泌乳牛数 干奶牛数

生产群 产房 病弱牛 合计 干奶牛 围产期牛 合计

46302 240 8 8 256 38 8

后备牛数
0-6月龄犊牛 7-13月龄育成牛 14-24月龄青年牛

0-2 月龄 3-6月龄 合计 7-13月龄 合计 产前牛舍 其他 合计

198 15 30 45 66 66 10 77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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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牧场建设规划

表 1.1.2 牧场建设规划要求

序号 土建设施名称 长（m） 宽（m） 面积（m2）

1 泌乳牛舍 96 30-35 2880-3360

2 挤奶厅 42 9 378

3 精料库 30 15 450

4 3个地上式青贮窖 54 10×3 1620

5 干草棚 45 12 540

6 特需牛舍 96 30 2880

7 门卫值班室 4 3 12

8 围墙 154 274 428

9 采暖 1 1 1

10 电力 1 1 1

11 地中衡基础 12 3 36

12 青年牛舍 60 30 1800

13 运动场 96 25 2450

14 消毒更衣室 6 4 24

15 消防水池 10 10 100

3 牧场设备规划

表 1.1.3 牧场设备规划要求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单位 数量

1 颈枷 - 个 409

2 卧床 双列 套 250

3 移动式 TMR饲喂车 8m³ 套 1

4 牵引 TMR拖拉机 60马力 台 1

5 挤奶设备 2*12 套 1

6 制冷罐 7T 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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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门 - 个 1

8 运动场护栏 - m 750

9 犊牛岛 16 套 16

10 饮水槽 - 个 20

11 热水炉 - 套 1

12 提桶式挤奶机 2位 台 2

13 清粪车 - 台 1

14 装载机 - 台 2

15 发电机 30KW 台 1

16 推料车 - 台 1

17 产栏 - 套 1

18 饲料粉碎机 9FQ40-25B 台 1

19 地中衡 30T 台 1

20 手推车 0.8*0.4*0.5 个 4

21 供水设备 10m3/小时 套 1

22 污水泵 WL型污水泵 台 1

4 水、电配置方案

表 1.1.4 500 头标准化奶牛场用电量分析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台） 功率（千瓦） 合计（千瓦） 实际使用功率

1 锅炉循环泵 2 3 6 3

2 排污水泵 1 2.2 2.2 2.2

3 真空泵 2 7.5 15 7.5

4 制冷罐 2 14.5 29 14.5

5 吸奶泵 1 2.2 2.2 2.2

6 高压抽奶泵 1 2.2 2.2 2.2

7 奶厅清洗电热水器 1 18 18 18

8 奶厅洗衣机 1 0.36 0.36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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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电脑 2 0.2 0.4 0.4

10 兽医冰箱 1 0.3 0.3 0.3

11 恒温箱 1 0.5 0.5 0.5

12 消毒杀菌灯 8 0.07 0.56 0.56

13 铡草机 1 18 18 9

14 照明 10 0.1 1 1

15 取草机 1 11.5 11.5 6

16 路灯及其他 10 1 10 10

17 消防水泵 - - - -

18 水井水泵 1 3 3 3

19 供水水泵 2 3 6 3

20 风扇 132 0.4 12.8 12.8

21 食堂及宿舍 1 8 8 8

合计 - - - 147.02 104.52

变压器配置说明：根据 500头标准化奶牛场设备及照明功率汇总 104.52KW，设备使用率按 80%

计算，得出实际投用功率为 83.62KW，所以配一台 100KW变压器可满足牧场的实际用电需求。

表 1.1.5 500 头标准化奶牛场用水量分析

序号 项目 日用水量 备注

1 挤奶厅 8.2T

2 饮用水 63T 按牛群分类计算

3 喷淋用水 32T

4 生活用水 6T

5 消防用水 72m3/h 可另建消防水池

合计 109.2T

说明：依据上述数据，可建一个 25T 蓄水箱，深水泵供水到蓄水箱，蓄水箱出口采用两台

10T/32m以上扬程的标准卧式单极泵（一用一备），恒压变频控制，出水压力控制在 0.3MPa，

出水点压力保证在 0.2 MPa，根据消防设计要求另外配置消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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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牧场建设布局

1 规划与布局理念：在满足饲养工艺要求时，要尽可能的美化场区环境，改善卫

生条件，为奶牛创造良好的栖息、活动、饲喂和挤奶环境，使人、畜及周围社会

得到和谐发展。

2 奶牛场布局：根据地势和主风向，其模式是因地势、主风向由上至下为：生活

区、生产区、辅助生产区、粪污处理区。

3 奶牛场各功能区规划标准

3.1 生活区：应设在场区上风向和地势较高处，这样布置使牛场产生的不良气味、

噪声、粪尿和污水不致因风向与地面的径流而污染居民生活环境，以及避免人畜

共患疫病的传播。

3.2 生产区：主体是牛舍、挤奶厅、饲草料加工贮存设施。布局必须考虑场地干燥，

不能有积水。犊牛舍应设在生产区的上风向，产牛舍与病牛舍应设在生产区的下

风向，避免各区间互相干扰且保证防疫、卫生、安全。

牧场发酵菌床

发酵菌床牛舍外檐高度北方建议

≥5m，南方建议≥6m，以确保牛舍内通

风良好，同时大型工作机械也能正常进

出牛舍；牛舍屋顶建设为可打开滑动

式。如果牛舍为东西走向，南边一侧从

下往上滑动打开，北边一侧从上往下滑

动打开。这样可最大限度保证牛舍光

照，加快菌床水分蒸发；饮水槽同菌床

相连三面均建筑墙体隔离，仅留采食通

道方向饮水，以减少菌床打湿概率；牛

舍屋檐需设计雨水导流收集管路，防止

雨水流入菌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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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备牛饲养区

后备牛采用露天饲养工艺（可根据

牧场条件进行设计），采食通道宽 3m，

饲喂通道宽 4m，带 33m 宽运动场，运动

场设置保温饮水槽，全部安装自锁颈

枷，根据不同饲养阶段分群。

挤奶厅

屋檐高不低于 4 米，挤奶坑道宽

2.5～3 米，坑道地面与制冷间地面齐

平，挤奶台高于坑道地面 65—90 厘米，

由中间向两边设 2%坡度，排水功能良

好。地面采用混凝土硬化地面，设防滑

槽，地面设多个排水口，确保排水效果

良好。挤奶厅坡度为 1%，待挤厅坡度为

2%-3%。

建议挤奶大厅屋脊设风帽或安装

通风设备。

青贮窖

青贮窖墙体一般采用毛石砌筑，梯

形墙体可保证墙体强度，由中间向两边

走坡并设整体坡度。青贮窖沿长度的方

向设排水坡度，保证排水。由于青贮贮

藏的量很大，制作时间比较集中，因而

青贮窖应建在场区周边，交通方便地

段，周围留有足够的操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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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草棚

干草棚的设计与建造需要重点考

虑防火问题，其次是防水和防潮。要求

不要距办公区和道路及围墙太近，距离

配电房要远一些，草棚上方和附近不能

有供电线路通过。留足防火空间与通

道，有充足的消防水源，建设可靠的消

防配套设施。草棚内部地势高于外部，

外围坡度要确保雨水不能倒灌。

精料库

精饲料库房要通风、地面混凝土硬

化、两面山墙设通风扇。从建筑本身来

讲，精饲料库主要考虑防水、防潮、防

火和防鼠害。

雨污分离设施

牧场生产区域、奶厅区域、生活区

域设置（明、暗）排水渠道或泄洪道，

雨水不能与粪污混合或进入氧化塘增

加粪污处理量，要将雨水合规合法的排

走或储存利用。

3.3 辅助生产区：辅助生产区存放大量干草，设在生产区的下风向，并与其它牛舍

等建筑物保持 60m的防火间距，如设置防火隔离带，间距可适当缩小。

3.4 粪污处理区：粪污区的位置要考虑粪污便于运出场外，同时应保证在堆放期间

避免造成环境污染和蚊蝇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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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标准化牛舍的建设标准

1 基本内容

1.1 标准化牛舍宽度为 30-32 米，钢结构立柱间距 6米，檐口高度≥4.5米；长度

根据牧场用地、牛群数量选择外沿延长适当长度，避免雨水飘进牛舍。

1.2 标准化牛舍建议采用对头 4列卧床布局。

1.3 对头卧床长为 5-5.2米、卧床宽为 1.2米；颈枷位宽为 750mm（选择其他尺寸

的颈枷以满足实际使用要求），可根据牛只体型调节卧床挡胸管。

1.4 采食道宽度为 4-4.5米，饲喂道宽度为 5-6米，副道 3-3.5米。

2 其他细节做法

2.1 卧床挡墙细节做法：卧床 6米一组，1.2米一个卧床牛位，挡墙高度 20-30cm(根

据粪道长度决定）。卧床挡墙应圆滑、无尖角、无固定模板的铁丝头，挡墙拆模

后应进行打磨。卧床、挡胸管、挡颈杆使用专用抱卡的方式连接，便于调整尺寸。

2.2 颈枷挡墙细节做法：颈枷安装在牛舍钢结构立柱上，中间 3米处设颈枷立柱加

固，颈枷挡墙里高度 40cm，外高 30cm。

2.3 牛舍地面设防滑槽（防滑槽浇筑一次成型）及屋顶通风开口不少于 60cm。

3 牛舍防寒保暖设施

3.1 冬季寒冷地区牛舍两侧窗户能够封闭，其他季节可开启，可采用塑钢窗、卷帘

窗或滑拉窗。南方地区根据当地气候条件设计窗户。

3.2 北方牛舍两端通道门建议安装电动提升或自制推拉门进行封闭，根据当地冬季

温度选择门是否需要保温材料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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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标准化牛舍供水供电标准

1 标准化牛舍供水

1.1 北方地区给水管埋深，保温做法以实际情况为准。

1.2 可将供水管在牛舍内以架空的方式安装，做 5-10cm厚的保温层，使用岩棉等

防火的保温材料。

2 标准化牛舍供电

2.1 供电能力必须能够同时满足牛舍照明、饮水槽加热用电(或风扇用电)需求，电

线穿管后在牛舍内架空安装。

2.2 饮水槽用电需进行降压处理，将 220V降到 24V，以保证人员和奶牛安全，加

热、温控部分暗装，防止泌乳牛舔舐。建议在维修口处使用螺栓或挂锁固定。

2.3 舍内电柜或用电保护器的最低高度不得低于 1.8米，防止泌乳牛舔舐。

六 标准化牛舍其他设施

1 饮水槽

1.1 使用敞开式饮水槽的，饮水槽应方便清洗排水，可采用管网组织排水，降低牛

舍内污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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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使用封闭式饮水器的，每 20头牛至少配置 2个饮水点，确定安装位置，并定

期拆卸清理内部。

1.3 饮水台的高度设为 5-10cm，方便牛只上下，降低奶牛应激。

2 其他：标准化牛舍的结构、建筑、给排水等应由设计院按国家规范规划设计，

本标准通过牧场建设、牧场养殖工艺等方面总结的经验及细节做法，仅作为建设

标准化牛舍参考使用。

七 标准化奶厅设备配置标准

1 奶厅设备选择

1 并列式挤奶设备

优点 安装费用低，维护费用低，适合中小型规模牧场使用

问题 效率较转盘式挤奶厅低

2 转盘式挤奶设备

优点 挤奶效率高，节约人工，适合大型规模牧场使用

问题 维护费用高，一般在泌乳牛较多时选择转盘式挤奶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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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待挤区

最大牛群*1.4-1.6，在上述面积的情况下增加 20%的面积，坡度为 3%（坡度不易过大，避免

牛只打滑）

4 蹄浴池

蹄浴池宽度和待挤厅回牛通道宽度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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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牧场环保

目前，解决畜产品生产与消费需求，养殖用地与耕地保护，牲畜粪便污染与

维护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是当务之急。通过对牧场环保设施的进一步改造和完善，

满足新环保法的相关规定和地方环保局的监管要求；建立起粪污资源化综合利用

途径，并采取种养结合的模式，降低牧场经营成本，发展生态农业、实现农业资

源可持续利用的需要。

一 基础条件要求

1 土建部分

1.1 氧化塘：采用“混凝土底+砌块边坡防护”工艺，第一级氧化塘并联两座，塘

底 20cm混凝土压膜，边坡砌块防护，具备下装载机清塘的条件。

图 1.2.1 氧化塘 图 1.2.2 固液分离房

1.2 雨污分离系统：包含牛舍汇集雨水的沟壑及雨落管道，地面路边露天走水沟渠

及集水池；需进行雨污分离，对牛舍屋面水及运动场污水进行分离收集。

1.3 青贮渗滤液收集系统：含收集池、收集渠等。

1.4 奶厅 CIP清洗水回收系统：混凝土集水池大小根据牧场规模确定，及辅助设施

设备，含集水池、泵、管道、阀门、管件等全套设施设备。

1.5 氧化塘还田管道系统：PE材质，DN160mm，含管道、管件、阀门及安装。

1.6 固液分离房：钢砼结构，用于安装固液分离机。

1.7 混合搅拌池：钢砼结构，用于粪污的收集，进入固液分离机前牛粪污水的均匀

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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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田间水带：DN150mm，地块较分散，使用软管进行灌溉。

1.9 槽式发酵大棚：用于槽式翻抛发酵，含大棚、发酵槽体等。

1.10 晾晒场：混凝土硬化地面，堆粪场的尺寸可选为 80m*70m（考虑 1.5m的堆

高），如果粪比较稀，建议做成半地下的斜坡堆粪池。

图 1.2.3 斜坡式粪尿收集池 图 1.2.4 集水池

1.11 斜坡式粪尿收集池：根据牧场牛舍大小，收集粪的需求建立。

1.12 集水池：收集挤奶厅的冲洗水。每天的冲洗水量约 15T，考虑两至三天的储

存量，集水池的尺寸根据牧场规模确定。

2 设备部分

2.1 吸粪车：14T，双泵，内搅拌，0.5m的门，80的阀以及软管，清理牛舍粪污。

2.2 装载机：50型，用于发酵粪渣倒运和清池。

图 1.2.5 装载机 图 1.2.6 推粪车

2.3 推粪车：装载机或者改装的拖拉机，用于清理牛舍内牛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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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自卸式运粪车：1台，用于从牛舍将牛粪输送到堆粪场。

2.5 漂浮泵：1台，用于氧化塘废水灌溉。

2.6 固液分离机：螺旋挤压，生产垫料专用，粪渣含水量小于 65%，滤液含固量小

于 2%，以利于发酵。

2.7 分离机进料泵：Q=150m³/h，H=25m；粪污专用。

2.8 中转池搅拌器：保证池内物料搅拌均匀，不沉积。

2.9 中转池输送泵：Q=300m³/h，H=35m；粪污专用。

2.10 槽式翻抛机：总处理量大于 600m³/h，用于发酵过程中的物料翻抛。

二 操作标准

1 粪污处理的关键控制点

牧场粪污处理主流仍然只是固液分离。污水重复利用或浇灌农田，粪便固形

物还田或晒干垫圈的方式。奶牛场真正要把牛粪污做到无害化处理排放，关键是

要有足够的耕地(一般一头牛按照 2.5亩地进行配套），作为生态循环的载体。

2 环保建设管理

2.1 规模化养殖场应根据当地环保主管部门要求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或登记表。环

境影响报告书或登记表需通过当地环保主管部门的审批。

2.2 建设项目要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环保要求。

2.3 改建或扩建牧场粪污环保设施，同时应根据牧场环保工艺实际检测项目需求，

建立相应检测能力的环保实验室或公用实验室，负责环保项目的检测或定期送检

检测。

2.4 堆粪场要求有防雨棚、地面硬化且三面有防溢流墙，堆粪场总容积不低于土地

利用的最大间隔时间所产生粪污的总量，总容积一般不小于 30天的排放总量。

2.5 污水存储池或氧化塘必须做防渗处理，总容积不低于土地利用的最大间隔时间

和冬季封冻期内所产生污水的总量，至少可贮存 3个月以上。

2.6 粪污处理区距离生产区 50m以上。

3 氧化塘的管理

3.1 氧化塘上方必须安装高清摄像头，观察范围须覆盖所有氧化塘。

3.2 北方牧场氧化塘中的液肥需要在每年 4月份和 10月份还田处理，同时清理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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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塘。

3.3 氧化塘液位要求：标识出氧化塘的警戒水位线。雨季：北方牧场最后一级氧化

塘预留量要满足牧场连续 15日最大产生水总量的需求，南方牧场氧化塘需要在 5

月份前完成还田工作，确保在雨量最大季节有 70%的预留塘容；非雨季：5000头

牧场氧化塘预留 5000m³，3000头牧场氧化塘预留 3000m³，1000头牧场氧化塘预

留 1.5m水位。预防发生爆塘的环保突发事故。各级氧化塘连通管道要保持通畅。

3.4 牧场要制定地上氧化塘的坝体如坍塌、渗漏等相关应急预案，塘容出现水漫塘

体现象要上报相关单位和部门，同时采取应急预案进行补救，防止污染的扩大。

3.5 氧化塘防渗膜出现鼓包、破损等问题时，应及时进行维修，以确保防渗防漏。

3.6 严禁将氧化塘内污水排放到场区沟渠、场周边防火沟内；严禁雨水渠中混有粪

污的现象。

3.7 南方牧场污水处理站出水各项污染指标要符合《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及《农田灌溉水质标准》中的要求。并遵照当地环保主管部门要求进行处置。

3.8 氧化塘考虑 6-9个月的储存量，总容积不小于 5400m³。

图 1.2.7 氧化塘

3.9 将氧化塘内液肥用作农田施肥进行灌溉时，必须经过最后一级氧化塘方可进行

使用。禁止肆意排放造成污水积存及污染环境。

3.10 严禁向未进行防渗处理的沟渠、土塘等地方排放废水或者存储废水。

4 粪污外运处理管理

4.1 牧场产生粪污必须及时处理，禁止在场内长时间大量堆存，每天处理量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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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产生量的 90%。如遇特殊情况，可暂存于堆粪区域内。

4.2 牧场需设置一名专职或兼职粪污外运监督人员，及时调查跟踪，确保粪污运至

牧场指定地点，且留存相关记录。

4.3 牧场必须具备拉粪车辆（自有或外包），同时在相关部门备案。粪污拉运车辆

必须为翻斗式车辆，并采取有效的措施以防止跑冒滴漏现象的发生。粪污运输车

辆不得挪做他用，如有特殊情况，挪作他用的，须清洗车辆，并在相关部门备案。

1.2.8 粪污处理

4.4 粪污清理、运输过程中严禁出现跑冒滴漏现象。做好粪污外运相关记录，不定

期对外运车辆、外运道路、粪污倾倒地点进行跟踪监管，且应对跟踪监管记录进

行留档保存，以备核查。

4.5 粪污运输必须有安全无风险的固定路线，不得随意更改路线；如有特殊情况需

要更改路线时，必须经过牧场负责人确认运输路途无风险。

4.6 粪污临时存放点必须符合《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643号），

收奶企业做好监督管控，防止发生风险。

4.7 牧场要结合当地环保情况合法组织粪污外运，牧场自行对粪污消纳处进行实地

考察，确保粪污外运的指定地点有能力消耗牧场每日外运牛粪量。牧场需要积极

寻找合理、有效且不存在环保污染问题的粪污消纳地点。更换粪污存放地点需牧

场在收奶企业相关部门备案。

4.8 各牧场将畜禽粪便用作有肥料还田的，施入农田后应及时进行翻耕，防止污染

环境和传播疫病。

4.9 各牧场根据实际情况按要求合理喷洒除臭剂，喷洒时做好相关记录。预防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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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恶臭发生环保投诉事件。

5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5.1 集约化畜禽养殖业水冲工艺最高允许排水量冬季 20m³/(100头*天)，夏季 30m

³/(100头*天)。

5.2 集约化畜禽养殖业干清粪工艺最高允许排水量冬季 17m³/(100 头*天)，夏季

20m³/(100头*天)。

5.3 集约化畜禽养殖业污染最高允许日均排放浓度

表 1.2.1 集约化畜禽养殖业污染最高允许日均排放浓度

控制项目
五日生

化需氧

化学

需氧量
悬浮量 氨氮

总磷

（以 P计）

粪大肠

菌群数

蛔虫卵

（个/L）
标准值

（mg/L）
150 400 200 80 8.0 1000 2.0

5.4 畜禽养殖业废渣无害化环境标准

表 1.2.2 畜禽养殖业废渣无害化环境标准

控制项目 指标

蛔虫卵 死亡率≥95%

粪大肠菌群数 ≤105个/kg

5.5 集约化畜禽养殖业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表 1.2.3 集约化畜禽养殖业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控制项目 标准值

臭气浓度 70mg/L

三 种养结合模式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