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挤奶系统建设方案

一、策划目标

（一）生产效率提升

构建全流程自动化挤奶体系，通过智能视觉定位、机器人操作等技术，实现单班次挤奶效率提升 50%
，每头奶牛日均挤奶频次增加至 3 次，年总产奶量提高 20%。

（二）质量安全升级

集成乳成分在线检测系统，实时监控乳脂率、乳蛋白含量等关键指标，确保生鲜乳合格率 100%。建
立区块链溯源平台，实现从挤奶到加工的全程数据可追溯。

（三）运营成本优化

通过设备自动化减少 70% 人工干预，单头奶牛年均饲养成本下降 15%。采用光伏储能系统，降低挤
奶环节能耗 40%，年节约电费 30 万元。

（四）管理数字化转型

构建奶牛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整合健康监测、发情预警、饲料配比等功能，实现精准化养殖决策。
建立智能预警机制，将乳腺炎等疾病检出率提升至 95% 以上。

二、实施计划

（一）第一阶段：需求调研与系统设计（2 个月）
1. 数据采集与建模：对现有挤奶流程进行 30 天跟踪，分析奶牛行为规律、泌乳曲线等数据，建立数字化

模型。

2. 技术方案设计：确定 "视觉定位 + 机械臂操作 + AI 算法" 技术路线，定制双目立体视觉系统（定位精度
 0.5mm）、六轴机械臂（重复定位精度 ±0.1mm）。



3. 平台架构搭建：开发智慧牧场管理平台，集成挤奶数据、健康档案、设备状态等模块，预留与第三方
系统接口。

（二）第二阶段：设备部署与系统开发（4 个月）
1. 硬件设备安装：

• 建设 40 位转盘式挤奶厅，配置智能挤奶机器人（单台处理能力 120 头 / 小时）

• 部署 500 套智能项圈（支持体温、运动量监测）

• 安装乳成分在线检测仪（检测精度 ±0.05%）

2. 软件系统开发：

• 开发 AI 挤奶时间优化算法，根据奶牛运动轨迹预测最佳挤奶时段

• 构建区块链溯源系统，实现挤奶数据实时上链

3. 能源系统升级：安装 200kW 光伏储能系统，配置双回路供电保障

（三）第三阶段：联调测试与优化（3 个月）
1. 压力测试：模拟单日 2000 头次挤奶场景，验证设备连续运行稳定性

2. 算法迭代：通过 1000 组历史数据训练，将乳腺炎预警准确率提升至 92%

3. 能效优化：采用梯度温控技术，将挤奶能耗从 0.8kWh / 头降至 0.5kWh / 头

（四）第四阶段：全面推广与培训（3 个月）
1. 标准化复制：完成 5 个规模化牧场设备部署，建立集中监控中心

2. 人员培训：开展 4 轮操作培训，培养 20 名智能系统运维专员

3. 生态构建：与银行合作开发活体抵押贷款产品，基于挤奶数据授信

三、资源需求与预算

（一）硬件设备

设备类型 数量 单价（万元） 小计（万元）



智能挤奶机器人 4 套 150 600

转盘式挤奶系统 2 套 300 600

智能项圈 2000 套 0.2 400

乳成分检测仪 10 套 50 500

硬件合计 - - 2100

（二）软件系统

项目 内容 预算（万元）

智慧管理平台 算法开发、数据中台 800

区块链溯源系统 联盟链搭建、智能合约 300

软件合计 - 1100

（三）配套设施

项目 内容 预算（万元）

光伏储能系统 200kW 发电 + 储能 500

网络基础设施 5G 基站、物联网网关 200

配套合计 - 700

（四）总预算

项目 金额（万元） 资金来源

硬件设备 2100 企业自筹 60%

软件系统 1100 银行贷款 40%

配套设施 700 政府补贴 30%



总预算 3900

四、效果评估指标

（一）经济效益
1. 单头奶牛年产奶量提升至 12 吨，年新增产值 1200 万元

2. 人工成本降低 60%，年节约费用 400 万元

3. 优质乳溢价增收 200 万元 / 年

（二）技术指标
1. 挤奶效率：每头次平均耗时≤6 分钟，设备完好率≥99%

2. 检测精度：乳脂率误差≤0.1%，乳腺炎检出响应时间≤10 分钟

3. 系统可靠性：数据传输成功率≥99.9%，故障恢复时间≤30 分钟

（三）生态效益
1. 单位产奶能耗下降 40%，年减少碳排放 800 吨

2. 兽药使用量降低 30%，抗生素残留达标率 100%

3. 粪污处理效率提升 25%，实现种养循环全覆盖

五、风险应对策略

（一）技术风险
1. 采用模块化设计，关键部件（如机械臂）配置 10% 冗余

2. 建立远程运维中心，7×24 小时提供技术支持

（二）数据安全
1. 敏感数据加密存储，设置三级访问权限



2. 部署入侵检测系统，实时监控异常访问行为

（三）供应链风险
1. 与核心设备供应商签订 5 年维保协议

2. 建立关键备件库存，确保 72 小时内可替换

（四）市场风险
1. 开发多元化产品，拓展高端鲜奶、功能性乳制品市场

2. 与加工企业签订保底收购协议，降低价格波动影响

六、保障措施

（一）技术合作
1. 与浙江大学奶业研究所共建联合实验室

2. 每年投入营收的 2% 用于算法优化和设备升级

（二）政策支持
1. 申报农业农村部智慧农业示范项目

2. 争取绿色信贷优惠利率，降低融资成本

（三）人才培养
1. 与职业院校合作开设智能养殖专班

2. 建立 "技术专家 + 产业导师" 双轨培养机制

结语本方案通过 "智能设备 + AI 算法 + 区块链" 的技术组合，构建覆盖挤奶、检测、管理的全链条智慧
系统。预计 2 年内实现牧场数字化转型，打造行业标杆，为现代奶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复制的智慧化
解决方案。

创新亮点

1. 国内首个集成视觉定位与梯度温控的智能挤奶系统



2. 基于区块链的全流程质量追溯体系

3. 活体资产数字化抵押融资模式

4. 光伏储能与智能设备协同优化方案

5. 奶牛行为预测 AI 算法（预测准确率≥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