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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项目任务来源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牦牛产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及省农牧厅在《加快推进牦牛产业发展 2018 年度工作

分工方案》提出的要求，2018 年 10 月，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经青海省农牧厅质监局向青海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上报《牦牛

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规范》申报书，2018 年 11 月编写项目

实施方案，2018 年 11 月青海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下达《关于

增补 2018 年青海省牦牛产业地方制订项目计划的函》（青质

监函[2018]168 号），《牦牛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规范》为 2018

年青海省地方标准制定项目，项目编号 2018-ZD-86。 

（二） 起草单位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三） 起草人及任务分工 

依据项目来源，由青海省大通种牛场专业技术人员组成

的《牦牛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规范》标准起草小组，明确了

各自的责任和任务，并着手开展了工作。 

表 1  《牦牛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规范》起草小组成员 

序号 姓 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1 马进寿 场长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全面负责，标准审稿 

2 李青云 副场长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标准审稿 

3 刘更寿 副场长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标准审稿 

4 保广才 副场长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标准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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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吉叶 研究员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标准编写 

6 骆正杰 畜牧师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调研、资料汇总 

7 许春喜 助理兽医师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数据搜集整理 

8 赵海鹏 技术员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数据采集，现场测试 

9 汪晓春 助理农艺师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数据采集，现场测试 

10 陈青文 技术员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数据采集，现场测试 

11 李鸿康 高级兽医师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数据采集，现场测试 

12 李永平 技术员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数据采集，现场测试 

13 李春生 高级兽医师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数据采集，现场测试 

14 贺洪明 助理畜牧师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数据采集，现场测试 

15 乔元胜 技术员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数据采集，资料汇总 

16 冯 彬 技术员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调研、资料汇总 

17 赵文军 技术员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数据采集，现场测试 

18 扎西东智 技术员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数据采集，资料整理 

19 黄海晨 技术员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数据采集，资料整理 

20 李国栋 技术员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数据采集，资料整理 

21 常占英 技术员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调研、资料汇总 

二、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全国现有牦牛存栏量 1377 万头，占世界牦牛总头数的 

95%以上，青海省 2017 年底牦牛存栏 480.97 万头，占全国

存栏量的 34.47%，居全国首位。 

牦牛业是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是农牧民收入

的重要来源，推动藏区牦牛业发展是有效改善民生、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维护民族团结

的长远需要。目前，牦牛的饲养主要以放牧为主，至今还保

持传统畜牧业养殖方式，单纯依靠对廉价现有草地资源的索

取来获得收入。由于长期依靠数量型掠夺式的发展，使草地

长期超载过牧，加之沙化、鼠虫害严重，畜牧业资源遭受破

坏，草原生态日趋恶化，牧草产量和质量持续下降，草畜矛

盾日益突出，已成为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的最大障碍。 

改变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推动畜牧业发展由数量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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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型转变；健全牦牛科技服务体系，提高牦牛产业的科技

水平和产业整体水平，是加速牦牛业走出“粗放”、走向“集

约”的有效途径；走草地生态畜牧业发展之路，使牦牛产业

更符合精细畜牧业发展的要求。    

牦牛是青藏高原及毗邻地区无法替代的特有主体畜种，

是青藏高原畜牧业的支柱。充分利用当地这一资源优势品

种，制定《牦牛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规范》，开展牦牛高效

养殖等技术推广,提高牦牛生产性能，对保护与建设青藏高

原生态环境、不断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水平、开展藏区精

准扶贫、维护藏区稳定都具有现实意义。 

三、主要起草（工作）过程  

《牦牛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规范》标准的形成主要经过

了收集资料、项目调研、试验实施、数据分析整理、标准参

数的确定、草案的起草等过程，经多次征求意见修改后形成

了现在的审定稿。 

（一）搜集资料 

在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牦牛产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下达后，本场按照省农牧厅《加快推进牦牛产业发展 2018

年度工作分工方案》的安排，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制定标准的

内容、方法、步骤，多方征求畜牧及有关专家的意见，制定

方案，编写人员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相关报道，搜集

了国内有关牛养殖场及牦牛养殖的资料，并就标准的相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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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向畜牧兽医专家咨询，提出了修改意见，进一步完善、丰

富了标准编制内容。 

（二） 项目调研 

本标准编写中，在基层单位的配合下，在牦牛产区及牦

牛养殖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内容包括牦牛养殖数量、

基地建设规模、场地选择条件和建筑要求、防疫、饲养管理

及环境保护相关卫生条件等，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

参考相关资料，广泛征求和咨询了相关领域部门及专家的意

见，多次修改，几易其稿，使标准更加切合青海省目前牦牛

生产的实际情况和今后牦牛产业发展需要。 

（三）标准参数的确定 

标准中的各项技术指标参阅了有关资料，将有关资料归

类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青海省气候条件、环境状况、牦牛

生产现状和发展趋势，本着既能反映青海省当前牦牛的实际

生产水平又能促进牦产业发展的原则，制定本标准。通过项

目修建牦牛标准化生产基地，在牦牛养殖过程中，不断完善

和改进设施，为参数确定打下了基础。 

（四）草案的起草 

组成编写小组，确定编写组成员，制定出标准的主要内

容、方法和步骤等；参考了省内外有关牛养殖场情况，深入

牦牛产区，调研牦牛养殖的经验,并查阅、收集相关资料；

编写标准初稿，进行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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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编制的原则、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

系 

按照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的

结构和编写规则》及标准编写常用规范的要求进行编写。 

同时，在制定本标准时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没有查到青

海省内同类别的地方标准，本标准的编写与现行的国家法

律、法规、强制性标准没有任何冲突。 

五、主要条款说明 

本标准规定了牦牛标准化生产基地的选址、布局、建设

规模、牛舍建设、配套设施建设、无害化处理等要求。参考

了青海省大通种牛场所建牦牛养殖暖棚的参数，主要条款的

设置也做到了有据可查。 

（一）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1、选址：基地选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距交通

道路、村镇、河流 1000m 以外。是依据： 

（1）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第十一条 禁止在下列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

区： 

  ①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②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③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               

④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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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西宁市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定方案（试行） 

①禁养区划分范围 

（a）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b）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以

及国家和省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文物保护

单位等红线区域的一级管控区。 

（c）产业聚集区规划用地范围及周边 1000 米以内。 

（d）距离国道、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 1000 米以内，省

道 500 米以内。 

（e）湟水河流域周边一级支流 500 米以内，二级支流

500 米以内。 

（f）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聚集区。 

②限养区划分范围 

（a）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分散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参

照二级水源保护。 

（b）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以

及国家和省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文物保护

单位等红线区域的禁养区边界再向外延伸 1000 米范围的区

域。 

（c）产业聚集区规划用地禁养区边界再向外延伸 1000

米范围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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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距离国道、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禁止养殖区边界

再向外延伸 500 米范围的区域，省道禁养区边界再向外延伸

500 米范围的区域。 

（e）湟水河流域周边一级支流禁养区边界再向外延伸

500 米范围的区域，二级支流禁养区边界再向外延伸 500 米

范围的区域。 

（f）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

域禁养区边界再向外延伸 1000 米范围的区域。 

2、基地布局：基地应设管理区、生产区、隔离区。各

区设防疫隔离带。管理区设在基地的上风处，管理区要和生

产区严格分开，距离 50m 以上。粪污处理及病牛隔离区设在

生产区下风和地势最低处，包括兽医室、隔离舍、粪污及废

弃物的处理设施等，距离牛舍 50m～100m 处，设后门。基地

布局主要是为了满足防疫的要求。 

3、建设规模：基地牛舍按每栋建筑长 80m～120m，宽

21m ，每头牦牛占地面积 3m2～5m2（不含运动场），可养殖牦

牛 500 头。各地区牛舍数量因地制宜，如果牛舍长 80m，则

可建 3栋以上，如果牛舍长 120m，则可建 2 栋以上，每一标

准化牦牛养殖基地的牦牛养殖数量至少 1000 头。 

建筑要求：建筑应坚固耐用，给排水、通风良好。牦牛

生活中高寒地区，各地区应根据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增温或

防寒设施。牛舍屋顶为双坡式，顶部为宽 0.5m～1m 开放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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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孔，设高 0.5m 的防雨帽。顶棚可采用阳光板等保温材料，

保证采光充足。 

4、牛舍建筑：牛舍应当地环境，按双列封闭式设计，

采用对头式饲养，为砖混钢架结构平房。牛舍跨度 21 m，总

长度 80m～120 m，高 3.0m(檐口)，结构形式为门式刚架结

构，屋顶为钢檩条，屋面坡度为 0.27，上铺 900 型 0.67mm

厚彩钢板；室内标高为±0.000 mm，高出室外地坪 150mm；

工程建筑结构类别为丁类，使用年限为 15 年，抗震设防烈

度为 7度；外墙为 240mm 砖墙；门为钢制门。两栋牛舍间距

（不含运动场）不少于 10 m。 

5、通道：牛舍内通道应方便工作人员及料车通行。中

央通道（净道）1 条，宽不低于 3m；其高度比牛分隔栏高至

少 15cm～45cm。 

6、饲槽：饲槽设在分隔栏前端，槽内表面应光滑，耐

酸碱。饲槽底部呈弧形（U 型），饲槽外缘宽 60cm，前沿高

60 cm、后沿高 45cm；上口内宽 45cm、下口内宽 30cm；槽深

（离后沿高）25cm。 

7、运动场建设:运动场与牛舍两侧相连，每一侧面积按

每头牛 3 ㎡～5 ㎡设计，总面积是牛舍的 2 倍。立柱地上部

分高度 1.5m，设横杆五道。立柱采用Φ100 钢管，间距 3m。

横杆采用Φ50 钢管，每道间距 325mm。采用钢筋混凝土基础，

预埋 4*M20 螺栓，底宽 1000mm，底部标高-1.900 m。应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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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牦牛运动场、注射栏、牦牛装卸台及地磅。 

8、、隔离舍建设:建筑面积为 50～120 ㎡左右，檐口高

度为 3.0 m，室内标高为±0.00mm，高出室外地平 150mm，

建筑结构类别为丁类。外墙高 1500mm 左右，上部用钢窗封

闭，采用 240mm 厚混凝土空心砌块，室外散水宽 1200mm，屋

面为钢管桁架梁，C120×40×20×2.0 檩条间距 1350mm，屋

面采用 0.67mm 厚彩钢板；钢木门 1.5 m ×2.1 m。结构形式

为轻钢结构，基础放置在卵石层上，基础底标高为-1.500 m，

钢柱基础采用 C25 混凝土，砖墙基础垫层采用 C20 混凝土，

±0.00以下采用MU10凝土砖，用M7.5水泥砂浆砌筑，±0.00

以上采用 240 厚混凝土空心砌块，用 M5.0 混合砂浆砌筑。 

9、牛舍、污道及运动场地面采用三合土铺垫主要是为

了防滑、防潮，保持牛舍干燥。 

10、草地围栏：按牦牛饲养规模、草场质量状况建设。

载畜量参照 DB63/T 1176 计算， 

 （二）试验验证 

2014 年青海省大通种牛场通过农业部《青海省大通牦牛

新品种培育场建设项目》（农计函[2012]25 号）及青海省农

牧厅下达的《关于青海省大通牦牛新品种培育场建设项目初

步设计和概算的批复》（青农函[2013]95 号），修建了 2 幢

1680 ㎡的牛舍和配套设施，在运行中，不断积累经验，完善

和改进设施，于 2015 根据农业部《关于北京市房山区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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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牛原种场等 26 个畜禽原种场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农计发[2015]124 号）和青海省农牧厅下达的《关于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国家级肉牛核心育种场建设项目初步设

计和概算的批复》（青农函[2015]372 号），又修建了 2幢 1680

㎡的牛舍及相关配套设施，通过项目的实施，不断改进设施，

总结经验，制定出适合牦牛产区《牦牛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

规范》，为牦牛产业发展开创新思路。 

1、青藏高原牦犊牛不同饲养模式生产效益分析 

①试验动物、设施及饲养管理 

试验选择青海省大通种牛场饲养基地进行，选择体重和

年龄差异不显著（P＞0.05）的 550 头当年产牦犊牛进行称

重、编号，将称后的牦牛分为试验组（舍饲+放牧）和对照

组（放牧）。牛舍为新建 2520 ㎡的钢架保温牛棚，附带钢管

制牛圈。 

试验牦牛经连续两次空腹称重后，试验组白天放牧晚上

收牧，圈入密闭式圈舍补饲；对照组自然放牧。补饲饲料为

自配精饲料和燕麦青干草，精饲料每天饲喂两次，每次

0.20kg/头，青干草 1.00kg/头·日。试验正式期 12 月 7 日

开始，次年 6 月 25 日结束，试验期 168 天。试验期末早晨

空腹称重。同时，观察牛群健康状况、气候变化情况及各期

牧草产草量。 

②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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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舍饲+放牧饲养方式成本 

  饲喂量（kg/d） 成本（元/kg） 总成本（元） 日成本（元） 

精饲料 0.40 3.20 215.04 3.60 

燕麦干草 1.00 0.80 134.40 1.80 

合计 1.40 4.00 349.44 5.40 

  

表 2 不同饲养方式盈利分析 

饲养方式 初始重（kg） 末重（kg） 
总增重 

（kg） 

日增重 

（g/d） 

总盈利 

（元） 

日盈利 

（元/d） 

舍饲+放牧 66.91±12.83A 96.5±13.34B 29.59 176.15 834.31 1.65 

放牧 57.42±2.47A 55.2±3.58A -2.14 -12.74 -85.60 -0.51 

注：肩标字母相同为差异不显著（P＞0.05），字母不同

为差异显著（P＜0.05）。 

由表 2 可知，冷季舍饲+放牧饲养方式不仅可以使犊牦

牛安全越冬，而且可以实现日增重 176.15g，而放牧饲养组

则整个饲养期减重-2.14kg，日平均减重 12.74g。经核算经

济效益，冷季舍饲+放牧饲养方式每头牦犊牛可实现纯盈利

834.31 元，日盈利 1.65 元，而放牧饲养组则整个试验期每

头犊牦牛损失 85.60 元，日损失 0.51 元。舍饲+放牧组比放

牧组每头增加纯利润 919.91 元，日增加纯利润 2.16 元。 

③结论 

（a）冬春牦牛体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牧草匮乏、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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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等因素所致，这时绝大多数牦牛只能维持生命，有一部

分因瘦弱而死亡。冷季舍饲+放牧饲养方式可以改变这种状

况。 

（b）牦牛即使度过漫长的冷季和枯草期，在来年体质

恢复很慢，严重阻碍了牦牛的正常生长发育。冷季舍饲+放

牧饲养方式的牦牛体质恢复快，利用暖季牧草能力较强。 

（c）经冷季舍饲+放牧饲养方式的犊牛体质健壮，保证

了其正常的生长发育，为社会提供优良的种用牦牛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 

（d）由于冷季舍饲+放牧饲养方式的犊牛提前断奶，使

得母牦牛的体质快速恢复而发情，提高了牦牛的连产率。 

（e）冷季舍饲+放牧饲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对草

场的压力，降低了牦牛的损亡率，保证了农牧民的收入。 

冷季舍饲+放牧饲养方式可以确保犊牦牛当年安全越

冬，降低损亡，冷季实现有效增重且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缩短牦牛出栏周期，加快牦牛群周转，提高牦牛生产效率，

从而减轻对高寒天然草地的载畜压力，成为今后青藏高原牧

区牦牛饲养的有效方式。 

本试验再一次验证了“草畜营养平衡”理论体系中相应

理念（刘书杰，2009/2011），进一步表明发展新型高寒草地

生态畜牧业离不开“实现草畜营养平衡下的适度良舍（设

施）”这一基本发展思路，为牧区转变生产方式，“促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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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生态、提生活”提供了样板。如果大范围推广将会改变牦

牛的饲养方式和牧民的生活方式，显著提高农牧民的收入，

不断促进牦牛产业的发展，为我省闯出一条畜牧业发展、改

善牧区生态和实现农牧民增收的新路子，进而带动全省草原

生态畜牧业稳定发展。 

六、重大意见分歧处理依据和结果 

标准初稿完成后，通过向相关专家咨询，进行了修改，

并将其发放到相关的农业主管部门、研究所、大学、推广、

生产等单位，广泛征求对《牦牛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规范》

标准的意见。共发出征求意见函 22 份，截至 2018 年 12 月

14 日收回 19 份，提出意见的有 18 份，没有意见的 1 份，共

提出 103 条意见。对征求到各个意见逐条处理，并形成征求

意见汇总表（见附件），采纳 99 条，不采纳 4条，经过讨论、

修改形成《牦牛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规范》标准预审稿。 

根据反馈回的意见与建议，对标准中文字表述、格式及部

分测定方法进行了修改。标准中主要参数、性能指标及实验

方法没有重大分歧意见。 

七、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 

（一）经济效益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自 2016 年 10 月份开始，利用牦牛标

准化养殖基地开展了牦牛舍饲育肥出栏的试点工作。应用季

节性舍饲育肥出栏技术，实施“放牧+暖棚+补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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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常年育肥，四季均衡出栏上市。育肥 3-5 个月每头牦牛

胴体平均增重 50 公斤左右，增加收入约 1500 元。 

利用牦牛标准化生产基地养殖牦牛是提质增效的有效途

径之一。既有利于牦牛养殖由散养逐步向半舍饲、舍饲方向

发展，改变传统的养殖模式，还可缩短牦牛的饲养周期，降

低犊牛的死亡率，提高出栏率、周转率、商品率，提升牦牛

的产业化发展。 

（二）生态效益 

牦牛是青藏高原所特有的品种，其生存地区高寒、缺氧、

牧草资源极度不平衡，牦牛逐水草而居，具有夏饱、秋肥、

冬瘦、春死的季节性特点。牧民对牦牛常年粗放式的饲养管

理，极大地延长牦牛的饲养周期，从而导致其周转缓慢，低

出栏率和低商品率。此外，由于超载放牧，导致草场严重退

化，草畜矛盾增加，限制了牦牛产业的发展。利用牦牛标准

化生产基地养殖牦牛不但能提高养殖经济效益，而且极大的

减轻了草场压力，使草原生态得以有效保护。 

（三）社会效益 

部分牧区海拔高,气候寒冷多变,一年四季的牧草供应很

不平衡，暖季牧草产草量和质量达到高峰,而进入冷季后,则

草枯水冻,牧草营养价值降低,牦牛的生长发育随牧草的生

长季节变化长期处于“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的恶性循

环，牧民长期沿袭传统的饲养管理模式，不同年龄的牦牛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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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放牧饲养，种群结构极度不合理，导致种群逐步退化，饲

草料的储备意识较差，冬季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饲养

管理等缺乏科学实用技术，使牦牛饲养周期长，肉质差，饲

草利用率低，牦牛养殖效益低，严重影响了牧民群众生产生

活水平，利用牦牛标准化生产基地养殖牦牛，可大大降低牦

牛因越冬死亡而导致的经济损失。既有利于畜群结构调整，

又有利于农牧民增收，从而维护藏区社会和谐稳定和可持续

发展。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及建议 

为使《牦牛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规范》在牦牛产区发挥

作用，减轻草场压力，解决草畜矛盾，提升牦牛的养殖水平，

增加农牧民收入。建议做好标准的宣传，加强示范推广，使

标准的应用真正落到实处。对《牦牛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规

范》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及时发现标准执行中存在的问

题，不断修改完善，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协调性和可

操作性。 

 

 

 

《牦牛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规范》标准起草小组 

 

〇二 一九年三月一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