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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眉猪标准体系》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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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安全检测中心、青海省互助八眉猪原种育繁场                 

归 口 单 位：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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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眉猪标准体系》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关于印发 2022 年青海

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青市监函[2022]119号）

文件要求，《八眉猪标准体系》列为 2022 年度青海省地方标准

的制定项目，项目计划编号 DB63JH-488-2022。

（二）起草单位、协作单位

起草单位：青海省畜牧总站

协作单位：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青海省动植物检疫站；

青海省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利用中心；青海省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青海省互助八眉猪原种育

繁场。

（三）主要起草人

详见表 1。

表 1 标准起草人员及分工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韩学平 男 高级畜牧师 青海省畜牧总站 主持人、标准起草

吴国芳 女 副研究员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标准起草

陈永伟 男 畜牧师 青海省畜牧总站 标准起草

王  磊 男 副研究员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标准起草

刘  莉 女 高级农艺师 青海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标准起草、收集资料

宋维茹 女 畜牧师 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体系搭建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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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进寿 男 高级畜牧师 青海省畜牧总站 撰写编制说明

傅义娟 女 正高级兽医师 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标准起草、收集资料

赵莉渲 女 高级畜牧师 青海省动植物检疫站 标准起草、收集资料

冯宇诚 男 推广研究员 青海省动植物检疫站 撰写编制说明

郭继军 男 正高级畜牧师 青海省畜牧总站 标准起草、收集资料

李国梅 女 正高级工程师 玉树州林业和草原综合服务中心 标准起草、收集资料

郝云晴 男 高级畜牧师 青海省动植物检疫站 撰写编制说明

赵春川 男 畜牧师 青海省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利用中心 标准起草、资料收集

危湘宁 女 助理农艺师 青海省动植物检疫站 资料收集

刘海珍 女 正高级畜牧师 青海省动植物检疫站 标准起草

炊文婷 女 兽医师 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资料整理

莫华山 男 畜牧师 青海省互助八眉猪原种育繁场 撰写编制说明

许发芳 男 畜牧师 青海省互助八眉猪原种育繁场 撰写编制说明

朱广芬 女 农艺师 互助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资料收集

张剑搏 男 助理研究员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撰写编制说明

武占秀 女 农艺师 互助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资料收集

林元清  男 兽医师 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资料整理

林治佳 女 畜牧师 青海省畜牧总站 标准起草

吴  森 男 助理研究员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数据整理

马艳圆 女 畜牧师 青海省畜牧总站 资料收集

张玉芳 女 兽医师 互助县威远镇畜牧兽医站 资料收集

柳应兰 女 农艺师 互助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资料收集

魏  斌 男 兽医师 湟源县寺寨乡畜牧兽医站 资料收集

赵文俊 男 兽医师 互助县八眉猪养殖技术服务中心 资料收集

马存明 男 畜牧师 青海省互助八眉猪原种育繁场 资料收集

柳发寿 男 兽医师 西宁市湟中区大才乡畜牧兽医站 资料收集

二、制定标准的背景、必要性和意义

八眉猪是在高原地区独特自然生态环境条件下，经过长期自

然选择和人工培育形成青海省的唯一地方优良地方猪种，因其额

部有纵行倒“八”字纹而得名，并列入了农业部《国家级畜禽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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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资源保护品种》名录中。具有耐寒耐粗饲、抗逆性强、传染病

易感程度低、遗传性状稳定、肉质好、贮积脂肪能力强等特点，

其母猪媬姆性强、产仔多且仔猪成活率高，与引进品种猪杂交有

明显的杂种优势，是优良的杂交母本品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

来，以其为母本与瘦肉型良种公猪进行杂交，生产二元和三元杂交

仔猪，使生猪良种化程度不断提高，对全省猪种改良及猪的良种

繁育体系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生猪产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去，八

眉猪的饲养量显现出逐年下降趋势。随着生猪恢复产能、稳定生

猪生产等政策的实施，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

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见(国办发〔2019〕56 号)》等文件，对加强

种质资源保护，抢救特有资源与特色地方品种，打好种业翻身仗、

推进种业振兴等做出了决策部署；农业农村部颁发了加大生猪生

产力度，扩大生产规模，保护地方品种资源，维护地方猪种资源

的系统性与完整性等文件精神；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十条措施的通知 （青政办〔2020〕74

号）》，对加快生猪生产恢复进程，确保生猪稳产保供目标任务

做出明确指示，青海省恢复养猪生产三年规划（2019-2021）中

将八眉猪产业做为恢复生猪生产的重点任务之一，八眉猪作为我

省唯一的地方优良猪种，为保护和发展这一优良地方猪种资源，

项目组承担了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的《第十批国家八眉猪

养殖标准化示范区建设》项目（2020年-2022年），通过三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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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通过搭建以八眉猪养殖技术标准为主、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

为辅的示范区标准体系框架，将标准化生产技术在八眉猪养殖全

过程应用与推广，本项目实施使养殖者严格按标准化要求组织生

产，保护地方品种资源，规范了生产者、经营者的行为，确保其

生产全过程标准化生产和产品优质安全，实现八眉猪生产高效、

环境友好、产品安全、管理先进、防疫规范的八眉猪标准化、规

模化、示范带动性强的全产业链。本标准体系起草在项目实施基

础上，根据八眉猪种质资源特性和养殖生产特点，通过收集已有

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将八眉猪养殖全过程所涉及

的各个环节所涉及的管理、技术、生产等标准组成，八眉猪标准

体系框架由八眉猪养殖的基础通用、产地环境、设施设备、养殖

技术、产品生产、产品包装与运输等 6大子体系组成，通过搭建

八眉猪标准体系，可以明确八眉猪生产标准化工作的发展方向和

目标，为八眉猪全产业链生产、经营、管理等活动提供全面、系

统、规范化的标准化技术和管理程序，提高八眉猪产品质量、生

产效率和服务水平，全面促进八眉猪产业标准化发展具有积极的

作用。

三、主要起草过程

（一）成立标准编写工作小组

根据下达通知的要求，由省畜牧总站牵头，省畜牧兽医科学

院、省动植物检疫站、省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利用中心、省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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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安全检测中心、省互助八眉猪原种育繁场相关单位，抽调相

关人员成立标准编写小组，根据各单位职能特点明确各自职责和

任务分工，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顺利完成标准的材料收集、

归类以及标准起草。

（二）总结标准体系建设前的经验和成果

由于省畜牧兽医科学院、省动植物检疫站、省互助八眉猪原

种育繁场承担实施的《第十批国家八眉猪养殖标准化示范区建设

项目》（项目编号 SFQ10-60），已搭建了以八眉猪养殖技术为

主、管理和工作标准为辅的标准体系，并在生产中进行实施、验

证与推广，并已产生一定效果；在建立标准体系前，编写组成员

将项目成果进行总结凝练，为标准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

（三）学习标准体系建设相关内容

一是加强标准化知识的学习。在省农业农村厅和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的指导和帮助下，编写组成员通过多种方式，先后参加了

标准化知识、国家标准化相关讲座培训等内容，学习如何搭建标

准体系，将八眉猪养殖全过程实现标准化生产与管理，提高八眉

猪养殖全过程的识标、贯标的意识，营造八眉猪养殖生产标准化

的浓郁氛围，加快八眉猪养殖标准化进程。二是开展一线调研场。

在学习系列标准化知识的基础上，开展八眉猪主产区八眉猪育繁

场、养殖合作社和养殖大户等养殖生产现状的调研，收集整理掌

握八眉猪养殖猪舍环境控制、种质资源保护、纯种扩繁及品种选

育、饲养管理、人工授精、疫病净化、粪污无害化处理等相关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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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三是收集相关资料。编写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能特点，分工

搜集整理并分析了国内外现行有效的生猪及其相关领域的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并深入基层调研现有标准使用情况，

召开线上线下专题会议，讨论标准中亟需制定标准清单；四是编

写标准文本初稿，在掌握大量的基础资料基础上，根据八眉猪养

殖特点，由主要编写人员完成了标准文本初稿，咨询本领域相关

专家的意见与建议并修改完善。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

系

（一）编写要求

本标准按照国家标准 GB/T1.1-2000 的规定进行编写，符合

一般性原则。

（二）坚持原则

坚持“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先进性、合理性”原则，

力求标准内容通俗易懂、易操作、易推广。具体为：

1、科学系统性原则。八眉猪标准体系严格遵循国家农业标

准化和标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并结合八眉猪养殖全过程特点，

并通过标准化技术和现代科学养殖技术集成组装，搭建而成的八

眉猪标准体系。各个子体系是相互配套、相辅相成，相互关联、

相互支持和相互协同的，各个标准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缺一

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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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用先进性原则。八眉猪标准体系是运用标准化原理和

方法，对八眉猪养殖全过程所涉及的各个环节，将质量标准和技

术标准渗透至八眉猪养殖全过程涉及到的标准组成的，标准内容

来自科研、生产实践，并经过验证后形成，具有良好的信任度和

可用性。

3、科学合理性原则。通过构建八眉猪标准体系，将八眉猪

的通用基础标准、生产技术标准和管理服务标准按其内在联系形

成的科学有机整体，为八眉猪养殖全过程的全产业链生产、经营、

管理等活动实现标准化提供指导，将八眉猪生产、管理和服务等

采用高新技术，实现标准化、程序化，高效率、低成本地为畜牧

业生产提供最佳服务，巩固地方品种资源，实现八眉猪养殖生产

步入高科技发展轨道。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八眉猪标准体系在编写过程中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条款，与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标准没有

冲突。

本标准体系是将青藏高原优势猪种八眉猪养殖全过程应用

标准化的技术手段，总结凝练而成的八眉猪标准体系，目前无相

关的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根据 GB/T 13016 有关标准体系层次结构要求，将八眉猪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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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体系划分为通用标准、产地环境、设施设备、养殖技术、动物

防疫、资源化利用、产品生产、品牌建设、产品包装与运输和社

会化服务等十大子体系，包括八眉猪全产业链直接相关的技术、

产品、服务和管理类标准。共收录 268项八眉猪产业体系标准，

包括通用基础标准通用标准 25项、产地环境 6项、设施设备 13

项、养殖技术 66项、动物防疫 51项、资源化利用 8项、产品生

产 57项、品牌建设 14项、包装与运输 22项、社会化服务 6项。

其中现行 231项，待制定 38项，详见八眉猪体系标准明细表。

图1　八眉猪标准体系层次结构图

（一）通用基础标准子体系

从八眉猪产业标准化的实际需求出发，将全产业范围内具有

普遍指导性和普遍性的标准定位为整个标准体系的基础，即通用

标准，具体包含标准导则、标准术语和标准单位等相关领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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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项。其中标准导则部分的标准规定了标准体系的构建和编制

要求方法，对于指导构建八眉猪标准体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标

准术语和标准单位包含各领域内的术语、符号、量和单位等基础

通用标准。

（二）产地环境标准子体系

产地环境标准子体系是八眉猪标准体系的第二部分，该子体

系具体包含养殖场环境参数与管理、环境质量、饮水水质等 6项

标准，其中待制定标准 1项。

（三）设施设备标准子体系

设施设备是养殖的基础，装备水平的高地直接决定着养殖业

生产水平的高低。为推动八眉猪养殖高质量发展，提升产业发展

装备水平，结合我省生猪养殖现状，在广泛收集国内和省内相关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基础上，将规模猪场建设、种

猪场建设标准、规模养猪场粪便利用设备 槽式翻抛机、畜禽粪

污处理场建设标准等 13项标准列入其中。

（四）养殖技术标准子体系

八眉猪养殖技术标准子体系是标准体系的核心内容，该子体

系包括遗传育种、投入品、饲养管理、疫病防治、资源化利用、

养殖场管理和动物检疫等二级子体系 66项标准。其中：

1、遗传育种二级子体系包括品种标准、遗传育种和繁育等

二个三级子体系 16 项标准，其中待制定标准 6 项，制定完成后

该标准子体系能全面涵盖八眉猪繁育、选育等方面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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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入品二级子体系包括饲料及添加剂、兽药和饲料质量

控制等三级子体系 33项标准或行业文件，其中待制定标准 1项，

这一子体系明确规定了八眉猪养殖过程中对饲料、添加剂、兽药

及饲料质量控制等投入品的严格规定及其检测方法，该子体系制

定全面体现了我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

品输出地的指示精神，有利于促进高原特色养猪业绿色发展；

3、饲养管理子体系包括标准 8 项，其中待制定 4 项，全部

制定完成后将形成能全面规范饲养管理行为的标准体系子体系；

4、养殖场管理子体系包括标准 8 项，待制定 3 项，全部完

成后将建立形成系统完善的八眉猪养殖场管理子体系。

（五）动物防疫标准子体系

动物防疫子体系包括免疫防疫、疫病诊断、疫病检测、疫病

评估和卫生与消毒、动物检疫和无害化处理等三级子体系 51 项

标准，其中待制定标准 12项。

5、免疫防疫二级子体系包括标准 14项，包括待制定标准 6

项，该子体系通过引用国标、行标、地标和团体标准，制定完善

相应标准，建立完善八眉猪免疫防疫完善的标准子体系，促进八

眉猪养殖过程中免疫防疫工作的标准化水平和进程。

6、疫病诊断二级子体系包括标准 19项，根据八眉猪养殖实

际需求，采纳的 19 项标准涵盖了八眉猪养殖过程中主要疫病诊

断，该子体系全部采用国标或行标形成了完善的疫病诊断标准体

系，为八眉猪疫病诊断标准化工作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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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疫病检测子体系包括 2 项地方标准，根据八眉猪疫病检

测的实际需要采纳了重大动物疫病免疫抗体监测技术规范和无

规定动物疫病区监测技术规范两个青海省地方标准。

8、疫病评估子体系包括 4 项标准，其中待制定 3 项。该子

体系直接采纳了规模化猪场生物安全风险评估规范（规模化猪场

生物安全风险评估规范）行业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八眉猪养殖生

产实际需要，在征求相关技术单位和生产单位的意见建议基础上

提出了 3项待制定标准，完成后将形成比较健全的八眉猪疫病评

估子体系。

9、卫生与消毒子体系包括标准 3 项，其中待制定 2 项。该

子体系直接采纳猪饲养场兽医卫生规范（NY/T 3189）的基础上，

通过制定两个地方标准，形成趋于完善的八眉猪卫生与消毒子体

系。

10、动物检疫子体系包括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两个三级子体

系 4项标准，其中 1项为部颁公告。

11、无害化处理子体系包括 5项标准，其中待制定标准 1项。

（六）资源化利用

资源化利用标准子体系在搭建过程中充分结合我省粪污资

源化利用和养殖场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的具体实际，经充分筛选后

形成 8项标准的子体系，其中待制定标准 1项。

（七）产品生产标准子体系

结合我省生猪屠宰加工现状及国家有关要求，该标准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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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规范了八眉猪屠宰、加工和产品质量等产业化生产环节，包

括屠宰加工、猪肉产品、质量控制和检测方法等二级子体系 57

项标准，其中待制定标准 7项。

（八）品牌建设标准子体系

品牌建设子体系根据八眉猪产业发展实际需求采纳了包括

国标、行标的标准 14项。

（九）产品包装与运输标准子体系

为使八眉猪产品包装和运输行为标准化发展，打造青海高原

特色生猪产业品牌，推动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搭建该子体系，

下设包括产品包装、流通与追溯和运输等二级子体系 22项标准。

（十）社会化服务标准子体系

社会化服务标准子体系在直接采纳与畜牧养殖社会化服务

相关 3项国家标准的基础上，拟制定地方标准 3项，从而基本形

成八眉猪产业相关的社会化服务标准体系雏形，指导八眉猪产业

社会化服务工作标准化发展。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2023 年 5 月中旬到 6 月中旬，《八眉猪标准体系》编写组

通过函审方式征求了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等单位的 7 位专家

的意见，将相似建议进行合并，共征集意见建议 29 条，全部采

纳，无重大意见分歧。函审意见及处理情况详见下表。

函审意见意见汇总处理表

序号
标准的章、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人员 处理意见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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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编号

1 5.1

“包装与运输等六大子体系组成”

改为“贮藏、包装与运输等六大子体

系组成”

海东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叶培麟）
采纳并修改

2 4

构建原则中除养殖的同一性外，要突

出八眉猪特色性。加上一条原则：整

体适用，突出特色

海东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叶培麟）
采纳并修改

3 6.4 杂交利用建议调整到遗传育种内容；
海东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叶培麟）
采纳并修改

4 6.6 建议加上贮藏标准
海东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叶培麟）
采纳并修改

5 7
应改为八眉猪标准体系标准统计

海东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叶培麟）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

研究所(徐世晓)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周继平）

采纳并修改

6 表 A1

4.5.2 无害化处理子体系增加一项

《八眉猪养殖场废弃物无害化处理

技术规范》

互助县八眉猪养殖技术服

务中心(周文钧)
采纳并修改

7 表 A1

5.2 建议增加冷却肉、气调包装冷却

肉、八眉猪火腿、肉干、肉脯以及八

眉猪肉卤制品等待制定标准。

互助县八眉猪养殖技术服

务中心(周文钧)

有些标准已有国

家标准，故部分采

纳并修改

8 5.3 
拟制定八眉猪及其肉制品的分子定

量鉴定方法
青海大学农牧学院(张辉) 采纳并修改

9 4.3 

需要补充哺乳仔猪、泌乳母猪、断奶

仔猪、后备种猪选留等饲养管理标准

的制定。

青海大学农牧学院(张辉) 采纳并修改

10 4.6 增加人员管理规范 青海大学农牧学院(张辉) 采纳并修改

11 3.1

将“互助猪体型中等，……正常乳头

6-7对，排列整齐”移至“具有适应

性强、耐粗饲、性早熟……”之前；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

研究所(徐世晓) 采纳并修改

12 3.2 

修改为“八眉猪养殖全过程生产和管

理相关标准按其产业链技术环节及

内在联系形成的科学的有机整体。”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

研究所(徐世晓) 采纳并修改

13 6.4
建议修改为养殖过程及管理标准子

体系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

研究所(徐世晓) 采纳并修改

14 封面
补充 ICS、CCS分类号

“ICS 65.020.01”“CCS B 00”

青海省质量和标准研究院

(杨占福)
采纳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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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5.2

“参见”改为“详见”；

并将附录 A“资料性附录”改为“规

范性”。

青海省质量和标准研究院

(杨占福)
采纳并修改

16 表 A.1 表头中“类目”改为“子体系”
青海省质量和标准研究院

(杨占福) 采纳并修改

17 附录 A 

1、将“（拟）制定级别”改为“标

准级别”；

2、将“制/修订状态”改为“状

态”；

青海省质量和标准研究院

(杨占福) 采纳并修改

18 附录 A

表 A.1中状态显示“待制定”的标准，

请将对应的“标准级别”列中的内容

留空，用“—”表示。

青海省质量和标准研究院

(杨占福) 采纳并修改

19 附录 A

表 A.1体系表每一子目录中标准的

排里顺序按照“国家—行业—地方—

待制定”标准的顺序重新排列，同一

级别标准按照数字从小到大排列。

青海省质量和标准研究院

(杨占福) 采纳并修改

20 表 A.1

认真核对体系明细表中的标准号、标

准名称，有些名称错误、有些标准号

错误、有些标准已作废。

青海省质量和标准研究院

(杨占福) 采纳并修改

21 表 A.1
表中列出的标准号请注意编排格式，

重新规范；

青海省质量和标准研究院

(杨占福) 采纳并修改

22 3.1
建议把第二段互助猪统一称为八眉

猪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周继平） 采纳并修改

23 5.1

体系框架图一级体系名称和分类需

要进一步明确；饲养管理体系太简单，

应细分为种猪、仔猪、育肥猪、杂交

利用等；投入品体系改为饲养饲料，

包括营养需求、常规饲料、饲料添加

剂、饲料质量控制等。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周继平） 采纳并修改

24 编制说明
应把这几年相关单位在项目均融合

进去。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周继平） 采纳并修改

25 4.1

将“标准体系的目标及对象涵盖八眉

猪养殖过程等各环节“”改为“标准

体系的目标及对象涵盖八眉猪养殖

全过程”

青海省畜牧总站（周佰

成）
采纳并修改

26 5.1 建议将“种质资源”改为“品种”
青海省畜牧总站（周佰

成）
采纳并修改

27 6.4 删除操作规程
青海省畜牧总站（周佰

成）
采纳并修改

28 6.5
建议将“屠宰场加工”改为“屠宰加

工过程”

青海省畜牧总站（周佰

成）
采纳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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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表 A.1

4.7.2屠宰检疫中选择的标准相同

内容的比较多，建议选择最适宜的技

术规程

青海省畜牧总站（周佰

成）
采纳并修改

2023 年 6 月 30 日青海省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青

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等单位 5名专家召开了《八眉猪标准体系》

预审会，与会专家共提出建议 23 条，修改过程中标准编写组根

据八眉猪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需要采纳了 18条，不采纳 5条，

其中无重大意见分歧。具体意见及处理结果见下表。

《八眉猪标准体系》预审会专家意见汇总处理表
序

号
标准条款 意见内容

提出意见专

家

处理意见和理

由

1 3.1

将“八眉猪定义进行压缩，明确八眉猪

与胡猪猪关系，体型外貌描述引用地

标”，。

周继平 采纳

2 3.1
将“在定义中突出八眉猪在青藏高原分

布的特点与特性”。
叶培麟 采纳

3 3.1
将“八眉猪的定义进行简化，不易过

长”。
徐世晓 采纳

4 4.4 “构建原则中增加一条动态管理的原则” 董雪莹 采纳

5 6
将“（e）中的资源化利用：改为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徐世晓

不采纳（将无

害化处理归到

疫病防治）

6 6
将”（e）中的的无害化处理放到疫病防

治“
叶培麟 采纳

7 附录 A “增加社会化服务、销售等方面标准” 董雪莹 采纳

8 附录 A “将相关无公害的标准都去掉” 董雪莹 采纳

9 附录 A
将“八眉猪饲养管理标准按不同饲养阶

段划分为几个待制定标准”
张军霞 采纳

10 附录 A “增加相关团体标准” 董雪莹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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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录 A
将“八眉猪活体保种和生物样品保种两

个规范合为一个”标准
周继平 采纳

12 附录 A
“查一下标准明细标准采用的 NY/3244

是否有国家标准，如果有用国标代替”
张辉

不采纳（查不

到对应国家标

准）

13 附录 A “补充疫病净化标准” 叶培麟

不采纳（已经

列了待制定标

准）

14 附录 A
“建议增加八眉猪遗传资源保种场建设

规范”
周继平 采纳

15 附录 A “建议将动物检疫放到动物防疫中” 叶培麟
不采纳（分类

放更加清晰）

16 附录 A
“检疫删除口蹄疫流行病学调查技术规

范”
叶培麟 采纳

17 附录 A
“建议增加八眉猪细管冻精生产技术规

程（DB63 1962）”
张辉

不采纳（已经

列入明细表）

18 附录 A
“建议增加八眉猪产品标准方面的待制

定标准”
周继平 采纳

19 附录 A 建议“增加产品包装相关标准” 叶培麟 采纳

20 附录 A
建议“将标准明细表中第 30-35条重新

归类，有重复”
徐世晓 采纳

21 1
将“使用范围根据内容的调整情况进行

调整”
董雪莹 采纳

22 附录 B 将“统计表根据修改补充情况进行更新” 董雪莹 采纳

23 附录 A
将“无公害食品畜禽饮用水水质替换为

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标准”
董雪莹 采纳

预审会后的修改过程中，根据专家和主管部门意见，编写组

对标准体系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标准子体系从原来的 6项，变为

现在的 10 项，体系包括的标准从原来的 183 项增加到现在的

251项，通过修改使该标准体系更加符合八眉猪产业的实际，涵

盖领域更加全面，指导性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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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八眉猪标准体系》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八、预期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及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标准是其相关领域科技成果的集成和体现，标准体系是产业

体系中各领域、各环节技术的高效组装和配套，是产业标准化发

展的顶层设计，是推进产业标准化发展，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技术保障。青海省大力推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其核心是推进标准化生产，用绿色有机的标准约束和规范生产主

体生产行为，从而生产出达标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本标准发布

实施后，将全面推动八眉猪产业标准化发展，提高产业发展的标

准化水准，促进产业上下游融合，提升产品质量，推动八眉猪品

牌建设，助力八眉猪产业绿色有机发展，增加八眉猪产业效益，

促进养殖户增收。

建议我省行业行政主管部门下发贯彻实施本标准的通知文

件，督促八眉猪产业链条涉及企业及时落实，加强空白标准制定

进度，这对于推进我省八眉猪产业标准化发展，提高品牌竞争力，

增加农牧民增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标准体系的实施要

求八眉猪产业各主体严格按照本体系所划分的子体系及其所含

标准清单落实具体技术要求，规范生产行为，做到生产过程中自

觉识标用标。各级业务单位应借助各种媒介强化标准宣传，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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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标准化培训班，培训标准化专业技术人才，在八眉猪产区营

造标准化生产氛围。各地业务相关单位应选派专业技术人员深入

生产一线宣贯、指导标准实施工作。

标准制定单位在本标准批准发布后，将充分利用技术培训、

技术推广等各类机会强化标准宣讲、推介，进一步加快标准落地

的效率，优化落地效果。同时，编制单位也会随时收集标准在实

施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各级业务单位或生产主体建议，并根据我

省八眉猪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进行适时修订，使之更加适合我省

八眉猪产业发展需要，为高效推动八眉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和养殖户增收持续发挥作用贡献。

《八眉猪标准体系》标准起草小组

二〇二三年七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