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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牛生产性能测定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肉牛生产性能测定的基本要求、测定项目及记录与档案，描述了生产性能测定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肉牛遗传改良与生产经营中的性能测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4143 牛冷冻精液

GB 50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GB/T 29392 畜禽肉质量分级 牛肉

NY/T 1180 肉嫩度的测定 剪切力测定法

NY/T 1333 畜禽肉质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GB 4143、GB 5009.6、GB/T 29392、NY/T 1180和NY/T 133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文件。

生产性能测定 performance test
对肉牛个体重要性状的表型值进行测量、评定与记录的过程。

空腹重 empty weight
早晨未进食前的体重。

肌内脂肪含量 intramuscular fat
眼肌内脂肪重量占眼肌重量的百分比。

饲料转化率 feed conversion rate

料重比

单位增重所消耗日粮干物质的量。

4 基本要求

设施设备

应配备用于肉牛生产性能测定的如下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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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设施：至少包括测定架、测定通道；

b）仪器设备：至少包括称重设备、肉类pH测定仪、质构仪、超声波活体测膘仪、显微镜、精子密

度测定仪。

测量用具

应配备用于肉牛生产性能测定的测量用具，至少包括测杖、卷尺、软尺、透明方格卡、游标卡尺。

测定人员

应具备专业知识，且掌握性能测定方法的技术人员。

5 测定项目要求

生长发育性状

应测定初生重，断奶、6月龄、12月龄、18月龄、24月龄、36月龄的体尺和体重。

育肥性状

应测定育肥始重、育肥末重、育肥期平均日增重、饲料转化率。

屠宰性状

应测定宰前活重、胴体重、净肉重、骨重、屠宰率、净肉率、肉骨比、眼肌面积、背膘厚。

肉质性状

应测定大理石花纹、肉色、脂肪颜色、剪切力值、肌内脂肪含量、pH、系水力。

繁殖性状

公牛应测定睾丸围，采精量，鲜精活力和密度，冷冻精液精子活力、前向运动精子数、精子畸形率。

母牛应测定初配年龄、产犊间隔、产犊难易度。

6 测定方法

生长发育性状测定

6.1.1 测量要求

测量时，应使待测牛端正地站立在测定架中，头部自然前伸，与鬐甲在同一水平面上。

6.1.2 测量方法

6.1.2.1 体高

用测杖测量鬐甲最高点到地面的垂直距离，单位为厘米（cm），记录结果（见附录A表A.1）。

6.1.2.2 体斜长

用测杖或卷尺测量肩端前缘至坐骨端后缘的直线距离，单位为厘米（cm），记录结果（见表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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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3 胸围

用软尺测量肩胛骨后缘处胸部的周径，单位为厘米（cm），记录结果（见表A.1）。

6.1.2.4 十字部高

用测杖测量两腰角中央到地面的垂直距离，单位为厘米（cm），记录结果（见表A.1）。

6.1.2.5 体重

应在待测牛各生长发育阶段，用称重设备分别测定其空腹重；犊牛出生后未吃初乳前测定初生重；

单位为千克（kg），记录结果（见表 A.1）。

育肥性状测定

6.2.1 育肥始重

育肥开始时，用称重设备测定育肥牛的空腹重，记为育肥始重（W1），单位为千克（kg），记录

结果（见表 A.2）。

6.2.2 育肥末重

育肥结束时，用称重设备测定育肥牛的空腹重，记为育肥末重（W2），单位为千克（kg），记录结

果（见表 A.2）。

6.2.3 育肥期平均日增重

按式（1）计算，单位为千克/天（kg/d），记录结果（见表A.2）。

��� = �2−�1
�

…………………………………………………（1）

式中：

ADG ——育肥期平均日增重，单位为千克/天（kg/d）；

W1 ——育肥始重，单位为千克（kg）；

W2 ——育肥末重，单位为千克（kg）；

n ——育肥天数，单位为天（d）。

6.2.4 饲料转化率

测定开始时，称量待测牛的空腹重，记为测定开始体重（W3）；测定期内，每天测定待测牛的日

粮干物质采食量，记为 Xi；测定结束时，称量待测牛的空腹重，记为测定结束体重（W4）；然后按式

（2）计算，记录结果（见表 A.3和 A.4）。测定期间，待测牛应单槽饲喂。

��� = �=1
� ���

�4−�3
…………………………………………………（2）

式中：

FCR——饲料转化率；

Xi ——第 i天的日粮干物质采食量，单位为千克（kg）；

n ——测定的天数，单位为天（d）；

W3 ——测定开始体重，单位为千克（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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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4 ——测定结束体重，单位为千克（kg）。

屠宰性状测定

6.3.1 宰前活重

宰前禁食 24 h、禁水 3 h后，用称重设备测定其活重，记为宰前活重（W5），单位为千克（kg），

记录结果（见表 A.5）。

6.3.2 胴体重

宰后，除去头、蹄、皮、尾、内脏及生殖器官（母牛去除乳房）后，用称重设备测定其重量，记为

胴体重（W6），单位为千克（kg），记录结果（见表 A.5）。

6.3.3 净肉重

胴体剔骨后，用称重设备测定其全部肉重，记为净肉重（W7），单位为千克（kg），记录结果（见

表A.5）。

6.3.4 骨重

胴体剔骨后，用称重设备测定全部骨的重量，记为骨重（W8），单位为千克（kg），记录结果（见

表 A.5）。剔骨时，要求全部骨上总带肉量不超过 3 kg。

6.3.5 屠宰率

按式（3）计算，单位为百分比（%），记录结果（见表 A.5）。

�� = �6
�5

× 100……………………………………………………（3）

式中：

DP——屠宰率，单位为百分比（%）；

W5——宰前活重，单位为千克（kg）；

W6——胴体重，单位为千克（kg）。

6.3.6 净肉率

按式（4）计算，单位为百分比（%），记录结果（见表A.5）。

�� = �7
�5

× 100 ………………………………………………………（4）

式中：

MP ——净肉率，单位为百分比（%）；

W5 ——宰前活重，单位为千克（kg）；

W7 ——净肉重，单位为千克（kg）。

6.3.7 肉骨比

按式（5）计算，记录结果（见表 A.5）。



GB/T XXXXX—XXXX

6

MBR= �7
�8

……………………………………………………………（5）

式中：

MBR——肉骨比；

W7 ——净肉重，单位为千克（kg）；

W8 ——骨重，单位为千克（kg）。

6.3.8 眼肌面积

6.3.8.1 活体测定

利用超声波活体测膘仪测定，按照附录B执行，单位为平方厘米（cm2），记录结果（见表A.6）。

6.3.8.2 宰后测定

用透明方格卡直接测定或用硫酸纸描绘出左半胴体第12肋～第13肋间背最长肌的横切面积，再用求

积仪或透明方格卡计算出眼肌面积，单位为平方厘米（cm2），记录结果（见表A.5）。

6.3.9 背膘厚

6.3.9.1 活体测定

利用超声波活体测膘仪测定，按照附录B执行，单位为毫米（mm），记录结果（见表A.6）。

6.3.9.2 宰后测定

用游标卡尺测量左半胴体第12肋～第13肋间眼肌横切面四分之三处背膘的厚度，单位为毫米（mm），

记录结果（见表A.5）。

肉质性状测定

6.4.1 大理石花纹、肉色、脂肪颜色

按照GB/T 29392的规定执行，记录结果（见表A.7）。

6.4.2 剪切力值

按照 NY/T 1180的规定执行，单位为牛顿（N），记录结果（见表 A.7）。

6.4.3 肌内脂肪含量

6.4.3.1 活体测定

利用超声波活体测膘仪测定，按照附录B执行，单位为百分比（%），记录结果（见表A.6）。

6.4.3.2 宰后测定

按照GB 5009.6的规定执行，单位为克/100克（g/100g），记录结果（见表A.7）。

6.4.4 pH

宰后 1 h 内，将肉类专用 pH测定仪探头插入胴体第 12肋～第 13肋间背最长肌内，待读数稳定 5 s
以上，记为 pH1；胴体在 0C～4C下冷却 24 h后，再测一次，记为 pH24；记录结果（见表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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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系水力

6.4.5.1 滴水损失

按照 NY/T 1333的规定执行，单位为百分比（%），记录结果（见表 A.7）。

6.4.5.2 压力法失水率

在胴体第 12肋～第 13肋间，取厚度为 5 cm的眼肌，修去眼肌外周的脂肪，采用双片刀垂直于肌

纤维方向切取 1.0 cm厚的肉片，用直径为 2.523 cm的锋利圆形取样器取样，用分析天平称其重量，记

为W9。将肉样上下各放 8张～10张滤纸，然后放到质构仪支承座上，质构仪程序参数设置为压力 35 kg，
挤压时间 180 s。挤压结束后，取出肉样，揭去肉样上下滤纸，然后将肉样放到分析天平上称重，记为

W10。按式（6）计算，单位为百分比（%），记录结果（见表 A.7）。

��� = �9−�10
�9

× 100……………………………………………………（6）

式中：

WHC——系水力，单位为百分比（%）；

W9 ——挤压前肉样重量，单位为克（g）；

W10 ——挤压后肉样重量，单位为克（g）。

繁殖性状测定

6.5.1 公牛

6.5.1.1 睾丸围

用软尺测量睾丸横径最大围度，单位为厘米（cm），记录结果（见表A.8）。

6.5.1.2 采精量

采用人工采精方式，用集精杯或量筒测量每头采精公牛1天内（1次～2次）采集的精液总量，单位

毫升（mL），记录结果（见表A.8）。

6.5.1.3 精液品质

鲜精活力和密度，冷冻精液精子活力、前向运动精子数、精子畸形率，按照GB 4143的规定执行，

记录结果（见表A.8）。

6.5.2 母牛

6.5.2.1 初配年龄

记录母牛发情后第一次配种的月龄，单位为月（m），记录结果（见表A.9）。

6.5.2.2 产犊间隔

计算母牛连续2次产犊的间隔天数，单位为天（d），记录结果（见表A.10）。

6.5.2.3 产犊难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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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4分制对产犊难易程度进行评定，自然分娩1分，人工助产2分，器械助产3分，剖腹产4分，记

录结果（见表A.10）。

7 记录与档案

纸质记录应准确、详实，书写规范，记录表格见附录 A；

应依照纸质测定记录表格，建立相应的电子档案；

原始纸质记录应妥善保存，存档时间应在 5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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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

肉牛生产性能测定记录表

A.1 生长发育状记测定记录表

见表 A.1。

表 A.1 生长发育性状测定记录表

牛场编号： 测定人员： 测定时间：

A.2 育肥性状测定记录表

见表 A.2。

表 A.2 育肥性状测定记录表

牛场编号： 测定人员：

牛

号

品

种

性

别

入栏

月龄

入栏

日期

出栏

日期
育肥天数/d 育肥始重/kg 育肥末重/kg

肥育期平均

日增重/kg

牛号 品种 性别
出生

日期
月龄

体尺

体重/kg
体高/cm 体斜长/cm 胸围/cm 十字部高/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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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饲料转化率测定记录表

见表 A.3、A.4。

表 A.3 日粮消耗测定记录表

牛场编号： 测定人员：

表 A.4 饲料转率测定记录表

牛场编号： 测定人员：

牛号
测定开始

日期
测定开始体重/kg

测定结束

日期
测定结束体重/kg

日粮干物质

总采食量/kg

饲料转

化率

注：饲料转化率=日粮干物质总采食量/（测定结束体重-测定开始体重）

日粮干物质总采食量为表 B.3中测定期内每头牛每天日粮干物质采食量的总计。

牛号 测定天
测定

日期
日粮投喂量/kg 日粮剩余量/kg 日粮干物质采食量/kg 日粮配方

第 1天

第 2天

第 3天

…

总计

注：日粮干物质采食量=（日粮投喂量-测日粮剩余量）*日粮干物质含量/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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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屠宰性状测定记录表

见表 A.5。

表 A.5 屠宰性状测定记录表

牛场编号： 测定人员： 测定时间：

A.5 超声波活体测定记录表

见表 A.6。

表 A.6 超声波活体测定记录表

牛场编号： 测定人员： 测定时间：

A.6 肉质性状测定记录表

见表 A.7。

表 A.7 肉质性状测定记录表

牛场编号： 测定人员： 测定时间：

牛
号

品
种

屠宰月
龄

宰前活
重/kg

胴体
重/kg

净肉
重/kg

骨重
kg

屠宰率
%

净肉率
% 肉骨比

背膘厚
mm

眼肌面
积/cm2

牛号 品种 月龄 背膘厚/mm 眼肌面积/cm2 肌内脂肪含量/%

牛号 品种
大理石
花纹等

级

肉色 脂肪颜色 pH1 pH24
肌内脂肪
含量/% 剪切力值/N 系水力 a/%

注：a注明系水力测定方法，滴水损失/压力法失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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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繁殖性状测定记录表

见表 A.8、A.9、A.10。

表 A.8 公牛测定记录表

牛场编号: 测定人员：

牛

号

品

种

月

龄

睾丸

围/cm
采精

日期

采精

批次

采精量

mL

精液品质

鲜精活力

%

鲜精密度

亿个/mL

冷冻精液精子

活力/%
前进运动精

子数/万个

精子畸

形率/%

表 A.9 母牛配种记录表

牛场编号： 测定人员：

牛号 品种 月龄 胎次 配种日期 与配公牛号 是否受孕 初配年龄/m

表 A.10 母牛产犊记录表

牛场编号： 测定人员：

牛号 品种
月

龄

胎

次

产犊

日期

犊牛信息 产犊

难易度

产犊间隔/d
犊牛号 性别 初生重/kg 单/双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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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超声波活体测定方法

B.1 仪器名称

超声波活体测膘仪

B.2 配套器材

体毛刷、剃毛器、耦合剂或植物油

B.3 测定项目

眼肌面积、背膘厚、肌内脂肪含量

B.4 测定操作流程

B.4.1 将待测牛保定在测定架内。

B.4.2 用牛体毛刷刷拭或用剃毛器剃除测定部位(见图 B.1)的毛发，并涂抹耦合剂或植物油。

B.4.3 用超声波探头与脊柱平行按压在牛体左侧第 12 肋～第 13 肋间脊柱侧下方（测定部位见图 B.2
中 a），直至超声波扫描仪主机出现清晰的图像（见图 B.3），然后利用主机软件计算背膘厚。

B.4.4 用超声波探头与脊柱垂直按压在牛体左侧第 12肋～第 13肋间脊柱侧下方约 5 cm处测定（测定

部位见图 B.2 中 b），直至超声波扫描仪主机出现清晰的牛眼肌轮廓和大理石花纹（见图 B.4），然后

利用主机软件计算眼肌面积和肌内脂肪含量。

图 B.1 第 12 肋～第 13 肋间测定部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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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a-背膘厚

b-眼肌面积和肌内脂肪含量

图 B.2 肉牛超声波活体测定部位

图 B.3 背膘厚扫描示意图

图 B.4 眼肌面积和肌内脂肪含量扫描示意图

B.5 操作要求

B.5.1 测定人员应熟练掌握超声波活体测定方法。

B.5.2 测定人员和超声波检测设备均应位于待测牛只左侧。

B.5.3 牛只在测定架内的站姿应端正，头部自然前伸。

B.5.4 测定部位应刷拭干净，涂抹足量的耦合剂或植物油。

B.5.5 超声波探头应紧贴牛的皮肤。

B

a

a

b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4.1　设施设备
	4.2　测量用具
	4.3　测定人员

	5　测定项目要求
	5.1　生长发育性状
	5.2　育肥性状
	5.3　屠宰性状
	5.4　肉质性状
	5.5　繁殖性状

	6　测定方法
	6.1　生长发育性状测定
	6.1.1　测量要求
	6.1.2　测量方法
	6.1.2.1　体高
	6.1.2.2　体斜长
	6.1.2.3　胸围
	6.1.2.4　十字部高
	6.1.2.5　体重


	6.2　育肥性状测定
	6.2.1　育肥始重
	6.2.2　育肥末重
	6.2.3　育肥期平均日增重
	6.2.4　饲料转化率

	6.3　屠宰性状测定
	6.3.1　宰前活重
	6.3.2　胴体重
	6.3.3　净肉重
	6.3.4　骨重
	6.3.5　屠宰率
	6.3.6　净肉率
	6.3.7　肉骨比
	6.3.8　眼肌面积
	6.3.8.1　活体测定
	6.3.8.2　宰后测定

	6.3.9　背膘厚
	6.3.9.1　活体测定
	6.3.9.2　宰后测定


	6.4　肉质性状测定
	6.4.1　大理石花纹、肉色、脂肪颜色
	6.4.2　剪切力值
	6.4.3　肌内脂肪含量
	6.4.3.1　活体测定
	6.4.3.2　宰后测定

	6.4.4　pH
	6.4.5　系水力
	6.4.5.1　滴水损失
	6.4.5.2　压力法失水率


	6.5　繁殖性状测定
	6.5.1　公牛
	6.5.1.1　睾丸围
	6.5.1.2　采精量
	6.5.1.3　精液品质

	6.5.2　母牛
	6.5.2.1　初配年龄
	6.5.2.2　产犊间隔
	6.5.2.3　产犊难易度



	7　记录与档案
	7.1　纸质记录应准确、详实，书写规范，记录表格见附录A；
	7.2　应依照纸质测定记录表格，建立相应的电子档案；
	7.3　原始纸质记录应妥善保存，存档时间应在5年以上。

	附录A（资料性）肉牛生产性能测定记录表
	A.1　生长发育状记测定记录表
	见表A.1。

	表A.1 生长发育性状测定记录表
	A.2　育肥性状测定记录表
	见表A.2。

	表A.2育肥性状测定记录表
	A.3　饲料转化率测定记录表
	见表A.3、A.4。

	表A.3日粮消耗测定记录表
	表A.4饲料转率测定记录表
	A.4　屠宰性状测定记录表
	见表A.5。

	表A.5屠宰性状测定记录表
	A.5　超声波活体测定记录表
	见表A.6。

	表A.6 超声波活体测定记录表
	A.6　肉质性状测定记录表
	见表A.7。

	表A.7肉质性状测定记录表
	A.7　繁殖性状测定记录表
	见表A.8、A.9、A.10。

	表A.8公牛测定记录表
	表A.9母牛配种记录表
	表A.10母牛产犊记录表
	附录B（规范性）超声波活体测定方法
	B.1 仪器名称
	B.2 配套器材
	B.3 测定项目
	B.4 测定操作流程
	B.5 操作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