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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娟姗牛品种标准（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目的意义

当前，乳制品行业正面临着高端市场的竞争和持续创新的挑战。

娟姗牛作为高品质奶源的代表，具有优异的适应性、生产性能和繁殖

性能，被广泛引进和广泛应用。在中国，随着牧场对高品质奶源的需

求增加，娟姗牛的引进和养殖也逐渐增多。然而，在娟姗牛引进和本

土化选育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种源系谱不清、营养需要和采

食量不明确、泌乳曲线不规律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制定团体标准

是必要的。

制定娟姗牛品种的团体标准，可以使养殖人员在牛的管理和繁育

方面有统一的规范和标准。这样可以提高牛的健康状况、生产能力和

繁殖能力，从而提高养殖效益。同时，团体标准的制定也有助于加强

娟姗牛的品种保护和推广，促进娟姗牛在中国的大规模养殖和推广应

用，提高中国乳制品的品质和竞争力。

制定团体标准不仅可以通过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和经验教训，总结

娟姗牛的特点和优势，形成一套规范的管理和养殖模式，还可以借鉴

国际先进标准和经验，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制定适合中国养殖环境和

市场需求的团体标准。此外，与养殖人员和专家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

流，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可以进一步提高制定团体标准的可行性

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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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制定娟姗牛品种的团体标准，可以促进娟姗牛在中国的大规

模养殖和推广应用，提高中国乳制品的品质和竞争力。这将带来以下

预期经济效益：①提高养殖效益：规范的管理和养殖模式可以提高牛

的健康状况、生产能力和繁殖能力，进而提高养殖效益。②降低生产

成本：团体标准可以规范饲养管理措施、优化饲料配方等方面，降低

生产成本。③增加市场竞争力：娟姗牛作为高品质奶源，其引进和大

规模养殖将提高中国乳制品的品质和竞争力，增加市场份额和利润空

间。

综上所述，制定娟姗牛品种的团体标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可行性，

并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二、任务来源

说明项目来源文件。

标准牵头单位向江苏省农学会提交立项申请;根据 2023年 9月 12

日江苏省农学会下达的关于征集 2023年江苏省农学会 （第三批）团

体标准立项的公告（苏农学字[ 2019 ] 1号），批准本标准立项。

三、编制过程

按时间节点及工作进度简述编制过程。(主要叙述资料收集、分

析调研、试验验证、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过程，草拟文本，征求

意见,技术审查等过程。)

2021.05-2022.01：收集娟姗牛品种资料，明确娟姗牛品种特征，

调研国内外娟姗牛饲养情况，了解国内娟姗牛品种标准定义空白，确

定编制娟姗牛品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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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022.07：以长三角地区三个群，存栏总数约 5000头的

娟姗牛为基础，开展实地调研活动，探讨编制娟姗牛品种标准的可行

性，规定标准主要内容技术指标范围。

2022.08-2023.03：采集娟姗牛生产性能（表 1）、繁殖性能、生

长状况和系谱信息数据（图 1），以银宝光明牧场、徐州美兹可牧业

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鳌山牧场娟姗母牛群体为研究对象，采集牧场繁

殖、疾病、适应性、生产数据共 8万余条，涉及 DHI记录、自培母

牛生长变化、配种情况等。

表 1 娟姗牛 2022年夏季至 2023年春季生产性能描述性统计

月份 记录数 产奶量（kg） 乳脂率（%） 乳蛋白率（%） 体细胞数（万/ml）

22-夏 1494 18.54±0.21 4.84±0.03 3.76±0.01 23.19±1.85

22-秋 4104 22.18±0.10 5.14±0.02 3.92±0.01 19.07±0.63

22-冬 4087 17.60±0.10 6.00±0.02 4.46±0.01 23.85±0.92

23-春 5770 16.61±0.10 5.35±0.17 4.35±0.01 20.78±0.67

总计 15455 18.54±0.06 5.42±0.01 4.21±0.00 21.37±0.43

注：银宝光明牧场 2022年 12月 DHI数据受新冠疫情影响未测定

图 1牧场牛只系谱深度图

2023.04-2023.06：整理汇总采集数据，参考多个国外娟姗牛品种

协会公布的娟姗牛生产资料，综合国内多家牧场娟姗牛实际数据，探

讨相关指标，制定娟姗牛品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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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7-2023.08：详细考察江苏娟姗牛牧场，规范系谱登记内容，

建立娟姗牛品种登记平台，持续补充娟姗牛品种资料。

2023.08-2023.10：综合多家牧场采集数据，制定娟姗牛品种标准，

草拟文本，江苏省农学会提交团体标准立项申请。

2023.11-至今：《娟姗牛》团体标准立项，征求专家意见，修改

优化标准。同时与浙江中星畜牧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增加娟姗牛

群体数量，拓宽娟姗牛研究群体，优化标准。

四、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立

第二章：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立

1. 实地调研

在制定娟姗牛品种的团体标准之前，我们进行了实地调研，选择

了江苏省盐城市江苏银宝光明牧业有限公司作为调研地点。通过实地

观察和与养殖人员的交流，我们了解了银宝光明牧场的娟姗牛管理和

养殖情况，包括饲养管理模式、营养摄入、繁殖方法等，为制定团体

标准提供了基础数据和实际操作经验。

2. 查阅资料

除了实地调研，我们还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包括学术论文、

研究报告、专业书籍等。通过查阅资料，我们了解了国内外娟姗牛品

种的特点、生产性能和繁殖性能等方面的数据和研究成果。这些资料

为确定技术指标提供了科学依据。

3. 实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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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立娟姗牛的主要技术指标，我们还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论证。

例如，我们收集了银宝光明牧场、徐州美兹可牧业科技有限公司、上

海鳌山牧场以及浙江中星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娟姗牛的 DHI记录数

据，并对其进行质控和分析，得出了娟姗牛的生产性能指标。此外，

我们还对娟姗牛的营养需要和采食量进行研究，并通过实验论证来确

定合适的营养配方。这些实验论证为制定团体标准的技术指标提供了

实际数据支持。

综上所述，制定娟姗牛品种的团体标准的主要内容技术指标是基

于实地调研、查阅资料和实验论证等多种方法获得的科学依据，旨在

全面准确地描述和评估娟姗牛的特点、生产性能和繁殖性能，为后续

的选育和管理提供依据。

五、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关系

在制定娟姗牛品种标准的过程中，我们充分考虑了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并遵从了国家奶牛养殖管理的相关规定。我们确保所制定的

技术指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参考了国家标准和地方品种

标准例如：国家标准 GB/T 3157-2023《中国荷斯坦牛》和 DB65/T

4470-2021地方标准《中国西门塔尔牛品种和良种登记规程》同时，

所制定的品种标准完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例如《中华人

民共和国畜牧法》。

六、实施推广建议

1. 适合地域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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娟姗牛作为一种适应性强的优质高产奶牛品种，可以在广泛的地

域和领域中进行推广和应用。根据网络资料，以下是一些适合的地域

和领域：

地域：①气候温和、适宜牧草生长的地方，如南方地区的江苏、

广东、广西等，以及西南地区的云南、西藏等。②具备现代畜牧业基

础设施和养殖管理经验的地方，如河北、湖南等。

领域：①牧场和养殖企业：娟姗牛可以作为高品质奶源，提供稳

定的高端奶制品供应，满足市场需求。②种畜场和种牛企业：娟姗牛

可以作为种公牛或母牛，提供种畜资源，推动娟姗牛的本土化选育和

繁殖。③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可以开展娟姗牛的研究和培训工作，

提供养殖管理和技术支持。④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可以制定推广政

策和标准，组织培训和宣传活动，促进娟姗牛的推广与应用。

2. 注意事项

在推广和应用娟姗牛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种源选择：选择合适的纯种娟姗牛种源，确保其良好的遗传背景

和优良的遗传性状。

饲养管理：采用科学的饲养管理方法，包括合理的饲料配方、优

质的饲料供应、健康的水源和环境等，以提高牛的生产性能和健康状

况。

疾病防控：加强疫病防控工作，保持牛群的健康状态。定期进行

兽医检查、疫苗免疫和内外寄生虫防治等措施。

科学选育：结合娟姗牛的特点和优势，进行科学的选育工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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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基因组选择技术的本土化选育，以提高娟姗牛的生产性能和适应

性。

市场需求：根据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调整娟姗牛的养殖规模

和产品定位，确保供应与需求的匹配。

综上所述，推广和应用娟姗牛需要根据地域特点和领域需求进行

选择和实施。在推广过程中，需要注意种源选择、饲养管理、疾病防

控、科学选育和市场需求等方面的事项，以确保娟姗牛的高效养殖和

良好运营。同时，加强合作与交流，整合资源，形成产、学、研、用

的良性互动，推动娟姗牛的推广与应用，促进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七、团体标准涉及专利的说明

无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对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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