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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娟姗牛体型鉴定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目的意义

本规程旨在建立娟姗牛体型鉴定标准，系统度量娟姗牛的体型情

况，使娟姗牛的体型描述有迹可循。本规程将推进娟姗牛育种表型数

据采集的标准化，夯实娟姗牛群体遗传改良的基础工作，以达到良种

选育的目的，并为养殖场和相关机构的深入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娟姗牛的体型鉴定是开展牛群基因组选择分子育种的一项基础

工作，是实施奶牛遗传改良计划的重要科学依据，也是推动奶牛种业

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座。娟姗牛体型鉴定技术规程将明确当前国内养

殖条件下娟姗牛体型鉴定的统一标准，推进娟姗牛育种表型数据采集

标准化，进一步完善娟姗牛体型鉴定体系，建设娟姗牛体型测定育种

大数据平台，优化体型目标性状的奶牛选择指数，为我国核心种源自

主培育和选择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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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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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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国内娟姗牛体型鉴定技术空白，确

定编制中国娟姗牛体型鉴定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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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编制娟姗牛体型鉴定技术规

程的可行性，规定规程主要内容技术指标范围。

2022.08-2023.01：开展娟姗牛品种登记和生产性能测定，以银

宝光明牧场 1~3 胎娟姗母牛群体为研究对象，在产犊后 30至 150 天

内对其体躯容量、尻部、肢蹄、泌乳系统和乳用特征等 5 种类型共

20个体型外貌特征进行原始数据测定和评分（表 1）。

表 1 牧场 1-3胎次娟姗牛产后 30到 150天体型性状描述性统计
性状 记录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体高（cm） 1631 136.70 109.10 122.27 4.56

体深（比值） 1631 0.95 0.34 0.57 0.52

胸宽（cm） 1631 38.10 15.50 26.43 4.04

骨质地（cm） 1631 24.20 18.20 21.17 0.94

尻角度（°） 1631 10.00 -7.30 2.36 2.93

尻宽（cm） 1631 11.40 25.70 17.29 2.04

蹄踵深度（cm） 1631 5.90 1.60 3.52 0.78

蹄角度（°） 1631 54.40 17.90 35.23 6.73

后肢测视（°） 1631 167.30 124.75 147.40 6.47

中央悬韧带（cm） 1631 5.30 0.00 2.61 0.86

前乳房附着（°） 1631 157.00 84.85 127.33 12.83

前乳头长度（cm） 1631 6.20 1.50 3.97 0.08

后乳房附着高度（cm） 1631 32.50 14.40 23.21 2.94

后乳房附着宽度（cm） 1631 28.90 6.50 17.61 3.51

腰强度（分） 1631 9 1 4.77 1.64

后肢后视（分） 1631 9 1 5.24 2.32

乳房深度（分） 1631 9 1 5.11 2.07

前乳头位置（分） 1631 9 1 4.76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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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乳头位置（分） 1631 9 1 5.40 1.70

棱角性（分） 1631 9 1 4.27 2.02

2023.02-2023.06：整理汇总采集数据，根据正态分布，参考国

外娟姗牛资料及中国荷斯坦牛体型鉴定技术规程，规范娟姗牛体型性

状线性评分。使用 photoshop 软件根据娟姗牛各体型性状鉴定部位评

分与测量方法构画体型鉴定示意图。根据牧场生产繁殖数据，初步确

立娟姗牛体型鉴定各性状线性分与功能分转换表与体型鉴定各性状

功能分及部位评分的权重，并持续补充数据进行验证。

2023.07-2023.08：前往上海鳌山牧场，进行娟姗牛体型鉴定，

丰富牛群资料，验证制定体型性状线性评分标准的适用性及准确性。

论证娟姗牛各部位线性评分功能分和体型总分的计算方法。

2023.08-2023.11：综合多家牧场采集数据，制定娟姗牛体型鉴

定技术规程，草拟文本，江苏省农学会提交团体标准立项申请。

2023.11-至今：《娟姗牛体型鉴定技术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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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娟姗牛体型鉴定采集数据量，优化

标准。

四、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立

本技术指标的确立主要基于实地调研、调查资料收集和实验论证

等一系列科学研究工作，以保证娟姗牛体型鉴定技术规程的科学性和

准确性。

首先，在确定主要技术指标时，我们参考了中国荷斯坦牛体型鉴

定技术规程（GB/T 35568-2017）等相关国家和行业的标准。这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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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是国内奶牛饲养和研究的权威参考，涵盖了奶牛体型、体型鉴定等

方面的内容。基于该参考标准，我们进一步明确了适用于娟姗牛的体

型鉴定技术指标，侧重于娟姗牛的特征和需求。

其次，确保为了标准符合娟姗牛实际体型，团队成员在江苏省盐

城市的江苏银宝光明牧业有限公司进行了实地调研和体型测量。我们

对 2000 多头娟姗牛进行了全面的体型实测，重点关注了娟姗牛腰强

度、棱角性等重要评分标准。通过准确记录和分析娟姗牛的体型数据，

我们发现与中国荷斯坦牛体型鉴定技术规程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

我们制定了针对娟姗牛的单独标准，以确保体型鉴定技术规程的准确

性和适用性。

最后，我们前往其他娟姗牛牧场采集数据，通过实验论证和数据

分析，我们进一步完善了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结合实地调研和调查

资料的综合分析，我们对娟姗牛的体型、腰强度、棱角性等关键指标

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和论证，以确立可靠和科学的体型鉴定技术规程。

综上所述，本技术指标的确立依托于实地调研、调查资料收集和

实验论证等综合研究工作，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研究成果。经过

严谨的科学方法和大量娟姗牛样本的测量和分析，我们制定了适用于

娟姗牛的体型鉴定技术规程，并保证了其准确性和实用性。该标准将

为娟姗牛的体型评估提供科学的指导和标准依据，推动娟姗牛养殖业

的发展和提升。

五、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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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技术指标的制定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保持一致，

并且技术指标高于国家标准的相关要求。以下是具体内容的简述：

在制定娟姗牛体型鉴定技术规程的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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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畜牧养殖技

术规程》、《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标准》等。

此外，我们的技术指标还参考了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的相关要求。

尽管娟姗牛是一种特殊的奶牛品种，但我们仍然将其体型鉴定技术规

程制定在比国家标准更高的水平上，以确保养殖场和研究机构在养殖

和评估娟姗牛体型时具备更高的质量标准。

通过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参考国家标准的要求，我们的技术指标

不仅符合行业的规范要求，也具备更高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这将有

助于夯实奶牛群体遗传改良的基础工作，加强娟姗牛基因组选择分子

育种技术的应用。

总之，我们制定的娟姗牛体型鉴定技术规程不仅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还高于国家标准的技术要求。通过遵循合规性和科学性，

该标准将为养殖场和研究机构提供更高水平的指导，促进娟姗牛良种

选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六、实施推广建议

该娟姗牛体型鉴定技术规程适用于整个中国境内，包括但不限于

长江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娟姗牛养殖场和相关研究机构。这项标准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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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将有助于规范娟姗牛体型鉴定的统一标准，推进娟姗牛育种表型数

据采集标准化，进一步完善娟姗牛体型鉴定体系，建设娟姗牛体型测

定育种大数据平台，优化体型目标性状的奶牛选择指数，为我国核心

种源自主培育和选择提供技术支撑

该娟姗牛体型鉴定技术规程适用于娟姗牛的体型鉴定和饲养繁

育。它可以为育种单位提供科学的体型评分方法，并通过评估娟姗牛

的体型性状，开展基因组选择育种工作，进行娟姗牛的繁殖选育和遗

传改良。

实施标准时，养殖场和研究机构应严格遵循标准操作程序，确保

评分的准确性和一致性；相关人员应接受专业培训，掌握评分标准的

使用方法和技巧；养殖场和研究机构应建立科学的数据记录和管理系

统，确保评分结果的可追溯性和可比性；定期进行标准的评估和修订，

以适应技术和行业的发展变化。

推广策略：制定推广计划：制定详细的推广计划和时间表，确定

开展推广活动的阶段和目标；提供培训和指导：通过举办培训班、研

讨会和实地指导等方式，培训养殖场和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使其了

解并掌握标准的使用方法；宣传和宣讲：通过行业刊物、专题讲座、

网络平台等渠道，向广大养殖业者宣传标准的重要性和应用价值；指

定推广示范单位：选择具备一定规模和示范意义的养殖场作为推广示

范单位，展示标准应用的效果和成果，以增加其他养殖场的参与度；

参与会议和展览：参加国内外的奶牛养殖会议、展览和交流活动，向

业内专业人士介绍该标准，并与相关机构和养殖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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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推广策略，以及充分发挥中国畜牧业协会等行业组织

的作用，使得该娟姗牛体型鉴定技术规程能够得到更广泛的知晓和应

用。这将对推动整个娟姗牛养殖业的发展，提高养殖管理水平和产品

质量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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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