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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M/TC19）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阿拉善盟畜牧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高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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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峰驼绒毛颜色分类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双峰驼被毛颜色白度范围、个体不同部位被毛色特征、被毛颜色的评定方法等技术内

容。

本文件适用于政府部门、科研院所、企业、双峰驼养殖场、养殖户、合作社开展阿拉善双峰驼选育、

驼绒交易、科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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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7644 纺织纤维白度色度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白度 W whiteness W

对白色物质表面白色程度的一维评价

4 双峰驼被毛颜色白度范围

4.1 褐色绒毛白度测定范围：8.4以下。

4.2 红色绒毛白度范围测定范围：8.5-16.6。

4.3 黄色绒毛白度测定范围：16.7-30.4。

4.4 白色绒毛的白度范围测定范围：30.5以上。

5 双峰驼个体不同部位被毛色特征

5.1 被毛一色:骆驼被毛中的绒毛、长粗毛、短粗毛、刺毛颜色基本一致，形成一色被毛

5.2 被毛多色:绒毛因部位不同，表现不同的颜色深浅，一般由前躯到后躯，由背部到体侧颜色逐渐变

浅，而腹下毛颜色较深，形成被毛多色特征，此种骆驼为多见。

5.3 被毛花斑:极少数骆驼肩或体侧生有界线明显，边缘清晰和被毛颜色差异大的花斑。如被毛为黄色，

花斑为褐色。花斑面积大小不同，已发现最大面积320平方厘米左右。

5.4 刺毛白色或沙毛色:骆驼嘴唇、前膝、前管的绒毛有个别是白色或沙毛色，这种骆驼的被毛颜色以

红色为主。其它被毛颜色的次之，形成一种毛色老相特征。

5.5 毛纤维颜色多层次:一般毛纤维由尖端到根部一色的较少，多数是两色，个别骆驼毛纤维形成3种以

上到5种颜色，形成多层次颜色特征。

6. 被毛颜色的评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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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被毛颜色的均匀性评定:骆驼躯干各个部位颜色是否一致，可对比最深最浅部位毛色白度，白度变

化在五种毛色(深褐色、浅褐色、红色、黄色、白色)的各自范围时，为绒毛色均匀。超出颜色白度范围

大于交界白度3时评定为不均匀。

6.2 绒毛和长粗毛、短粗毛颜色一致性评定:长粗毛的颜色不均匀，为了评定方便，以嗉毛颜色和绒毛

颜色对比，毛色白度在一个颜色白度范围内时，为颜色一致。毛色白度超出颜色白度范围以上，为颜色

不一致，黄色以上嗉毛和被毛不作一致性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