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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食品 牦牛生产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绿色食品 牦牛生产技术规程》地方标准修订计划由

省绿色食品办公室提出，根据青海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下达的

《关于印发青海省 2018年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青质监标函〔2018〕64 号），批准《绿色食品 牦牛生产技

术规程》(2018－XD-08)地方标准的修订。 

（二）起草单位、协作单位 

1、起草单位：青海省绿色食品办公室 

2、协作单位：青海省畜牧总站 

3、主要起草人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付弘赟 女 高级畜牧师 省畜牧总站 负责标准修订 

郭继军 男 高级畜牧师 省畜牧总站 参与标准编写 

周佰成 男 高级畜牧师 省畜牧总站 参与标准编写 

拉 环 男 高级兽医师 省畜牧总站 参与标准文本编写 

杨桂梅 女 高级兽医师 省家畜改良中心 试验数据分析 

陈永伟 男 高级畜牧师 省畜牧总站 试验数据分析 

艾德强 男 高级畜牧师 省畜牧总站 试验数据分析 

韩学平 男 高级畜牧师 省畜牧总站 资料整理 



 3 

张亚君 女 畜牧师 省畜牧总站 试验数据分析 

程士昉 男 助理畜牧师 省畜牧总站 试验示范 

张惠萍 女 高级畜牧师 省畜牧总站 试验数据分析 

侯淑萍 女 畜牧师 乐都区畜牧兽医站 试验示范 

赵敏慧 女 兽医师 祁连县畜牧兽医工作站 试验数据分析 

旦正项前 男 兽医师 
贵南县农畜产品质量安全

检验检测站 
试验数据分析 

尕才让 男 高级兽医师 曲麻莱县畜牧兽医工作站 资料整理 

张秀娟 女 兽医师 
平安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中心 
试验数据分析 

公保东智 男 兽医师 河南县有机畜牧业协会 试验数据分析 

王廷艳 男 畜牧师 省家畜改良中心 试验数据分析 

林元清 男 兽医师 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资料整理 

二、标准修订的必要性和意义 

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畜种资源，对高海拔、低气温、

少氧的高原生态环境有极好的适应能力，是牧民群众最基本

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青海省是我国牦牛的主产区，是我国牦

牛第一大省，是“世界牦牛之都”。据统计，2017 年末存栏

477.74 万头，占全国牦牛总数的三分之一多。一直以来牦牛

是我省特色优势资源，也是我省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的

重要物质基础。近年来，省委省政府着力推动我省高原特色

农牧业发展，提出“一优两高”和“打好特色农牧业牌”战

略，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速度加快，绿色食品是牦牛产业

打造品牌，高质发展的重要抓手。原有《绿色食品 牦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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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技术规程》中部分内容已不适于目前我省绿色农业在牦牛

领域快速发展的需求。 

修订原有《绿色食品 牦牛生产技术规程》，指导并规范

绿色食品青海牦牛的饲养管理，对提高饲养管理水平，推动

以牦牛为原料的绿色食品生产的标准化进程，从养殖环节和

前段促进牦牛产业更加高质绿色发展，切实提升产品品质和

附加值，促进牧业增效、牧民增收，更好的推动我省绿色农

业发展步伐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见，《规程》修订在现

阶段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 

三、主要起草过程 

1.部署安排。项目下达后青海省绿色食品办公室极为重

视，由领导主持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标准的内容、方

法、步骤，多方征求有关畜牧专家的意见，制定方案，选派

得力人员，进行组织实施。 

2.调查，收集资料。派工作深入祁连、天峻、河南、刚

察等我省牦牛主产区和养殖场户和绿色食品生产加工企业，

调查饲养管理现状和生产状况；同时，征集省畜牧总站、青

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省大通种牛场及生产企业意见，收集

数据和资料，广泛征求意见，为标准的修订提供了可靠的依

据。 

3.查阅资料和分析研究。参阅《牦牛生产技术》、《肉牛

生产技术》等书籍，认真研读《绿色食品 产品环境质量》《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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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食品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绿色食品 畜禽卫生

防疫准则》《绿色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等多个绿色食品现行

相关制修订标准，以及《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畜禽养殖业污

染防治技术政策》等多项相关法规，在此基础上加强分析和

研究，结合我省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本着既能反映当

前牦牛的实际生产水平又能促进我省牦牛绿色生产水平和

品质提高的原则修订起草标准。 

4.专家函审，精心完善。2018 年 8-9 月，将标准征求意

见稿在全省范围内征求专家意见，共向 5位省内著名牦牛及

行业专家发出征求意见稿，共征集到修改意见 32 条，为标

准的完善提供了宝贵的意见。2016 年 10 月项目编制组根据

专家意见多次召开专题修改讨论会逐条进行了修改完善，最

终形成《绿色食品 牦牛饲养管理技术规程》行业标准送审

稿。 

四、修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

的关系 

（一）制定原则 

规程的整个起草过程严格按照工作计划进行，并遵循

“科学性、合理性、先进性、实用性、普遍性”原则。 

（二）制定依据 

本规程根据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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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标准内容。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规程是在国家相关的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基础上结

合地方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与现行的法律法规没有冲突。  

五、主要条款说明 

（一）范围 

修订内容：将原有“本规程规定了绿色食品青海牦牛生

产过程中引种、场地环境….”调整为“本规程规定了作为

绿色食品原料的牦牛，在养殖过程中生产环境、生产设施、

投入品、饲养、日常管理、出售和运输、生产追溯应遵循的

规范”。 

将原有“本规程适用于绿色食品青海牦牛生产过程中的

各个环节”调整为“本规程适用于绿色牦牛食品生产单位的

牦牛养殖生产环节”。 

原因：绿色食品认证牛羊活体不包括在认证范围内，同

时正文内容发生调整，因此对原有范围进行了微调。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修订内容：一是涉及废止未发布新版的未再引用保

留，在标准正文中直接描述和规定了相关技术内容；二是

确需引用有发布新版的引用新版，且对于内容长期适用

的，未加注年份引用。三是根据需要，增加部分先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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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地方标准。标准修订稿中共引用先行规范性文件 17

项。 

原因：标准原稿中共引用规范性文件 13 项，其中

GB18596、GB16548、GB16549、GB16567 已废止，NY/T 

391-2000、NY/T 391-2000、NY/T 471-2001、NY/T 

471-2001、NY/T 473-2001、NY/T 843-2001 已重新修订，发

布新版后原有文件废止。 

（三）术语和定义 

修订内容：删除“青海牦牛”和“草畜平衡”定义，增

加“废弃物”定义。 

原因：1、原有术语和定义中“青海牦牛”不需要定义，

尤其是各类型，现有资源分类已突破原格局。2、“草畜平衡”，

为养殖专业术语，认为具有广泛的共识性，不需要提出。3、

考虑到规模养殖发展、绿色食品养殖过程对环境要求、正文

描述涉及以及“废弃物”概念尚不熟知，增加了“废弃物”

一条。 

（四）正文内容 

修订内容：一是整体结构调整。将原有“4 引种 、5 场

地环境 、6 饲养管理 、7 选种选配、 8 疫病防治 、9 卫

生消毒、 10 兽药使用 、11 出售和运输、 12 生产档案” 

结构调整为“4生产环境要求、5 生产设施、6 投入品、7饲

养技术、8 日常管理技术、9 出售和运输、10 生产追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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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比将“饲养管理”分为“饲养技术”和“日常管理技术”

两大部分，将“疫病防治、卫生消毒和兽药使用”合并在“日

常管理技术”中的“卫生防疫”中。将“引种、选种选配”

内容调整到“饲养技术”中的“繁育”中；二是章节具体内

容修改。（1）原有“饲养管理”中删除“营养需要量”改为

“饲养要求”；（2）“冷季放牧饲养”和“暖季放牧”更改为

“放牧”，并详细描述了“草场规划利用”和“四季放牧”

技术；（3）增加了“繁育”和“补饲”部分，原有“选种选

配”较繁杂直接并入“繁育”内容中；（4）原有“疫病防治”

删减，参照现有地标程序执行，并符合《绿色食品 畜禽卫

生防疫准则》规定；（5）将原有“生产档案”原有内容调整

后改为“生产追溯”条目。 

原因：原有结构不清晰，现有结构更符合饲养管理要求，

具体内容上原有内容对草场利用、放牧技术、繁育和补饲内

容描述的不清晰，疫病防治和卫生防疫说的比较繁杂，饲料

兽药等投入品前后都有描述，现有修订稿较突出绿色食品生

产要求，将环境、投入品和生产设施等要求前置，后面不再

赘述，更清楚，并且对草畜平衡、草场利用和放牧技术、繁

育补饲等饲养技术表述更清晰。管理技术方面增加了追溯管

理要求，以及出栏等。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2018年8-9月，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在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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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大学、青海省动物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青海省畜牧总

站、青海省家畜改良中心等行业科研和技术推广单位广泛征

求了意见，并先后向 5位省内著名牦牛及行业专家发出征求

意见稿，共征集到修改意见 32 条。其中，青海省标准化研

究所对标准格式和编制说明提出了修改意见；青海大学、青

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青海省畜牧总站分别对 1、2、6、7

中范围描述、规范性引用文件、饲养要求中自然交配公母配

比比例，章节顺序和内容结构等提出了修改意见；2018 年

10 月项目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多次召开专题修改讨论会逐

条进行了修改完善，最终形成《绿色食品 牦牛生产技术规

程》地方标准修订送审稿。 

七、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 

（一）合理布局，科学实施 

由各级农牧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组成《绿色食品 青海

牦牛饲养管理技术规程》地方标准实施领导机构，根据青海

牦牛分布和绿色生产现状，结合牦牛产业发展统筹规划，切

实做好标准的实施工作。 

（二）加强科技培训和宣传 

标准发布后、实施前应将信息在媒体上广为宣传。尤其

在青海牦牛的主要生产区，更要加大宣传力度。同时通过专

业技术人员和农牧民的技术培训，提高实施标准的技术水平

和管理水平及农牧民群众对科学知识的接受能力，为标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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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奠定基础。 

（三）注重解读 

对于标准使用过程中出现的疑问，要及时在媒体上予以

解释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