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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牦牛屠宰技术规程》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18 年 11 月 14 日，由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申请地方标

准的立项，根据青海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下达的《关于增补 2018

年青海省牦牛产业地方制订项目计划的函》(青质监函[2018]168

号)，批准《牦牛屠宰技术规程》地方标准的制定。项目编号         

2018-ZD-80。        

（二）起草单位、协作单位 

起草单位：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协作单位：甘肃农业大学、青海百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青海五

三六九生态牧业科技有限公司、青海夏华清真肉食品有限公司。 

（三）主要起草人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余群力 男 教授 甘肃农业大学 
全面负责、标准

制定 

韩玲 女 教授 甘肃农业大学 
技术指导、标准

制定 

刘书杰 男 研究员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标准体系设计 ，

任务推进 

李升升 男 副研究员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实地调研、标准

制定 

孙璐 女 助理研究员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资料收集，整理 

郭兆斌 男 高级实验师 甘肃农业大学 
实地调研、标准

制定 

柴沙驼 男 副研究员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资料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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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陈骋 男 讲师 甘肃农业大学 
实地调研、标准

制定 

师希雄 男 副教授 甘肃农业大学 技术协助 

马君义 男 董事长 
青海百德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实地调研 

金锦伟 男 董事长 
青海五三六九生态牧业科

技有限公司 
实地调研 

张文华 男 董事长 
青海夏华清真肉食品有限

公司 
实地调研 

二、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全省面积 72 万 km
2
，其中草原面

积占 56.13%，海拔高，地势险峻，是中国五大牧区之一和重要

的畜牧业生产基地，有 5 亿亩可利用草场，有各类牲畜 2300 多

万头，其中被称为“雪山之舟”的牦牛，有 478 万头，接近全国的

一半，是牦牛的主产区，牦牛生产历来都是青海高原牧区的支柱

产业。也是当前青海地区农牧民脱贫的主要发展产业。 

屠宰是牦牛生产、加工环节的关键步骤，也是保证牦牛肉及

其他资源品质的关键工序。当前，国家已有相关标准规范畜禽屠

宰，尤其是牛屠宰的相关标准，然而，由于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

环境，使得牦牛具有体型较一般的黄牛小、皮毛长且密、出栏年

龄较大等问题。加之，当前牦牛的屠宰主要是各屠宰企业根据自

身发展的特点开展屠宰，没有统一、标准和科学的屠宰技术规程，

由此造成宰后的牦牛肉品质不佳，严重阻碍了牦牛产业的良性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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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牦牛产

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在这样的背景下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结

合牦牛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屠宰不规范、不科学和无统一标准的问

题，提出了《牦牛屠宰技术规程》地方标准的制定计划，标准的

制定和出台将有力地规范牦牛屠宰行业，提升牦牛肉的品质，促

进牦牛产业的良性、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主要起草过程 

根据青海省农牧业标准化委员会标准制定计划安排，青海省

畜牧兽医科学院承担了《牦牛屠宰技术规程》标准的编制工作。 

自任务下达后，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即会同甘肃农业大

学、青海百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青海五三六九生态牧业科技有

限公司等单位成立了专门的标准研究起草工作组，随即对标准制

定工作进度进行了详细的计划安排。 

标准承担单位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在青海省西宁市组织

了《牦牛屠宰技术规程》青海省地方标准讨论会。青海省畜牧兽

医科学院、甘肃农业大学、青海大学、青海省畜牧总站、青海省

家畜改良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青海百德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青海五三六九生态牧业科技有限公司、青海

夏华清真肉食品有限公司、青海裕泰畜产品有限公司、青海可可

西里食品有限公司、青海绿草源食品有限公司等大专院校、科研

机构企业及相关单位的 12 位专家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听取了

标准起草组对标准的编制说明和标准编制情况的汇报，对标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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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进行了逐章逐条的审定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课题负责人按照课题任务书的要求，具体负责课题的研究计

划和具体实施，对工作质量进行把关。根据青海省农牧业标准化

委员会相关规定要求，就课题的选择、立项、检查、评估、验收

等技术性工作，统一管理、督促各参加单位的执行情况；课题设

立课题秘书，配合课题负责人统筹、协调及监督管理课题研究过

程，解决课题实施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好统筹规划、

宏观指导、计划衔接以及课题管理工作，完成课题任务与预期目

标；项目参加人员明确分工和责任，分工协作、分头把关、协作

攻关，确保项目信息和数据共享，切实保证项目研究任务课题的

完成。项目建立绩效评价机制和符合计划管理要求的运行机制，

建立专用资金账户，切实保证经费专款专用，单位科研和财务管

理部门负责对项目的研究进度和研究计划落实及经费使用情况

实施监督。经费的监管和使用，将参照国家的有关政策和法规，

做到专款专用，制定课题经费管理办法。课题承担单位国家相关

管理规定，对课题加强管理，合理配置资源，确保课题的完成。

课题负责人应对项目和课题的技术路线、实施方案和总体进度进

行严格把关，推进项目和课题的实施。组建课题工作秘书处，制

定课题的工作进度计划，协助课题负责人推进项目实施。 

标准起草阶段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和相关标准。

主要包括《GB1269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

规范》、《GB/T19477-2004 牛屠宰操作规范》、《SN/T3774-2014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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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饲养、运输、屠宰动物福利规范》、《NY467-2001 畜禽屠宰卫

生检疫规范》、《NY/T1565-2007 冷却肉加工技术规范》等。 

本标准还调研了青海百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青海五三六九

生态牧业科技有限公司、青海夏华食品有限公司、青海裕泰畜产

品有限公司、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青海绿草源食品有限

公司等屠宰企业现行的牦牛屠宰工艺流程、技术参数、相关术语

定义等内容。 

本标准在查阅整理现行国家标准、文献报道和实地调研企业

屠宰流程的基础上，制定了“赶牛—致昏—挂牛—放血—结扎肛

门—去头—去前蹄—剥后腿皮—去后蹄—换轨—拨胸、腹部皮—

拨颈部和前腿皮—扯皮—开胸、结扎食管—取白脏—取红脏—劈

半—胴体修整—冲洗—检验—胴体预冷—产品追溯—废弃物、污

染物处理”的牦牛屠宰工艺流程，并在青海百德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青海五三六九生态牧业科技有限公司、青海夏华清真肉食品

有限公司进行了试验论证，证明此工艺路线合理、有效、实用。 

本标准经过资料查阅、实际调研、试验论证的基础上，制定

了《牦牛屠宰技术规程》该标准规定了牦牛屠宰各工序的操作要

求，适用于青海省境内的各类牦牛屠宰企业。 

本标准在草稿完成之后，就送达了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甘肃农业大学、青海大学、青海省畜牧总站、青海省家畜改良中

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青海百德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青海五三六九生态牧业科技有限公司、青海夏华清真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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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有限公司、青海裕泰畜产品有限公司、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

限公司、青海绿草源食品有限公司等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及

相关单位的 12 位专家征求意见，均得到了积极正面的反馈，并

针对部分条款提出了切实有效的意见。 

本标准在完成资料收集、调研、试验论证、拟稿、征求意见

的基础上，就整理修改后的《牦牛屠宰技术规程》送达任务下达

单位审批。 

四、制定（修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

的关系 

标准制定过程中，遵循密切联系国家相关屠宰技术和卫生规

范并结合青海省牦牛屠宰实际，确保制定的标准具有较强的科学

性和可操作性，以促进屠宰行业规范化发展。本标准的制定遵循

以下三个原则： 

一是科学性原则。参考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文献资料，

结合国家相关屠宰技术和卫生规范并结合青海省牦牛屠宰实际，

科学地确定标准文本框架。 

二是先进性原则。注重参考或借鉴国际组织、国外发达国家

先进标准或经验。 

三是适用性原则。与我国现行屠宰法律、法规、标准保持协

调一致，保证标准的适用性。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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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纵二分体 将牦牛胴体沿脊椎中线纵向锯（劈）半，形

成左、右两部分的胴体。 

3.4 横二分体 将牦牛胴体从第十一（十二）或十二（十三）

肋骨间按肋骨弧线横截成前、后两部分的胴体。 

3.5 四分体 将二分体牦牛肉沿脊椎中线纵向锯成两半或直

接去除脊椎骨后，形成四分体。 

制定理由： 

通过调研青海牦牛屠宰企业，发现当前青海牦牛的屠宰主要

以横二分体为主，然而横二分体后通过去除脊椎骨形成四分体。

按照这样的屠宰流程就会破坏里脊、上脑等部位肉的完整性，不

利于高品质牦牛肉的生产。同时，横二分体的分割方式也是当前

青海大多数屠宰企业采用的分割方法。在考虑牦牛肉高端化发展

和当前消费实际，制定了横二分体和纵二分体两种分割方式。 

条文： 

4.1 牦牛宰前运输和屠宰福利应符合 SN/T 3774-2014 的要

求。 

4.2 待宰牦牛应来自非疫区，健康良好，并有产地兽医检疫

合格证明。 

4.3 为建立牦牛肉的可追溯体系，牦牛宰前应检查并确认牦

牛幼畜饲养记录信息点，牦牛饲养记录信息点等信息，先关信息

的要求应符合 T/CSPSTC 14-2018 的要求。 

制定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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牦牛是生活于青藏高原的主要畜种，独特的生长环境使得牦

牛肉本身就是“绿色、有机、无污染”的产品，然而当前的牦牛

肉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高附加价值，为此在标准中参考

《SN/T3774-2014 牛的饲养、运输、屠宰动物福利规范》和

《T/CSPSTC14-2018 畜类产品追溯体系应用指南》增加了动物福

利和追溯体系相关内容。 

条文： 

5.2 致昏致昏的方法有多种，推荐使用击晕法、麻电法。 

5.2.1 击晕法：用击晕枪对准牦牛的双角与双眼对角线交叉

点，启动击晕枪使牦牛昏迷。 

5.2.2 麻电法：用单杆式电麻器击牦牛体，使牦牛昏迷（电

压不超过 200V，电流为 1A～1.5A，作用时间 3S～15S，具体根

据牦牛活体大小设定）。 

5.2.3 致昏要适度，牦牛昏而不死。 

制定理由： 

宰前致昏是动物福利的主要内容，也是提高牦牛肉产品品质

的关键步骤。在参考《GB/T19477-2004 牛屠宰操作规范》和

《SN/T3774-2014 牛的饲养、运输、屠宰动物福利规范》的基础

上，并通过与青海屠宰企业调研，选择了击晕法和麻电法两种致

晕方式。 

条文： 

5.21 胴体预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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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用于加工冷却牦牛肉的牦牛胴体按照 NY/T 

1565-2007 的要求进行冷却成熟。 

5.21.2 将预冷间温度降到-2℃～0℃；推入胴体，胴体间距

保持不少于 10cm；启动冷风机，使库温保持在 0℃～4℃，相对

湿度保持在 85%～95%。 

5.21.3 预冷后检查胴体 pH 值及深层温度，符合要求进行排

酸、剔骨、分割、包装。 

制定理由： 

牦牛肉的主要消费方式是热鲜肉和冷冻肉，然而要提高牦牛

肉的附加值，就要提高牦牛肉的产品品质生产冷鲜肉，冷鲜肉生

产的主要工序就是成熟和在 0℃～4℃条件下加工，为此参考

《NY/T1565-2007 冷却肉加工技术规范》制定了胴体预冷的相关

条款。 

条文： 

5.23 废弃物、污染物处理 

5.23.1 牦牛屠宰过程中产生的肉沫、骨渣等废弃物，收集

后装入密封塑料袋，作饲料或有机肥。 

5.23.2 牦牛宰后产生的胃肠内容物等污染物，取出后装入

专用小车中运出车间，作饲料或有机肥。 

制定理由： 

当前废弃物和污染物的处理，是影响环保的主要问题，也是

牦牛屠宰企业产生的污染环境和产品质量的主要老远，为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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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调研的基础上了制定了牦牛屠宰过程中产生的肉沫、骨渣等

废弃物，收集后装入密封塑料袋，作饲料或有机肥和牦牛宰后产

生的胃肠内容物等污染物，取出后装入专用小车中运出车间，作

饲料或有机肥处理方式。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在草稿完成之后，就送达了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甘肃农业大学、青海大学、青海省畜牧总站、青海省家畜改良中

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青海百德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青海五三六九生态牧业科技有限公司、青海裕泰畜产品

有限公司、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青海绿草源食品有限公

司等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企业及相关单位的 12位专家征求意见，

均得到了积极正面的反馈，并针对部分条款提出了切实有效的意

见。 

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

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主要根据我国相关屠宰技术和卫生规范并结合青海

省牦牛屠宰实际，未采用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 

八、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贯彻标准的建议： 

1.本标准颁布实施后，青海省相关部门应下达贯彻执行本标

准的文件或通知要求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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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期组织检查，检查各部门、各企业贯彻落实标准情况，

对于表现突出的给予表扬和奖励，对于未按标生产的企业给予处

罚。 

3.在贯彻标准过程中，有关部门可选派专业技术人员深入企

业、车间宣贯、指导标准实施工作。 

4.建议有关部门开通服务咨询热线，便于企业就有关标准内

容、技术等问题进行咨询。 

5.为加快标准宣贯速度，建议标准发布后，尽快在网上公布，

便于有关部门和企业网上下载标准文本学习有关内容。 

九、的经济、社会效益，并提出下次复审时间，其他应说明的事

项 

本标准发布后，有利于牦牛屠宰企业的标准化屠宰，对提升

牦牛肉的品质、降低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有重要意义，同时可促进

青海牦牛屠宰企业向规范化方向发展，提高牦牛肉在国内和国际

上的市场竞争力。对促进牦牛产业的良性发展有重要意义。 

 

 

 

《牦牛屠宰技术规程》标准起草小组  

二○二○年 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