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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湖北省畜禽遗传资源普查数据
审核与质量控制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畜禽遗传资源普查工作办公室

（农业农村局、农业发展中心、畜牧兽医局）：

为规范普查数据审核行为，加强质量控制，确保普查

数据真实准确可靠，根据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工

作办公室《关于印发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数据审

核与质量控制规范（试行）的通知》（畜普办[2021]11号）

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了《湖北省畜禽遗传资源普查

数据审核与质量控制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湖北省畜禽遗传资源普查工作办公室

2021年11月30日

湖北省畜禽遗传资源普查工作办公室文件

鄂畜普办〔202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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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畜禽遗传资源普查数据审核与质量
控制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建立一套完整的资源普查数据审核与质量控制工

作方案，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核查”质量控制，及

早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偏差，确保我省畜禽遗传资源群体

数量和区域分布数据真实可靠。

二、组织方式

湖北省畜禽遗传资源普查工作办公室（简称省普查办）

统筹协调全省畜禽遗传资源普查数据审核与质量把控工作。

湖北省畜禽遗传资源普查数据审核与质量控制按照县、市、

省级分步组织的方式进行。省级数据梳理和现场核查工作

由湖北省畜禽育种中心和湖北省畜牧良种场组织专家组实

施，实行专家组长负责制，专家组区域分工见附件1。

各市（州）、县（市、区）畜禽遗传资源普查工作办

公室应成立普查数据审核与质量控制工作专班，负责本辖

区内畜禽遗传资源普查数据审核。

三、系统数据梳理和现场核实

（一） 系统数据梳理

专家组对上报的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信息系统数据

进行梳理分析，发展问题，为下一步现场核查提供核实重

点。系统数据梳理的主要内容包括：

1、普查区域是否全覆盖；

2、地方畜禽资源品种是否全覆盖；

3、地方畜禽资源品种主产区或分布区域、品种数量、

品种群体规模是否有明显变化（参考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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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遗传资源区域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及客观规律；

5、新发现的畜禽遗传资源品种信息是否准确等；

6、普查数据的真实可靠性和逻辑关系。

（二）现场核查

1、现场核查区域及重点内容

各专家组根据前期的系统数据梳理情况，有针对性地

选择重点县（市、区）进行现场抽查核实。省级现场抽查

核市（州）级全覆盖，县（市、区）数量不少于10%，每个

县（市、区）抽查2-3个乡镇，每个乡镇抽查2个以上行政

村。市（州）、县市级现场核查比例不应低于省级现场核

查比例。

现场核查内容包括：

（1）主产于本区域的地方畜禽资源变化情况；

（2）分布于本区域的地方畜禽资源变化情况；

（3）无遗传资源的现场核实情况；

（4）本区域的新发现的畜禽遗传资源情况。

2、现场核查方式

可采取座谈、走访、调阅普查资料等方式。入户抽查

核实，无资源地区需填写《无资源地区现场核查记录表》

（附件3)；有资源地区需填写《有资源地区现场核查记录

表》（附件4)。

（三）时间要求

12月7日至12月16日，全面完成市州级面上普查数据的

自查自审，包括系统数据初审、问题数据审核退回及重报

数据再审核，组织现场抽查核验，全部数据审核通过，并

形成自查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备查。

12月17日至12月31日，完成省级数据梳理、现场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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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验及全省数据审核上报工作。

四、有关要求

（一）做好普查信息质量控制。普查信息和审核信息

责任到人，做到普查、审核信息可追溯。数据信息一人录

入一人审核，及时发现差错。

（二）做好普查档案管理。入户登记表要求字迹工整、

清晰可辨，不得擅自修改原始数据，确需修改的，应由修

改人在修改处签名确认。入户登记表应存档在县级普查办，

保存时间为三年以上。有条件的可将入户登记表扫描上传

至省普查办。

（三）做好数据审核反馈和上报。数据审核结束后，

应出具审核报告并反馈至被审核单位并报省普查办。审核

报告内容包括审核过程（包括系统数据审核、现场抽查核

实）、结论，以及发现的主要问题、整改措施和期限等。

（四）建立审核结果通报制度。对数据质量高、业绩

突出的地区、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表扬，可采取适当方式

进行 表彰；对弄虚作假、虚报瞒报，以及审核工作推进不

力、整改责任落实不到位且严重影响数据质量的进行通报

批评。

附件：1、省级核查分组情况表

2、《湖北省家畜家禽品种志》记载畜禽遗传资

源分布及数量情况

3、无资源地区现场核查记录表

4、有资源地区现场核查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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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省级核查分组情况表

组 别
核查组

组长
组 员 核查区域 重点关注的畜禽品种

1 蒋思文 王家乡、周扬、李翔、樊茂华、韩安勤（13872368684） 宜昌、神农架
清平猪、夷陵牛、宜昌白山羊、

双莲鸡、中华蜜蜂

2 杜金平 彭先文、李晓峰、蒲跃进、李德学、孟庆华（13972125602） 恩施

湖川山地猪（恩施黑猪）、巫陵

牛（恩施黄牛）、恩施山地水

牛、利川马、景阳鸡、恩施麻鸭

3 陈明新 李世军、雷明刚、姜勋平、徐奥、王林波（13986241836） 十堰
巴山牛（郧巴黄牛）、马头山

羊、郧阳白羽乌鸡、郧阳大鸡

4 杨利国 周翔、申杰、黄京书、叶军（15071412018） 襄阳 枣北牛

5 梅书棋 滑国华、梁振华、袁明波、周剑、朱昌友（13908610783） 荆门、荆州

华中两头乌猪（监利猪）、江汉

水牛、江汉鸡、荆门黑羽绿壳蛋

鸡、荆江鸭

6 熊家军 金尔光、张昊、蔡传鹏、易四凤（15327262405）
武汉、天门、

仙桃

大别山牛（黄陂黄牛）、沔阳麻

鸭

7 龚炎长 刘贵生、潘爱銮、蔡珣、张力青（18008658426） 黄石、鄂州 阳新猪、中国番鸭（阳新番鸭）

8 吴恢 俸艳萍、张鹤山、刘静平、杨凌（15927615584） 孝感、随州 洪山鸡

9 皮劲松 刘榜、熊琪、汪明阳、李友全（15927858662） 咸宁、潜江 华中两头乌猪（通城猪）

10 刘洋 徐德全、吴艳、郭安国、王健（13871130922） 黄冈 麻城黑山羊、麻城绿壳蛋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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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湖北省家畜家禽品种志》记载畜禽遗传资源分布及数量情况
序 号 名 称 中心产区及分布 数量（上一轮普查数据）

1 华中两头乌猪（通城猪） 主产于通城县，分布于崇阳、赤壁、通山及

咸宁等地。

2001年能繁母猪总存栏8万余头，种公猪200多头。

2 华中两头乌猪（监利猪） 主产于监利县，分布于江陵、沙市、潜江、

仙桃、石首、公安、江夏、蔡甸、嘉鱼等。

2001年全省存栏1.45万头。

3 清平猪 中心产区在清平河沿岸，分布于当阳市及宜

昌、荆门、荆州、襄阳、孝感等。

2000年，能繁母猪约1万头。

4 阳新猪 中心产区是阳新县和黄梅县，分布于武穴

市、蕲春县等。

省内有成年母猪8000余头，种公猪60余头。

5 湖川山地猪（恩施黑猪） 主产于鄂西23个山区县市，东至公安县，北

至竹山、房县。

2001年，省内存栏约10万头，能繁母猪约9万头，

种公猪仅76头。

6 大别山牛（黄陂黄牛） 中心产地为武汉市黄陂区，分布于大悟、红

安、黄冈、新洲等。

2001年存栏约2.56万头。

7 夷陵牛 中心产区在宜昌市。 2015年资源调查，夷陵牛目前存栏1万多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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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枣北牛 主产于枣阳市北部和东部，分布于襄阳、老

河口、随州市北部。

2001年存栏约9万头。

9 巴山牛（郧巴黄牛） 主产于十堰市的竹山、竹溪、房县，分布于

郧西、郧阳区、丹江口等

2001年存栏4.6万头，其中能繁母牛1.6万头，种公

牛200头左右。

10 巫陵牛（恩施黄牛） 主产于恩施州8个县市。 2001年存栏24万头，其中能繁母牛10万头，种公牛

4000头。

11 恩施山地水牛 主产于恩施州8个县市。 2001年存栏8万余头，其中能繁母牛32000余头，种

公牛2000余头。

12 江汉水牛 主要分布于江汉平原，包括江陵、石首、公

安、监利、洪湖、天门、潜江、仙桃、松

滋、钟祥、沙洋、掇刀区、东宝区、枝江、

当阳、孝感、武汉及黄冈。

全省存栏50余万头。

13 马头山羊 中心产区在郧西、房县、郧阳区、巴东、竹

山、竹溪、建始等，分布于保康、恩施、宜

昌、神农架等。

2001年，全省存栏28万只。

14 宜昌白山羊 中心产区为长阳、五峰、秭归、宜昌、兴 2001年存栏41.5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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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宜都、巴东、建始、恩施、利川等。

15 麻城黑山羊 中心产区为麻城市。 2001年存栏1.5万只。

16 利川马 中心产区为利川，分布于恩施、建始、巴

东、宣恩、咸丰、来凤、鹤峰、五峰、长

阳、宜昌、秭归等。

2001年存栏1264匹。

17 江汉鸡 分布广，数量多，广泛分布于江汉平原及长

江沿岸各县市区。

2001年全省出笼1.5亿只。

18 双莲鸡 中心产区在当阳市，分布于远安、宜昌、兴

山、枝江、荆门、江陵等。

2001年总数约200万只。

19 洪山鸡 产区位于随州市曾都区、随县及枣阳。 2001年存笼10万只。

20 景阳鸡 主产于建始县及恩施市。 2001年存笼5.7万只。

21 麻城绿壳蛋鸡 主产于麻城市。 2001年存笼50万只。

22 荆门黑羽绿壳蛋鸡 中心产区主要在荆门市的掇刀区、东宝区、

沙洋县、京山县、钟祥市等地的30个乡

镇 ，省内的荆州市、随州市、孝感市、天

门市、潜江市、宜昌市、襄阳市、十堰市等

地均有分布。

到2015年6月底，中心产区30个乡镇共存笼35.17万

只。

23 郧阳白羽乌鸡 在十堰市各县市均有分布。 2001年存笼100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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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郧阳大鸡 主产于竹山、房县、郧阳区、丹江口市、竹

溪县及神农架林区。

2001年存笼87万只。

25 沔阳麻鸭 中心产区位于仙桃市，天门、汉川、洪湖、

荆门、蔡甸区、汉南区也有分布。

2002年存笼10万余只。

26 恩施麻鸭 主要分布在恩施州的恩施、利川、来凤、宣

恩、咸丰。

2001年存栏74万只。

27 荆江鸭 主产于江陵、监利、仙桃等，洪湖、石首、

公安、潜江也有分布。

2001年存笼约80万只。

28 中国番鸭（阳新番鸭） 中心产区为阳新县，分布于英山、罗田、咸

宁、通山、崇阳。

2001年年饲养量近百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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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无资源地区现场核查记录表
市 县（市、区） 单位：头、只、匹、箱

备注：每一页抽查记录需签名，核查人员有变动时，另起页记录。

核查人员（签名） ： 核查日期：

序 号
地址（乡镇街道、

村）
是否有资源

有资源信息

场（户）名称 品种名称 群体数量

1 无□有□

2 无□有□

3 无□有□

4 无□有□

5 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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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有资源地区现场核查记录表

备注：1、畜禽发生买卖时，抽查当日数量与登记日数量有差别，以登记日数量

为准，不再更改，认定为“一致”。2、普查档案资料包括：有资源区域的提供入户登

记表，填报为无畜禽遗传资源分布的，应提供有关证明材料，证明材料包括禁养区

证明、普查员签字的入户登记表、设置无资源的乡镇及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无资源

证明材料等，任其一份即可。

现场核查地区： 市 县（区） 村

养殖场（企业、合作社、户）名称：

现场核查人： 核查日期：

质量控制

模块

质量控制内容 完成情况（对应项打“√”）

真实性 普查对象是否接受过调查 是□

否□

规范性 入户登记表填写是否规范 是□

否□

准确性

登记品种名称是否与现场核查一致 是□

否□

不一致原因

入户登记表数据与现场核查数据的

一致性

登记数： 核查数：

一致（偏差10%以内）□

不一致□ 原因

数据满足表内、表间逻辑关系 满足□

不满足□

新资源登记是否规范、准确 是□

否□

饲养环境选择是否准确 是□

否□

完整性 是否存在漏填项 是□

否□

登记表是否存档县里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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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工作办公室、湖北省农
业种质资源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湖北省畜禽遗传资源
普查技术专家组、湖北省畜禽育种中心、湖北省畜牧良种场

湖北省畜禽遗传资源普查工作办公室

2021年12月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