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操作手册
（第二册）

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工作办公室





猪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1

牛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24

羊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48

马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88

驴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108

骆驼（羊驼）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125

兔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144

鸡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161

鸽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179

鹌鹑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197

珍珠鸡（火鸡、鹧鸪、雉鸡）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215

鸵鸟（鸸鹋）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234

水禽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252

水貂（狐、貉）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273

鹿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287

蜜蜂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301

熊蜂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319

壁蜂（切叶蜂）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330

家蚕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343

柞蚕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354





1猪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猪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表 1  猪遗传资源概况表

省级普查机构：… …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其他名称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 … 培育品种£… … … 培育配套系£…

引入品种£… … … 引入配套系£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中心产区

分布区域

群体规模（头） 其中
种公猪（头）

基础母猪（头）

自

然

生

态

条

件

地貌、海拔与

经纬度

气候类型

气温 年最高 年最低 年平均

年降水量

无霜期

水源土质

主要农作物、

饲草料种类及

生产情况

消长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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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测定

品种评价

资源保护情况

开发利用情况

饲养管理情况

疫病情况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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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猪体型外貌个体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 … … … … … … … … 性别：… … … … … … … …

个体号 年龄

肤色 白色£… … … … … 黑色£… … … … 灰色£… … … … 其他：… … … …

毛色

黑£ 白£ 六白£

棕红£ 玉鼻£ 火毛£

两头乌£ 乌云盖雪£ 黑（白脚）£

其他

头

大£ 中£ 小£

嘴筒短£ 嘴筒中等£ 嘴筒长£

额有皱纹£ 额无皱纹£

耳形
大£ 中£ 小£

前倾£ 直立£ 下垂£

躯干

背腰平£ 背腰凹£ 臀部丰满£

腹部下垂£ 腹部平直£ 臀部斜尻£

尾根高£ 尾根低£

乳头

粗£ 中等£ 细£

排列整齐£ 排列不整齐£ 有效乳头数

排列对称£ 丁字排列£ 乳头对数

四肢
正常 / 卧系£ 　肢势正常£

肢势外展£ 　肢势内收£

其他特殊性状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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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猪体型外貌群体特征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品种（类群）

名称

肤色

毛色

头

耳形

躯干

乳头

四肢

体型特征

（大小、体

质、结构）

其他性状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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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种
猪
体
尺
体
重
登
记
表

地
点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

…
…

…
乡

（
镇
）…

…
…

…
…

…
…

…
村

场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

：…
…

…
　

…
…

…
…

…
联

系
方

式
：…

…
…

…
…

…
…

…
……

品
种

（
类

群
）

名
称

：…
…

…
…

…
…

…
…

…
性

别
：

公
£

…
…

…
母
£

…
…

…（
公

、
母

分
开

填
报
）

序
号

个
体

号
性

别
出

生

日
期

*

测
定

日
期

母
猪

胎
次

公
猪

月
龄

体
重

（
kg
）

体
尺

（
cm

）
活

体
背

膘
厚

*

（
m
m）

活
体

眼
肌

面
积

*

（
cm

2 ）
体

高
体

长
胸

围
背

高
*

胸
深

*
腹

围
*

管
围

*

平
均

数
±

标
准

差

注
：

标
*
者

为
选

填
项

。

填
表

人
（
签

字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
…

年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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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猪
生
长
发
育
性
能
登
记
表

（
地

方
品

种
、

培
育

品
种

和
培

育
配

套
系

适
用
）

地
点

：…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

…
…

乡
（
镇
）…

…
…

…
　

　
　

…
…

村

场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

：…
…

…
　

…
…

…
…

…
…

联
系

方
式

：…
…

　
……

…
…

…
…

…
…

…
…

品
种

（
类

群
）

名
称

：…
…

…
…

…
…

…
　

　
　

　
　

…
…

…
…

…

序
号

个
体

号
性

别
初

生
重

（
kg
）

断
奶

日
龄

（
d）

断
奶

重

（
kg
）

保
育

期
末

日
龄

（
d）

保
育

期
末

重

（
kg
）

12
0
日

龄
体

重

（
kg
）

达
适

宜
上

市
体

重
日

龄
（
d）

平
均

数
±

标
准

差

备
注

：
请

说
明

各
期

饲
料

的
主

要
营

养
指

标
（
C
P%

；
D
E
，

M
J/
kg

；
C
F%

；
Ly

s%
；

C
a…

%
；

P%
）

填
表

人
（
签

字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
…

年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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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猪
生
长
发
育
性
能
登
记
表

（
引

入
品

种
和

引
入

配
套

系
适

用
）

地
点

：…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

…
…

乡
（
镇
）…

…
…

…
…

　
　

　
…

村

场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
：…

…
…

…
…

…
…

…
…

…
…

联
系

方
式

：…
…

…
…

…
…

…
…

…
…

…
……

品
种

（
类

群
）

名
称

：…
…

…
…

…
…

…
…

…
…

序 号

个
体 号

性
别

初
生

重

（
kg
）

断
奶

日

龄
（
d）

校
正

21
日

龄
重

（
kg
）

校
正

达
30

kg

日
龄

* （
d）

校
正

达
10

0k
g
日

龄
（
d）
£

校
正

达
11

5k
g
日

龄
（
d）
£

校
正

达
10

0k
g
背

膘
厚

（
m
m）

£

校
正

达
11

5k
g
背

膘
厚

（
m
m）

£

校
正

达
10

0k
g
眼

肌
面

积
（
cm

2 ）
£

校
正

达
11

5k
g
眼

肌
面

积
（
cm

2 ）
£

平
均

数
…±

…标
准

差

备
注

：
请

说
明

各
期

饲
料

的
主

要
营

养
指

标
（
C
P%

；
D
E
，

M
J/
kg

；
C
F%

；
Ly

s%
；

C
a%

；
P%

）

注
：

标
*
者

为
选

填
项

。
标

注
£

者
二

选
一

，
选

择
后

在
对

应
项

后
打

√
。

填
表

人
（
签

字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
…

年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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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猪
育
肥
性
能
登
记
表

地
点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

…
…

乡
（
镇
）…

…
…

…
…

　
　

　
…

村

场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
：…

　
…

…
…

…
…

…
…

…
…

联
系

方
式

：…
…

…
…

…
…

…
…

……
…

品
种

（
类

群
）

名
称

：…
…

…
…

…
…

…
…

…
…

序
号

个
体

号
性

别
育

肥
起

测
日

龄

（
d）

育
肥

起
测

体
重

（
kg
）

育
肥

结
测

日
龄

（
d）

育
肥

结
测

体
重

（
kg
）

育
肥

期
耗

料
量

（
kg
）

育
肥

期
日

增
重

（
g）

育
肥

期
料

重
比

平
均

数
±

标
准

差

备
注

：
前

期
饲

料
C
P%

…
…

…
…

，…
D
E
（
M
J/
kg
）…

…
…

…
，…
C
F%

…
…

…
，…
Ly

s%
…

…
…

…
，…
C
a%

…
…

…
，…
P%

…
…

…
…

；

　
　

…
后

期
饲

料
…C
P%

…
…

…
…

，…
D
E
（
M
J/
kg
）…

…
…

…
，…
C
F%

…
…

…
，…
Ly

s%
…

…
…

…
，…
C
a%

…
…

…
，…
P%

…
…

…
…

填
表

人
（
签

字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
…

年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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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猪
屠
宰
性
能
登
记
表

地
点

：…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

…
…

乡
（
镇
）…

…
…

…
…

…
　

　
　

村

场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
：…

…
…

…
…

…
…

…
…

…
…

联
系

方
式

：…
…

…
…

…
…

…
…

…
…

…
…

…
……

品
种

（
类

群
）

名
称

：…
…

…
…

…
…

…
…

…
…

序 号

个 体 号

性 别

屠 宰 日 龄

宰
前

活
重

（
kg
）

胴
体

重
（
kg
）

胴
体

长
*

（
cm

）

背
膘

厚
（
m
m）

6…
～

…7
肋

处
皮

厚
（
m
m）

眼
肌

面
积

（
cm

2 ）

皮 重
（
kg
）

皮 率
*

（
%
）

骨 重
（
kg
）

骨 率
*

（
%
）

肥 肉 重
（
kg
）

肥 肉 率
*

（
%
）

瘦 肉 重
（
kg
）

瘦 肉 率
（

%
）

屠 宰 率
（

%
）

肋 骨 数
右

左
总 重

肩
部

最
厚

处
最

后
肋

骨
处

腰
荐

结
合

处
平

均
背

膘
厚

平
均

数
±

标
准

差

注
：

标
*
者

为
选

填
项

。

填
表

人
（
签

字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
…

年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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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猪
胴
体
肌
肉
品
质
登
记
表

地
点

：…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

…
…

乡
（
镇
）…

…
…

…
…

…
　

　
　

村

场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

：…
…

…
…

…
…

…
…

…
…

…
联

系
方

式
：…

…
…

…
…

…
…

…
…

…
…

…
…

…

品
种

（
类

群
）

名
称

：…
…

…
…

…
…

…
…

…
…

屠
宰

日
龄

：…
…

…
…

…
…

…

序
号

个
体

号
性

别
肉

色
pH

1
pH

24

滴
水

损
失

（
%
）

大
理

石
纹

肌
内

脂
肪

含

量
（

%
）

嫩
度

评
分

测
定

平
均

数
±

标
准

差

备
注

：
请

说
明

是
否

经
过

育
肥

及
育

肥
期

的
主

要
营

养
指

标
（
C
P%

；
D
E
，

M
J/
kg

；
C
F%

；
Ly

s%
；

C
a%

；
P%

）

填
表

人
（
签

字
）：

…
…

…
…

…
…

…
…

…
电

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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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公猪采精信息个体登记表（选填）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联系方式：…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 …

序号 个体号 采精日期 采精次数
采精量

（mL）

精子密度

（亿个 /mL）

精子活力

（%）

精子畸形

率（%）

平均数 ± 标准差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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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猪繁殖性能群体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公猪性成熟

日龄（d）

公猪初配日龄（d）/ 体

重（kg）

公猪利用年

限

母猪性成熟

日龄（d）

母猪初配日龄（d）/ 体

重（kg）

母猪利用年

限或胎次

初产窝产仔

数（头）

初产窝产活

仔数（头）

初产出生

窝重（kg）

经产窝产仔

数（头）

经产窝产活

仔数（头）

经产初生窝

重（kg）

经产断奶

日龄（d）

经产断奶仔

猪数（头）

经产仔猪断

奶成活率（%）

经产断奶窝

重（kg）

发情周期

（d）
妊娠期（d）

公猪精液品质 *

采精量（mL） 精子活力（%） 精子密度（亿个 /mL）

注：标 * 的为选填项。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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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猪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 …

成年公照片 1 成年公照片 2

成年母照片 1 成年母照片 2

群体照片 1 群体照片 2

视频资料 1 视频资料 2

注：每个品种要有成年公、成年母、群体照片及视频资料各 2 份。其他照片另附。

拍照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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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填表说明

一、猪遗传资源概况表

此表由该品种分布地的省级普查机构组织有关专家填写。

1. 品种（类群）名称　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和《中

国畜禽遗传资源志》填写，新发现的猪遗传资源和新培育的品种及配套系按有关

规定填写。

2. 其他名称　填写该品种的曾用名、俗名等。

3. 品种类型　根据《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填写地方品

种、培育品种及配套系或引入品种及配套系。

4.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根据品种类型填写。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及形成

历史；培育品种及配套系填写培育地、培育单位及育种过程、审定时间、证书编

号；引入品种及配套系填写主要的输出国家以及引种历史等。

5. 中心产区　地方品种、培育品种、引入品种填写该品种在本省的主要分布

区域，且存栏量占本省该品种存栏量的 20% 以上。可填写至县级，地方品种可填

写至乡镇。配套系填写商品代主要推广区域。

6. 分布区域　按照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

7. 群体规模及种公猪、基础母猪　根据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从全国畜禽遗

传资源信息系统里导出。

8. 自然生态条件　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分布在原产地之外

的地方品种和培育品种、引入品种填写中心产区的自然生态条件。配套系不填写

自然生态条件。

（1）地貌　在山地、盆地、丘陵、平原、高原中选择，可多选。

（2）海拔　产区范围内的海拔高度，单位为米（m）。如：××……～……××m。

（3）经纬度　产区范围，东经 ××°××′—××°××′ ；北纬 ××°××′—
××°××′。

（4）气候类型　在热带雨林气候、热带草原气候、热带季风气候、热带沙漠

气候、亚热带季风和湿润气候、地中海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亚寒带针叶林气候、高原山地气候中选择，可多选。

（5）气温　单位为摄氏度（℃）。

（6）年降水量　正常年年均降水量，单位为毫米（mm）。

（7）无霜期　年均总天数，时间：××—×× 月。

（8）水源土质　产区流经的主要河流等。

（9）主要农作物、饲草料种类及生产情况。

9. 消长形势　描述近 15 年的数量规模变化，品质性能变化，以及遗传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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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情况。

10. 分子生物学测定　是指该品种是否进行过生化或分子遗传学相关测定，如

有，需要填写测定单位、测定时间和行业公认的代表性结果；如没有，可填写无。

11. 品种评价　填写该品种遗传特点、优异特性、可供研究利用的主要方向。

12. 资源保护情况　填写该品种是否制订了保种和利用计划，是否设有保护

区、保种场，是否建立了品种登记制度，如有，需要填写具体情况，包括保种场

（保护区）名称、级别、群体数量及家系数等。

13. 开发利用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纯繁生产、杂交利用、新品种（系）培育、

品种标准（注明标准号），以及产品开发、品牌创建、农产品地理标志等。

14. 饲养管理情况　是否有特殊的饲养、繁殖方式，介绍传统的饲养方式和目

前的饲养方式。如圈养、集中饲养等，管理难易、补饲情况及饲料组成等。

15. 疫病情况　填写调查该品种原产地或中心产区的流行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发生情况，以及该品种易感和抗病情况。

二、猪体型外貌个体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猪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测定数量要求：成年母猪 50 头以上，成年公猪 20 头以上。

（三）具体填写时在对应的选项后进行勾选。

1. 肤色　白色、黑色、灰色。

2. 毛色　黑色、白色、六白、棕红、玉鼻、火毛、两头乌、乌云盖雪、黑

（白脚）等。

3. 头部特征　头大小及形状、嘴筒长短、额部皱纹特征等，参见下图。

嘴筒长直

头大，额皮中部隆起

成块，俗称“盖碗”

头中等大，面直

头中等大，面微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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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耳形　大小、是否下垂，参见下图。

耳大，下垂

耳大，下垂 耳小，向前平伸

耳小而立

耳特大，下垂

耳小，竖立

耳中等大，竖立

耳小，向前平伸

5. 躯干特征　背腰是否平直，腹部是否下垂，臀部是否丰满，尾根高低。

6. 乳头对数及特征　参见下图。

腹大下垂，背平 腹大下垂，不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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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大拖地，背凹 腹大下垂，不拖地

乳头细，丁字排列，

发育良好

乳头粗

乳头细，对称排列，

发育良好

乳头细，对称排列，

发育良好

7. 四肢　粗细及其他特征。

粗壮、直立

外展

内展

X 形

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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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特殊性状　如獠牙、肋骨对数等。

三、猪体型外貌群体特征表

（一）该表为群体特征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猪场）和有关专家

基于但不限于个体登记表，结合《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和实际情况填写。

（二）描述肤色、毛色、头、耳形、躯干、乳头、四肢等特征，可定量的特征

需定量描述，说明比例。

1. 毛色特征　是否有多种毛色，如有，说明比例。

2. 头部特征　头大小及形状，额部皱纹特征，嘴筒长短，耳形、大小，是否

下垂。

3. 躯干特征　长短，背腰是否平直，腹部是否下垂，臀部是否丰满，乳头对

数及特征。

4. 四肢特征　粗细及其他特征。

5. 体型特征　体型大小、体质、结构。

6. 尾长及描述。

7. 其他性状　如獠牙等。

四、种猪体尺体重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猪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每个家系至少测定 2 头成年公猪、8 头成年母猪。如果家系情况不明，

测定成年公猪 20 头以上、成年母猪 50 头以上；成年公猪不足 20 头的，测定全部

成年公猪。

成年母猪在三胎或以上胎次且怀孕 2 个月左右称重，成年公猪要求 24 月龄以

上称重（kg）。

（三）标*号的为选填项。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有特殊说明的除外。

（四）具体填写事项如下：

1. 体重　实测体重（kg）。

2. 体高　鬐甲最高点到地平面的垂直距离（cm）。

3. 体长　两耳根连线中点沿背线至尾根处的长度（cm）。

4. 胸围　在肩胛骨后缘作垂直线绕体躯一周所量的胸部围长度（cm）。

5. 背高　背部最凹处至地面的垂直距离（cm），用硬尺或测杖量取。

6. 胸深　切于肩胛软骨后角的背至胸部下缘的垂直距离（cm），用硬尺或测杖

量取。

7. 腹围　腹部最粗处的垂直周径（cm），用软尺紧贴体表量取。

8. 管围　左前肢管部最细处的周径（cm），用软尺紧贴体表量取。

9. 活体背膘厚　B 超仪测定倒数第 3…～…4 肋间活体背部脂肪层厚度（mm）。

10. 活体眼肌面积　B 超仪测定倒数第 3…～…4 肋间活体背最长肌扫描横断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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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cm2）。

五、猪生长发育性能登记表（地方品种、培育品种和培育配套系适用）

（一）该表为个体调查或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猪场）和有

关专家填写。

（二）调查或测定 30 头，阉公、母各半。

（三）所有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请说明各期饲料的主要营养指标。

六、猪生长发育性能登记表（引入品种和引入配套系适用）

（一）该表为个体调查或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种猪场和有关专家填写。

（二）调查或测定 30 头，阉公、母各半。

（三）所有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标 * 的为选填。

（四）请说明各期饲料的主要营养指标。

七、猪育肥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猪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测定 30 头，阉公、母各半。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在育肥试验中，标注营养标准。

八、猪屠宰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猪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测定育肥猪 20 头，阉公、母各半。

（三）标 * 的为选填项，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具体填写事项如下：

1. 宰前活重（kg）　屠宰日龄按当地习惯并注明。宰前空腹 24h。

2. 胴体重（kg）　屠宰放血后，去掉头、蹄、尾和内脏（除板油、肾脏外）后

的两片胴体重。

3. 胴体长　胴体耻骨联合前沿至第一颈椎前沿的直线长度。

4. 平均背膘厚度 =（肩部最厚处 + 最后肋骨处 + 腰荐结合处）/3。

5.…6…～…7 肋处皮厚。

6. 眼肌面积　最后肋骨处背最长肌横断面面积，用硫酸纸描绘眼肌面积（两

次），用求积仪或方格计算纸求出眼肌面积（cm2），或用下列公式：

眼肌面积（cm2）=…眼肌高度（cm）×…眼肌宽度（cm）×0.7

7. 皮重和皮率

皮率 *=…［皮重 /（皮重 + 骨重 + 肥肉重 + 瘦肉重）］…×100%
8. 骨重和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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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率 *=…［骨重 /（皮重 + 骨重 + 肥肉重 + 瘦肉重）］…×100%
9. 肥肉重和肥肉率

肥肉率 *=…［肥肉重 /（皮重 + 骨重 + 肥肉重 + 瘦肉重）］…×100%
10. 瘦肉重和瘦肉率

瘦肉率 =…［瘦肉重 /（皮重 + 骨重 + 肥肉重 + 瘦肉重）］…×100%
11. 屠宰率 = 胴体重 / 宰前活重 ×100%。

12. 肋骨数

九、猪胴体肌肉品质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猪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测定育肥猪 20 头，阉公、母各半。说明测定的月龄。测定肌肉部位为背

最长肌。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具体填写事项如下：

1. 肉色　宰后 24h 内，离体肌肉横断面颜色的测定值，也

可用评分法。评分法参考 NY/T…821—2019 农业行业标准，在左

半胴体倒数第 3…～…4 胸椎处向后取背最长肌，采用 6 分制评分，

评分示意图如下。

淡灰粉色至白色，1 分

深红色，4 分

灰粉色，2 分

紫红色，5 分

亮红或鲜红色，3 分

暗紫红色，6 分

2. 肌肉 pH　宰后一定时间内，离体肌肉酸碱度的测定值。其中，停止呼吸 1h

内测定的，用 pH1 表示，在 0…～…4℃条件下保存至停止呼吸 24h 测定的，用 pH24

表示。

3. 滴水损失 %　在无外力的作用下，离体肌肉在特定条件和规定时间内流失

或渗出的量。规定用 48h 滴水损失来表示。

扫码看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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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理石纹　肌肉横截面可见脂肪与结缔组织的分布情况。

5. 肌内脂肪含量　肌肉组织内的脂肪含量（用评分板时标

明几分制）。

大理石纹和肌内脂肪含量参考 NY/T…821—2019 农业行业标

准，肌内脂肪含量和大理石纹采样部位为左半胴体倒数第 3…～…4

胸椎处向后取背最长肌，肌内脂肪含量采用索氏浸提法，大理

石纹的评分采用 6 分制评分，参考 NY/T…821—2019，大理石纹

评分示意图如下。

可见极少量大理石纹，1 分

　大理石纹较明显，4 分

可见少量大理石纹，2 分

大理石纹明显，5 分

大理石纹稀疏，3 分

大理石纹很明显，6 分

6. 嫩度　测试仪器的刀具切断被测肉样时所用的力。

7. 说明是否经过育肥，育肥的营养标准。

十、公猪采精信息个体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历史采精记录调查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猪场）

和有关专家填写。

（二）每个家系调查 1…～…2 头成年公猪，所有家系共调查 10 头以上成年公猪。

如果家系不明，调查 10 头以上成年公猪，不足 10 头的调查全部成年公猪。调查

公猪当年的采精信息。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具体填写事项如下：

1. 采精次数　本条采精记录是公猪的第几次采精。

2. 采精量　单次采精所获得的精液体积（mL）。

3. 精子密度　每毫升精液中所含有的精子数。

4. 精子活力　精液中呈前进运动精子所占的百分率。

5. 精子畸形率　异常精子占总精子数的百分率。精子畸形一般分为三类：一

扫码看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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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头部畸形：大头、小头、长形头、变形、缺失、轮廓不清、双头等。二是中段

畸形：偏轴、膨大、屈折、颈部断开、在接近头中段或接近尾的中段存在原生质

滴等。三是尾部畸形：线体膨胀、双尾、卷曲、无尾、头尾缠绕等。

十一、母猪繁殖性能个体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历史繁殖记录调查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猪场）

和有关专家填写。

（二）每个家系调查 6…～…8 头成年母猪，所有家系共调查 50 头以上。如果家系

不明，调查 50 头以上成年母猪。母猪利用当年繁殖记录及其历史繁殖记录。

（三）标 * 号的为选填项，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具体填写事项如下：

1. 配种方式　填写本交或人工授精。

2. 断奶成活率 = 断奶时成活仔猪数 / 窝产活仔猪数 ×100%。

十二、猪繁殖性能群体表

（一）该表为群体调查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猪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标 * 的为选填项。

1. 经产　经产为 2 胎及以上。

2. 初产、经产断奶窝重　引入品种校正 21 日龄窝重（kg）。

3. 经产仔猪断奶成活率 = 断奶时成活仔猪数 / 窝产活仔猪数 ×100%。

十三、猪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一）照片用数码相机拍摄，图像的精度达 800 万像素以上，内存在 1.2MB

以上。

（二）照片以 .jpg 格式保存，不对照片进行编辑。

（三）照片正面不携带年月日等其他信息。

（四）个体照片文件用“品种名称 + 年龄 + 性别 + 顺序号”命名，群体照片

用“品种名称 +‘群体’+ 顺序号”命名，同时附相关 word 文档，对每张照片的

品种名称、年龄、性别、拍摄日期、拍摄者姓名、饲养者名称及拍摄地点等进行

详细说明。

（五）每个品种要有成年公、成年母、群体照片各 2 张。

（六）视频资料

视频资料要能反映品种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群体概貌、品种特征、饲养方

式等。

视频格式：每个视频时长不超过 5min，尽量在 3min 以内（大小不超过

80MB）。视频格式应为 MP4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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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表 1  牛遗传资源概况表

省级普查机构：… …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其他名称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 … 培育品种£… … … 引入品种£

经济类型 肉用£… … … 乳用£… … … 乳肉兼用£… … … 其他：… … … …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中心产区

分布地域

群体数量（头） 其中
种公牛（头）

能繁母牛（头）

自

然

生

态

条

件

地貌、海拔与经纬

度

气候类型

气温 年最高 年最低 年平均

年降水量

无霜期

水源土质

耕地及草地面积

主要农作物、饲草

料种类及生产情况

消长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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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测定

品种评价

资源保护情况

开发利用情况

饲养管理情况

疫病情况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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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牛体型外貌特征个体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 … … … … … … … … … 性别：… … … … … … … …

个体号（防疫号） 年龄（月）

形态特征

头… 　… 型：短宽（额广，鼻梁短）£… … 长窄（额窄，鼻梁长）£…

角…的…有…无：无£（天然无角£… … 人工去角£）

　　　　　　有£（龙门£… 　倒八字£… 　萝卜角 / 毛笋角£… 　短钝角£…

　　　　　　铃铛角£　　大圆环£… 　小圆环£… 　其他… … … ）

肩… … 　峰：高£… … 低£… … 无£…

颈垂、胸垂：大£… … 小£… … 无£

脐… … 　垂：大£… … 小£… … 无£… …

尻… … 　形：短£… … 长£… … 斜£… … 平£… … 臀端宽£… … 臀端窄£

尾… … 　帚：小£… … 大£

尾… … 　长：飞节以下£… … … 飞节以上£

毛色、鼻

镜色、角

色

基　础　色：紫红 / 枣红£… … 棕红£… … 深黄褐£… 　金£… … 草黄£…

… … … … … … 黑£… 　灰£… … 白£… … 其他… … … …

白… … 　斑：无£

　　　　　　有£（白花£　　白头£… 　白额£　　白腹£… 　白带£…

　　　　　　白背£… 　白胸月£… 　白袜子£）

局…部…淡…化：无£

　　　　　　有£（四肢内侧□　… 下腹□　… 耳内侧□　… 眼圈□　… 嘴圈□）…

黧　… … 毛：是£… … 　否£… … … … … … …

沙… … 　毛：是£… … 　否£…

晕… 　… 毛：是£… … 　否£… … … … … … …

季节性黑斑：有£… … 　无£…

鼻　镜　色：粉£… … 　色斑£… 　　　黑褐£… …

角… 　… 色：蜡色£… … 黑褐£… … 　　黑褐纹£… … …

蹄　… … 色：蜡色£… … 黑褐条斑£… … 黑褐£

被毛形态

及分布

长… … 短：贴身短毛£… … 长毛£… … 长覆毛有底绒£

额部长毛：无£… … 有£… 　（长度描述… … … … ）

局部卷毛：无£

　　　　　有£… 　部位（前额£… … 体躯£… … 其他… … … … ）

母牛乳房

发育情况

前后乳区发育均匀性：前后均匀£… 　前后不均匀（前吊£　　后吊£）

副乳头：无£　　有£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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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牛体型外貌特征群体汇总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 … … … …

整体结构

毛色、蹄色、角色

躯干特征

四肢、尾部

母牛乳房发育情况

其他特殊性状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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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牛生长发育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测定阶段：初生重£、6 月龄£、12 月龄£、18 月龄£、30 月龄£

序号 个体号 性别 测定阶段体重 序号 个体号 性别 测定阶段体重

平均数 ± 标准差 平均数 ± 标准差

注：30 月龄阶段体重为牦牛品种必填，其他牛不需要填写。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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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牛育肥性状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育肥形式：直线育肥£……强度育肥£……放牧 / 未育肥£

序号 个体号 性别 年龄 初测日期 终测日期
初测体重

（kg）

终测体重

（kg）

日增重

（kg）

平均数 ± 标准差

注：本表为选填表。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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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牛繁殖性能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联系方式：…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

母牛

初情期

初配年龄

初产年龄

发情周期（d）

妊娠期（d）

产犊间隔（d）

情期受胎率（%）

年总繁殖率（%）

公牛

性成熟年龄

初配年龄

配种方式

本交… … …□ 公母比例

人工授精…□

采精量 *（mL）

精子密度 *（亿个 /mL）

精子活力 *

利用年限（a）

注：标 * 为选填项。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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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牛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联系方式：…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

成年公牛正侧面

照片 2 张

成年公牛头部

照片 2 张

成年公牛后部

照片 2 张

成年公牛群体

2 张

成年母牛正侧面

照片 2 张

成年母牛头部

照片 2 张

成年母牛后部

照片 2 张

成年母牛群体

2 张

视频资料 1 视频资料 2

注：每个品种成年公牛、成年母牛、群体照片、视频资料各 2 套。

拍照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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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填表说明

一、牛遗传资源概况表

此表由该品种分布地的省级普查机构组织有关专家填写。

1. 品种（类群）名称… 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和《中

国畜禽遗传资源志》填写，新发现的牛遗传资源和新培育的牛品种按有关规定

填写。

2. 其他名称… 填写该品种的曾用名、俗名等。

3. 品种类型… 根据《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填写地方品

种、培育品种或引入品种。

4. 经济类型… 按照品种的实际用途选择填写，如为其他特殊用途的，请在

“其他”选项中标明。

5.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根据品种类型填写。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及形成

历史；培育品种填写培育地、培育单位及育种过程、审定时间、证书编号；引入

品种填写主要的输出国家以及引种历史等。

6. 中心产区… 该品种在本省的主要分布区域，且存栏量占本省该品种存栏量

的 20% 以上。可填写至县级，地方品种可填写至乡镇。

7. 分布区域… 按照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

8. 群体数量及种公牛、能繁母牛… 根据 2021 年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信息系

统的结果填写。

9. 自然生态条件… 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分布在原产地之外

的地方品种和培育品种、引入品种填写中心产区的自然生态条件。

（1）地貌… 在山地、盆地、丘陵、平原、高原中选择，可多选。

（2）海拔… 产区范围内的海拔高度，单位为米（m）。如：××～××m。

（3）经纬度… 产区范围，东经 ××°××′ —××°××′ ；北纬 ××°××′…—
××°××′。

（4）气候类型… 在热带雨林气候、热带草原气候、热带季风气候、热带沙漠

气候、亚热带季风和湿润气候、地中海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亚寒带针叶林气候、高原山地气候中选择，可多选。

（5）气温… 单位为摄氏度（℃）。

（6）年降水量… 正常年年均降水量，单位为毫米（mm）。

（7）无霜期… 年均总天数；时间：××—×× 月。

（8）水源土质… 产区流经的主要河流等。

（9）耕地及草地面积。

（10）主要农作物、饲草料种类及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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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消长形势… 描述近 15 年数量规模变化，品质性能变化，以及遗传多样性

变化情况。

11. 分子生物学测定… 指该品种是否进行过生化或分子遗传学相关测定，如

有，需填写测定单位、测定时间和行业公认的代表性结果。如没有可填写无。

12. 品种评价… 填写该品种遗传特点、优异特性、可供研究开发利用的主要

方向。

13. 资源保护情况… 填写该品种是否制订保种和利用计划，是否设有保护区、

保种场，如有，需要填写具体情况，包括保种场（保护区）名称、级别、群体数

量及家系数。填写是否建立了品种登记制度，如有，需要填写开始时间和负责…

单位。

14. 开发利用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纯繁生产、杂交利用、新品种（系）培育、

品种标准（注明标准号），以及产品开发、品牌创建、农产品地理标志等。

15. 饲养管理情况… 填写饲养管理难易、补饲情况、饲料组成、饲养方式，如

圈养、全年放牧、季节放牧等。

16. 疫病情况… 填写调查该品种原产地或中心产区的流行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发生情况，以及该品种易感和抗病情况。

二、牛体型外貌特征个体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现场评定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和有关

专家填写。

（二）选择在正常饲养管理水平条件下成年牛个体，其中成年母牛指经产母牛，

成年公牛指达到配种年龄的公牛，一般 24 月龄（普通牛）、36 月龄（水牛）和 48

月龄（牦牛）以上的公牛。评定数量成年公牛 10 头以上，成年母牛 20 头以上。

（三）对被选择评定的个体，应牵引至平坦地面处，人工辅助站稳并使其呈正

常站立姿势。

（四）具体外貌特征可参照附件 1（牛遗传资源图示），部分性状说明如下。

1. 白胸月… 沼泽型水牛的特征白斑。

2. 白袜子… 大额牛的特征白斑。

3. 黧毛… 蒙古牛、哈萨克牛等品种中出现的深浅条纹毛色特征。

4. 沙毛… 黑白毛相间生长的毛色特征。

5. 局部淡化… 通常为四肢内侧、下腹、咽部毛色变浅。

6. 晕毛… 纯色无花斑品种中出现的体躯两侧局部毛色深浅不一的毛色特征，

但区别于局部淡化。

7. 季节性黑斑… 部分牛品种中出现的毛色特征。

三、牛体型外貌群体汇总表

（一）该表为群体特征调查汇总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和

有关专家基于但不限于个体登记表，结合《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和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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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

（二）体型外貌指标包括：整体结构、毛色、蹄色、角色、被毛形态、头部特

征与类型、躯干特征、四肢、尾部、母牛乳房发育情况等，能够定量的，填写不

同类型的占比。按公母分别描述，若有不同类型的外貌特征，请注明各类型所占

比例。

（三）具体性状说明。

1. 整体结构… 宽长矮（“抓地虎”）、高短窄（“高脚黄”）、中度等。

2. 毛色、蹄色、角色… 分为基础色、白斑、特殊毛色模式、黧毛、沙毛、晕

毛、季节性黑斑、鼻镜色、角色、蹄色等。

3. 被毛形态… 被毛长短、额部长毛、局部卷毛等。

4. 头部特征与类型… 头型、角的有无、角形、肩峰、颈垂等。

5. 躯干特征… 包括前躯、中躯、后躯，分为胸垂、脐垂、尻形等。

6. 四肢、尾部… 四肢包括粗壮、长短、蹄质等，尾部包括尾形、尾长等。

7. 母牛乳房发育情况… 包括前后乳区发育均匀性、是否有附乳头。

8. 其他特殊性状… 包括本品种特有的性状，无对应项在“其他”中自行…

填入。

四、牛体尺体重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选择正常饲养管理条件下成年牛个体进行测定。成年母牛指经产母牛，

成年公牛指 24 月龄（普通牛、大额牛、瘤牛）、36 月龄（水牛）和 48 月龄（牦牛）

以上公牛。

（三）测定数量：成年公牛 10 头以上、成年母牛 20 头以上。

（四）测定指标：包括必填项和选填项。必填项为：鬐甲高、体斜长、十字部

高、胸围、管围、体重。选填项为：腹围、胸宽、坐骨端宽等。

（五）统计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六）具体填写事项。

1. 鬐甲高… 鬐甲最高点到地面的垂直高度。采用测杖测量，单位为厘米（cm）。

2. 十字部高… 牛体两腰角连线中点至地面的垂直高度，也称为腰高。髂骨的

左右两侧髋结节（腰角）连线与腰椎形成垂直交叉的部位称为十字部。采用测杖测

量，单位为厘米（cm）。

3. 体斜长… 肩胛骨前缘到坐骨端后缘的距离。采用测杖或卷尺测量，单位为

厘米（cm）。

4. 胸围… 肩胛后缘垂直围绕通过胸基的周径。采用软尺测量，单位为厘米

（cm）。

5. 腹围… 十字部前缘腹部最大处的垂直周径。采用软尺测量，单位为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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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6. 管围… 左前肢管部上 1/3（最细处）的周径。采用软尺测量，单位为厘米

（cm）。

7. 胸宽… 两前肢内侧胸底的宽度。采用测杖测量，单位为厘米（cm）。

8. 坐骨端宽… 坐骨端外缘的直线距离。采用卷尺测量，单位为厘米（cm）。

9. 体重… 即空腹重，牛只早晨未进食前测定的重量。体重应在磅秤或地秤上

称量。

五、牛生长发育登记表

（一）该表为实测和（或）调查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和有

关专家填写。初生重可根据实测和（或）档案资料填写。

（二）每个阶段测定数量：公牛 10 头以上、母牛 20 头以上。

（三）测定指标

1. 普通牛、水牛、瘤牛、大额牛… 初生重、6 月龄体重、12 月龄体重、18 月

龄体重。

2. 牦牛… 初生重、6 月龄体重、18 月龄体重、30 月龄体重。

（四）统计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六、牛育肥性状登记表

（一）该表为选填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和有关专家根据

实际测定结果和（或）档案资料填写。

（二）需调查测定育肥牛 20 头以上。其中，牦牛应在 5—10 月自然放牧状态下

进行育肥测定。

（三）统计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具体测定内容。

1. 年龄… 填写初测体重时的月龄。

2. 初测体重… 开始正式育肥期时的空腹体重，单位为 kg。

3. 终测体重… 育肥结束时的空腹体重，单位为 kg。

4. 日增重… 计算公式为：日增重 =（终测体重 - 初测体重）/ 育肥天数，单位

为 kg。

5. 育肥形式… 指该品种采取哪种形式育肥，如直线育肥、强度育肥、放牧 /

未育肥。直线育肥指犊牛断奶后直接转入生长肥育阶段，使犊牛一直保持很高的

日增重量，直至达到屠宰体重时为止。强度育肥指对 300kg 左右的架子牛，在饲

料条件较好的舍饲条件下育肥。

七、牛屠宰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适用于肉用和兼用牛品种。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

单位（养殖场）和有关专家填写。

（二）屠宰月龄：普通牛、水牛、瘤牛、大额牛通常为 18 月龄及以上；牦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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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月龄及以上，建议在自然放牧状态下 9—10 月份开展屠宰测定。

（三）屠宰数量要求 10 头以上。

（四）统计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五）具体填写事项。

1. 宰前活重… 禁食 24h 后临宰时的实际体重。单位为千克（kg）。

2. 胴体重… 活体放血，去头、皮、尾、蹄、内脏（保留肾脏及周围脂肪）、生

殖器官及周围脂肪、母牛的乳房及周围脂肪的重量。单位为千克（kg）。注：胴体

重测定需标明是热胴体重还是 24h 冷却后的冷胴体重。

3. 净肉重… 胴体剔骨后的全部肉重，包括肾脏及周围脂肪。单位为千克（kg）。

4. 骨重… 将胴体中所有肌肉剥离后所剩骨骼的重量。单位为千克（kg）。

5. 肋骨对数… 记录屠宰牛只的实际肋骨对数。普通牛一般有 13 对肋骨，牦牛

一般为 14 对肋骨。

6. 眼肌面积… 指第 12 ～…13 胸肋间的眼肌横切面积。测定时，第 12 根肋骨后

缘，将脊椎锯开，然后用利刀垂直切开第 12 ～…13 肋骨间肌肉。使用方格透明卡

测定眼肌面积，可现场直接测定，也可利用硫酸纸将眼肌描样后保存，再用方格

透明卡或求积仪计算。

7. 屠宰率… 胴体重占屠宰前活重的百分率。…

8. 净肉率… 净肉重占屠宰前活重的比率。

9. 肉骨比… 净肉重与全部骨骼重的比值。

八、牛肉质性状登记表

（一）该表为选填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和有关专家填写。

（二）表中肌肉大理石花纹、肉色和脂肪颜色 3 个指标的评分标准，均选用我

国评分标准，分别为 5 分制、8 分制、8 分制，如下所列。

（三）测定数量为 10 头以上。

（四）统计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五）具体填写事项

1. 肌肉大理石花纹… 反映肌肉横截面可见脂肪与结缔组织

的分布情况。通常以第 12 ～…13 肋间处眼肌横断面为代表进行

标准卡目测对比评分，采用 5 分制评分标准。

1 2 3 4 5

肌肉大理石花纹 5 分制评定标准

扫码看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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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肉色… 肌肉横截面颜色的鲜亮程度。牛屠宰后 24h 内，

鉴定 12 ～…13 肋间眼肌横断面肉的颜色。肉色鉴定的测定方法

通常有目测法和色差计法。

（1）目测法… 屠宰后 24h 内，对照肉色标准图，目测

12 ～…13 肋间眼肌横切面肉的颜色。采用 8 分制评分方法，图示

如下。

1 2 3 4 5 6 7 8

8 分制肉色评定标准

（2）色差计法… 在屠宰后 24h 内，取 12 ～…13 肋间眼肌横切面肉进行颜色测

定。测定结果表示为 L—a—b 色度坐标。

（3）脂肪颜色… 肌肉组织内的脂肪含量。待测牛屠宰后成熟（注：排酸 72h

后），在第 12 ～…13 肋间取新鲜背部脂肪断面，目测脂肪色泽，对照标准脂肪色图

评分；采用 8 分制评分标准，图示如下。

1 2 3 4 5 6 7 8

脂肪颜色评定标准

4. 嫩度… 嫩度指煮熟牛肉的柔软、多汁和易于被嚼烂的程度。最通用的评定

嫩度方法是借助于仪器（剪切仪或质构仪）来衡量其切断力，又称剪切力，单位

为 kg/cm2。

嫩度测定的步骤：

①取肉样：取外脊（前端部分）200g，修成 6cm×3cm×3cm 的肉样；

②将肉样置于恒温水浴锅加热，用针式温度计测定肉样中心温度，当达 70℃

时，保持恒温 20min；

③ 20min 后取出，在室温条件下测定；

④用直径 1.27cm 的取样器，沿肌肉束走向取肉柱 10 个；

⑤将肉柱置剪切仪上剪切，记录每个肉柱被切断时的剪切值（用 kg/cm2

表示）；

扫码看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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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计算 10 个肉柱的平均剪切值，即为该肉样的嫩度。

5.…pH… 宰后 24h 内肌肉的酸碱度。在屠宰后 45 ～…60min 内，用 pH 测定仪在

12 ～…13 肋间测背最长肌 pH，待读数稳定 5s 以上，记录 pH（即 pH0）。在 4℃下，

将胴体冷却 24h 后，在相同位置测定 pH 并记录（即 pH24）。

6. 肌肉系水力… 用滴水损失法或加压法测定。

（1）滴水损失法　指不施加任何外力，只受重力作用下，蛋白质系统的液体

损失量。具体测定方法：宰后 2h，取第 12 ～…13 肋间处眼肌，剔除眼肌外周的脂

肪和筋膜，顺肌纤维走向修成长宽高为 5cm×3cm×2cm 的肉条，称重。用细铁丝

钩住肉条的一端，使肌纤维垂直向下，悬挂于食品袋中央（避免肉样与食品袋壁

接触）；然后用棉线将食品袋口与吊钩一起扎紧，在 0 ～ 4℃条件下吊挂 24h 后，

取出肉条并用滤纸轻轻拭去肉样表层汁液后称重，并按下式计算。

滴水损失 =［（吊挂前肉条重－吊挂后肉条重）/ 吊挂前肉条重］…×100%
（2）加压法　当外力作用于肌肉上，肌肉保持其原有水分的能力，称为肌肉

系水力或持水性，可利用质构仪测定。

具体测定方法：

①质构仪换上压力片，设置程序参数：压力重量 25kg，挤压时间 300s。

②宰后 2h，取第 12 ～…13 肋间处眼肌，修成边长约为 2cm 的立方体肉样，用

分析天平称重，记下挤压前重量 M1。

③肉样上下各放 8 ～…10 张滤纸，放到支承座上。

④开始挤压，由于滤纸比较松，压力会缓慢升到 25kg 的重量并保持 300min，

一个肉样一般需要 6min 左右。

⑤挤压结束后，取出肉样，揭去两侧粘的滤纸，然后放入分析天平上称重，

记下挤压后重量 M2。

⑥挤压前重与挤压后重之差占挤压前肉样重的百分比即为系水力，计算公

式为：

肌肉系水力 = （M1…－…M2）…/M1×100%
九、牛乳用性能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为调查表，乳用牛、乳肉兼用牛和具有乳用价值的牛品种必填。由

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和有关专家根据生产和档案记录统计填写。

（二）调查 1 胎、2 胎、3 胎及以上的母牛，每个胎次调查 20 头以上。

（三）牦牛可测定 5—9 月 153d 挤奶量，泌乳高峰期日挤奶量。

（四）标 * 的为选填项。统计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五）具体填写事项。

1. 泌乳期总产奶量… 指母牛一个泌乳期内的产奶总量，单位为 kg，并注明泌

乳期长度（d）。可人工测量或挤奶设备自动计量。

2.…305d 产奶量… 通常用于荷斯坦牛和娟姗牛品种。指从产犊日到第 305 个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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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日的总产奶量（kg）。泌乳天数不足 305d 时，按实际产奶天数的产奶量计算；泌

乳天数超过 305d 时，只取 305d 的实际产奶量。

3. 乳脂率… 指乳中脂肪含量的百分率，为一个泌乳期的多次测定计算的平均

数。原则上要求每个泌乳期测定 5 次以上。按照 DHI 实验室测定的规程采样。

4. 乳蛋白率… 指乳中蛋白含量的百分率，为一个泌乳期的多次测定计算的平

均数。原则上要求每个泌乳期测定 5 次以上。采样要求同上。

5. 干物质率… 指除去水分之后物质的百分率，为一个泌乳期的多次测定计算

的平均数。原则上要求每个泌乳期测定 5 次以上。采样要求同上。

6. 乳糖率… 指乳中糖分含量的百分率，为一个泌乳期的多次测定计算的平均

数。原则上要求每个泌乳期测定 5 次以上。采样要求同上。

十、牛繁殖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群体调查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此表中的指标填写范围值或平均数。

（三）配种方式为本交的，公母比例必填；配种方式为人工授精的，选填采精

量、精子密度和精子活力。

（四）性成熟年龄等指标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五）具体指标定义

1. 初情期… 指母牛第一次发情并排卵的月龄。

2. 初配年龄… 母牛或公牛适于初次配种时的月龄。

3. 初产年龄… 母牛头胎产犊时的月龄。

4. 发情周期… 母牛自前一次发情开始至本次发情开始之间的时间长度。单位

为天（d）。

5. 妊娠期… 母牛受孕至分娩的时间跨度，亦称怀孕期。

6. 产犊间隔… 指上一次产犊与本次产犊之间的间隔时间。单位为天（d）。

7. 情期受胎率… 指配种后妊娠母畜数占配种情期数的百分比，可分为第一情

期受胎率和总情期受胎率。计算公式为：（妊娠母牛头数 / 配种情期数）…×100%。

8. 年总繁殖率… 计算公式为：（年实繁母牛头数 / 年应繁母牛头数）…×100%。

9. 精子密度… 单位体积精液中的精子数，单位为亿个 /mL。

10. 精子活力… 在 37℃环境下前进运动精子占总精子数的百分率。

十一、牛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1. 每个品种成年公牛、成年母牛和群体照片各 2 张；如有不同品系（或不类

型）的品种，每个品系或类型成年公牛、成年母牛和群体各 2 张；如有特殊体型

外貌特征的品种，成年公牛、成年母牛典型特殊体型外貌特征照片各 2 张。照片

示例见附件 2。

2. 对特殊地理条件下形成和育成的品种，附上能反映当地地理环境的照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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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以上。

3. 拍摄和保存要求

（1）照片用数码相机拍摄，图像的精度 800 万像素以上，照片大小在 1.2MB

以上。

（2）以 .jpg 格式保存，不对照片进行编辑。

（3）照片正面不携带年月日等其他信息。

（4）个体照片文件用“品种名称 + 年龄 + 性别 + 顺序号”命名，典型特殊体

型外貌特征照片文件用“品种名称 + 年龄 + 性别 +…‘外貌特征’…+ 顺序号”命名，

群体照片用“品种名称 +…‘群体’…+ 顺序号”命名，同时附相关 word 文档，对每张

照片的品种名称、年龄、性别、拍摄日期、拍摄者姓名、种牛饲养者名称及拍摄

地点等进行详细说明。

（5）视频资料　要能反映品种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群体概貌、品种特征、

饲养方式等。

视频格式：每个视频时长不超过 5min，尽量在 3min 以内（大小不超过

80MB）。视频格式应为 MP4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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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牛遗传资源图示

图 1　近牛：深黄褐、白带； 

  远牛：黑、白带

图 2　黑、白背、尾长及 

   飞节、大尾帚

图 3　深黄褐、白头 

图 4　黑、白背、尾长 

   及后管下段

图 5　灰、白头、长覆 

   毛（有底绒）

图 6　红、全色 

图 7　尾长及后管、大尾帚 图 8　黑、白花 图 9　红、全色、角色黑褐、

角形“小圆环”

图 10　黑、白花、角色黑褐 图 11　黑、全色、角色黑褐、 

 角形“大圆环” 

图 12　浅黄褐、黧毛 

扫码看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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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浅黄褐、黧毛、 

　　 “倒八字”角

图 14　深黄褐、晕毛、 

   鼻镜粉色

图 15　深黄褐、黧毛、 

耳端尖

图 16　浅黄褐、局部淡化、 

鼻镜黑褐 　

图 17　深黄褐、有季节性 

黑癍  　　

图 18　深黄褐、晕毛、 

   鼻镜黑色

图 19　灰、白胸月、 

   白袜子

图 20　红、全色、大肩峰、 

小胸垂 　　

图 21　黑、白花 

图 22　白、晕毛、大肩峰、大 

　　　 胸垂、大脐垂、耳型半 

　　　 下垂、耳壳薄、耳端尖

图 23　红、白背、黧毛 

 

图 24　红、白花、小肩峰、 

　　　  小胸垂、大脐垂、耳 

　　  型半下垂、耳端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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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牛照片示例

一、成年公牛

　 　

　　　　头部图            侧面图　　　　　　　　　　　  后面图

二、成年母牛

　　

头部     　　　　     　 侧面

… …

后面    　　 　      群体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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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表 1  羊遗传资源概况表

省级普查机构：… … …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其他名称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 … 培育品种£… … … 引入品种£

经济类型 肉用£… ……毛（绒）用£… ……乳用£… ……羔（裘）皮£… ……其他：… … … …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中心产区

分布区域

群体数量（只） 其中
种公羊（只）

基础母羊（只）

自

然

生

态

条

件

地貌、海拔与…

经纬度

气候类型

气温 年最高 年最低 年平均

年降水量

无霜期

水源土质

耕地及草地面积

主要农作物、饲

草料种类及生产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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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长形势

分子生物学测定

品种评价

资源保护情况

开发利用情况

饲养管理情况

疫病情况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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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羊体型外貌个体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 …

个体号 性别 年龄

毛色
全白£… 　　全黑£… 　全褐£… 　头黑£… 　头颈黑£… 　头褐£…

头颈褐£　　体花£… 　其他… … … …

肤色 白£… … … … 黑£… … … 褐£… … … 青£… … … 粉£… … … 其他… 　　…

形态特征

头型：大£… … 小£… 　适中£… … 额宽£… … 额平£

耳型：大£… … 小£… 　直立£… 　下垂£…

角形：无角£… 　　螺旋形£… 　姜角（小角）£… 　镰刀形£…
　　　对旋角£　　直立角£　　弓形£…

鼻部：隆起£… … 平直£… … 凹陷£

颈部：粗£… … 细£… … 长£… … 短£… … 有皱褶£… … 无皱褶£… …
　　　有肉垂£… … 无肉垂£

体躯：方£… … 　　长方£… … 胸宽深£… … 胸窄浅£… … 肋拱起£… …
　　　肋狭窄£… 　背直£… 　背平£… … 　背凹£… … 　尻斜£… …

四肢：粗£… … 细£… … 腿高£… … 腿矮£

蹄色和蹄质：白色£… … 黑色£… … 黄色£… … 坚实£

尾形：长瘦尾£… … 短瘦尾£… … 长脂尾£… … 短脂尾£… … 肥臀£

公羊睾丸

发育情况

母羊乳房

发育情况

乳房：大£… … … 中£… … … 小£

乳头：长£… … … 短£… … … 大小一致£… … … 大小不一致£

附乳头：有£… … 无£

其他特殊

性状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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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羊体型外貌群体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 …

毛色、肤色

头颈部

躯干四肢

睾丸和乳房

其他特征特性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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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羊体尺体重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性别：… … … 　　　… 饲养方式：… … … … … … … … ………

序号 耳号 月龄
体重

（kg）

体高

（cm）

体长

（cm）

胸围

（cm）

管围

（cm）

尾长 *

（cm）

尾宽 *

（cm）

尾周长 *

（cm）

平均数 ± 标准差

注：标 * 为脂尾羊必测性状。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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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羊
生
长
发
育
登
记
表

地
点

：…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

　
…

乡
（
镇
）…

…
…

…
　

　
　

　
…

村

场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
：…

…
…

…
　

…
…

…
…

联
系

方
式

：…
…

…
…

…
…

…
…

…
…

…
……

品
种

（
类

群
）

名
称

：…
…

…
…

…
…

…
…

饲
养

方
式

：…
…

…
…

…
…

…
…

…
…

…
…

…
…

断
奶

月
龄

：…
…

…
…

…
…

…
…

…
…

…
…

序
号

耳
号

性
别

初
生

重
序

号
耳

号
性

别
断

奶
重

序
号

耳
号

性
别

6
月

龄
体

重
序

号
耳

号
性

别
12

月
龄

体
重

平
均

数
±

标
准

差
平

均
数

±
标

准
差

平
均

数
±

标
准

差
平

均
数

±
标

准
差

填
表

人
（
签

字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
…

年
…

…
月

…
…

日



54 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操作手册（第二册）
表

6 
羊
屠
宰
性
能
登
记
表

地
点

：…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

…
…

乡
（
镇
）　

…
…

…
…

…
…

…
…

村

场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
：…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

品
种

（
类

群
）

名
称

：…
…

…
…

…
…

…
…

…
…

…
…

…
性

别
：…

…
…

…
…

屠
宰

月
龄

：…
…

…
　

…
…

…
…

…
饲

养
方

式
：…

…
…

…
　

…
…

…
…

…
…

…
…

序
号

耳
号

宰
前

活
重

（
kg
）

胴
体

重

（
kg
）

净
肉

重

（
kg
）

屠
宰

率

（
%
）

净
肉

率

（
%
）

胴
体

净
肉

率
（

%
）

眼
肌

面
积

（
cm

2 ）

G
R

值

（
m
m）

背
脂

厚

（
m
m）

尾
重

（
g）

平
均

数
±

标
准

差

填
表

人
（
签

字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
…

年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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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羊
肉
品
质
登
记
表

地
点

：…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

…
…

乡
（
镇
）　

…
…

…
…

…
　

　
…

村

场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

品
种

（
类

群
）

名
称

：…
…

…
…

…
…

…
…

…
…

…
…

…
…

性
别

：…
…

…
…

…
屠

宰
月

龄
：…

…
…

…
…

…
…

…
饲

养
方

式
：…

…
…

…
…

…
　

…
…

…
…

…
…

序
号

耳
号

肉
色

pH
干

物
质

（
%
）

蛋
白

质
含

量
（

%
）

脂
肪

含
量

（
%
）

滴
水

损
失

（
%
）

熟
肉

率

（
%
）

剪
切

力

（
N）

特
殊

品
质

描
述

L
a

b

注
：

1.
本

表
为

选
测

性
状

；
2.

特
殊

品
质

描
述

指
表

中
已

有
指

标
不

能
反

映
的

特
有

肉
品

质
。

填
表

人
（
签

字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
…

年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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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羊
产
毛
性
能
登
记
表

地
点

：…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

…
…

乡
（
镇
）　

…
…

…
…

…
…

　
…

村

场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品
种

（
类

群
）

名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
　

别
：…

…
…

…
…

…
测

定
月

龄
：…

……
…

…
…

…
…

…
…

…
…

序
号

耳
号

剪
毛

量

（
g）

净
毛

量

（
g）

净
毛

率

（
%
）

毛
纤

维
直

径
（

µ m
）

伸
直

长

度
（
cm

）

毛
丛

自
然

长
度

（
cm

）

弯
曲

数
*

（
个
）

目
测

机
测

油
汗

含
量

油
汗

颜
色

羊
毛

颜
色

白
度

*
光

泽
度

*
黄

度
*

平
均

数
±

标
准

差

注
：

*
为

可
选

项
。

填
表

人
（
签

字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
…

年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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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地
毯
毛
羊
产
毛
性
能
登
记
表

地
点

：…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

…
…

乡
（
镇
）　

…
…

…
…

…
…

…
…

村

场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

：…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品
种

（
类

群
）

名
称

：…
…

…
…

…
…

…
…

…
…

…
…

…
…

…
…

…
…

…
性

别
：…

…
…

…
…

…
…

…
…

…
…

…
…

测
定

月
龄

：…
…

…
…

…
…

…
…

…
…

序
号

耳
号

剪
毛

量

（
g）

毛
辫

长
度

（
cm

）

绒
层

厚
度

（
cm

）

绒
纤

维
直

径
（

µ m
）

纤
维

类
型

含
量

（
%
）

抗
压

缩
弹

性

（
kp

a）

净
毛

率

（
%
）

目
测

机
测

毛
色

白
度

*
光

泽
度

*
黄

度
*

平
均

数
±

标
准

差

注
：

*
为

选
填

项
。

填
表

人
（
签

字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
…

年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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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羊
产
绒
性
能
登
记
表

地
点

：…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

…
…

乡
（
镇
）　

…
…

…
…

…
…

　
…

村

场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品
种

（
类

群
）

名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

…
别

：…
…

…
…

…
…

测
定

月
龄

：…
…

…
…

…
…

…
…

…
………

序
号

耳
号

产
绒

量

（
g）

绒
层

厚
度

（
cm

）

绒
伸

直
长

度
（
cm

）

手
扯

长
度

（
cm

）

绒
纤

维
直

径
（

µ m
）

净
绒

率

（
%
）

目
测

机
测

粗
毛

颜
色

绒
毛

颜
色

白
度

*
光

泽
度

*
黄

度
*

平
均

数
±

标
准

差

注
：

*
为

选
填

项
。

填
表

人
（
签

字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
…

年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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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羊
产
奶
性
能
登
记
表

地
点

：…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

…
…

乡
（
镇
）…

…
…

…
…

…
　

　
　

村

场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品
种

（
类

群
）

名
称

：…
…

…
…

…
…

…
…

…
…

…
…

…
…

序
号

耳
号

胎
次

产
奶

天
数

最
高

日
产

奶
量

*

（
kg
）

总
产

奶
量

（
kg
）

干
物

质
*

（
%
）

乳
蛋

白
率

*

（
%
）

乳
脂

率
*

（
%
）

乳
糖

率
*

（
%
）

平
均

数
±

标
准

差

注
：

标
*
为

选
填

项
。

填
表

人
（
签

字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
…

年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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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羊
皮
用
性
能
登
记
表
—
—
湖
羊
羔
皮

地
点

：…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

…
…

乡
（
镇
）…

…
…

…
…

…
　

　
…

村

场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

：…
…

…
…

　
…

…
电

话
：…

…
……

　
　

　
　

…
…

…
…

序 号

标
识 号

出
生

天
数

花
纹

类
型

花
案

面
积

荐
部

毛
长

（
cm

）

花
纹

宽
度

（
cm

）

花
纹

明
显

度
花

纹
紧

贴
度

被
毛

光
泽

羔
皮

等
级

波
浪

型
片

花
型

无
花

纹
1/
4

2/
4

3/
4

4/
4

明
明

-
明

=
紧

紧
-

紧
=

光
+

光
光

-

平
均

数
±

标
准

差

注
：

羔
皮

等
级

填
写

，
特

级
、

一
级

、
二

级
、

三
级

、
等

外
级

。

填
表

人
（
签

字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
…

年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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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羊
毛
用
性
能
登
记
表
—
—
长
江
三
角
洲
白
山
羊
笔
料
毛

地
点

：…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

…
…

乡
（
镇
）…

…
…

…
…

…
　

　
…

村

场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
：…

…
…

…
…

…
…

　
电

话
：…

…
…

…
…

…
　

　
　

……
…

序
号

耳
号

月
龄

纤
维

细
度

（
μ m

）

纤
维

鳞
片

层
纤

维
横

断
面

毛
峰

等
级

鳞
-

鳞
鳞

+
有

髓
两

型
无

髓
峰

-
峰

峰
+

注
：

笔
料

毛
等

级
填

写
，

一
类

毛
、

二
类

毛
、

三
类

毛
。

填
表

人
（
签

字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
…

年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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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羊
皮
用
性
能
登
记
表
—
—
滩
羊
二
毛
皮

地
点

：…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
…

县
（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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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羊繁殖性能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联系方式：…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 …

母羊

初情期

性成熟年龄

初配月龄

产羔率（%）

发情季节

发情周期（d）

妊娠期（d）

公羊

初情期

性成熟年龄

初配年龄

配种方式

本交… … □ 公母比例

人工授精…□

采精量 *

（mL）

精子密度 *

（亿个 /mL）

精子活力 *

（%）

利用年限 *（a）

注：* 为可选项。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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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羊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

成年公照片 1 成年公照片 2

成年母照片 1 成年母照片 2

群体照片 1 群体照片 2

视频资料 1 视频资料 2

注：每个品种要有成年公、成年母、群体照片各 2 张。其他照片另附。

拍照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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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填表说明

一、羊遗传资源概况表

此表由该品种分布地的省级普查机构组织有关专家填写。

1. 品种（类群）名称… 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和《中

国畜禽遗传资源志》填写，新发现的羊遗传资源和新培育的羊品种按有关规定

填写。

2. 其他名称… 填写该品种的曾用名、俗名等。

3. 品种类型… 根据《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填写地方品

种、培育品种或引入品种。

4. 经济类型… 按照品种的实际用途选择填写，可以多选。如有其他用途的，

请在“其他”选项中标明。

5.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根据品种类型填写。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及形成

历史；培育品种填写培育地、培育单位及育种过程、审定时间、证书编号；引入

品种填写主要的输出国家以及引种历史等。

6. 中心产区… 该品种在本省的主要分布区域，且存栏量占本省该品种存栏量

的 20% 以上。可填写至县级。

7. 分布区域… 按照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

8. 群体数量及种公羊、基础母羊… 根据 2021 年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信息系

统的结果填写。

9. 自然生态条件… 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分布在原产地之外

的地方品种和培育品种、引入品种填写中心产区的自然生态条件。

（1）地貌… 在山地、盆地、丘陵、平原、高原中选择，可多选。

（2）海拔… 产区范围内的海拔高度，单位为米（m）。如：××～××m。

（3）经纬度… 产区范围，东经 ××°××′ —××°××′ ；北纬 ××°××′…—
××°××′。

（4）气候类型… 在热带雨林气候、热带草原气候、热带季风气候、热带沙漠

气候、亚热带季风和湿润气候、地中海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亚寒带针叶林气候、高原山地气候中选择，可多选。

（5）气温… 单位为摄氏度（℃）。

（6）年降水量… 正常年年均降水量，单位为毫米（mm）。

（7）无霜期… 年均总天数；时间：××—×× 月。

（8）水源土质… 产区流经的主要河流等。

（9）耕地及草地面积。

（10）主要农作物、饲草料种类及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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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消长形势… 描述近 15 年数量规模变化，品质性能变化，以及遗传多样性

变化情况。

11. 分子生物学测定… 指该品种是否进行过生化或分子遗传学相关测定，如

有，需填写测定单位、测定时间和行业公认的代表性结果。如没有可填写无。

12. 品种评价… 填写该品种遗传特点、优异特性、可供研究开发的主要方向。

13. 资源保护情况… 填写该品种是否制订保种和利用计划，是否设有保护区、

保种场，如有，需要填写具体情况，包括保种场（保护区）名称、级别、群体数

量。填写是否建立了品种登记制度，如有，需要填写开始时间和负责单位。

14. 开发利用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纯繁生产、杂交利用、新品种（系）培育、

品种标准（注明标准号），以及产品开发、品牌创建、农产品地理标志等。

15. 饲养管理情况… 填写饲养方式，如圈养、全年放牧、季节性放牧、补饲情

况等，管理难易，适应性，饲料组成，如全价颗粒料、配合料或草料结合等。

16. 疫病情况… 填写调查该品种原产地或中心产区的流行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发生情况，以及该品种易感和抗病情况。

二、羊体型外貌个体登记表

（一）该表为羊体型外貌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

和有关专家填写。

（二）测定数量：成年公羊 20 只以上，成年母羊 60 只以上。

（三）具体方法

1. 观察要求… 现场调查前调查者要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进一步了解所属品种类

型的体型外貌特征，熟悉被调查品种的典型特征。现场调查时，调查者与羊只保持

3 ～ 4m 的距离，从羊只的正面、侧面和后面进行观察，然后令羊只走动进一步观

察，取得概括认知后，再走近羊只，细致审查。羊角形和尾部特征区分参见附件。

2. 在相应选项的“□”打“√”，可多选。

3. 毛色… 指羊只被毛颜色，主要有全白、全黑、全褐、头黑、头颈黑、头褐、

头颈褐、体花、其他等。

4. 肤色… 主要有白、黑、褐、青、粉、其他等。

5. 形态特征

（1）头型… 指羊只头大小及形状。

（2）耳型… 主要有大、小、直立、下垂等。

（3）角形… 绵羊主要有无角、螺旋形、姜角（小角）等。山羊主要有弓形角、

镰刀形角、对旋角、直立角、无角等。具体形状可参考附件。

（4）鼻部… 主要分为隆起、平直、凹陷。

（5）颈部… 主要分粗细、长短。有无肉垂，有无皱褶等。

（6）体躯… 主要指胸部是否宽深，肋弓是否开张，背腰是否平直，尻部形

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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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四肢… 主要指四肢的长短粗细。

（8）蹄色和蹄质… 主要指蹄的颜色和质地坚实程度。

（9）尾形… 绵羊主要分为长瘦尾、短瘦尾、长脂尾、短脂尾、肥臀。山羊均

为短瘦尾。具体形状可参考附件。

6. 公羊睾丸发育情况… 包括睾丸大小、质地、两侧睾丸是否大小一致、是否

有隐睾等。

7. 母羊乳房发育情况… 包括乳房大小、乳头长短及均匀情况、是否有附乳

头等。

8. 其他特殊性状… 该品种存在的其他独特性状。

三、羊体型外貌群体登记表

（一）该表为羊体型外貌群体调查统计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

场）和有关专家基于但不限于个体登记表，结合《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羊志》

和实际情况填写。若保种场的群体不能完全代表该品种的全部特性，则需要扩大

统计群体。

（二）体型外貌指标包括：毛色、肤色、头颈部、躯干四肢、公羊睾丸与母羊

乳房等，能够定量的，填写不同类型的占比。若有不同类型的外貌特征，请注明

各类型所占比例。

（三）具体要求

1. 毛色、肤色… 被毛颜色及肤色。

2. 头颈部… 分为头型、耳型、角形、鼻部、颈部。

3. 躯干四肢… 分为体躯、四肢、蹄色与蹄质、尾形。

4. 公羊睾丸和母羊乳房发育情况… 根据公羊睾丸发育情况和母羊乳房发育情

况填写。

5. 其他特征特性… 如果该品种存在其他独特性状，未在上面列出的内容里，

请用文字描述。

四、羊体尺体重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测定数量：成年公羊 20 只以上，成年母羊 60 只以上。每个家系至少测

定成年公羊 3 只，如果家系情况不明，随机测定。

（三）测定指标包括：体重、体高、体长、胸围、管围等。脂尾羊需要测定尾

长、尾宽、尾周长。

（四）测量值小数点后保留一位。

（五）具体方法

1. 体重… 羊只早上空腹时的活重，成年母羊测定空怀时的体重，以千克（kg）

表示。



71羊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2. 体高… 用测杖测得的鬐甲最高点至地面的垂直距离，以厘米（cm）表示。

3. 体长… 即体斜长，用测杖测得的肩端前缘至臀端后缘的直线距离，以厘米

（cm）表示。

4. 胸围… 用软尺测得的肩胛后缘处躯体的垂直周径，以厘米（cm）表示。

5. 管围… 用软尺测得的左前肢管部上 1/3 最细处的水平周径，以厘米（cm）

表示。

6. 尾长… 脂尾羊从第一尾椎前缘到尾端的距离，以厘米（cm）表示。

7. 尾宽… 尾幅最宽处测得的水平距离，以厘米（cm）表示。

8. 尾周长… 尾幅最宽处测得的水平周长，以厘米（cm）表示。

9. 饲养方式… 包括“舍饲”“放牧 + 补饲”“放牧”等。

五、羊生长发育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和调查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和有

关专家填写。

（二）测定阶段：初生、断奶、6 月龄和 12 月龄。

（三）测定数量：初生、断奶需测定公、母羊各 60 只以上，6 月龄、12 月龄需

测定公羊 20 只、母羊 60 只以上。

（四）测量值小数点后保留一位。

（五）具体方法

1. 初生重　羔羊出生后 1h 内吃初乳前的活重，以千克（kg）表示。

2. 断奶、6 月龄和 12 月龄时的体重　羊只早上空腹时的活重，以千克（kg）

表示。

3. 饲养方式… 包括“舍饲”“放牧 + 补饲”“放牧”等。

六、羊屠宰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数量要求：6 月龄或 12 月龄的公羊、母羊各 15 只。

（三）测量值小数点后保留一位。

（四）具体方法

待测羊只宰前 24h 禁食，保持安静的环境和充足的饮水，宰前 2h 禁水后称羊

只活重，颈动脉充分放血，剥皮后自第一颈椎与枕骨大孔间环割去头，前肢腕关

节和后肢飞节以下部位卸蹄，顺腹中线开膛，取出内脏（保留肾脏及肾脂）后进行

测定和计算有关指标。其中，净肉重用左半胴体进行测定。

1. 宰前活重… 待测羊只宰前禁食 24h、禁水 2h 后称得的羊只活重，以千克

（kg）表示。

2. 胴体重… 将待测羊只屠宰后，去皮、头、蹄以及内脏（保留肾脏及肾脂），

静置 30min 后称得的重量为胴体重，以千克（kg）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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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屠宰率… 胴体重占宰前活重的百分数。计算公式：

屠宰率 =
胴体重

宰前活重
 ×100%

4. 净肉重… 将胴体上的肌肉、脂肪、肾脏剔除后称量骨重，并以胴体重与

骨重差值作为净肉重。要求在剔肉后的骨上附着的肉量及耗损的肉屑量不能超

过 1%。

5. 净肉率… 净肉重占宰前活重的百分比。计算公式：

净肉率 =
净肉重

宰前活重
 ×100%

6. 胴体净肉率… 净肉重占胴体重的百分比。计算公式：

胴体净肉率 =
净肉重

胴体重
 ×100%

7. 眼肌面积… 指胴体第 12 ～…13 肋骨之间眼肌（背最长肌）的横切面积。一般

用硫酸绘图纸描绘出胴体眼肌横切面的轮廓，再用求积仪计算出面积，以平方厘

米（cm2）表示。如无求积仪，准确测量眼肌轮廓的高度和宽度，用以下公式估测

眼肌面积：

眼肌面积（cm2）= 眼肌高度…× 眼肌宽度…×0.7

8.…GR 值… 指胴体第 12 ～…13 肋骨之间，距背脊中线 11cm 处的组织厚度，作

为代表胴体脂肪含量的标志（参见下图），以毫米（mm）表示。用游标卡尺测量。

9. 背脂厚… 指胴体第 12 ～…13 对肋骨之间眼肌中部正上方脂肪厚度（图 2），

以毫米（mm）表示。用游标卡尺测量。

背脊

肌肉

第 12 肋骨

……………

背脂厚

　GR 值测定部位　　　　　　　　　　　　　背脂厚的测定部位　

10. 尾重… 从胴体第一尾椎前缘割尾后称得的尾部重量，单位为克（g）。

11. 饲养方式… 指“舍饲”“放牧 + 补饲”“放牧”等。

七、羊肉品质登记表

（一）该表为选填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和有关专家填写。

（二）数量要求：6 月龄或 12 月龄公羊、母羊各 15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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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测量值小数点保留一位。

（四）具体方法

1. 肉色… 用色差仪测定背最长肌的亮度 L、红度 a 和黄度 b。测定部位为胸腰

椎结合处背最长肌，将样品修整为 3cm 厚放置在操作台上，在平整的肌肉切面上

随机选择 1 个点测定肉色后旋转样品 45° 再测定 1 次，然后再旋转样品 45° 再测

定 1 次，即每个点测 3 次。共测 3 个点，即 3 个平行样。3 个平行样测定结果偏差

应小于 5%。

2.…pH… 利用肉用 pH 计测定背最长肌的 pH。每个肉样测 2 个平行，每个平行

测定 2 次。2 个平行样测定结果偏差应小于 5%。

3. 滴水损失… 取胸腰椎结合处背最长肌，剔除表面脂肪和结缔组织，沿肌纤

维走向将肉块修整为 5cm×3cm×2cm 的长条，用 S 形挂钩挂住肉条一端，悬挂于

一次性透明塑料杯内，保证在静置状态下肉块不与杯壁接触。然后将塑料杯置于

7 号自封袋内（规格为 20cm×14cm），使 S 形挂钩上端露出袋口，将袋沿封口封

好，置于 0…～…4℃冰箱中保存 24h。若冰箱有挂架，用 S 形挂钩上端挂于挂架，若

冰箱无挂架，可将塑料杯直立于冰箱内。24h 后取出肉块，用滤纸轻轻吸干肉块表

面的水分，用精度为 0.001g 的天平测定悬挂前后的肉样重量，计算滴水损失。计

算公式：

滴水损失 =
肉样挂前重 - 肉样挂后重

肉样挂前重
…×100%

4. 熟肉率… 取左侧腰大肌中段约 100g 或背最长肌 30g，剔除表面脂肪和结缔

组织，将样品置于 5 号保鲜自封袋内（规格为 15cm×10cm）挤尽袋内气体后封口，

放置水恒温浴锅内 100℃水浴 45min，在室温下（20℃左右）冷却 20min 后，取

出样品用滤纸吸干表面水分，用精度 0.001g 的天平测定蒸煮前后肉样重量。计算

公式：

熟肉率 =
肉样蒸后重

肉样蒸前重
…×100%

5. 剪切力… 取背最长肌剔除表面脂肪与结缔组织，修剪成约 6cm×3cm×3cm

的肉样，将样品置于 5 号保鲜自封袋内（规格为 15cm×10cm）挤尽袋内气体后封

口，放入恒温水浴锅 80℃水浴 1h，取出肉样吊挂于阴凉干燥处，室温（20℃左

右）放置 20min。用直径 1.27cm 的圆形取样器沿肌纤维方向取中心部肉样，修剪

为 1.5cm×1.0cm×1.0cm 测试样块，不少于 6 块，然后用质构仪测定剪切力，单位

以牛顿（N）表示。

6. 特殊品质描述… 指表中已有指标不能反映的特有肉品质。

7. 饲养方式… 主要指该品种属于“舍饲”“放牧 + 补饲”“放牧”等形式。

八、羊产毛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和有关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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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

（二）毛用、毛肉兼用、肉毛兼用型羊品种为必测性状。

（三）数量要求：成年公羊 20 只、母羊 60 只。

（四）测量值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五）具体方法

1. 剪毛量… 从羊个体上剪下全部羊毛的重量，单位克（g）。

2. 净毛量… 将原毛进行洗涤，除去油汗和杂质后的羊毛纤维重量，单位克（g）。

3. 净毛率… 从体侧采毛样 150g，选用碱性或中性洗毛液，按程序洗毛，洗

净的羊毛放进烘箱中以（105±2）℃的温度烘 1.5 ～ 2h，第一次称重，以后每隔

30min 称重 1 次，直至恒重为止。计算净毛率：

Y =
C× （1+R）

G
 ×100%

式中：Y 为净毛率（%）；C 为净毛绝干重（g）；R 为标准回潮率（%）；G 为原

毛重（g）。

注：标准回潮率按细羊毛 17%，半细羊毛 16%，异质毛 15%。

也可以使用全天候便携式毛绒细度长度快速检测仪，测定时打开羊毛夹板，

将毛绒样品排列在夹板上，卡入快速检测仪检测位置后启动仪器自动检测，记录

净毛率数据。

4. 羊毛长度… 指羊毛自然长度。测定时，轻轻将体侧羊毛分开，保持羊毛的

自然状态，用有毫米刻度单位的钢直尺测量其自然长度，单位为厘米（cm）。

5. 毛纤维直径… 采取体侧取毛样 15g 进行测定。可以使用全天候便携式毛绒

细度长度快速检测仪，测定时打开羊毛夹板，将毛绒样品排列在夹板上，卡入快

速检测仪检测位置后启动仪器自动检测，记录数据。也可以填写采样卡，与毛样

一并装入采样袋中带回实验室，采用纤维直径光学分析仪法进行检测。

6. 伸直长度… 指将羊毛纤维拉伸至弯曲刚刚消失时的两端的直线距离，单位

为厘米（cm）。

7. 弯曲数… 在受测羊只鉴定部位，分开毛被向两边轻轻按压并使毛保持自然

状态，测量毛纤维中部 2.5cm 内弯曲数量，并除以 2.5，计算出单位厘米内的弯

曲数。

8. 油汗含量、油汗颜色… 在受测羊只鉴定部位，检测羊毛中油汗的含量及油

汗的颜色。油汗含量可分为过多、较少、含量适中。油汗颜色包括白色、乳白色、

淡黄色、深黄色。采用目测法。

9. 羊毛颜色… 羊毛颜色主要是白色，但也有其他颜色。检测分为目测和机测

两种。机测评价时，参照 GB/T…3134 羊毛颜色测定方法，在实验室清除毛样中的

杂质等，放入分光色度仪或者分光光度计，进行扫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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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地毯毛羊产毛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地毯毛品种必测性状。和田羊必测，藏系绵羊（藏羊、欧拉羊等）品种

可参照执行。

（三）数量要求：成年公羊 20 只、母羊 60 只。

（四）测量值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五）具体方法

1. 剪毛量… 从羊个体上剪下全部羊毛的重量，单位为克（g）。

2. 净毛率… 从体侧采毛样 150g，带回实验室。选用碱性或中性洗毛液，按程

序洗毛，洗净的羊毛放进烘箱中以（105±2）℃的温度烘 1.5 ～ 2h，第一次称重，

以后每隔 30min 称重 1 次，直至恒重为止。计算净毛率：

Y =
C× （1+R）

G
 ×100%

式中：Y 为净毛率（%）；C 为净毛绝干重（g）；R 为标准回潮率（%）；G 为原

毛重（g）。

注：标准回潮率按细羊毛 17%，半细羊毛 16%，异质毛 15%。

也可以使用全天候便携式毛绒细度长度快速检测仪，测定时打开羊毛夹板，

将毛绒样品排列在夹板上，卡入快速检测仪检测位置后启动仪器自动检测，记录

净毛率数据。

3. 毛纤维平均直径… 采取体侧取毛样 15g 进行测定。可以使用全天候便携式

毛绒细度长度快速检测仪，测定时打开羊毛夹板，将毛绒样品排列在夹板上，卡

入快速检测仪检测位置后启动仪器自动检测，记录数据。也可以填写采样卡，与

毛样一并装入采样袋中带回实验室，采用纤维直径光学分析仪法进行检测。

4. 绒层厚度… 在体侧用有毫米刻度单位的钢直尺测量绒层底部至绒层顶端之

间距离，单位为厘米（cm）。

5. 毛辫长度… 用有毫米刻度单位的钢直尺测量毛辫底部至毛辫顶端之间距离，

单位为厘米（cm）。

6. 抗压缩弹性… 从洗净和晾干的毛样中，多点抽出基本上等量的羊毛混合

为不少为 10g 的试验试样，然后利用梳毛辊筒从实验试样中梳理出 1 个重量为

（2.500±0.001）g 的毛团，经过调湿后放入标准大气中［室温（20±2）℃，相对

湿度（65±4）%］中并使其保持平衡。使用抗压缩弹性仪进行测试。

7. 纤维类型含量… 从羊只活体取样或在完整的套毛的背部和肩部、股部、体

侧的任意一侧，各取三个毛丛，质量约为 10g，经洗净后作为试样，充分混匀后，

用纤维切片器，或双刀片切取长度为 0.4 ～ 0.8mm 的纤维，放入玻璃器皿内，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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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适量液体石蜡，用镊子搅拌均匀后，置适量试样于载玻片上，轻盖盖玻片。每

个试样制 1 个片子。将载有试样的载玻片，放到显微投影仪的载物台上，放大

500 倍，逐根检量记录，每个片子检量总根数约 1…000 根。分别记录无髓毛、有髓

毛、两型毛、死毛的根数，投影屏幕内纤维长度不足 25mm 者不计数。按下式计

算某一类纤维根数百分数：

N…=
N1

N0

 ×100%

式中：N 为某类纤维根数百分数，% ；N1 为某类纤维根数，单位为根；N0 为

各类纤维根数总和，单位为根。

以单次测试结果作为该样品的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8. 地毯毛颜色… 可目测和机测。机测评价时，参照 GB/T…3134 羊毛颜色测定

方法，在实验室清除毛样中的杂质等，放入分光色度仪或者分光光度计，进行扫

描计算。

十、羊产绒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绒用、绒肉兼用等品种为必测性状。

（三）数量要求：周岁和成年的公羊各 20 只、母羊各 60 只。

（四）测量值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五）具体方法

1. 产绒量… 从羊个体上抓取的或剪毛后分梳得到的全部绒的重量，单位为克（g）。

2. 手扯长度… 从个体样中，用多点法随机抽取手扯长度试样 5 ～…10 份，每份

试样质量 80 ～…100mg。将抽取的手扯长度试样，先进行初级整理，去掉较粗、较

长的山羊毛和部分杂质。然后双手将试样平分，再将试样分离的两端同方向合并，

紧紧握持在一只手中，另一只手拔取和整理纤维，在拔取的过程中，去除粗毛，

反复整理，使其成为一端平齐、纤维自然平直、宽度约 20mm 的小毛束，成型后

的绒束重约 60mg。将绒束置于绒板上，用钢板尺量其两端不露绒板之间的长度即

为试样长度，精确至 0.5mm。以 5 ～…10 份试样手扯长度的平均数作为最终结果。

计算结果修约至整数，单位为毫米（mm）。

3. 绒伸直长度… 绒纤维在充分伸直状态下两端之间的距离，称为伸直长度，

即纤维伸直但不伸长时的长度。

4. 绒纤维直径… 从体侧采取绒样 15g 进行测定。可以使用全天候便携式毛绒

细度长度快速检测仪，测定时打开样品夹板，将绒样品排列在夹板上，卡入固定

位置后启动仪器自动检测，填写数据。也可以填写采样卡，与毛样一并装入采样

袋中带回实验室，采用纤维直径光学分析仪法进行检测。

5. 绒层厚度… 在体侧用有毫米刻度单位的钢直尺测量绒层底部至绒层顶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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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离，单位为厘米（cm）。

6. 净绒率

方法一：可以从羊肩部采集 3 ～ 5g 毛绒样品，使用全天候便携式毛绒细度长

度快速检测仪，测定时打开羊毛夹板，将毛绒样品排列在夹板上，卡入快速检测

仪检测位置后启动仪器自动检测净绒率，记录数据。

方法二：抓取全身羊绒后，采用多点法，正反面多点抽取 40 个以上的试样

点，试样约为 150g，选用碱性或中性洗液，按程序洗，洗净的山羊绒放进烘箱中

以（105±2）℃的温度烘 1.5 ～ 2h，第一次称重，以后每隔 30min 称重 1 次，直

至恒重为止。按下式计算净绒率：

Y =
ms（100+Rs）

150
式中：Y：净绒率，%；

　　　ms：试样洗净后绝干质量，单位为克（g）；

　　　Rs：洗净山羊绒公定回潮率，按 GB…9994 中洗净毛异质毛计，Rs=15；

　　　150 ：从开松、混合后样品中抽取的相当于山羊原绒试样的质量，单位

为克（g）。

十一、羊产奶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调查登记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和有关

专家根据调查和（或）生产记录填写。

（二）乳用羊品种必测性状，其他羊品种可参照执行。

（三）数量要求：各胎次（1…～ 4 胎）泌乳母羊 40 只以上。

（四）测量值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五）具体方法

1. 产奶天数… 即泌乳期，是指母羊从产羔后产奶到干奶的时间段，单位为天（d）。

2. 最高日产奶量… 是指泌乳期内产奶量最高的一天的产奶量，单位为千克（kg）。

3. 总产奶量… 在正常饲养水平条件下，每只产奶母羊每一泌乳期的实际产奶

量。单位为千克（kg）。需注明胎次。

4. 乳干物质率… 指同一泌乳期第 2、5、8 个泌乳月的第 15 天的奶中干物质率

测定值的平均数。

5. 乳蛋白率… 指同一泌乳期的第 2、5、8 个泌乳月第 15 天的奶中乳蛋白率测

定值的平均数。

6. 乳脂率… 指同一泌乳期的第 2、5、8 个泌乳月第 15 天的奶中乳脂率测定值

的平均数。

7. 乳糖率… 指同一泌乳期的第 2、5、8 个泌乳月第 15 天的奶中乳糖率测定值

的平均数。

注：乳干物质率、乳蛋白率、乳脂率、乳糖率均采用乳成分分析仪测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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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只产奶羊泌乳期的第 2、5、8 泌乳月第 15 天采集当日混合奶样 50mL（一日两

次挤奶情况下，每次采集奶样 50mL，混合均匀后采集奶样 50mL 作为当日混合奶

样用于测定），用乳成分分析仪测定后记录数值并计算平均数作为所测定产奶羊的

乳成分含量。

十二、羊皮用生产性能登记表——湖羊羔皮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湖羊为必测性状。具有羔皮性能的其他品种参照执行。

（三）数量要求：屠宰测定出生后 3d 以内的公、母羔羊各 15 只。

（四）测量值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五）具体方法

1. 花纹类型… 分为波浪型、片花型，参考下图。

波浪型花纹

　　

片花型花纹

2. 花案面积… 波浪型花纹或片花型花纹在羔皮上所构成图案即为花案。花案

面积则指花案在羔羊体躯主要部位分布的面积。自羔羊的尾根至鬐甲分四等份

（包括体侧，不包括腹部），根据花案所占的面积，分别以 1/4、2/4、3/4 和 4/4 表示，

参考下图。

1……2……3……4

3. 荐部（十字部）毛长… 指以尖镊子将羔羊荐部（十字部）一小撮被毛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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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小钢尺紧贴毛根量取其伸直长度，准确度为 0.5mm。

4. 花纹宽度… 指一个波浪型花纹两边隆起的距离。要量取占主导地位的花

纹宽度。根据花纹宽度（一个波浪花纹两边隆起的距离）可将羔皮花纹分为小花

（0.5 ～…1.25cm）、中花（1.25 ～ 2cm）和大花（2cm 以上）。

5. 花纹明显度… 指波浪花和片花花纹的明显程度，分明显、欠明显和不明显

三种。记载时以“明”，“明 -”和“明 =”表示之。

6. 花纹紧贴度… 指波浪花和片花花纹紧贴皮肤的程度，是否“扑而不散”，分

紧贴、欠紧贴和不紧贴三种。记载时以“紧”“紧 -”和“紧 =”表示。

7. 被毛光泽… 分为好、正常和不足三种。记载时以“光 +”“光”和“光 -”

表示之。

8. 羔皮等级

（1）一级… 具有典型波浪形花纹，花案面积 2/4 以上，荐部（十字部）毛长

2.0cm 以下，花纹宽度 1.5cm 以下。花纹明显、清晰，紧贴皮板，光泽正常。

（2）特级…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一级优良个体，可列为特级：A 花案面积

4/4 者；B 花案特别优良者。

（3）二级… 波浪形花或较紧密的片花。花案面积 2/4 以上，荐部（十字部）毛

长 2.5cm 以下，花纹较明显，尚清晰，紧贴度较好；或花纹欠明显，紧贴度较差，

但花案面积在 3/4 以上，花纹宽度 2.5cm 以下，光泽正常。

（4）三级… 波浪形花或片花，花案面积 2/4 以上，十字部毛长 3.0cm 以下，花

纹不明显，紧贴度差，花纹宽度不等，光泽较差。

（5）等外级… 凡不符合以上等级要求者，列为等外级。如平毛即为无花纹，

故亦无花纹的所有性状。

十三、羊毛用性能登记表——长江三角洲白山羊笔料毛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长江三角洲白山羊为必测性状。其他毛用性能突出的品种可参照执行。

（三）数量要求：一周岁以内未阉割公羊 60 只。

（四）测量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五）具体方法

1. 纤维细度… 从颈脊部取毛样，经洗净后，利用乙醚进行毛纤维脱脂处理，

超纯水漂洗后晾干后作为试样。

分离 500 根单纤维羊毛，利用纤维切片器，切取头、中、尾三段，每个试样

制 1 个片子，将载有试样的载玻片，放到显微投影仪的载物台上，放大 20 倍，逐

根测量记录纤维细度。按下式计算纤维细度：

羊毛细度（μm）=
X ×1…000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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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每根羊毛纤维头、中、尾纤维细度平均数，mm；

　　　N—物镜倍数。

以单次测试结果作为该样品的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2. 纤维鳞片层观察　从颈脊部取毛样，经洗净后，分离 500 根单纤维羊毛，

利用乙醚进行毛纤维脱脂处理，超纯水漂洗后晾干、喷金后作为试样，利用扫描

电子显微镜观察其鳞片层结构特点。分不规则、长方形和鱼鳞形三种，记载时以

“鳞 -（不规则占 80% 以上）”“鳞”和“鳞 +（鱼鳞形占 80% 以上）”表示。

3. 纤维横断面观察　从颈脊部取毛样，经洗净后，分离 500 根单纤维羊毛，

利用乙醚进行毛纤维脱脂处理，超纯水漂洗后晾干、喷金后作为试样，置入液氮

中速冻后，利用纤维切片器或手术刀于中部切断，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其纤

维横断面结构特点。分充满髓质、部分髓质和空髓腔三种，记载时以“有髓（有

髓占 80% 以上）”“两型”和“无髓（无髓占 80% 以上）”表示。

4. 毛峰　从颈脊部取毛样，经洗净后作为试样，充分混匀后，分离 500 根单

纤维羊毛，在光亮处观察并记录。分无峰（或毛峰已损坏、杂色毛）、有峰头（毛

峰头较粗硬）和尖峰（毛尖部细尖而透亮）三种，记载时以“峰 -（无峰占 80% 以

上）”“峰”和“峰 +（尖峰占 80% 以上）”表示。

5. 笔料毛等级

一类毛… 细度在 50 ～ 120μm，无峰头或峰头损坏，纤维鳞片层多为不规则，

髓腔中充满髓质。

二类毛：细度在 80 ～ 120μm，有峰但毛峰头较粗硬，纤维鳞片层多为长方形，

髓腔中有部分髓质。

三类毛：细度在 70 ～ 90μm，毛峰细尖而透亮，纤维鳞片层多为环形或鱼鳞

形，髓腔中无髓质。

十四、羊皮用生产性能登记表——滩羊二毛皮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滩羊为必测性状。岷县黑裘皮羊、贵德黑裘皮羊等裘皮性能突出的品种

可参照执行。

（三）数量要求：羔羊生后 35 日龄左右，毛股长度达 7cm 时测定。按照分

布区域，选择 3 个以上测试点，每个测试点进行活体测定 40 只二毛羔羊（公母

各半）。

（四）测量值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五）具体方法

1. 体重… 早晨空腹时所测得的活重，以 kg 计。

2. 花穗类型… 分为串字花、软大花、其他花型。

（1）串字花… 毛股直径为 0.4 ～ 0.6cm（在毛股有弯曲部分的中部测量），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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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2/3 ～ 3/4 的部分均具有具弧度均匀的平波状弯曲，毛纤维细长柔软，毛股可向

四方弯倒呈水波状。

（2）软大花… 毛股直径 0.6cm 以上，根部粗大，绒毛多，弯曲呈平波状，弯

曲部分占毛股的 1/2 ～ 2/3。

（3）其他… 凡不属以上两种穗型的，为其他花型。

3. 弯曲数… 毛股弯曲的个数。由毛股一侧计算，一个弧为一个弯曲。

4. 毛股紧实度… 指毛股中毛纤维彼此结合的状况，以“紧实”“较紧实”“松散”

表示。

5. 优良花穗分布面积… 在体躯五个部位（背腰、肩、尻、腹侧、股）观察，用

评分法表示，如五个部位花穗品质均较好，评为 5 分，以此类推。

6. 弯曲占毛股的比例… 毛股上有弯曲的部分占毛股总长度的比例，以分数表

示，如 1/2，2/3，3/4。

7. 二毛羔羊等级评定

（1）串子花

特级：毛股弯曲数在 7 及 7 个以上，体重达 8kg 以上，余同一级。

一级：毛股弯曲数在 6 及 6 个以上，弯曲部分占毛股长的 2/3 至 3/4，弯曲弧

度均匀呈平波状，毛股紧实，中等粗细，宽度为 0.4 ～ 0.6cm，花案清晰，体躯主

要部位表现一致，毛纤维较细而柔软，光泽良好，无毡结现象，体质结实，外貌

无缺陷，活重在 6.5kg 以上。

二级：毛股弯曲数在 5 个及 5 个以上，弯曲部分占毛股长的 1/2 ～ 2/3，毛股

较紧实，花案较清晰，余同一级。

三级：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如毛股弯曲数不足 5 个、弯曲弧度较浅、毛股松

散，花案欠清晰、胁部毛毡结和蹄冠上部有色斑，活重不足 5kg。

（2）软大花

特级：毛股弯曲数在 6 个以上，活重超过 8kg，余同一级。

一级：毛股弯曲数 5 个及 5 个以上，弯曲弧度均匀，弯曲部分占毛股长的 2/3

以上，毛股紧实粗大，宽度在 0.7cm 以上，花案清晰，体躯主要部位花穗一致，

毛密度较大，毛纤维柔软，光泽良好，无毡结现象，体质结实，外貌无缺陷，活

重在 7kg 以上。

二级：毛股弯曲数 4 个及 4 个以上，弯曲部分占毛股长的 1/2 ～ 2/3，毛股较

粗大，欠紧实，体质结实，活重在 6.5kg 以上，余同一级。

三级：属下列情况之一者：

A. 毛股弯曲数 3 个及 3 个以上，毛较粗、干燥；

B. 胁部毛毡结和蹄冠上部有少量色斑；

C. 活重不足 6kg。

（3）其他花型　可参照前两种花型等级标准自行拟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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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羊皮用性能登记表——卡拉库尔羔皮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卡拉库尔羊为必测性状。其他羔皮性能突出的品种可参照执行。

（三）数量要求：屠宰测定出生后 3d 以内的公、母羔羊各 15 只。

（四）测量值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五）具体方法

1. 毛卷类型… 分为卧蚕形卷（轴形卷）、豆形卷、肋形卷、鬣形卷、环形卷、

半环形卷、豌豆形卷、杯形卷、平毛卷、变形卷。轴形卷是代表卡拉库尔羔皮特

征的一种理想毛卷，其卷曲的毛纤维由皮板上升，按照同一方向扭转，毛尖向下

向里紧扣，呈一圆筒状。

2. 毛卷长度… 轴形卷的长度直接决定羔皮的美观程度，分成长轴卷（40mm 以

上）、中轴形卷（20 ～ 40mm）和短轴卷（20mm 以下）。

3. 毛卷宽度… 将皮张毛面向上平展地铺在操作台上，在皮张中脊两侧适当部

位随机选取毛股。用钢板尺测量。测量时钢板尺轻贴毛股，量取并记录毛股中部

花纹两嵴之间的宽度及测量部位。宽度在 4.5mm 以下的为小花，4.5 ～ 8mm 的为

中花，宽度在 8mm 以上的为大花。

4. 颜色… 分为黑色、灰色、苏尔色、白色、青色、棕色、粉红色及其他。

十六、羊皮用性能登记表——济宁青山羊猾子皮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济宁青山羊为必测性状。

（三）数量要求：屠宰测定出生后 3 天以内的公、母羔羊各 15 只。

（四）测量值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五）具体方法

1. 花纹类型

（1）波浪形花纹… 羔皮主要部位毛纤维弯曲一致，排列整齐，形成波浪起伏

的卷曲，第一个弯曲弧面向下，紧靠皮肤形成低波；第二个弯曲弧面向上，形成

一个高波，如此波波相连，形成整齐的波浪形。

（2）流水形花纹… 毛纤维上有一个较大的弓形弯曲，高低波不明显，形成流

水形花纹。

（3）片花… 毛纤维弯曲与波浪形相似，但排列不规则，形成片状波浪花。

（4）隐暗花… 毛纤维上有 2 ～ 3 个小的波浪形弯曲，花纹隐隐约约，不明显。

（5）平毛… 毛纤维粗直、无弯曲，形似平坦的毛被。

2. 毛股长度… 将皮张在检验台上摊放平直，毛面朝上，在中脊两侧适当部位

将毛绺轻轻拉直，用量尺从毛绺根部量至除去虚毛尖部位，测出长度。单位为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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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cm）。

3. 生皮厚度… 用定重式皮革厚度测定仪，测定颈、背、腹、臀 4 个部位厚度。

单位为厘米（cm）。

4. 生皮面积… 将皮张在检验台上摊放平直，板面朝上，用量尺从颈部中间直

线量至尾根，测出长度；在长度中心附近，用量尺横向测出宽度；长度乘以宽度

计算出面积，单位为厘米（cm2）。

5. 熟皮厚度… 用定重式皮革厚度测定仪，测定熟皮的颈、背、腹、臀 4 个部

位厚度，单位为厘米（cm）。

6. 熟皮面积… 将熟皮张在检验台上摊放平直，板面朝上，用量尺从颈部中间

直线量至尾根，测出长度；在长度中心附近，用量尺横向测出宽度；长度乘以宽

度计算出面积，单位为厘米（cm2）。

7. 弯曲度… 采用角度尺测定羊毛隆起最高点弧度。

8. 颜色… 被毛由黑、白毛纤维组成，根据色毛比列的不同分为：

（1）正青色　黑色毛含量在 30% ～…50%。

（2）粉青色　黑色毛含量在 30% 以下。

（3）铁青色　黑色毛含量在 50% 以上。

十七、羊皮用性能登记表——中卫山羊沙毛皮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中卫山羊品种必须进行测定，其他裘皮性能突出的品种可参照执行。

（三）数量要求：羔羊出生后 35 日龄左右，毛股长度达 7cm 时测定，要求活

体测定 120 只（公母各半）沙毛羔羊。

（四）测量值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五）具体方法

1. 沙毛皮等级

（1）特级… 毛股弯曲数≥ 5 个，花案清晰，花案匀度均匀，发育良好，体重

≥ 6.5kg；花穗占毛股的比例为 2/3…～…3/4，光泽好，毛股紧实度紧实，无毡毛。

（2）一级… 毛股弯曲数≥ 4 个，花案清晰，花案匀度均匀，发育正常，体重

≥ 5.5kg；花穗占毛股的比例为 2/3…～…3/4，光泽好，毛股紧实度紧实，无毡毛。

（3）二级… 毛股弯曲数≥ 4 个，花案较清晰，花案匀度较均匀，发育一般，

体重≥ 4.5kg；花穗占毛股的比例为 1/2…～…2/3，光泽一般，毛股紧实度较紧实。

（4）三级… 毛股弯曲数≥ 3 个，花案不清晰，花案匀度不均匀，发育稍差，

体重≥ 3.5kg ；花穗占毛股的比例为 1/2…～…2/3，光泽差，毛股紧实度松散，有

毡毛。

2. 优良花穗分布面积… 在体躯五个部位（背腰、肩、尻、腹侧、股）观察，用

评分法表示，如五个部位花穗品质均较好，评为 5 分，余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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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弯曲数… 毛股弯曲的个数。由毛股一侧计算，一个弧为一个弯曲。

4. 毛股紧实度… 毛股中毛纤维结合的松紧程度，分紧实、较紧实和松散三种。

5. 花穗… 分大花和小花两种，毛股直径 0.6cm 以上为大花，不足 0.6cm（在毛

股有弯曲部分的中部测量）者为小花。

6. 花案… 花穗在被毛上所构成的图案。花穗排列、花穗间隙的清晰度表示花

案清晰度，分为清晰、较清晰和不清晰三种。肉眼判断体躯主要部位花穗类型、

弯曲数的一致性表示花案匀度，分为均匀、较均匀和不均匀三种。

十八、羊繁殖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群体调查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和有关专家

根据测定和生产档案记录统计汇总填写。

（二）采精量、精子活率、精子密度等只在开展人工授精的品种测定，其他指

标为各品种必测性状。

（三）数量要求：初情期、性成熟年龄、初配月龄观测公母羊各 60 只，其他指

标成年公羊 20 只、母羊 60 只以上。

（四）具体方法

1. 初情期… 母羊初次发情排卵或公羊通过交配能够射精使母羊受孕的月龄。

2. 性成熟年龄… 羊只繁殖器官完全发育成熟的实际月龄。

3. 初配月龄… 羊只初次配种时的月龄。

4. 产羔率… 出生羔羊数占分娩母羊数的百分比。计算公式：

产羔率 =
出生羔羊数

分娩母羊数
…×100%

5. 发情周期… 从上次发情开始到下次发情开始之间的时间间隔。

6. 妊娠期… 绵山羊从开始怀孕到分娩，这一时期称为怀孕期或妊娠期。

7. 发情季节… 在常年发情和季节性发情两种模式中选择。常年发情的品种若

在不同季节发情情况不一样，同时说明。

8. 公羊的配种方式　在本交或者人工授精两种方式中进行选择。

9. 如采取本交，需填写公母比例。

10. 如采取人工授精，需填写采精量、精子密度和精子活力。

11. 采精量… 公羊一次采精的精液量，单位为毫升（mL）。

12. 精子密度… 指每毫升精液中所含的精子数。用血细胞计数板法，数 5 个中

方格中的精子数，计算公式：

1mL 原精液内的精子数 = 5 个中方格的精子数…×5×10×1…000× 稀释倍数。

13. 精子活率… 在 37℃下直线前进的精子占总精子数的百分率。检查时以灭菌

玻璃棒蘸取 1 滴精液，放在载玻片上加盖玻片，在显微镜下放大 400 倍观察。全

部精子都做直线运动评为 1 分，90% 的精子做直线前进运动为 0.9 分，以下以此

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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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利用年限… 种公羊使用时间。单位采用年（a）。

十九、羊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1. 每个品种成年公羊、成年母羊和群体照片各 2 张；如有不同品系（或不同

类型）的品种，每个品系或类型成年公羊、成年母羊和群体各 2 张；如有特殊体

型外貌特征的品种，成年公羊、成年母羊典型特殊体型外貌特征照片各 2 张。

2. 对特殊地理条件下形成和育成的品种，附上能反映当地地理环境的照片 2

张以上。

3. 拍摄和保存要求

（1）照片用数码相机拍摄，图像的精度 800 万像素以上，照片大小在 1.2MB

以上。

（2）以 .jpg 格式保存，不对照片进行编辑。

（3）照片正面不携带年月日等其他信息。

（4）个体照片文件用“品种名称 + 年龄 + 性别 + 顺序号”命名，典型特殊体

型外貌特征照片文件用“品种名称 + 年龄 + 性别 + ‘外貌特征’…+ 顺序号”命名，

群体照片用“品种名称 + ‘群体’…+ 顺序号”命名，同时附相关 word 文档，对每张

照片的品种名称、年龄、性别、拍摄日期、拍摄者姓名、种羊饲养者名称及拍摄

地点等进行详细说明。

（5）视频资料要能反映品种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群体概貌、品种特征、饲

养方式等。

视频格式：每个视频时长不超过 5min，尽量在 3min 以内（大小不超过

80MB）。视频格式应为 MP4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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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羊角部特征图示

……… ………

　　　图 A.1　无角　　　　　　　图 A.2　螺旋形角　　　　　图 A.3　小角（姜角）

……… ………

　　 图 A.4　镰刀型角　　　　　　 图 A.5　对旋角　　　　　　  图 A.6　直立角

图 A.7　弓形角

扫码看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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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羊尾部特征

　　

图 B.1　短脂尾           图 B.2　长脂尾

　　

图 B.3　肥臀           图 B.4　长瘦尾

…

图 B.5　短瘦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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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表 1　马遗传资源概况表

省级普查机构… … …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其他名称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 … … 培育品种£… … … … 引入品种£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中心产区

分布区域

群体数量（匹） 其中
种公马（匹）

种母马（匹）

自

然

生

态

条

件

地貌、海拔与经

纬度

气候类型

气温 年最高 年最低 年平均

年降水量

无霜期

水源土质

耕地及草地面积

主要农作物、饲

草料种类及生产

情况

消长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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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测定

品种评价

资源保护情况

开发利用情况

饲养管理情况

疫病情况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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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马体型外貌个体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性别：公□… … … … 母□

个体（序）

号
年龄

毛色

骝　毛£ 黄骝毛£… 红骝毛£… 褐骝毛£… 黑骝色£

栗　毛£ 红栗毛£… 黄栗毛£… 金栗毛£… 朽栗毛£

青　毛£ 铁青毛£… 红青毛£… 菊花青毛£… 斑点青毛£… 白青毛£

兔褐毛£ 灰兔褐毛£… 红兔褐毛£… 黄兔褐毛£… 青兔褐毛£

沙　毛£ 沙黑毛£… 沙骝毛£… 沙栗毛£… 沙青毛£… 沙兔褐毛£

黑　毛£ 纯黑毛£… 淡黑毛£… 锈黑毛£

白　毛£ 纯白毛£… 污白毛£… 桃花白毛£

其　他£ 海骝毛£… 鼠灰毛£… 斑毛£… 银鬃毛£… 花毛£… 花尾栗毛£

别征

白　章£

头部：额刺毛£… 飞白£… 小星£… 大星£… 白额£… 细长流星£

　　　长广流星£… 断流星£… 白鼻£… 白脸£… 鼻端白£

　　　唇白£　玉石眼£　无£

四肢：踏雪£… 管 ⅓ 白£… 管 ½ 白£… 系白£… 球节白£…

　　　蹄冠白£　黑斑£… 条纹蹄£　无£

暗　章£ 背线£… 虎斑£… 鹰膀£… 其他£

其　他 额旋£… 鼻旋£… 颈旋£… 胸下旋£… 伤痕£… 烙印£… 无£

气质 烈悍£… 上悍£… 中悍£… 下悍£

体质 粗糙型£… 细致型£… 干燥型£… 湿润型£… 结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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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大小：大£　中£　小£

形状：直头£　兔头£　半兔头£　凹头£　羊头£　楔头£　条形头£

耳：长£　中£　短£　垂£　立£　灵活£…

眼：大£　中£　小£

颚凹：宽£　中£　窄£

额：宽£　中£　窄£

颈

长短：长£　中£　短£

方向：斜颈£　水平颈£　立颈£

形状：直颈£　鹤颈£　脂颈£　鹿颈£…

颈础：高颈础£　低颈础£　中等颈础£…

躯干

肩部 斜肩£　立肩£…

鬐甲 高£　中等£　低£　锐£

胸 宽胸£　窄胸£　平胸£　凸胸£　凹胸£　深胸£　浅胸£…

背 直背£　凹背£　凸背£…

腰 直腰£　短腰£　长腰£　中等腰£　凸腰£　凹腰£…

肷 大£　中£　小£

腹 良腹£　草腹£　垂腹£　卷腹£

尾 尾毛：浓£… 稀£… … … … … 尾础：高£… 低£

尻 正尻£　水平尻£　斜尻£… 圆尻£… 复尻£… 尖尻£…

四肢

前肢肢势
前望：正常£… O 状£　X 状£　广踏£　狭踏£

侧望：后踏£　前踏£

前膝 凹膝£　弯膝£　正常£

后肢肢势
后望：正常£… O 状£… X 状£

侧望：正常£　刀状£　后踏£　前踏£

蹄 内向蹄£… 外向蹄£… 立蹄£… 滚蹄£

系 正系£… 卧系£… 立系£… 突球£… 熊脚£

其他典型

外貌特征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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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马体型外貌群体特征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调查群体数：… 　　… … 公：… 　　… … 母：… 　　…

毛色描述

别征描述

气质和体质

描述

体型外貌

特征描述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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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马体尺体重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性别：公£… … … … 母£

序号 个体号 月龄
体高

（cm）

体长

（cm）

胸围

（cm）

管围

（cm）

体重

（kg）

平均数 ± 标准差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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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马生长发育性能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性别：公£… … … … 母£…

测定月龄：初生£… … … … 6 月龄£… … … … 12 月龄£… … … … 18 月龄£

序号 个体号
测定阶段体重

（kg）

平均数 ± 标准差

注：18 月龄体重为选填。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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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马屠宰性能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性别：公£… … 母£

序号 个体号 月龄
宰前活重

（kg）

胴体重

（kg）

净肉重

（kg）

骨重

（kg）
骨肉比

屠宰率

（%）

平均数 ± 标准差

备… … 注 .

注：在备注中描述来源、饲养方式、饲料组成及营养水平。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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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马产乳性能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序号 月龄 胎次
产驹

日期

泌乳期

（d）

日产奶

量（kg）

泌乳期

总产奶

量（kg）

乳成分

乳脂率

（%）

乳蛋白率

（%）

乳糖率

（%）

非脂干物

质（%）

平均数 ± 标准差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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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马运动性能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序号 个体号 性别 年龄 赛事项目名称
举行

时间

赛事

级别

比赛

名次

赛事

成绩
场地描述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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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马繁殖性能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 调查数量：… 　… … 公：… 　… 母：… 　…

母马

性成熟月龄

初配月龄

发情季节

发情周期（d）

妊娠期（d）

公马

性成熟月龄

初配月龄

配

种

方

式

本交£ 公母比例

人工授

精£

采精量（mL）

精子密度

（亿个 /mL）

精子活力（%）

畸形率（%）

利用年限（a）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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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马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成年公马左侧照片 成年公马右侧照片

成年公马正前方照片 成年公马正后方照片

成年母马左侧照片 成年母马右侧照片

成年母马正前方照片 成年母马正后方照片

群体照片 1 群体照片 2

视频资料 1 视频资料 2

注：每个品种要有成年公、成年母左侧、右侧、前方、后方标准照片，并提供原生态群体照片

2 张。

拍照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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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填表说明

一、马遗传资源概况表

此表由该品种分布地的省级普查机构组织有关专家填写。

1. 品种（类群）名称… 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和《中

国畜禽遗传资源志·马驴驼志》填写，新发现的马遗传资源和新培育的马品种按

有关规定填写。

2. 其他名称… 填写该品种的曾用名、俗名等。

3. 品种类型… 根据《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填写地方品

种、培育品种或引入品种。

4.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根据品种类型填写。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及形成

历史；培育品种填写培育地、培育单位及育种过程、审定时间、证书编号；引入

品种填写主要的输出国家及引种历史情况。

5. 中心产区… 该品种在本省的主要分布区域，且存栏量占本省该品种存栏量

的 20% 以上。可填写至县级。

6. 分布区域… 按照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

7. 群体数量及种公马、种母马… 根据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从全国畜禽遗传

资源信息系统里导出。

8. 自然生态条件… 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分布在原产地之外

的地方品种和培育品种、引入品种填写中心产区的自然生态条件。

（1）地貌… 在山地、盆地、丘陵、平原、高原中选择，可多选。

（2）海拔… 产区范围内的海拔高度，单位为米（m）。如：××～××m。

（3）经纬度… 产区范围，东经 ××°××′ —××°××′ ；北纬 ××°××′ —
××°××′。

（4）气候类型… 在热带雨林气候、热带草原气候、热带季风气候、热带沙漠

气候、亚热带季风和湿润气候、地中海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亚寒带针叶林气候、高原山地气候中选择，可多选。

（5）气温… 单位为摄氏度（℃）。

（6）年降水量… 正常年年均降水量，单位为毫米（mm）。

（7）无霜期… 年均总天数；时间：××—×× 月。

（8）水源土质… 产区流经的主要河流等。

（9）耕地及草地面积。

（10）主要农作物、饲草料种类及生产情况。

9. 消长形势… 描述近 15 年数量规模变化，品质性能变化，以及遗传多样性变

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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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子生物学测定… 指该品种是否进行过生化或分子遗传学相关测定，如

有，需要填写测定单位、测定时间和行业公认的代表性结果；如没有可填写无。

11. 品种评价… 填写该品种遗传特点、优异特性、可供研究开发利用的主要

方向。

12. 资源保护情况… 填写该品种是否制订保种和利用计划，是否设有保护区、

保种场，如有需要填写具体情况，包括保种场（保护区）名称、级别、群体数量。

填写是否建立了品种登记制度，如有，需要填写开始时间和负责单位。

13. 开发利用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纯繁生产、杂交利用、新品种（系）培育、品

种标准（注明标准号），以及产品开发、品牌创建、农产品地理标志、赛事及成绩等。

14. 饲养管理情况… 填写管理难易、补饲情况、饲料组成、饲养方式，如圈

养、全年放牧、季节放牧等。

15. 疫病情况… 填写调查该品种原产地或中心产区的流行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发生情况，以及该品种易感和抗病情况。

二、马体型外貌个体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马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无保种场的，需要在该品种（原）产区选择三个及以上有一定空间距离的调

查点进行外貌调查。

（二）观测有代表性的成年公马 10 匹以上、成年母马 50 匹以上。

（三）具体填写事项

1. 毛色、别征（白章、暗章、其他）、气质（烈悍、上悍、中悍、下悍）和体质

（粗糙型、细致型、干燥型、湿润型、结实型）勾选即可，其中毛色可勾选到大类。

2. 体质类型

（1）粗糙型… 头重，骨粗；肌肉厚实，关节肌腱不够明显；皮厚，皮下结缔

组织一般；被毛粗硬，鬃、鬣、尾、距毛多而浓密。

（2）细致型　头小，骨量较轻；肌肉不够发达，关节明显；皮薄毛细，皮下

结缔组织少，长毛稀少；感觉过敏，性情暴躁，运动缺乏持久力，适应性较差。

（3）干燥型　头部清秀，头部及四肢血管显露，骨骼结实，蹄质坚实；肌肉

结实有力，关节肌键明显；皮薄有弹性，被毛细短，长毛不多，皮下结缔组织不

发达；性情活泼，运动敏捷。

（4）湿润型　头大，骨骼粗，蹄质较松；肌肉松弛，关节肌腱不明显；皮厚

毛粗，长毛较多，皮下结缔组织发达；性情迟钝，不够灵活。

（5）结实型　头大小适中，骨骼结实；肌肉厚实，腱和韧带发达；皮肤厚，

被毛光泽；皮下结缔组织少，无粗糙外观。

3. 外貌特征

A. 头颈部

（1）头部大小… 头的大小，一般是以头与颈作比较，相等者为中等大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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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颈长者为大头，小于颈长者为小头。

（2）头部形状

直头：侧望，额部至鼻梁为一条直线。

兔头：侧望，额部至鼻梁呈弓起形状。

半兔头：侧望，额部平直，鼻梁处呈弓起形状。

凹头：侧望，额部与鼻梁之间略微凹下。

羊头：侧望，额部突起，形似山羊头。

楔头：侧望，额部正常，但鼻梁部和口唇部细小。

条形头：额部，下颌部均呈发育不良状态，侧望，头部呈细长条状。

（3）颚凹　下颌两后角之间的凹陷部分，能容纳一拳（10cm 以上）者为宽；

容纳 4 指（8…～…9cm）者为中等；容纳不下 3 指（小于 7cm）者为窄颚凹。

（4）耳、眼、额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5）颈部长短　颈长与头长相比，颈长长于头长者，为长颈；颈长与头长相

近（相等）者，为中等颈；颈长短于头长者，为短颈。

（6）颈部方向　颈中轴线与地平线所成的夹角为 45° 左右为斜颈。颈中轴线

与地平线所成的夹角为近于水平为水平颈。颈中轴线与地平线所成的夹角大于 45°
为立颈。

（7）颈部形状　在斜颈的基础上，颈的上下缘略呈直线前伸为直颈。颈的基

部倾向于垂直，颈的上部略有弯曲，形似鹤的颈为鹤颈。应颈上缘结缔组织发达，

且脂肪蓄积过多，使鬣床隆起为脂颈。颈的上缘凹，下缘凸起，头的方向倾向水

平为鹿颈。

（8）颈础　气管进入胸腔的位置明显高于肩关节连线的为高颈础，低于肩关

节连线的为低颈础，略高于肩关节连线的为中等颈础。

B. 躯干部

（1）肩部… 肩胛与水平线的夹角为 40° ～ 45° 为斜肩。肩胛与水平线的夹角

大于 60° 为立肩。

（2）鬐甲　鬐甲高于尻高者为高鬐甲。鬐甲高与尻高相等者为中等鬐甲。鬐

甲高低于尻高者为低鬐甲。鬐甲高而薄者为锐鬐甲。

（3）胸　两前肢垂直，前蹄间的距离大于一蹄者为宽胸，前蹄间的距离小于

一蹄者为窄胸；胸前臂与两肩关节相平齐或略饱满而成圆隆状为平胸；胸骨向前

突出者为凸胸；胸前臂向内凹入者为凹胸；深胸为鬐甲至腹下缘的垂直距离（胸深）

大于肘至地面水平线间垂直距离（肢长）。浅胸为鬐甲至腹下缘的垂直距离（胸深）

小于肘至地面水平线间垂直距离（肢长）。

（4）背　背部呈自然曲度，长短适中者为直背。背部向下凹陷，肌肉和韧带

发育不良者为凹背；背部向上弓起，两侧肌肉发育不良者为凸背。

（5）腰　腰呈水平或自然弧度为直腰；距离明显短于平均长度为短腰。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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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长与平均长度为长腰。长度适中为中等腰。腰部向上弓起为凸腰。腰部向下

凹陷为凹腰。

（6）肷　位于腰两侧，在最后一根肋骨之后和腰角之间。大小能容纳一掌为

中等，大于一掌为大，小于一掌为小。

（7）腹　腹下线与胸下线呈一条直线，逐渐向后上方弯曲，两侧不显突出为良

腹；腹肌松弛下垂为垂腹；腹部过于向左右侧膨大为草腹；腹部形状为卷缩为卷腹。

（8）尾　尾巴高举，尾与体躯分离明显者为高尾础；尾巴夹于尻下股间，为

低尾础；介于以上二者之间的尾形为中等尾础。

（9）尻　以荐椎、髋骨及强大的肌肉群为基础。侧望，尻长线（由腰角至臀

端的直线）与水平线的夹角为 20° ～ 30° 的是正尻；侧望，尻长线（由腰角至臀端

的直线）与水平线的夹角小于 20°，方向接近水平的为水平尻；侧望，尻长线（由

腰角至臀端的直线）与水平线的夹角大于 30° 的为斜尻；后望，两腰角不突出，肌

肉发达为圆尻；后望，由于肌肉强盛，中央出现凹沟，两侧隆起为复尻；后望，

荐椎向上突出明显，两侧肌肉消瘦，呈屋脊状为尖尻。

C. 四肢部

（1）前肢肢势… 前望，由肩端中央引一垂线，前肢由上到下均被垂线左右等

分；侧望，自桡骨外侧韧带结节向下引一垂线，将球节以上各部位前后等分，系

与地面夹角为 45° ～ 50° 为正常肢势；前望时，两前膝互相靠近，呈 X 形肢势为

外弧，两前膝相距较远，呈 O 形肢势为内弧；前望时，两前肢下部斜向垂线外侧

为广踏，斜向垂线内侧为狭踏；侧望时，前肢斜向垂线后方为后踏，斜向垂线前

方为前踏；球节以上呈垂直状，仅系以下斜向垂线内侧为内向，仅系以下斜向垂

线外侧为外向；

（2）前膝　以腕骨为基础。前膝向后突出为凹膝；向前突出为弯膝；

（3）后肢肢势　侧望，从臀端向下引一垂线，该垂线触及飞端，沿后管和球

节后缘落于蹄的后方，系与地面呈 50° ～ 60° 角，后望，由臀端向下引一垂线，将

飞节以下各部位左右等分为正常肢势。前望时，两飞节互相靠近，呈 X 形肢势为

外弧，两飞节相距较远，呈 O 形肢势为内弧；侧望时，后肢斜向垂线后方为后踏，

斜向垂线前方为前踏；侧望时，飞端触及垂线，而飞节以下各部都倾于垂线的前

方为刀状肢势。

（4）蹄　内向蹄球节以上呈垂直状态，系部以下斜向内侧。

外向蹄球节以上呈垂直状态，系部以下斜向外侧。

滚蹄蹄寸踠部大筋缩短，使蹄向后翻滚，行走时如滚球状。

（5）系　以第一趾骨为基础。系与地平线的夹角为 45° ～ 55° 为正系，小于

45° 为卧系，大于 55° 为立系；由于腱损伤，球节向前方突出为突球；卧系并伴有

高蹄、球节下垂者为熊脚。

4.…测定参照马体部位名称图示和马体观测方向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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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腹侧部

喉部
咬肌部

颊部
颏部

唇部

鼻孔部

鼻部
眶下部

额部
颞部

顶部

枕部

腮腺部

颈侧部

鬐甲部

背部 胸侧部
腰部 肷部

荐部
臀部

尾部

耻骨部脐部
左髂部

胸腹侧部

指部

掌部

腕部

前臂部
左腹股沟部剑状软骨部

股部

小腿部

趺部

跖部

趾部

颈静脉沟

肩臂部

胸前部

马体部位名称

头部与颈部仰望 吻部

前肢后望

后肢后望

左侧 右侧

右 右左 左

马体观测方向



105马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三、马体型外貌群体特征表

（一）该表为群体特征调查汇总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马场）和

有关专家基于但不限于个体登记表、《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马驴驼志》和实际情

况填写。

（二）毛色描述，填写该品种毛色类型及占比。如某品种毛色以骝毛、栗毛为

主，其次为黑毛等毛色。据 2006 年对 60 匹某品种马的调查统计，骝毛占 46%，

栗毛占 21.7%，黑毛占 13.3%，青毛占 11.7%，其他毛色占 7.3%。

（三）别征、气质、体质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四）体型外貌特征描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头、颈、躯干、四肢等。

四、马体尺体重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马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无保种场的，需要在该品种（原）产区选择三个及以上有一定空间距离的调

查点进行测定。

（二）测定成年公马 10 匹以上、成年母马 50 匹以上。每个类型至少测定 2 匹

成年公马、8 匹成年母马。如果类型情况不明，成年公马不足 10 匹的，测定全部

成年公马。无保种场的，每个调查点至少测定成年公马 3 匹以上、成年母马 15 匹

以上。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具体填写事项

1. 体尺

（1）体高… 鬐甲最高点到地平面的垂直距离。

（2）体长　肩端前缘至臀端直线距离。

（3）胸围　在肩胛骨后缘处垂直绕一周的胸部围长度。

（4）管围　左前管部上…1/3…的下端（最细处）的周长度。

2. 体重… 即空腹重，马匹早晨未进食前测定的重量。体重应在磅秤或地秤上

称量。测定成年母马应为空怀至妊娠 2 个月内的个体。

五、马生长发育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和（或）调查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马场）

和有关专家，根据实际测定结果和档案资料填写。

（二）初生重、6 月龄、12 月龄体重为必填项，18 月龄体重为选填项。

（三）每个阶段需调查测定公马 10 匹以上、母马 20 匹以上。

（四）所有测定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六、马屠宰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马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需屠宰测定 18 月龄及以上公马 5 匹以上、成年母马 5 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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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有测定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具体填写事项

1.…宰前活重… 禁食 24h、禁水 12h 后待宰前的活重。

2.…胴体重… 经宰杀放血后，除去皮、头、蹄、尾、内脏（保留肾及肾周脂肪）

及生殖器（母马去除乳房）后的躯体重量。

3.…净肉重… 胴体剔除骨骼、韧带后的全部肉重。

4.…骨重… 全部骨骼重。

5.…骨肉比… 净肉重与骨重之比。…

6.…屠宰率… 胴体重占宰前重的百分比。…

7.…备注… 描述来源、饲养方式、饲料组成及营养水平。

七、马产乳性能登记表

（一）乳用型马必填，其他类型马选填。

（二）该表为个体调查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马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三）需调查 30 匹成年母马。

（四）所有测定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五）具体填写事项

1. 泌乳期… 从分娩后开始泌乳之日起到停止泌乳之间的一段时间。

2. 泌乳期总产乳量… 一个泌乳期内的产奶总量。

3. 日产奶量… 日产奶量（kg/d）= 一天内挤奶量总和（kg）…×24h/ 挤奶隔离时间

之和。

4. 乳成分… 包括乳脂率、乳蛋白率、非脂干物质、乳糖率，一个泌乳期测定

5 次以上，计算其平均数。

八、马运动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调查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马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填写最近 3 年内同级别同类项目的最好赛事成绩，如没有可不填写。

九、马繁殖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群体调查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马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此表中的指标应填写范围值。

（三）配种方式为本交的，填写公母比例；配种方式为人工授精的，填写采精

量、精子密度、精子活力和畸形率。

（四）性成熟年龄等指标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十、马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一）照片用数码相机拍摄，图像的精度 800 万像素以上，照片大小在 1.2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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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二）以 .jpg 格式保存，不对照片进行编辑。

（三）照片正面不携带年月日等其他信息。

（四）个体照片文件用“品种名称 + 年龄 + 性别 + 顺序号”命名，群体照片

用“品种名称 +‘群体’+ 顺序号”命名，同时附相关 word 文档，对每张照片的

品种名称、年龄、性别、拍摄日期、拍摄者姓名、饲养者名称及拍摄地点等进行

详细说明。

（五）每个品种要有成年公、成年母左侧、右侧、前方、后方标准照片，并提

供原生态群体照片 2 张。

（六）拍摄能反映品种特征的公、母个体照片，能反映所处生态环境的群体

照片。

（七）视频资料要能反映品种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群体概貌、品种特征、饲

养方式等。

视频格式：每个视频时长不超过 5min，尽量在 3min 以内（大小不超过

80MB）。视频格式应为 MP4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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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表 1  驴遗传资源概况表

省级普查机构：… …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其他名称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 … … … … 培育品种£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中心产区

分布区域

群体数量（头） 其中

种公驴（头）

种母驴（头）

自

然

生

态

条

件

地貌、海拔与经

纬度

气候类型

气温 年最高 年最低 年平均

年降水量

无霜期

水源土质

耕地及草地面积

主要农作物、饲

草料种类及生产

情况



109驴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消长形势

分子生物学测定

品种评价

资源保护情况

开发利用情况

饲养管理情况

疫病情况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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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驴体型外貌个体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性别：公£… … … … 母£

个体（序）号 年龄

毛色
粉黑（三粉或黑燕皮）£… … 乌头黑£… … 灰色£
栗色（红、铜、驼色）£… … 青色£… … … 白色£… …

别征

头部 白斑£… … 耳斑£

身体四肢 背线（骡线）£… … 鹰膀£… … 虎斑（斑驴纹）£

其他 旋毛£… … 伤痕£… … 烙印£… … 唇印（刺青）£

体质 粗糙型£… … 细致型£… … 干燥型£… … 湿润型£… … 结实型£

头

大小：大£… 中£… 小£
形状：直头£… 兔头£… 半兔头£… 凹头£… 羊头£… 楔头£… 条形头£
额：宽£… 中£… 窄£
耳：长£… 中£… 短£… 垂£… 立£… 灵活£
眼：大£… 中£… 小£
颚凹：宽£… 中£… 窄£

颈

长短：长£… 中£… 短£
方向：斜颈£… … 水平颈£… 立颈£
形状：直颈£… … 鹤颈£… … 脂颈£… … 鹿颈£
颈础：高£… … 低£… … 中等£

躯干

肩部 斜肩£… … 立肩£

鬐甲 高£… … 中等£… … 低£… … 锐£

胸 宽胸£… 窄胸£… 平胸£… 凸胸£… 凹胸£… 深胸£… 浅胸£

背 直背£… … 凹背£… 凸背£

腰 直腰£… 短腰£… 长腰£… 中等腰£… 凸腰£… 凹腰£

肷 大£… … 中£… … 小£

腹 良腹£… 草腹£… 垂腹£… 卷腹£

尾
尾毛：浓£… … 稀£
尾础：高£… … 低£

尻 正尻£… 水平尻£… 斜尻£… 圆尻£… 复尻£… 尖尻£

四肢

前肢肢势
前望：正常£… 外弧£… 内弧£… 广踏£… 狭踏£
侧望：后踏£… 前踏£

后肢肢势
后望：正常£… 外弧£… 内弧£
侧望：正常£… 刀状£… 后踏£… 前踏£

前膝 凹膝£… … 弯膝£… … 正常£

系 正系£… … 卧系£… … 立系£… … 突球£… … 熊脚£

蹄 内向蹄£　外向蹄£　立蹄£… … 滚蹄£

其他典型外
貌特征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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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驴体型外貌群体特征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调查群体数：… … … … 　公：… 　… … 母：… 　　…

毛色描述

别征描述

体质描述

体型外貌特

征描述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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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驴生长发育性能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性别：公£… … … 母£…

测定月龄：初生£… … 3 月龄£… … 6 月龄£… … 12 月龄£… … 24 月龄£

序号 个体号 测定阶段体重（kg）

平均数 ± 标准差

注：3 月龄和 24 月龄选填。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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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驴产乳性能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序号 月龄 胎次
产驹

日期

测定

日期

泌乳期

（d）

日产

奶量

（kg）

泌乳期

总产奶

量（kg）

乳成分

乳脂

（%）

乳蛋白

（%）

乳糖

（%）

干物质

（%）

平均数 ± 标准差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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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驴繁殖性能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 调查数量：… … … … 公：… … … 　母：… 　…

母驴

性成熟月龄

初配月龄

发情季节

发情周期（d）

妊娠期（d）

公驴

性成熟月龄

初配月龄

配

种

方

式

本交£ 公母比例

人工

授精

£

采精量（mL）

精子密度

（亿个 /mL）

精子活力（%）

畸形率（%）

利用年限（a）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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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驴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成年公驴左侧照片 成年公驴右侧照片

成年公驴正前方照片 成年公驴正后方照片

成年母驴左侧照片 成年母驴右侧照片

成年母驴正前方照片 成年母驴正后方照片

群体照片 1 群体照片 2

视频资料 1 视频资料 2

注：每个品种要有成年公、成年母左侧、右侧、前方、后方标准照片，并提供原生态群体照片

2 张。

拍照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118 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操作手册（第二册）

驴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填表说明

一、驴遗传资源概况表

此表由该品种分布地的省级普查机构组织有关专家填写。

1. 品种（类群）名称… 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和《中

国畜禽遗传资源志…马驴驼志》填写，新发现的驴遗传资源和新培育的驴品种按有

关规定填写。

2. 其他名称… 填写该品种的曾用名、俗名等。

3. 品种类型… 根据《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填写地方品种

或培育品种。

4.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根据品种类型填写。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及形成

历史；培育品种填写培育地、培育单位及育种过程、审定时间、证书编号。

5. 中心产区… 该品种在本省的主要分布区域，且存栏量占本省该品种存栏量

的 20% 以上。可填写至县级。

6. 分布区域… 按照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

7. 群体数量及种公驴、种母驴… 根据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从全国畜禽遗传

资源信息系统里导出。

8. 自然生态条件… 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分布在原产地之外

的地方品种和培育品种填写中心产区的自然生态条件。

（1）地貌… 在山地、盆地、丘陵、平原、高原中选择，可多选。

（2）海拔… 产区范围内的海拔高度，单位为米（m）。如：××～××m。

（3）经纬度… 产区范围，东经 ××°××′ —××°××′ ；北纬 ××°××′ —
××°××′。

（4）气候类型… 在热带雨林气候、热带草原气候、热带季风气候、热带沙漠

气候、亚热带季风和湿润气候、地中海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亚寒带针叶林气候、高原山地气候中选择，可多选。

（5）气温… 单位为摄氏度（℃）。

（6）年降水量… 正常年年均降水量，单位为毫米（mm）。

（7）无霜期… 年均总天数；时间：××—×× 月。

（8）水源土质… 产区流经的主要河流等。

（9）耕地及草地面积。

（10）主要农作物、饲草料种类及生产情况。

9. 消长形势… 描述近 15 年数量规模变化，品质性能变化，以及遗传多样性变

化情况。

10. 分子生物学测定… 该品种是否进行过生化或分子遗传学相关测定，如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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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填写测定单位、测定时间和行业公认的代表性结果；如没有可填写无。

11. 品种评价… 填写该品种遗传特点、优异特性、可供研究开发利用的主要

方向。

12. 资源保护情况… 填写该品种是否制订保种和利用计划，是否设有保护区、

保种场，如有需要填写具体情况，包括保种场（保护区）名称、级别、群体数量。

填写是否建立了品种登记制度，如有，需要填写开始时间和负责单位。

13. 开发利用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纯繁生产、杂交利用、新品种（系）培育、

品种标准（注明标准号），以及产品开发、品牌创建、农产品地理标志等。

14. 饲养管理情况… 填写管理难易、补饲情况、饲料组成及饲养方式。

15. 疫病情况… 填写调查该品种原产地或中心产区的流行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发生情况，以及该品种易感和抗病情况。

二、驴体型外貌个体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驴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无保种场的，需要在该品种（原）产区选择三个及以上有一定空间距离的调

查点进行外貌调查。

（二）观测有代表性的成年公驴 10 头以上、成年母驴 50 头以上。

（三）具体填写事项

1. 毛色、别征、体质（粗糙型、细致型、干燥型、湿润型、结实型）勾选

即可。

2. 体质类型

（1）粗糙型… 头重，骨粗；肌肉厚实，关节肌腱不够明显；皮厚，皮下结缔

组织一般；被毛粗硬，鬃、鬣、尾、距毛多而浓密。

（2）细致型　头小，骨量较轻；肌肉不够发达，关节明显；皮薄毛细，皮下

结缔组织少，长毛稀少；感觉过敏，性情暴躁，运动缺乏持久力，适应性较差。

（3）干燥型　头部清秀，头部及四肢血管显露，骨骼结实，蹄质坚实；肌肉

结实有力，关节肌键明显；皮薄有弹性，被毛细短，长毛不多，皮下结缔组织不

发达；性情活泼，运动敏捷。

（4）湿润型　头大，骨骼粗，蹄质较松；肌肉松弛，关节肌腱不明显；皮厚

毛粗，长毛较多，皮下结缔组织发达；性情迟钝，不够灵活。

（5）结实型　头大小适中，骨骼结实；肌肉厚实，腱和韧带发达；皮肤厚，

被毛光泽；皮下结缔组织少，无粗糙外观。

3. 外貌特征

A. 头颈部

（1）头部大小… 头的大小，一般是以头与颈作比较，相等者为中等大的头；

大于颈长者为大头，小于颈长者为小头。

（2）头部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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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头：侧望，额部至鼻梁为一条直线。

兔头：侧望，额部至鼻梁呈弓起形状。

半兔头：侧望，额部平直，鼻梁处呈弓起形状。

凹头：侧望，额部与鼻梁之间略微凹下。

羊头：侧望，额部突起，形似山羊头。

楔头：侧望，额部正常，但鼻梁部和口唇部细小。

条形头：额部，下颌部均呈发育不良状态，侧望，头部呈细长条状。

（3）颚凹　下颌两后角之间的凹陷部分。大中型驴颚凹…6…～…7cm…以上者为宽，

5…～…6cm 以下者为窄颚凹，其他为中等；小型驴 5cm…以上为宽，4cm 以下者为窄

颚凹，其他为中等。

（4）耳、眼、额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5）颈部长短　颈长与头长相比，超过者为长颈，相等者为中等颈，小于头

长者为短颈。

（6）颈部方向　颈中轴线与地平线所成的夹角为 45° 左右为斜颈。颈中轴线

与地平线所成的夹角为近于水平为水平颈。颈中轴线与地平线所成的夹角大于 45°
为立颈。

（7）颈部形状　在斜颈的基础上，颈的上下缘略呈直线前伸为直颈。颈的基

部倾向于垂直，颈的上部略有弯曲，形似鹤的颈为鹤颈。应颈上缘结缔组织发达，

且脂肪蓄积过多，使鬣床隆起为脂颈。颈的上缘凹，下缘凸起，头的方向倾向水

平为鹿颈。

（8）颈础　气管进入胸腔的位置明显高于肩关节连线的为高颈础，低于肩关

节连线的为低颈础，略高于肩关节连线的为中等颈础。

B. 躯干部

（1）肩部… 肩胛与水平线的夹角为 40° ～ 45° 为斜肩。肩胛与水平线的夹角

大于 60° 为立肩。

（2）鬐甲　鬐甲高于尻高者为高鬐甲。鬐甲高与尻高相等者为中等鬐甲。鬐

甲高低于尻高者为低鬐甲。鬐甲高而薄者为锐鬐甲。

（3）胸　两前肢垂直，前蹄间的距离大于一蹄者为宽胸，前蹄间的距离小于

一蹄者为窄胸；胸前臂与两肩关节相平齐或略饱满而成圆隆状为平胸；胸骨向前

突出者为凸胸；胸前臂向内凹入者为凹胸；深胸为鬐甲至腹下缘的垂直距离（胸深）

大于肘至地面水平线间垂直距离（肢长）。浅胸为鬐甲至腹下缘的垂直距离（胸深）

小于肘至地面水平线间垂直距离（肢长）。

（4）背　背部呈自然曲度，长短适中者为直背。背部向下凹陷，肌肉和韧带

发育不良者为凹背；背部向上弓起，两侧肌肉发育不良者为凸背。

（5）腰　腰呈水平或自然弧度为直腰；距离明显短于平均长度为短腰。距离

明显长与平均长度为长腰。长度适中为中等腰。腰部向上弓起为凸腰。腰部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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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陷为凹腰。

（6）肷　位于腰两侧，在最后一根肋骨之后和腰角之间。大小能容纳一掌为

中等，大于一掌为大，小于一掌为小。

（7）腹　腹下线与胸下线呈一条直线，逐渐向后上方弯曲，两侧不显突出为

良腹；腹肌松弛下垂为垂腹；腹部过于向左右侧膨大为草腹；腹部形状为卷缩为

卷腹。

（8）尾　尾巴高举，尾与体躯分离明显者为高尾础；尾巴夹于尻下股间，为

低尾础；介于以上二者之间的尾形为中等尾础。

（9）尻　以荐椎、髋骨及强大的肌肉群为基础。侧望，尻长线（由腰角至臀

端的直线）与水平线的夹角为 20° ～ 30° 的是正尻；侧望，尻长线（由腰角至臀端

的直线）与水平线的夹角小于 20°，方向接近水平的为水平尻；侧望，尻长线（由

腰角至臀端的直线）与水平线的夹角大于 30° 的为斜尻；后望，两腰角不突出，肌

肉发达为圆尻；后望，由于肌肉强盛，中央出现凹沟，两侧隆起为复尻；后望，

荐椎向上突出明显，两侧肌肉消瘦，呈屋脊状为尖尻。

C. 四肢部

（1）前肢肢势… 前望，由肩端中央引一垂线，前肢由上到下均被垂线左右等

分；侧望，自桡骨外侧韧带结节向下引一垂线，将球节以上各部位前后等分，系

与地面夹角为 45° ～ 50° 为正常肢势；前望时，两前膝互相靠近，呈 X 形肢势为

外弧，两前膝相距较远，呈 O 形肢势为内弧；前望时，两前肢下部斜向垂线外侧

为广踏，斜向垂线内侧为狭踏；侧望时，前肢斜向垂线后方为后踏，斜向垂线前

方为前踏；球节以上呈垂直状，仅系以下斜向垂线内侧为内向，仅系以下斜向垂

线外侧为外向。

（2）后肢肢势　侧望，从臀端向下引一垂线，该垂线触及飞端，沿后管和球

节后缘落于蹄的后方，系与地面呈 50° ～ 60° 角，后望，由臀端向下引一垂线，将

飞节以下各部位左右等分为正常肢势。前望时，两飞节互相靠近，呈 X 形肢势为

外弧，两飞节相距较远，呈 O 形肢势为内弧；侧望时，后肢斜向垂线后方为后踏，

斜向垂线前方为前踏；侧望时，飞端触及垂线，而飞节以下各部都倾于垂线的前

方为刀状肢势。

（3）前膝　以腕骨为基础。前膝向后突出为凹膝；向前突出为弯膝；

（4）系　以第一趾骨为基础。系与地平线的夹角为 50° ～ 60° 为正系，小于

50° 为卧系，大于 60° 为立系；由于腱损伤，球节向前方突出为突球；卧系并伴有

高蹄、球节下垂者为熊脚。

（5）蹄　内向蹄球节以上呈垂直状态，系部以下斜向内侧。

外向蹄球节以上呈垂直状态，系部以下斜向外侧。

滚蹄蹄寸踠部大筋缩短，使蹄向后翻滚，行走时如滚球状。

4.…测定参照驴体部位名称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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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部
鬣毛

鬐甲 背部 腰部 尻部

尾

腹部

肩端

颈部口
鼻

眼

耳

肩部

上膊

前膊

前膝

管部 球节
系部

肷部

胫

股

飞节后膝

驴体部位名称

三、驴体型外貌群体特征表

（一）该表为群体特征调查汇总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驴场）和

有关专家基于但不限于个体登记表，同时结合《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马驴驼志》

和实际情况填写。

（二）毛色描述，填写该品种毛色类型及占比。如某品种毛色以灰毛为主，约

占 65%，黑毛、栗毛次之，其他毛色教少。一般灰驴均具有背线、鹰膀、虎斑，

黑驴多有粉鼻、粉眼、白肚皮等特征。

（三）别征、体质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四）体型外貌特征描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头、颈、躯干、四肢、尾等。

四、驴体尺体重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驴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无保种场的，需要在该品种（原）产区选择三个及以上有一定空间距离的调

查点进行测定。

（二）测定有代表性的成年公驴 10 头以上、母驴 50 头以上。无保种场的，每

个调查点至少测定成年公驴 3 头以上、成年母驴 15 头以上。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具体填写事项

1. 体尺

（1）体高… 鬐甲最高点到地平面的垂直距离。

（2）体长　肩端前缘至臀端直线距离。

（3）胸围　在肩胛骨后缘处垂直绕一周的胸部围长度。

（4）管围　左前管部上…1/3…的下端（最细处）的周长度。

（5）头长　项顶至鼻端直线间距离。

（6）颈长　耳根至肩胛前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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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胸宽　两肩端外侧之间的宽度。

（8）胸深　鬐甲最高点至胸下缘垂直距离。

（9）尻高　尻部最高点至地面的垂直距离。

（10）尻长　腰角前缘至坐骨结节后缘间的距离。

（11）尻宽　两腰角外侧间［左右两腰角（髋结节）最大宽度］的水平距离。

2. 体重… 即空腹重，驴早晨未进食前测定的重量。体重应在磅秤或地秤上称

量。测定成年母驴应为空怀至妊娠 2 个月内的个体。

五、驴生长发育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和（或）调查表，该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驴

场）和有关专家，根据实际测定结果和档案资料填写。

（二）初生、6 月龄、12 月龄体重为必填项，3 月龄、24 月龄体重为选填项。

（三）每个阶段需调查测定公驴 10 头以上、母驴 20 头以上。

（四）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六、驴屠宰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驴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需屠宰测定 18 月龄及以上公驴 5 头、成年母驴 5 头。

（三）所有测定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具体填写事项

1. 宰前活重　禁食 24h、禁水 12h 后待宰前的活重。

2. 胴体重　经宰杀放血后，除去皮、头、蹄、尾、内脏（保留肾及肾周脂肪）

及生殖器（母驴去除乳房）后的躯体重量。

3. 净肉重　胴体剔除骨骼、韧带后的全部肉重。

4. 骨重　剔除胴体肌肉后即时称取骨骼总重。

5. 骨肉比　净肉重与骨重之比。…

6. 腹脂重　屠宰后，剥离腹部脂肪的即时称重。

7. 脏器重　宰后掏出内脏，即时分别称取心（留冠状动脉称重）、肝、肺（气

管 <2cm）、脾、胃（剪断食管和肠管）、肾及肠（清除内容物并清洗）的重量。

8. 皮重　将驴皮剥下并沥干水分后称取的重量。

9. 屠宰率　胴体重占宰前重的百分比。

10. 肋骨对数　驴屠宰后剔除肌肉，计数肋骨对数。

11. 脊椎数　颈椎、胸椎、腰椎的总数。

注：描述来源、饲养方式、饲料组成及营养水平。

七、驴产乳性能登记表

（一）此表为选填。

（二）该表为个体调查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驴场）和有关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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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

（三）需调查 30 头成年母驴。

（四）所有测定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五）具体填写事项

1. 测定日期… 填写日产奶量测定时间。

2. 泌乳期… 从分娩后开始泌乳之日起到停止泌乳之间的一段时间。

3. 日产奶量… 日产奶量（kg/d）= 两次挤奶量之和（kg）…×24h/ 两次挤奶隔离时

间之和（8h）。尽量在产驹后 50…～…80d 内测量，连续测量 3d，求平均数。每天挤

奶和采样 2 次，挤奶前母驴与驴驹隔离 4h 挤奶后称重，得 1 次挤奶量。

4. 泌乳期总产奶量… 一个泌乳期内的产奶总量。…

5. 乳成分… 包括乳脂率、乳蛋白率、干物质、乳糖率，产驹后 50 ～ 80d 内，

连续测定 3 次以上，计算其平均数。

八、驴繁殖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群体调查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驴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此表中的指标应填写范围值。

（三）配种方式为本交的，填写公母比例；配种方式为人工授精的，填写采精

量、精子密度、精子活力和畸形率。

（四）性成熟年龄等指标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九、驴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一）照片用数码相机拍摄，图像的精度 800 万像素以上，照片大小在 1.2MB

以上。

（二）以 .jpg 格式保存，不对照片进行编辑。

（三）照片正面不携带年月日等其他信息。

（四）个体照片文件用“品种名称 + 年龄 + 性别 + 顺序号”命名，群体照片

用“品种名称 +…‘群体’…+ 顺序号”命名，同时附相关 word 文档，对每张照片的

品种名称、年龄、性别、拍摄日期、拍摄者姓名、饲养者名称及拍摄地点等进行

详细说明。

（五）每个品种要有成年公、成年母左侧、右侧、前方、后方标准照片，并提

供原生态群体照片 2 张。

（六）拍摄能反映品种特征的公、母个体照片，能反映所处生态环境的群体

照片。

（七）视频资料要能反映品种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群体概貌、品种特征、饲

养方式等。

视频格式：每个视频时长不超过 5min，尽量在 3min 以内（大小不超过 80MB）。

视频格式应为 MP4 格式。



125骆驼（羊驼）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骆驼（羊驼）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表 1  骆驼（羊驼）遗传资源概况表

省级普查机构：… …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其他名称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 … … … … 引入品种£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中心产区

分布区域

群体数量（峰） 其中
种公驼（峰）

种母驼（峰）

自

然

生

态

条

件

地貌、海拔与经

纬度

气候类型

气温 年最高 年最低 年平均

年降水量

无霜期

水源土质

耕地及草地面积

主要农作物、饲

草料种类及生产

情况

消长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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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测定

品种评价

资源保护情况

开发利用情况

饲养管理情况

疫病情况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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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骆驼（羊驼）体型外貌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性别：公£… … … … 母£

个体（序）号 月龄

毛色
棕色£… 紫红£… 杏黄□… 灰白□… 白色□… 红色£… 花色£… 黑色£

淡黄褐色£… 其他£

体质 粗糙紧凑型£… 细致紧凑型£… 结实型£

结构

匀称£… 　不匀称£

长躯£… … 短躯£

重心位点：靠前£… 靠后£

头

头：大£… 中£… 小£

眼：大£… 中£… 小£… 眼球突出£

嘴唇形状：大£… 中£… 小£… 灵活£

颈

颈：长£… 短£… 弯曲度£

头颈结合情况

颈肩结合情况

肌肉发育

躯干

鬐甲 鬐甲：宽£… 窄£

胸 宽£… 中£… 窄£… 深£… 中£… 浅£

驼峰

形状：大£… 小£… 适中£

双峰直£… 前直后倒£… 后直前倒£

左右峰£：前左后右£… 后左前右£… … 双峰左倒£… 双峰右倒£

尻 平£… 斜£

四肢

前肢势 前肢前望正肢势£… 侧望正肢势£… 不正肢势£

后肢势 后肢后望正肢势£… 后肢侧望正£… 后肢不正肢势£

掌（驼） 大£… 小£… 厚£… 薄£… 前后比例£

肌腱
肌肉：丰满£… 适中£… 欠丰满£

腱及韧带：良£… 中£… 不良£

外生殖

器官

发育正常£

生殖缺陷：单睾£… 隐睾£… 阴门闭合不全£

其他典型

外貌特征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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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骆驼（羊驼）体型外貌群体特征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调查群体数：… … … … 公：… 　… … 母：　… …

毛色描述

体质描述

体型外貌特

征描述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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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骆驼（羊驼）生长发育性能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性别：公£… … … … 母£…

测定月龄：初生£… … … 3 月龄£… … … 12 月龄£

序号 个体号 测定阶段体重（kg）

平均数 ± 标准差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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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骆驼（羊驼）产乳性能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序号 月龄 胎次
产驼

日期

泌乳期

（d）

产乳量

（kg）

日产

奶量

（kg）

乳成分

乳脂率

（%）

乳蛋白率

（%）

干物质

（%）

乳糖

（%）

平均数 ± 标准差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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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骆驼（羊驼）毛用性能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序号 个体号 月龄
年产毛量

（kg）

含绒率

（%）

绒细度

（μm）
绒厚度

（mm）

颜色

体毛颜色 长毛颜色

平均数 ± 标准差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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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骆驼运动性能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序号 性别 月龄 赛事项目名称 距离
举行

时间

赛事

级别

比赛

名次

赛事

成绩
场地描述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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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骆驼（羊驼）繁殖性能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调查数量：… 　… … 公：… 　… … 母：　　　

母驼

性成熟月龄

初配月龄

发情季节

发情周期（d）

妊娠期（d）

繁殖成活率（%）

公驼

性成熟年龄

初配年龄

配

种

方

式

本交…£ 公母比例

人工

授精

£

采精量（mL）

精子密度

（亿个 /mL）

精子活力（%）

畸形率（%）

利用年限（a）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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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骆驼（羊驼）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成年公驼左侧照片 成年公驼右侧照片

成年公驼正前方照片 成年公驼正后方照片

群体照片…1 群体照片…2

成年母驼左侧照片 成年母驼右侧照片

成年母驼正前方照片 成年母驼正后方照片

视频资料 1 视频资料 2

拍照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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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驼（羊驼）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填表说明

一、骆驼（羊驼）遗传资源概况表

此表由该品种分布地的省级普查机构组织有关专家填写。

1. 品种（类群）名称… 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和《中

国畜禽遗传资源志·马驴驼志》填写，新发现的骆驼遗传资源按有关规定填写。

2. 其他名称… 填写该品种的曾用名、俗名等。

3. 品种类型… 根据《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填写地方品种

或引入品种。

4.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根据品种类型填写。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及形成

历史；引入品种填写主要的输出国家以及引种历史等。

5. 中心产区… 该品种在本省的主要分布区域，且存栏量占本省该品种存栏量

的 20% 以上。可填写至县级。

6. 分布区域… 按照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

7. 群体数量及种公驼、种母驼… 根据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从全国畜禽遗传

资源信息系统里导出。

8. 自然生态条件… 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的，分布在原产地之外的地方品种和

引入品种填写中心产区的自然生态条件。

（1）地貌… 在山地、盆地、丘陵、平原、高原中选择，可多选。

（2）海拔… 产区范围内的海拔高度，单位为米（m）。如：××～××m。

（3）经纬度… 产区范围，东经 ××°××′…—××°××′ ；北纬 ××°××′ —
××°××′。

（4）气候类型… 在热带雨林气候、热带草原气候、热带季风气候、热带沙漠

气候、亚热带季风和湿润气候、地中海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亚寒带针叶林气候、高原山地气候中选择，可多选。

（5）气温… 单位为摄氏度（℃）。

（6）年降水量… 正常年年均降水量，单位为毫米（mm）。

（7）无霜期… 年均总天数；时间：××—×× 月。

（8）水源土质… 产区流经的主要河流等。

（9）耕地及草地面积。

（10）主要农作物、饲草料种类及生产情况。

9. 消长形势… 描述近 15 年数量规模变化，品质性能变化，以及遗传多样性变

化情况。

10. 分子生物学测定… 该品种是否进行过生化或分子遗传学相关测定，如有，

需要填写测定单位、测定时间和行业公认的代表性结果；如没有，可填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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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品种评价… 填写该品种遗传特点、优异特性、可供研究开发利用的主要

方向。

12. 资源保护情况… 填写该品种是否制订保种和利用计划，是否设有保护区、

保种场，如有，需要填写具体情况，包括保种场（保护区）名称、级别、群体数

量。填写是否建立了品种登记制度，如有，需要填写开始时间和负责单位。

13. 开发利用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纯繁生产、杂交利用、新品种（系）培育、

品种标准（注明标准号），以及产品开发、品牌创建、农产品地理标志等。

14. 饲养管理情况… 填写管理难易、补饲情况、饲料组成及饲养方式。

15. 疫病情况… 填写调查该品种原产地或中心产区的流行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发生情况，以及该品种易感和抗病情况。

二、骆驼（羊驼）体型外貌个体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驼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无保种场的，需要在该品种（原）产区选择三个及以上有一定空间距离的调

查点进行外貌调查。

（二）观测有代表性的成年公骆驼（羊驼）10 峰以上、成年母骆驼（羊驼）30

峰以上。

（三）具体填写事项

1. 毛色、体质（粗糙紧凑型、细致紧凑型、结实型）、结构、头、颈等内容根

据实际情况勾选即可。

2. 体质类型

（1）粗糙紧凑型… 体格高大，外形粗壮，头粗重，鼻梁隆起，嘴粗圆；颈粗

壮有力；前躯发育良好，胸深而宽，四肢粗壮有力，蹄大而厚；骨骼粗重，肌肉

发达，皮厚，绒毛较粗，粗毛比例较高，保护毛粗而发达，泌乳量较低，驮载量

大，速力低，但持久性强。

（2）细致紧凑型… 外形轮廓明显，皮下结缔组织不发达。骨骼细而坚固，肌肉

坚实有力，皮薄而弹性良好，性情活泼，头小清秀，颜面部血管暴露清晰，嘴尖而

细，颈细长。胸深宽度适中，四肢细长，其上筋腱血管清晰可见；被毛纤维柔软，

绒层厚密，保护毛细而不发达，泌乳量较高，驮载量与持久力较差，但速力较快。

（3）结实型… 体格粗壮，轮廓清晰，结构匀称，肌肉十分发达，性情灵活温

驯。头大小适中，眼大有神，颈长而粗，坚强有力；前胸宽深，腹大而圆，腹壁

坚实，弹性良好，尻部宽长而不过斜，四肢粗壮，长短适中，关节强大，肢势正

确；皮肤致密富有弹性，绒层厚密，绒毛比例较高，保护毛适中；泌乳量较高，

驮载量与持久力均好。

3. 头部

（1）头… 头的大小是以枕骨嵴到鼻端的距离而定。

（2）眼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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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嘴唇形状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勾选。

4. 颈部

（1）颈…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勾选。

（2）头颈结合情况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3）颈肩结合情况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4）肌肉发育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填写。

5. 躯干

（1）鬐甲… 位于前峰之下、肩之上，以胸椎棘突为基础，鬐甲大小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勾选。

（2）尻　短而斜近方形，骨盆轴线均较牛马短，肠骨内角覆于荐椎之上，形

成明显的弓形突起，两坐骨上脊相距较宽，后躯与其他家畜相比，相应地较小。

（3）胸　位于颈的后下缘，两侧连在两肩端的下方，与肩端在同一平面。

（4）驼峰　骆驼有前后两峰，位于髫甲之上的称为前峰，位于腰椎之上的称

为后蜂，一般前峰高而窄，后峰矮而宽。骆驼个体之间，两峰的形状、大小和竖

倒情况差别很大。按两峰体积的大小，可分为大、中、小三型。

6. 四肢

（1）前肢势… 包括前肢前望正肢势、前肢侧望正肢势和前肢不正肢势，根据

外貌特征图例进行勾选。

前肢前望正肢势　　前肢侧望正肢势　　后肢后望正肢势　　后肢侧望正肢势
1 2 3 4

1、2…前肢不正肢势　　　　　　　　3、4 后肢不正肢势
1 2 3 4

外貌特征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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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肢势　包括后肢后望正肢势、后肢侧望正肢势和后肢不正肢势，根据

外貌特征图例进行勾选。

（3）掌　即底部的角质垫，在第二和第三指（耻）骨之下，是适于沙漠运动的

机能组织。不同群体其大小各异，根据品种特征勾选实际大小即可。

三、骆驼（羊驼）体型外貌群体特征表

（一）该表为群体特征调查汇总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驼场）和

有关专家基于但不限于个体登记表，同时结合《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马驴驼志》

和实际情况填写。

（二）毛色描述，填写该品种毛色类型及占比。比如，某品种毛色以黄色为基

础，约占比 70%，由于深浅程度不同，分为褐、红、黄、白四种颜色。长粗毛颜

色较深，绒毛颜色较浅，刺毛的颜色变化较多。被毛中的绒毛、长粗毛、短粗毛、

刺毛颜色基本一致，一般由前躯到后躯、由背部到体侧，颜色逐渐变浅，而腹下

毛色较深。骆驼嘴唇、前膝、前管的绒毛以红色为多，个别呈白色或沙毛色。一

般毛纤维由尖端到根部一色的较少，多数为两色，个别驼有 3…～…5 种颜色，形成

多层次颜色特征。毛色多为杏黄色、深黄色、紫红色、黑褐色，少数为白色和灰

白色，以杏黄色和棕红色为主。

（三）外貌特征描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头、颈、躯干、四肢等。

四、骆驼（羊驼）体尺体重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驼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无保种场的，需要在该品种（原）产区选择三个及以上有一定空间距离的调

查点进行测定。

（二）测定有代表性的成年公驼 10 峰以上、成年母驼 30 峰以上。其中，母驼

为空怀个体。无保种场的，每个调查点至少测定成年公驼 3 峰以上、成年母驼 10

峰以上。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具体填写事项，参照双峰驼四项体尺测量部位图。

1. 体长… 由肩胛关节前面的突起部位起，到坐骨结节后面突起的距离。即由

肩端到臀端的距离。

2. 体高… 由前峰后缘基部（9 ～ 10 背椎棘突处）到地面的垂直距离。单峰驼

体高，由第三背椎（即驼峰前缘基部、鬐甲）到地面的垂直距离。

3. 胸围… 双峰驼的胸围，是从前峰后缘基部起向下经过胸底角质垫的中心绕

体一周，所成的垂直周径。单峰驼胸围，由第三背椎（即驼峰前缘基部）起向下同

样经过胸底角质垫的中心绕体一周。

4. 管围… 双峰驼的管围是由前肢左管部的上 1/3 处，绕管一周，所成的水平

周径。

5. 体重… 即空腹重，骆驼早晨未进食前测定的重量。体重应在磅秤或地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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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量。测定的母骆驼应为空怀个体。

6. 体长指数… 体长 ÷ 体高 ×100%
7. 胸围指数… 胸围 ÷ 体高 ×100%
8. 管围指数… 管围 ÷ 体高 ×100%
9. 前峰高… 从前驼峰的基部到前驼峰顶部的垂直距离。

10. 前峰宽… 位于髫甲之上的宽度。

11. 后峰高… 从后驼峰的基部到后驼峰顶部的垂直距离。

12. 后峰宽… 位于腰椎之上的宽度。

13. 峰距… 从峰基前缘到峰基后缘的距离。

体高

体长

胸围

管围

双峰驼体尺测量部位

五、骆驼（羊驼）生长发育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和（或）调查表，该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驼

场）和有关专家，根据实际测定结果和档案资料填写。

（二）每个阶段的体重需调查测定有代表性的公骆驼（羊驼）10 峰以上、母骆

驼（羊驼）30 峰以上。

（三）调查测定阶段包括初生、3 月龄、12 月龄。

（四）所有测定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六、骆驼（羊驼）屠宰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驼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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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屠宰测定成年公骆驼（羊驼）5 峰以上、成年母骆驼（羊驼）5 峰以上。

（三）所有测定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具体填写事项

1. 月龄… 记录屠宰时的具体月龄。

2. 宰前活重… 禁食 24h、禁水 12h 后待宰前的活重，单位为 kg。

3. 胴体重… 骆驼屠宰后除去血液、头、掌、尾、毛（皮）、内脏（保留肾及肾

周脂肪）及生殖器（母骆驼去除乳房）后的躯体重量，单位为 kg。

4. 净肉重… 指骆驼胴体除去骨骼之后的净肉和脂肪的重量，单位为 kg。

5. 驼峰重… 骆驼宰杀之后，前后驼峰的重量，单位为 kg。

6. 驼掌重… 骆驼宰杀之后，四个驼掌的重量，单位为 kg。

7. 肉骨峰比… 分别对肉、骨和峰进行称重，记录三者的重量比例。

8. 屠宰率… 胴体重占宰前重的百分比。

9. 备注… 描述来源、饲养方式、饲料组成及营养水平。

七、骆驼（羊驼）产乳性能登记表

（一）此表为选填。

（二）该表为个体调查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驼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三）需调查 30 峰成年母骆驼（羊驼）。

（四）所有测定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五）具体填写事项

1. 泌乳期… 从分娩后开始泌乳之日起到停止泌乳之间的一段时间。一般都在

一年以上，14 ～ 17 个月。

2. 产乳量… 一个泌乳期内的产奶总量。

3. 日产奶量… 日产奶量（kg/d）= 一天内挤奶量总和（kg）…×24h/ 挤奶隔离时间

之和。

4. 乳成分… 包括乳脂率、乳蛋白率、干物质、乳糖率，连续测定 3 次以上，

计算其平均数。

八、骆驼（羊驼）毛用性能登记表

（一）骆驼选填，羊驼必填。

（二）该表为个体调查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驼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三）每个品种需要调查成年公骆驼（羊驼）10 峰、成年母骆驼（羊驼）30 峰。

（四）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五）具体填写事项

1. 产毛量　测定一周岁以上的骆驼（羊驼），每年 2—3 月开始剪嗉毛，惊蛰前

后剪完；3—5 月剪肘毛，3 月中旬即春分前后剪鬣毛和鬃毛，峰顶毛和尾毛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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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同时收。以上毛总重记录为骆驼（羊驼）年毛产量，单位为 kg/ 年。

2. 含绒率　指驼绒重量占驼原绒重量的百分比。驼绒是取自腹部的绒毛。

3. 绒细度　系指单本毛纤维横切面直径的大小，单位为 μm。

4. 绒厚度　测量体侧，肩胛后缘 10cm 体中线处的绒厚度，可间接反映驼绒产

量，单位为 mm。

九、骆驼（羊驼）运动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调查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填写最近 3 年内同级别同类项目的最好赛事成绩，如没有可不填写。

十、骆驼（羊驼）繁殖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群体调查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驼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此表中的指标应填写范围值。

（三）配种方式为本交的，填写公母比例；配种方式为人工授精的，填写采精

量、精子密度和精子活力。

（四）性成熟年龄等指标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十一、骆驼（羊驼）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一）照片用数码相机拍摄，图像的精度 800 万像素以上，照片大小在 1.2MB

以上。

（二）以 .jpg 格式保存，不对照片进行编辑。

（三）照片正面不携带年月日等其他信息。

（四）个体照片文件用“品种名称 + 年龄 + 性别 + 顺序号”命名，群体照片

用“品种名称 +…‘群体’…+ 顺序号”命名，同时附相关 word 文档，对每张照片的

品种名称、年龄、性别、拍摄日期、拍摄者姓名、饲养者名称及拍摄地点等进行

详细说明。

（五）每个品种要有成年公、成年母左侧、右侧、前方、后方标准照片，并提

供原生态群体照片 2 张。

（六）拍摄能反映品种特征的公、母个体照片，能反映所处生态环境的群体

照片。

（七）视频资料要能反映品种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群体概貌、品种特征、饲

养方式等。

视频格式：每个视频时长不超过 5min，尽量在 3min 以内（大小不超过

80MB）。视频格式应为 MP4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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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表 1  兔遗传资源概况表

省级普查机构：… … … … … … … … …

品种（配套系）名称 其他名称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培育品种£　培育配套系£　引入品种£　引入配套系£

经济类型
肉用£… … … … … … 毛用£… … … … … … 皮用£

实验用£… … … … … 观赏用£… … … … … 其他：… … … … …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中心产区

分布区域

群体数量（只） 其中
种公兔（只）

种母兔（只）

自

然

生

态

条

件

地貌、海拔与经

纬度

气候类型

气温 年最高 年最低 年平均

年降水量

无霜期

水源土质

主要农作物、饲

草料种类及生产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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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长形势

分子生物学测定

品种评价

资源保护情况

开发利用情况

饲养管理情况

疫病情况

填表人（签字）：… … 　　… … … 电话：… … … 　… … … … … … … ………… 日期：… …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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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成年兔体型外貌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品种（配套系）名称：… … … … … … … … … … …

被毛

特征

毛色

体表被毛

背部
白色□… 黑色□… 黄色□… 褐色□… 麻色□

灰色□… 青紫蓝色□… 黑白花色□… 其他（… … … ）

腹部
白色□… 黑色□… 黄色□… 褐色□… 麻色□

灰色□… 青紫蓝色□… 黑白花色□… 其他（… … … ）

毛纤维

毛根

中段

毛尖

头部毛 与体表毛色一致…□… … … … 其他（… … … … … ）

尾部毛 与体表毛色一致…□… … … … 其他（… … … … … ）

四肢末端毛 与体表毛色一致…□… … … … 其他（… … … … … ）

耳毛分布（毛用兔）
耳背无长毛，仅耳尖有一撮长毛□　耳背一半长毛□

耳背全部长满长毛□… … 其他（… … … … ）

被毛密度（毛用兔和皮用兔） 优…□… … … 良…□… … … 中…□… … … 差…□

形态

特征

头部

大小
公兔

母兔

形状
公兔

母兔

脸部（毛用兔）

眼部 颜色 　红色□… 黑色□… 蓝色□… 棕褐色□… 其他（… … … … ）

耳部 方向
　双耳直立□… … … 双耳下垂□… … … 一耳直立一耳下垂□…

　其他（… … … … ）

颈部
有无肉髯 有□… 无□

背腰
是否平直 　是□… 否□

粗短情况 粗短□　细长□ 肌肉发育

臀部 发育情况 腹部 松紧情况 　松弛□… 紧凑□

四肢 发育情况

公兔睾丸

发育情况

母兔乳头数和

乳房发育情况

综合描述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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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成年兔体重体尺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品种（配套系）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别：… … 　…

序号 耳号 月龄 体重（g） 体长（cm） 胸围（cm） 耳长（cm） 耳宽（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平均数 ± 标准差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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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兔产肉性能登记表（肉用兔必填）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配套系）名称：… … … … … … … … … … 性别：… … … 断奶日龄：… … … 出栏周龄：… …

序号 耳号
断奶重

（g）

宰前活

重（g）

日增重

（g）

耗料量

（g）
料重比

胴体重（g） 屠宰率（%）

全净膛 半净膛 全净膛 半净膛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9

30

平均数 ± 标准差

饲料组成及
日粮营养水平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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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兔产毛性能登记表（毛用兔必填）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品种（配套系）名称：… … … … … … … … … … … … … … … 　…性别：… … … … 养毛期：… … … d

序号 耳号
第三次

产毛量（g）
缠结毛
重量（g）

采毛后
体重（g）

估测年
产毛量（g）

产毛率
（%）

缠结毛率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平均数 ± 标准差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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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兔毛品质登记表（毛用兔必填）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品种（配套系）名称：… … … … … … … … … … … … … … … …… 性别：… … … … 养毛期：… … … d

序号 耳号 粗毛率（%）
毛纤维长度（cm） 毛纤维直径（µm）

细毛 粗毛 细毛 粗毛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平均数 ± 标准差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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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兔产皮性能登记表（皮用兔必填）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品种（配套系）名称：… … … … … … … … … … … … … … … … ……… 性别：… … … … 周龄：… … …

序号 耳号
体重
（g）

体长
（cm）

胸围
（cm）

被毛长度
（cm）

皮板面积
（cm2）

被毛密度
（感官评定）

被毛
平整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平均数 ± 标准差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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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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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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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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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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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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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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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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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
只
）

窝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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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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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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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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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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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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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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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兔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成年公照片 1 成年公照片 2

成年母照片 1 成年母照片 2

群体照片 1 群体照片 2

视频资料 1 视频资料 2

注：每个品种成年公兔、成年母兔和群体照片各 2 张。

拍照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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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填表说明

一、兔遗传资源概况表

此表由该品种分布地的省级普查机构组织有关专家填写。

1. 品种（配套系）名称… 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和《中

国畜禽遗传资源志》填写，新发现的兔遗传资源和新培育的兔品种及配套系按有

关规定填写。

2. 其他名称… 填写该品种的曾用名、俗名等。

3. 品种类型… 根据《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填写地方品

种、培育品种及配套系或引入品种及配套系。

4. 经济类型… 按照品种的实际用途进行选择，如为兼用型品种，请在其他后

面标注具体类型。

5.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根据品种类型填写。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及形成历

史；培育品种及配套系填写培育地、培育单位及育种过程、审定时间、证书编号；

引入品种及配套系填写主要输出国家以及引种历史等。

6. 中心产区… 地方品种、培育品种、引入品种填写该品种在本省的主要分布

区域，且存栏量占本省该品种存栏量的 20% 以上。可填写至县级。配套系填写商

品代主要推广区域。

7. 群体数量及种公兔、种母兔… 根据 2021 年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信息系统

的结果填写。

8. 自然生态条件… 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分布在原产地之外

的地方品种和培育品种、引入品种填写中心产区的自然生态条件。

（1）地貌… 在山地、盆地、丘陵、平原、高原中选择，可多选。

（2）海拔… 产区范围内的海拔高度，单位为米（m）。如：××～××m。

（3）经纬度… 产区范围，东经 ××°××′…—××°××′ ；北纬 ××°××′ —
××°××′。

（4）气候类型… 在热带雨林气候、热带草原气候、热带季风气候、热带沙漠

气候、亚热带季风和湿润气候、地中海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亚寒带针叶林气候、高原山地气候中选择，可多选。

（5）气温… 单位为摄氏度（℃）。

（6）年降水量… 正常年年均降水量，单位为毫米（mm）。

（7）无霜期… 年均总天数；时间：××—×× 月。

（8）水源土质… 产区流经的主要河流等。

（9）主要农作物、饲草料种类及生产情况。

9. 消长形势… 描述近 15 年数量规模变化，品质性能变化，以及遗传多样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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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情况。

10. 分子生物学测定… 指该品种是否进行过生化或分子遗传学相关测定，如

有，需填写测定单位、测定时间和行业公认的代表性结果。如没有可填写无。

11. 品种评价… 填写该品种遗传特点、优异特性、可供研究开发的主要方向。

12. 资源保护情况… 填写该品种是否制订保种和利用计划，是否设有保护区、

保种场，如有，需要填写具体情况，包括保种场（保护区）名称、级别、群体

数量。

13. 开发利用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纯繁生产、杂交利用、新品种（配套系）培

育、品种（配套系）标准（注明标准号），以及兔产品开发、品牌创建、农产品地

理标志等。

14. 饲养管理情况… 填写饲养方式，如地面散养、网上平养、笼养、地窖养殖

等；管理难易；饲料组成，如全价颗粒料、配合料或草料结合等。

15. 疫病情况… 填写调查该品种原产地或中心产区的流行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发生情况，以及该品种易感和抗病情况。

二、成年兔体型外貌登记表

（一）该表为群体观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兔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成年兔是指 10 月龄及以上的兔只。

（三）每个品种调查的数量：成年公兔不少于 30 只，成年母兔不少于 150 只。

（四）被毛特征… 描述被毛及毛纤维颜色、稀密情况。

1. 体表被毛毛色… 包括背部和腹部被毛颜色，分为白色、黑色、黄色、褐色、

青紫蓝色、麻色、灰色、黑白花色及其他颜色。

2. 毛纤维颜色… 分为毛根、中段和毛尖的颜色。

3. 头部毛色… 主要指头部与体表被毛颜色不同的部位的毛色，如鼻端、眼圈、

双耳黑色。

4. 其他部位毛色… 主要指四肢末端、尾部等部位的毛色，与体表被毛颜色是

否相同。重点说明能稳定遗传的性状，有不同表型要分别说明各种类型的比例。

5. 耳毛分布… 主要针对毛用兔，如耳背无长毛，仅耳尖有一撮长毛；耳背一

半长毛；耳背全部长满长毛等。

6. 被毛密度… 主要指毛用兔和皮用兔被毛浓密程度，采用感官评定，分为优、

良、中、差 4 个等级。被毛稠密，口吹被毛不见皮肤，手感丰满为优；被毛丰满，

口吹被毛可见皮肤 0.1mm2 为良；被毛稍显空疏，口吹被毛可见皮肤 0.3mm2 为中；

被毛空疏，口吹被毛可见皮肤 0.3mm2 以上为差。

（五）形态特征

1. 头部… 主要是大小与形状特征。如大小适中、清秀、头中等大、公兔略显

粗大等；公母兔头形比较，形状有头圆、头较圆、三角形、纺锤形、嘴较尖、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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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狮子头形、虎头形、椭圆形等。脸部指毛用兔脸部被毛情况。

2. 眼部… 主要是眼球颜色。眼球颜色分为：黑色、蓝色、棕褐色、红色及其

他颜色。

3. 耳部… 主要是耳的方向。耳的方向分为：双耳直立、双耳下垂、一耳直立

一耳下垂及其他情况。

4. 颈部… 指颈部粗短、细长情况，是否有肉髯。

5. 背腰… 是否平直，肌肉发育情况。

6. 臀部… 是否丰满、宽而圆。

7. 腹部… 松弛或紧凑。

8. 四肢… 肢势是否端正，强壮有力，足底毛是否发达，肌肉发达情况（检查

四肢时，可驱赶兔走动，观察步态是否轻快敏捷或有无跛行等表现）。

（六）公兔睾丸发育情况：观测公兔睾丸发育是否正常，有无小睾、单睾、隐

睾等缺陷。

（七）母兔乳头数和乳房发育情况：统计母兔的乳头数，观测乳房发育是否正

常，是否有瞎乳头等情况。

（八）综合描述：对被毛特征、形态特征、生殖系统等进行描述，能定量的

性状需描述其比例。比如，《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特种畜禽志》关于九疑山兔

外貌特征的描述，“九疑山兔被毛以纯白、纯灰居多，白兔约占存栏总数的 73%，

灰（麻）兔约占 25%，还有零星的黑、黄、花兔个体。体躯较小，结构紧凑。头

型清秀，呈纺锤形。眼中等大，白兔眼球为红色，灰兔和其他毛色兔的眼球为黑

色。两耳直立，厚薄长短适中。背腰平直，肌肉较丰满，腹部紧凑而有弹性。乳

头 4…～…5 对，以 4 对居多。臀部较窄，肌肉欠发达。四肢端正，足底毛较丰满。”

三、成年兔体重体尺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兔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每个品种测定成年个体 60 只，公母各半。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具体测量方法

1. 体重… 在停食（不停水）12h 后测定，其中母兔测定空怀个体，单位为 g。

2. 体长… 用直尺量取鼻端到尾根的直线距离，单位为…cm。测量时要求兔只背

腰要保持平直，既不能弓着，也不能趴着。

3. 胸围… 在肩胛后缘绕胸廓一周的周径，单位为…cm。

4. 耳长… 用直尺量取耳尖到耳根的直线距离，单位为…cm。

5. 耳宽… 用直尺量取耳朵最宽处平展状态两边缘之间的直线距离，单位为…cm。

四、兔产肉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登记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兔场）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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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填写。

（二）每个品种测定 60 只，公母各半。

（三）断奶日龄指根据实际情况填写，选择 28 日龄或者 35 日龄。

（四）出栏周龄：品种（包括地方品种、培育品种和引入品种）在 12 周龄时进

行屠宰测定，配套系在 10 周龄时进行屠宰测定。

（五）测定登记时需标注饲料组成及日粮营养水平（消化能、粗蛋白、粗

纤维）。

（六）所有测定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七）具体测定方法

1. 断奶重… 指断奶时的体重，单位为…g。

2. 宰前活重… 指屠宰前停食（不停水）12h 后的活重，单位为…g。

3. 日增重… 用育肥期末体重与仔兔断奶重之差除以育肥期饲养天数，单位

为…g。

4. 耗料量… 从断奶到宰前期间消耗的饲料量，单位为…g。

5. 料重比… 指从断奶到宰前期间每增加 1…kg 体重需要消耗的饲料量，即饲料

消耗量与增重之比。

6. 全净膛重… 屠宰后，除去血、毛、皮、内脏、头、尾、前脚（腕关节以下）

和后脚（跗关节以下）的胴体重，单位为…g。

7. 半净膛重… 指在全净膛重的基础上，保留心、肝、肾和腹脂等可食用内脏

在内的胴体重，单位为…g。

8. 屠宰率… 胴体重占宰前活重的百分比。

全净膛屠宰率 = 全净膛重 / 宰前活重…×100%
半净膛屠宰率 = 半净膛重 / 宰前活重…×100%

五、兔产毛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登记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兔场）和有关

专家填写。

（二）每个品种测定 60 只，公母各半。

（三）所有测定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具体测定方法

1. 养毛期… 指前后两次采毛之间的时间间隔，单位为 d。

2. 第三次产毛量… 毛用兔在第三次采毛时（8 月龄）的产毛量（含残次毛），单

位为…g。

3. 缠结毛重量… 在测定第三次产毛量时，将缠结毛拣出，用感量为 1g 的电子

秤称测缠结毛重量，单位为…g。

4. 采毛后体重… 第三次采毛后的体重，单位为…g。

5. 估测年产毛量… 以第三次产毛量乘以年采毛次数计算估测年产毛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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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g。

6. 产毛率… 计算估测年产毛量与第三次采毛后体重的比值，以百分数表示。

7. 缠结毛率… 计算缠结毛重量与第三次产毛量的比值，以百分数表示。

六、兔毛品质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登记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兔场）和有关

专家填写。

（二）每个品种测定 60 只，公母各半。

（三）所有测定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具体测定方法

1. 采样… 在第三次养毛期结束后采毛前，于受测兔体侧部，紧贴皮肤采取约…

0.5g 的兔毛样品，待实验室分析检测。

2. 粗毛率… 用感量为 0.000…1g 的天平精确称测兔毛样品总重量，然后拣出粗

毛和两型毛，称测其重量，计算粗毛和两型毛的重量之和占兔毛样品总重量的百

分率。

3. 毛纤维长度… 从分拣出的粗毛和细毛中各随机选择 100 根，分别测量其单

根纤维的自然伸直长度（伸直而不拉伸），统计其平均数代表个体兔毛纤维长度，

单位为…cm。

4. 毛纤维直径… 从分拣出的粗毛和细毛中各随机选择 100 根，分别测量其单

根纤维中段部位的直径，统计其平均数代表个体兔毛纤维直径，单位为 µm。

七、兔产皮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登记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兔场）和有关

专家填写。

（二）每个品种测定 60 只，公母各半。在 23 周龄时进行测定。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具体测定方法

1. 体重… 在停食（不停水）12h 后测定，其中母兔测定空怀个体，单位为 g。

2. 体长… 用直尺量取鼻端到尾根的直线距离，单位为 cm。测量时要求兔只背

腰要保持平直，既不能弓着，也不能趴着。

3. 胸围… 在肩胛后缘绕胸廓一周的周径，单位为 cm。

4. 被毛长度… 在体侧部紧贴皮肤剪取兔毛，用直尺分别测量 100 根绒毛的自

然长度，统计其平均数代表个体被毛长度，单位为 cm。

5. 皮板面积… 指颈部中央至尾根的直线长与腰部中间宽度的乘积，单位为 cm2。

6. 被毛密度… 指被毛浓密程度。采用感官评定，分为优、良、中、差 4 个等

级。被毛稠密，口吹被毛不见皮肤，手感丰满为优；被毛丰满，口吹被毛可见皮

肤 0.1mm2 为良；被毛稍显空疏，口吹被毛可见皮肤 0.3mm2 为中；被毛空疏，口

吹被毛可见皮肤 0.3mm2 以上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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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被毛平整度… 指有无枪毛突出于被毛表面。

八、兔繁殖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和 / 或记录查询登记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

兔场）和有关专家填写。

（二）每个品种测定 60 窝，选取第 2 胎或第 3 胎进行统计。

（三）性成熟期是指公兔和母兔达到性成熟时的月龄。

（四）所有测定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五）具体测定方法

1. 窝产仔数… 指母兔窝产仔兔总数，包括畸形和死胎，单位为只。

2. 窝产活仔数… 指母兔窝产的活仔兔数，应在产后 12h 内完成计数，单位

为只。

3. 初生窝重… 用感量为 1g 的电子秤称测窝产活仔兔的总重，单位为 g。

4.…21 日龄窝仔兔数… 21 日龄时的整窝仔兔数（包括母兔代养的仔兔），单位

为只。

5.…21 日龄窝重… 用感量为 1g 的电子秤称测 21 日龄时整窝仔兔（包括母兔代

养的仔兔）的总重，单位为 g。

6. 断奶日龄… 整窝仔兔断奶时的时间，单位为 d。

7. 断奶仔兔数… 断奶时成活的仔兔数（包括母兔代养仔兔），单位为只。

8. 断奶窝重… 用感量为 1g 的电子秤称测断奶时整窝仔兔（含母兔代养的仔兔）

的总重，单位为…g。

9. 断奶成活率… 指断奶时仔兔数占开始哺乳时仔兔数（包括母兔代养仔兔）的

百分率。

断奶成活率 = 断奶仔兔数 / 哺乳仔兔数…×100%
九、兔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一）照片用数码相机拍摄，图像的精度 800 万像素以上，照片大小在 1.2MB

以上。

（二）以 .jpg 格式保存，不对照片进行编辑。

（三）照片正面不携带年月日等其他信息。

（四）个体照片文件用“品种名称 + 年龄 + 性别 + 顺序号”命名，群体照片

用“品种名称 +…‘群体’…+ 顺序号”命名，同时附相关 word 文档，对每张照片的

品种名称、年龄、性别、拍摄日期、拍摄者姓名、饲养者名称及拍摄地点等进行

详细说明。

（五）每个品种要有成年公、成年母正面和侧面的标准照片，并提供原生态群

体照片 2 张。

（六）拍摄能反映品种特征的公、母个体照片，能反映所处生态环境的群体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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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视频资料要能反映品种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群体概貌、品种特征、饲

养方式等。

视频格式：每个视频时长不超过 5min，尽量在 3min 以内（大小不超过

80MB）。视频格式应为 MP4 格式。

十、附录

附有关本品种（配套系）历年来的试验和测定报告。如果材料较多，列出正式

发表的文章名录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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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表 1  鸡遗传资源概况表

省级普查机构：… … … … … … …

品种名称 其他名称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培育品种£　培育配套系£　引入品种£…引入配套系£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中心产区

分布区域

存栏数量

自

然

生

态

条

件

地貌、海拔与经

纬度

气候类型

年降水量

日照

无霜期

气温 年最高 年最低 年平均

水源土质

主要农作物、饲

草料种类及生产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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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长形势

分子生物学测定

品种评价

资源保护情况

开发利用情况

疫病情况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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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鸡体型外貌登记表 

（成年，公母各一张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品种名称… 性别

群体号 观测数量 日龄

类别 部位 黄 浅麻 深麻 黑 褐 芦花 灰 白 红 紫 绿 青 其他

成鸡

颜色

占比

（%）

颈羽

背羽

鞍羽

胸羽

腹羽

翼羽

尾羽

喙

冠

肉髯

耳叶

胫

皮肤

成鸡其他

外貌特征

占比（%）

单冠 复冠 豆冠 玫瑰冠 三叉 其他冠形 冠齿数 *

凤头 胡须 平喙 带钩喙 其他喙形 丝羽 翻毛

裸颈 高脚 矮脚 胫羽 趾羽 五爪 其他

成鸡体型特

征（包括特

殊结构的象

形性描述）

*…冠齿数写具体数字或数值范围。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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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鸡体型外貌登记表 

（雏鸡）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名称

群体

序号

群体

数量

绒毛 头部斑点 背部绒毛带 胫色
其他

黄 黑 灰 白 褐 其他 黑 白 其他 灰白 灰褐 其他 黄 白 青 其他

*…相应栏目内填写比例（%），有其他类型的简单文字说明。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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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鸡体型外貌汇总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品种：… … … … … … … …

成鸡羽色及羽毛的特征

成鸡肉色、胫色、肤色

成鸡体型外貌特征

雏鸡

注：此表基于但不限于鸡体型外貌登记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鸡场）和有关专家

根据群体登记表、《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和实际情况填写。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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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鸡体尺体重测定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品种：… … … … … 　　　… … … … 性别：… … … … … … … … … 日龄：… …… … … … … … … … …

序号 个体号
体重

（g）

体斜长

（cm）

龙骨长

（cm）

胸宽

（cm）

胸深

（cm）

胸角

（°）
骨盆宽

（cm）

胫长

（cm）

胫围

（cm）

平均数

标准差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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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鸡生长性能测定登记表 

（肉用型和兼用型品种填写）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联系方式：… … … 　…… …

品种：… … … … … … … … … … … … … … … 性别：… … … … … … … 周龄：… …… … … … … … … …

周末存栏量（只）：… … … … … … … 　… … … 周给料量（kg）：… … … … … … … … … … … … ………

序号 体重（g） 序号 体重（g） 序号 体重（g） 序号 体重（g）

平均数

标准差

期末测定

统计指标

剩余料量（kg）：… … … 　　… … … 全程耗料量：… … … … … 　　… …

只均累计增重：… 　………… … 只均累计耗料量：… … ………… … 全程饲料转化比：… … … …………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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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鸡
屠
宰
性
能
测
定
登
记
表
 

（
肉

用
型

和
兼

用
型

品
种

及
配

套
系

必
测

填
）

地
点

：…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乡
（
镇
）…

…
…

　
　

　
　

…
村

场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

：…
…

…
…

…
…

…
…

联
系

方
式

：…
…

…
　

　
………
…

…
…

…

品
种

：…
…

…
…

…
…

性
别

：…
…

…
…

…
…

…
屠

宰
日

龄
：…

…
…

…
…

…
…

序
号

宰
前

活
重

（
g）

屠
体

重

（
g）

屠
宰

率

（
%
）

半
净

膛
重

（
g）

半
净

膛
率

（
%
）

全
净

膛
重

（
g）

全
净

膛
率

（
%
）

胸
肌

重

（
g）

胸
肌

率

（
%
）

腿
肌

重

（
g）

腿
肌

率

（
%
）

腹
脂

重

（
g）

腹
脂

率

（
%
）

平
均

数

标
准

差

填
表

人
（
签

字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
…

年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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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鸡
肉
品
质
测
定
登
记
表
 

（
选

填
）

地
点

：…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

…
…

乡
（
镇
）…

…
…

…
…

…
…

　
…

村

场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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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鸡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名称：… … … 　　… …

成年公鸡照片 1 成年公鸡照片 2

成年母鸡照片 1 成年母鸡照片 2

群体照片 1 群体照片 2

雏鸡照片 1 雏鸡照片 2

独特性状特写 1 独特性状特写 2

视频资料 1 视频资料 2

注：每个品种要有成年公鸡、成年母鸡、群体照片和雏鸡照片各 2 张，如有独特性状（如豁眼、

凤头等）拍特写 2 张，有不同羽色类型的品种按羽色类型分别提供照片原图，照片精度在 800

万像素以上，内存在 1.2MB 以上。

拍照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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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填表说明

一、鸡遗传资源概况表

此表由该品种分布地的省级普查机构组织有关专家填写。

1. 品种名称… 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和《中国畜禽遗

传资源志》填写，新发现的鸡遗传资源和新培育的鸡品种按有关规定填写。

2. 其他名称… 填写该品种的曾用名、俗名等。

3. 品种类型… 根据《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填写地方品

种、培育品种及配套系或引入品种及配套系。

4.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根据品种类型填写。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及形成

历史；培育品种及配套系填写培育地、培育单位及育种过程、审定时间、证书编

号；引入品种及配套系填写主要的输出国家以及引种历史等。

5. 中心产区… 地方品种、培育品种、引入品种填写该品种在本省的主要分布

区域，且存栏量占本省该品种存栏量的 20% 以上。可填写至县级，地方品种可填

写至乡镇。配套系填写商品代主要推广区域。

6. 分布区域… 根据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

7. 存栏数量… 根据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从全国畜禽遗传资源信息系统里

导出。

8. 自然生态条件… 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分布在原产地之外

的地方品种和培育品种、引入品种填写中心产区的自然生态条件。

配套系不填写自然生态条件。

（1）地貌… 在山地、盆地、丘陵、平原、高原中选择，可多选。

（2）海拔… 产区范围内的海拔高度，单位为米（m）。如：××～××m。

（3）经纬度… 产区范围，东经 ××°××′ —××°××′ ；北纬 ××°××′ —
××°××′。

（4）气候类型… 在热带雨林气候、热带草原气候、热带季风气候、热带沙漠

气候、亚热带季风和湿润气候、地中海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亚寒带针叶林气候、高原山地气候中选择，可多选。

（5）年降水量… 正常年年均降水量，单位为毫米（mm）。

（6）日照… 年日照时数。

（7）无霜期… 年均总天数；时间：××—×× 月。

（8）气温… 单位为摄氏度（℃）。

（9）水源土质… 产区流经的主要河流等。

（10）主要农作物、饲草料种类及生产情况。

9. 消长形势… 描述近 15 年内数量规模变化，品质性能变化情况以及濒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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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10. 分子生物学测定… 是指该品种是否进行过生化或分子遗传学相关测定，如

有需要填写测定单位、测定时间和行业公认的代表性结果；如没有可填写无。

11. 品种评价… 填写该品种遗传特点、优异特性、可供研究开发利用的主要

方向。

12.…资源保护情况… 填写该品种是否制订保种和利用计划，是否设有保护区、

保种场，是否建立了品种登记制度，如有，需要填写具体情况，包括保种场（保

护区）名称、级别、存栏量等。

13. 开发利用情况… 本品种选育及在新品种（配套系）培育中的使用情况，利

用本品种等素材选育的专门化品系及各自特点。现有品种标准（注明标准号）及产

品商标、品牌情况。配套系需填写推广情况。

14. 疫病情况　填写调查该品种原产地或中心产区的流行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发生情况，以及该品种易感和抗病情况。

二、鸡体型外貌登记表（成年）

（一）该表（表 2）为测定场群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鸡

场）和有关专家填写。

（二）测定数量要求：在生产条件下选择健康群体观测，群体数量要求不少于

3 个，每个观测群体成年公鸡 30 只以上、成年母鸡 300 只以上，尽可能囊括该品

种的所有外貌特征。

三、鸡体型外貌登记表（雏鸡）

（一）该表（表 3）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鸡场）和有

关专家填写。

（二）测定数量要求：观测雏鸡为出雏后 24 小时内的雏鸡，雏鸡绒毛、头部

斑点、背部绒毛带等颜色。观察 3 个以上群体的雏鸡外貌，每个群体 300 只以上。

不同类型注明各类型所占比例。

四、鸡体型外貌汇总表

（一）该表（表 4）基于但不限于鸡体型外貌登记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

单位（种鸡场）和有关专家根据群体登记表、《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和实际情况

填写。

（二）成鸡羽色及羽毛的特征：羽色需要描述头、颈、背、腹、翼、尾等不同

部位羽毛的颜色及其比例；羽毛特征包括凤头、胡须、胫羽、丝羽、翻毛、裸颈、

长尾、快慢羽等，能定量的需写明具体比例、数值或范围。

成鸡肉色、胫色、肤色　分为白、黄、青、黑等，重点说明能稳定遗传的性

状；有不同表型要说明各种类型的比例。

成鸡体型外貌特征　体型特征包括大小、形状等。头部特征包括冠型、冠色、

冠齿数；髯有无及大小，耳叶颜色；喙色及形状（平或带勾）等。以及五爪、矮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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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该品种的其他典型特征。

雏鸡　包括绒毛、头部斑点、背部绒毛带、胫色等，能定量的需写明具体

比例。

五、鸡体尺体重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表 5）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鸡场）和有

关专家填写。

（二）测定数量要求：测定成年（300 日龄左右）公、母鸡各 30 只以上。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测量指标：包括体重、体斜长、龙骨长、胸宽、胸深、胸角、骨盆宽、

胫长、胫围等指标。

（五）测定方法

1. 体斜长… 用皮尺沿体表测量肩关节至坐骨结节间的距离（cm）。

2. 龙骨长… 用皮尺测量体表龙骨突前端到龙骨末端的距离（cm）。

3. 胸宽… 用卡尺测量两关节之间的体表距离（cm）。

4. 胸深… 用卡尺在体表测量第一胸椎到龙骨前缘的距离（cm）。

5. 胸角… 用胸角器在龙骨前缘测量两侧胸部角度。

6. 骨盆宽… 用卡尺测量两髋骨结节间的距离（cm）。

7. 胫长… 用卡尺测量从胫部上关节到第三、四趾间的直线距离（cm）。

8. 胫围… 胫骨中部的周长（cm）。

六、鸡生长性能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表 6）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鸡场）和有

关专家填写。

（二）混雏测定 100 只以上，其他周龄公、母鸡各 30 只以上。

（三）测定时间为初生至 13 周龄。从第 0…～…13 周，每 2 周测定一次体重，测

定时间点包括第 0 周（初生）、第 2 周末、第 4 周末、第 6 周末、第 8 周末、第 10

周末和第 13 周末。若当地上市日龄高于 13 周龄，则增加上市周龄的测定。测定

时间为早上喂料前。在最后一次测定时，需要同时测定剩余料量，用总给料量减

去剩余料量计算全程耗料量，然后计算只均累计增重、只均累计耗料量和全程饲

料转化比。

（四）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七、鸡屠宰性能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表 7）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鸡场）和有

关专家填写。

（二）测定数量要求：肉用型和兼用型品种及配套系按上市日龄屠宰测定，屠

宰前禁食（不断水）12h。屠宰数量为公、母鸡各 30 只以上。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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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测定指标和方法

1. 屠体重… 屠体重为放血，去羽毛、脚角质层、趾壳和喙壳后的重量。

屠宰率 = 屠体重 / 宰前体重…×100%
2. 半净膛重… 屠体去除气管、食道、嗉囊、肠、脾、胰、胆和生殖器、肌胃

内容物及角质膜后的重量。

半净膛率 = 半净膛重 / 宰前体重…×100%
3. 全净膛重… 半净膛重减去心、肝、腺胃、肌胃、肺、腹脂（快速型肉鸡去

除头和脚）的重量。去头时在第一颈椎骨与头部交界处连皮切开，去脚时沿跗关

节处切开。

全净膛率 = 全净膛重 / 宰前体重…×100%
4. 胸肌重… 沿着胸骨脊切开皮肤并向背部剥离，用刀切离附着于胸骨脊侧面

的肌肉和肩胛部肌腱，即可将整块去皮的胸肌剥离，称重。

胸肌率 = 两侧胸肌重 / 全净膛重…×100%
5. 腿肌重… 去腿骨、皮肤、皮下脂肪后的全部腿肌的重量。

腿肌率 = 两侧腿净肌肉重 / 全净膛重…×100%
6. 腹脂重… 腹部脂肪和肌胃周围脂肪的重量。

腹脂率 = 腹脂重 /（全净膛重 + 腹脂重）…×100%
八、鸡肉品质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表 8）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鸡场）和有

关专家填写。

（二）选择上市日龄进行肉品质测定。测定数量为公、母鸡各 20 只。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测定指标及方法：测定部位为屠宰分离的胸大肌。

1. 剪切力… 剪切力反映肉品的嫩度。

测定方法：待测肉样沿肌纤维方向修成宽 1.0cm、厚 0.5cm 长条肉样（无筋腱、

脂肪、肌膜），用肌肉嫩度仪测定剪切力值，剪切时刀具垂直于肉样的肌纤维走

向，每个肉样剪切 3 次，计算平均数。

2. 滴水损失… 屠宰后 2h 内测定，切取一块胸大肌，准确称重；然后用铁丝钩

住肉块一端，使肌纤维垂直向下，悬挂在塑料袋中（肉样不得与塑料袋壁接触），

扎紧袋口，吊挂与冰箱内，在 4℃条件下保持 24h ；取去肉块，称重；计算重量减

少的百分比。

滴水损失 =（新鲜肉样重 - 吊挂后肉样重）/ 新鲜肉样重…×100%
3.…pH… 取屠宰后 2h 内新鲜胸肌，采用胴体肌肉 pH 直测仪直接插入肌肉中

测定。

4. 肉色… 待测肉样选取 3 个不同位点进行测定。利用全自动测色色差计紧贴

肉样表面测定肌肉红度值（a）、黄度值（b）、亮度值（L）3 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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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指标　包括水分、脂肪、蛋白、灰分等，可混样测定。按性别每 5 只

混合成一个样品。

九、鸡蛋品质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表 9）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鸡场）和有

关专家填写。

（二）选择母鸡 300 日龄左右所产的蛋，群体测定数量不少于 150 个鸡蛋，并

且应在蛋产出后 24h 内测定。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有特殊说明的除外。

（四）具体指标及方法

1. 蛋重… 随机收集 3 群体当日所产鸡蛋 150 个（50 个 / 群），用电子天平（精

确到 0.1g）逐个称取，求平均数；群体记录连续称 3d 产蛋总重，求平均数。

2. 蛋形指数… 用游标卡尺测量蛋的纵径和横径（精确度为 0.01mm）。

蛋形指数 = 纵径 / 横径

3. 蛋壳强度… 将蛋垂直放在蛋壳强度测定仪上，钝端向上，测定蛋壳表面单

位面积上承受的压力（kg/cm2）。

4. 蛋壳厚度… 用蛋壳厚度测定仪或游标卡尺测定，分别取钝端、中部和锐端

的蛋壳剔除内壳膜后，分别测量厚度，求其平均数（精确到 0.01mm）。

5. 蛋黄色泽… 按罗氏蛋黄比色扇的 15 个蛋黄色泽等级，逐个对比每个鸡蛋

蛋黄色泽的等级，统计各级的数量与百分比。也可采用多功能蛋品质测定仪进行

测定。

6. 蛋壳颜色… 以白色、褐色、浅褐色（粉色）、青（绿）色等表示。

7. 蛋白高度和哈氏单位… 测量破壳后蛋黄边缘与浓蛋白边缘的中点的浓蛋白

高度（避开系带），测量成正三角形的三个点，取平均数。

哈氏单位 =100*log（H-1.7*W0.37+7.57）

式中，H 为以毫米为单位测定的浓蛋白高度值；W 为以克为单位测定的蛋

重值。

8. 蛋黄比率

蛋黄比率 = 蛋黄重 / 蛋重…×100%
9. 血斑和肉斑率… 统计含有血斑和肉斑蛋的百分比。

血斑和肉斑率 = 带血斑和肉斑蛋数 / 测定总蛋数…×100%
十、鸡繁殖性能表

（一）该表（表 10）为群体调查和 / 或测定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

鸡场）和有关专家填写。

（二）所有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三）测定指标和方法

1. 开产日龄… 蛋用型按日产蛋率达 50% 时日龄计算；肉用型按日产蛋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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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日龄计算。

2. 开产体重… 达到开产日龄时母鸡的体重。测定不少于 30 只母鸡的平均

体重。

3. 产蛋数… 地方鸡、肉鸡和兼用型鸡产蛋数按照 66 周龄统计，蛋鸡产蛋数按

照 72 周龄产蛋数统计。

入舍鸡产蛋数（个）= 总产蛋个数 / 入舍母鸡只数

饲养日产蛋数（个）= 总产蛋个数 / 平均日饲养母鸡只数

4. 就巢率… 统计期内就巢母鸡数占母鸡总数的百分比。

5. 配种方式… 如果选择本交，则需要填写公母配比。

6. 育雏期成活率（%）… 育雏结束存活的雏鸡数占入舍雏鸡数的百分比。

育雏期成活率 = 育雏期末存活雏鸡数 / 入舍雏鸡数…×100%
7. 育成期存活率（%）… 育成期结束时存活的青年鸡数占育成期开始时入舍鸡

数的百分比。

育成期存活率 = 育成期末存活鸡数 / 育成期入舍鸡数…×100%
8. 产蛋期成活率（%）… 产蛋期入舍母鸡数减去死亡数和淘汰数占产蛋期入舍

母鸡数的百分比。

产蛋期成活率 =（产蛋期入舍母鸡数 - 产蛋期死亡数 - 产蛋期淘汰数）/ 产蛋

期入舍母鸡数…×100%
9. 种蛋受精率… 受精蛋占入孵蛋的百分比。血圈、血线蛋按受精蛋计数，散

黄蛋按未受精蛋计数。

受精率 = 受精蛋数 / 入孵蛋数…×100%
10. 受精蛋孵化率… 出雏数占受精蛋数的百分比。

受精蛋孵化率 = 出雏数 / 受精蛋数…×100%
十一、鸡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1. 每个品种要有成年公鸡、成年母鸡、群体照片和雏鸡照片各 2 张。

2. 如有独特性状（如凤头、胡须、裸颈等），需提供独特性状特写照片 2 张。

3. 有不同羽色类型的品种，需按羽色类型分别提供照片。

4. 照片精度在 800 万像素以上，内存在 1.2MB 以上。

5. 视频资料要能反映品种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群体概貌、品种特征、饲养

方式等。

视频格式：每个视频时长不超过 5min，尽量在 3min 以内（大小不超过

80MB）。视频格式应为 MP4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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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表 1  鸽遗传资源概况表

省级普查机构：… … … … … … …

品种名称 其他名称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培育品种£　培育配套系£　引入品种£…引入配套系£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中心产区

分布区域

存栏数量

自

然

生

态

条

件

地貌、海拔与经

纬度

气候类型

年降水量

日照

无霜期

气温 年最高 年最低 年平均

水源土质

主要农作物、饲

草料种类及生产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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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长形势

分子生物学测定

品种评价

资源保护情况

开发利用情况

疫病情况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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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鸽体型外貌登记表 

（成年，公母各一张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品种名称 性别

群体号 观测数量 日龄

类别 部位 黄 银 黑 褐 灰 白 红 雨点 杂花 绿 其他

成鸽

颜色

占比

（%）

颈羽

背羽

胸羽

腹羽

翼羽

尾羽

喙

鼻瘤

胫

趾

虹彩

皮肤

成鸽其他

外貌特征

占比（%）

平喙（略弯） 带钩喙 其他喙形

凤头 胫羽 其他

成鸽体型特征

（包括特殊结构

的象形性描述）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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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鸽体型外貌登记表 

（雏鸽）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名称

群体

序号

群体

数量

绒毛 头部斑点 背部绒毛带 胫色
其他

黄 黑 灰 白 褐 其他 黑 白 其他 灰白 灰褐 其他 黄 白 青 其他

*…相应栏目内填写比例（%），有其他类型的简单文字说明。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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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鸽体型外貌汇总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品种：… … … … … 　　… … …

成鸽羽色及羽毛的特征

成鸽肉色、胫色、肤色

成鸽体型外貌特征

雏鸽

注：此表基于但不限于鸽体型外貌登记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鸽场）和有关专家

根据群体登记表、《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和实际情况填写。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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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鸽体尺体重测定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品种：… … … … … … … … … 性别：… … … … … … … … … … … 日龄：… … … … … … … … … …… …

序号 个体号
体重

（g）

体斜长

（cm）

龙骨长

（cm）

胸宽

（cm）

胸深

（cm）

胸角 *

（°）
骨盆宽

（cm）

胫长

（cm）

胫围

（cm）

平均数

标准差

注：标 * 为选填项。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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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鸽生长性能测定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品种：… … … 　… … … … … … … … … … … … 性别：… … … … … … … 周龄：… … … …… … … … …

序号 体重（g） 序号 体重（g） 序号 体重（g） 序号 体重（g）

平均数

标准差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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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鸽
屠
宰
性
能
测
定
登
记
表

地
点

：…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乡
（
镇
）…

…
…

　
　

　
　

…
村

场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

：…
…

…
…

…
…

…
…

联
系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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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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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品
种

：…
…

…
…

…
…

性
别

：…
…

…
…

…
…

…
屠

宰
日

龄
：…

…
…

…
…

…
…

序
号

宰
前

活
重

（
g）

屠
体

重

（
g）

屠
宰

率

（
%
）

半
净

膛
重

（
g）

半
净

膛
率

（
%
）

全
净

膛
重

（
g）

全
净

膛
率

（
%
）

胸
肌

重

（
g）

胸
肌

率

（
%
）

腿
肌

重

（
g）

腿
肌

率

（
%
）

腹
脂

重

（
g）

腹
脂

率

（
%
）

平
均

数

标
准

差

填
表

人
（
签

字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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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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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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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鸽
肉
品
质
测
定
登
记
表
 

（
选

填
）

地
点

：…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

…
…

乡
（
镇
）…

…
…

…
…

…
…

　
…

村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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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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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联
系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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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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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性
别

：…
…

…
　

…
上

市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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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序
号

剪
切

力

（
N）

滴
水

损
失

（
%
）

pH
肉

色
水

分

（
%
）

蛋
白

质

（
%
）

脂
肪

（
%
）

灰
分

（
%
）

红
度

值
（
a）

黄
度

值
（
b）

亮
度

值
（
L）

平
均

数

标
准

差

填
表

人
（
签

字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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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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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鸽
蛋
品
质
测
定
登
记
表

地
点

：…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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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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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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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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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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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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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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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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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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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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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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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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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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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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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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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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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
黄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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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

蛋
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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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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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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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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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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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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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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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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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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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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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鸽
繁
殖
性
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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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鸽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名称：… … … … … …

成年公鸽照片 1 成年公鸽照片 2

成年母鸽照片 1 成年母鸽照片 2

群体照片 1 群体照片 2

雏鸽照片 1 雏鸽照片 2

独特性状特写 1 独特性状特写 2

视频资料 1 视频资料 2

注：每个品种要有成年公鸽、成年母鸽、群体照片和雏鸽照片各 2 张，如有独特性状（如凤头、

胫羽等）拍特写 2 张，有不同羽色类型的品种按羽色类型分别提供照片原图，照片精度在 800

万像素以上，内存在 1.2MB 以上。

拍照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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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填表说明

一、鸽遗传资源概况表

此表由该品种分布地的省级普查机构组织有关专家填写。

1. 品种名称… 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和《中国畜禽遗

传资源志》填写，新发现的鸽遗传资源和新培育的鸽品种按有关规定填写。

2. 其他名称… 填写该品种的曾用名、俗名等。

3. 品种类型… 根据《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填写地方品

种、培育品种及配套系或引入品种及配套系。

4.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根据品种类型填写。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及形成

历史；培育品种及配套系填写培育地、培育单位及育种过程、审定时间、证书编

号；引入品种及配套系填写主要的输出国家以及引种历史等。

5. 中心产区… 地方品种、培育品种、引入品种填写该品种在本省的主要分布

区域，且存栏量占本省该品种存栏量的 20% 以上。可填写至县级，地方品种可填

写至乡镇。配套系填写商品代主要推广区域。

6. 分布区域… 根据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

7. 存栏数量… 根据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从全国畜禽遗传资源信息系统里

导出。

8. 自然生态条件… 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分布在原产地之外

的地方品种和培育品种、引入品种填写中心产区的自然生态条件。

配套系不填写自然生态条件。

（1）地貌… 在山地、盆地、丘陵、平原、高原中选择，可多选。

（2）海拔… 产区范围内的海拔高度，单位为米（m）。如：××—××m。

（3）经纬度… 产区范围，东经 ××°××′…—××°××′ ；北纬 ××°××′ —
×× 度 ×× 分。

（4）气候类型… 在热带雨林气候、热带草原气候、热带季风气候、热带沙漠

气候、亚热带季风和湿润气候、地中海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亚寒带针叶林气候、高原山地气候中选择，可多选。

（5）年降水量… 正常年年均降水量，单位为毫米（mm）。

（6）日照… 年日照时数。

（7）无霜期… 年均总天数；时间：××—×× 月。

（8）气温… 单位为摄氏度（℃）。

（9）水源土质… 产区流经的主要河流等。

（10）主要农作物、饲草料种类及生产情况。

9. 消长形势… 描述近 15 年内数量规模变化，品质性能变化情况以及濒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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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10. 分子生物学测定… 是指该品种是否进行过生化或分子遗传学相关测定，如

有，需要填写测定单位、测定时间和行业公认的代表性结果；如没有可填写无。

11. 品种评价… 填写该品种遗传特点、优异特性、可供研究开发利用的主要

方向。

12.…资源保护情况… 填写该品种是否制订保种和利用计划，是否设有保护区、

保种场，是否建立了品种登记制度，如有，需要填写具体情况，包括保种场（保

护区）名称、级别、存栏量等。

13. 开发利用情况… 本品种选育及在新品种（配套系）培育中的使用情况，利

用本品种等素材选育的专门化品系及各自特点。现有品种标准（注明标准号）及产

品商标、品牌情况。配套系需填写推广情况。

14. 疫病情况　填写调查该品种原产地或中心产区的流行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发生情况，以及该品种易感和抗病情况。

二、鸽体型外貌登记表（成年）

（一）该表（表 2）为测定场群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鸽

场）和有关专家填写。

（二）测定数量要求：在生产条件下选择健康群体观测，群体数量要求不少于

3 个，每个群体成年鸽 100 对以上，尽可能囊括该品种的所有外貌特征。

三、鸽体型外貌登记表（雏鸽）

（一）该表（表 3）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鸽场）和有

关专家填写。

（二）测定数量要求：观测出雏后 2 周龄乳鸽的绒毛、头部斑点、背部绒毛

带等颜色。观察 3 个以上群体，每个群体 100 只以上。不同类型注明各类型所占

比例。

四、鸽体型外貌汇总表

（一）该表（表 4）基于但不限于鸽体型外貌登记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

单位（种鸽场）和有关专家根据群体登记表、《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和实际情况

填写。

（二）成鸽羽色及羽毛的特征　羽色需要描述头、颈、背、腹、翼、尾等不同

部位羽毛的颜色及其比例；羽毛特征包括凤头、胫羽等，能定量的需写明具体比

例、数值或范围。

成鸽肉色、胫色、肤色　分为白、黄、青、黑等，重点说明能稳定遗传的性

状；有不同表型要说明各种类型的比例。

成鸽体型外貌特征　体型特征包括大小、形状等。喙色及形状（平或带勾）、

鼻瘤等，以及该品种的其他特殊特征。

雏鸽　包括绒毛、头部斑点、背部绒毛带、胫色等，能定量的需写明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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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五、鸽体尺体重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表 5）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鸽场）和有

关专家填写。

（二）测定数量要求：测定成年鸽（52 周龄左右）30 对以上。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测量指标：包括体重、体斜长、龙骨长、胸宽、胸深、胸角、骨盆宽、

胫长、胫围等指标。

（五）测定方法

1. 体斜长… 用皮尺沿体表测量肩关节至坐骨结节间的距离（cm）。

2. 龙骨长… 用皮尺测量体表龙骨突前端到龙骨末端的距离（cm）。

3. 胸宽… 用卡尺测量两关节之间的体表距离（cm）。

4. 胸深… 用卡尺在体表测量第一胸椎到龙骨前缘的距离（cm）。

5. 胸角… 用胸角器在龙骨前缘测量两侧胸部角度。

6. 骨盆宽… 用卡尺测量两髋骨结节间的距离（cm）。

7. 胫长… 用卡尺测量从胫部上关节到第三、四趾间的直线距离（cm）。

8. 胫围… 胫骨中部的周长（cm）。

六、鸽生长性能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表 6）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鸽场）和有

关专家填写。

（二）初生雏测定 100 只以上；其他周龄测定混合乳鸽 30 只以上，每窝随机抽

取 1 只。

（三）测定时间为初生至 4 周龄（上市周龄）。每周测定一次体重，测定时间点

包括第 0 周（初生）、第 1 周末、第 3 周末、第 4 周末。测定时间为早上喂料前。

（四）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七、鸽屠宰性能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表 7）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鸽场）和有

关专家填写。

（二）测定数量要求：按 4 周龄（乳鸽）屠宰测定，屠宰前禁食（不断水）12h。

屠宰数量为 30 只以上，每窝随机抽取 1 只。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测定指标和方法

1. 屠体重… 屠体重为放血，去羽毛、脚角质层、趾壳和喙壳后的重量。

屠宰率 = 屠体重 / 宰前体重…×100%
2. 半净膛重… 屠体去除气管、食道、嗉囊、肠、脾、胰、胆和生殖器、肌胃

内容物及角质膜后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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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净膛率 = 半净膛重 / 宰前体重…×100%
3. 全净膛重… 半净膛重减去心、肝、腺胃、肌胃、肺、腹脂、头和脚的重量。

去头时在第一颈椎骨与头部交界处连皮切开，去脚时沿跗关节处切开。

全净膛率 = 全净膛重 / 宰前体重…×100%
4. 胸肌重… 沿着胸骨脊切开皮肤并向背部剥离，用刀切离附着于胸骨脊侧面

的肌肉和肩胛部肌腱，即可将整块去皮的胸肌剥离，称重。

胸肌率 = 两侧胸肌重 / 全净膛重…×100%
5. 腿肌重… 去腿骨、皮肤、皮下脂肪后的全部腿肌的重量。

腿肌率 = 两侧腿净肌肉重 / 全净膛重…×100%
6. 腹脂重… 腹部脂肪和肌胃周围脂肪的重量。

腹脂率 = 腹脂重 /（全净膛重 + 腹脂重）…×100%
八、鸽肉品质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表 8）为选填。

（二）该表（表 8）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鸽场）和有

关专家填写。

（三）选择 4 周龄（乳鸽）进行肉品质测定。测定数量为 30 只以上。

（四）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五）测定指标及方法：测定部位为屠宰分离的胸大肌。

1. 剪切力… 反映肉品的嫩度。

测定方法：待测肉样沿肌纤维方向修成宽 1.0cm、厚 0.5cm 长条肉样（无筋腱、

脂肪、肌膜），用肌肉嫩度仪测定剪切力值，剪切时刀具垂直于肉样的肌纤维走

向，每个肉样剪切 3 次，计算平均数。

2. 滴水损失… 屠宰后 2h 内测定，切取一块胸大肌，准确称重；然后用铁丝钩

住肉块一端，使肌纤维垂直向下，悬挂在塑料袋中（肉样不得与塑料袋壁接触），

扎紧袋口，吊挂与冰箱内，在 4℃条件下保持 24h ；取去肉块，称重；计算重量减

少的百分比。

滴水损失 =（新鲜肉样重 - 吊挂后肉样重）/ 新鲜肉样重…×100%
3.…pH… 取屠宰后 2h 内新鲜胸肌，采用胴体肌肉 pH 直测仪直接插入肌肉中

测定。

4. 肉色… 待测肉样选取 3 个不同位点进行测定。利用全自动测色色差计紧贴

肉样表面测定肌肉红度值（a）、黄度值（b）、亮度值（L）3 个指标。

5. 其他指标　包括水分、脂肪、蛋白、灰分等，可混样测定。按性别每 5 只

混合成一个样品。

九、鸽蛋品质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表 9）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鸽场）和有

关专家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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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择母鸽 52 周龄左右所产的蛋，选择有代表性群体的 100 个蛋，并且应

在蛋产出后 24h 内测定。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有特殊说明的除外。

（四）具体指标及方法

1. 蛋重… 随机收集群体当日所产鸽蛋，用电子天平（精确到 0.1g）逐个称取，

求平均数。

2. 蛋形指数… 用游标卡尺测量蛋的纵径和横径（精确度为 0.01mm）。

蛋形指数 = 纵径 / 横径

3. 蛋壳强度… 将蛋垂直放在蛋壳强度测定仪上，钝端向上，测定蛋壳表面单

位面积上承受的压力（kg/cm2）。

4. 蛋壳厚度… 用蛋壳厚度测定仪或游标卡尺测定，分别取钝端、中部和锐端

的蛋壳剔除内壳膜后，分别测量厚度，求其平均数（精确到 0.01mm）。

5. 蛋黄色泽… 按罗氏蛋黄比色扇的 15 个蛋黄色泽等级，逐个对比每个鸽蛋

蛋黄色泽的等级，统计各级的数量与百分比。也可采用多功能蛋品质测定仪进行

测定。

6. 蛋壳颜色… 以白色、浅褐色（粉色）等表示。

7. 蛋白高度和哈氏单位… 测量破壳后蛋黄边缘与浓蛋白边缘的中点的浓蛋白

高度（避开系带），测量成正三角形的三个点，取平均数。

哈氏单位 =100*log（H-1.7*W0.37+7.57）

式中，H 为以毫米为单位测定的浓蛋白高度值；W 为以克为单位测定的蛋

重值。

8. 蛋黄比率

蛋黄比率 = 蛋黄重 / 蛋重…×100%
9. 血斑和肉斑率… 统计含有血斑和肉斑蛋的百分比。

血斑和肉斑率 = 带血斑和肉斑蛋数 / 测定总蛋数…×100%
十、鸽繁殖性能表

（一）该表（表 10）为群体调查和 / 或测定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

鸽场）和有关专家填写。

（二）所有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三）测定指标和方法

1. 开产日龄… 按日产蛋率达 5% 时日龄计算。

2. 开产体重… 达到开产日龄时母鸽的体重。测定不少于 30 只母鸽的平均

体重。

3. 开产蛋重… 开产时 3 个蛋的平均重量。

4. 产蛋数… 母鸽在统计期内的产蛋数。分别统计 52 周龄和 87 周龄产蛋数。

5. 年产乳鸽数… 群体以一对种鸽产蛋 1 年提供上市乳鸽数的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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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乳鸽成活率 = 哺乳期末存活乳鸽数 / 哺乳期初乳鸽数…×100%
7. 后备鸽成活率 = 上笼时合格育成鸽数 / 留种时入舍童鸽数…×100%
8. 产蛋期成活率 =（产蛋期入舍母鸽数 - 产蛋期死亡数 - 产蛋期淘汰数）/ 产

蛋期入舍母鸽数…×100%
9. 种蛋受精率… 受精蛋占入孵蛋的百分比。血圈、血线蛋按受精蛋计数，散

黄蛋按未受精蛋计数。

受精率 = 受精蛋数 / 入孵蛋数…×100%
10. 受精蛋孵化率… 出雏数占受精蛋数的百分比。

受精蛋孵化率 = 出雏数 / 受精蛋数…×100%
11. 使用年限… 可用作种用或生产使用的年数。

十一、鸽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1. 每个品种要有成年公鸽、成年母鸽、群体照片和雏鸽照片各 2 张。

2. 如有独特性状（如凤头、胫羽等），需提供独特性状特写照片 2 张。

3. 有不同羽色类型的品种，需按羽色类型分别提供照片。

4. 照片精度在 800 万像素以上，内存在 1.2MB 以上。

5. 视频资料要能反映品种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群体概貌、品种特征、饲养

方式等。

视频格式：每个视频时长不超过 5min，尽量在 3min 以内（大小不超过

80MB）。视频格式应为 MP4 格式。



197鹌鹑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鹌鹑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表 1  鹌鹑遗传资源概况表

省级普查机构：… … … … … … …

品种名称 其他名称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培育品种£　培育配套系£　引入品种£…引入配套系£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中心产区

分布区域

存栏数量

自

然

生

态

条

件

地貌、海拔与经

纬度

气候类型

年降水量

日照

无霜期

气温 年最高 年最低 年平均

水源土质

主要农作物、饲

草料种类及生产

情况



198 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操作手册（第二册）

消长形势

分子生物学测定

品种评价

资源保护情况

开发利用情况

疫病情况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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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鹌鹑体型外貌登记表 

（成年，公母各一张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品种名称 性…别

群…体…号 观测数量 日…龄

类别 部位 黄 黑 褐 栗 灰 白 红 其他

头顶

成鹑

颜色

占比

（%）

颈羽

背羽

背部

横纹

胸羽

腹羽

翼羽

尾羽

喙

眼睑

胫

趾

皮肤

成鹑其他

外貌特征

占比（%）

平喙（略弯） 带钩喙 其他喙形

眉纹 项圈 其他（雌性有距）

成鹑体型特征

（包括特殊结构的

象形性描述）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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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鹌鹑体型外貌登记表 

（雏鹑）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品种名称

群体

序号

群体

数量

绒毛 头部斑点 背部绒毛带 胫色 其

他黄 黑 灰 白 褐 其他 黑 白 其他 灰白 灰褐 其他 黄 白 青 其他

注：相应栏目内填写比例（%），有其他类型的简单文字说明。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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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鹌鹑体型外貌汇总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品种：… … … … … … … …

成鹑羽色及羽毛的特征

成鹑肉色、胫色、肤色

成鹑体型外貌特征

雏鹑

注：此表基于但不限于鹌鹑体型外貌登记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鹌鹑场）和有关

专家根据群体登记表、《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和实际情况填写。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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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鹌鹑体尺体重测定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品种：… 　　……… … … … … … … … 性别：… … … … … … … … … … … 日龄：… … … … … … … … … … …

序号 个体号
体重

（g）

体斜长

（cm）

龙骨长

（cm）

胸宽

（cm）

胸深

（cm）

胫长

（cm）

胫围

（cm）

平均数

标准差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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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鹌鹑生长性能测定登记表 

（肉用和兼用鹌鹑必填）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联系方式：… … … 　…… …

品种：… … … … … … … … … … … … … … … 性别：… … … … … … … 周龄：… …… … … … … … … …

周末存栏量（只）：… … … … … … … 　… … … 周给料量（kg）：… … … … … … … … … … … … ………

序号 体重（g） 序号 体重（g） 序号 体重（g） 序号 体重（g）

平均数

标准差

期末测定

统计指标

剩余料量（kg）：… … … 　　…　　… … … 全程耗料量（kg）：… … … … 　　… 　　… …

只均累计增重（kg）：… 　…… … 均累计耗料量（kg）：… … …… … 饲料转化比：… … …… …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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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鹌鹑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名称：… … … … … …

成年公照片 1 成年公照片 2

成年母照片 1 成年母照片 2

群体照片 1 群体照片 2

雏禽照片 1 雏禽照片 2

独特性状特写 1 独特性状特写 2

视频资料 1 视频资料 2

注：每个品种要有成年公禽、成年母禽、群体照片和雏禽照片各 2 张，如有独特性状（如点羽、

胫羽等）拍特写 2 张，有不同羽色类型的品种按羽色类型分别提供照片原图，照片精度在 800

万像素以上，内存在 1.2MB 以上。

拍照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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鹌鹑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填表说明

一、鹌鹑遗传资源概况表

此表由该品种分布地的省级普查机构组织有关专家填写。

1. 品种名称… 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和《中国畜禽遗

传资源志》填写，新发现的鹌鹑遗传资源和新培育的鹌鹑品种按有关规定填写。

2. 其他名称… 填写该品种的曾用名、俗名等。

3. 品种类型… 根据《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填写地方品

种、培育品种及配套系或引入品种及配套系。

4.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根据品种类型填写。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及形成

历史；培育品种及配套系填写培育地、培育单位及育种过程、审定时间、证书编

号；引入品种及配套系填写主要的输出国家以及引种历史等。

5. 中心产区… 地方品种、培育品种、引入品种填写该品种在本省的主要分布

区域，且存栏量占本省该品种存栏量的 20% 以上。可填写至县级，地方品种可填

写至乡镇。配套系填写商品代主要推广区域。

6. 分布区域… 根据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

7. 存栏数量… 根据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从全国畜禽遗传资源信息系统里

导出。

8. 自然生态条件… 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分布在原产地之外

的地方品种和培育品种、引入品种填写中心产区的自然生态条件。

配套系不填写自然生态条件。

（1）地貌… 在山地、盆地、丘陵、平原、高原中选择，可多选。

（2）海拔… 产区范围内的海拔高度，单位为米（m）。如：××～××m。

（3）经纬度… 产区范围，东经 ××°××′…—××°××′ ；北纬 ××°××′…—
××°××′。

（4）气候类型… 在热带雨林气候、热带草原气候、热带季风气候、热带沙漠

气候、亚热带季风和湿润气候、地中海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亚寒带针叶林气候、高原山地气候中选择，可多选。

（5）年降水量… 正常年年均降水量，单位为毫米（mm）。

（6）日照… 年日照时数。

（7）无霜期… 年均总天数；时间：××—×× 月。

（8）气温… 单位为摄氏度（℃）。

（9）水源土质… 产区流经的主要河流等。

（10）主要农作物、饲草料种类及生产情况。

9. 消长形势… 描述近 15 年内数量规模变化，品质性能变化情况以及濒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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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10. 分子生物学测定… 是指该品种是否进行过生化或分子遗传学相关测定，如

有，需要填写测定单位、测定时间和行业公认的代表性结果；如没有可填写无。

11. 品种评价… 填写该品种遗传特点、优异特性、可供研究开发利用的主要

方向。

12.…资源保护情况… 填写该品种是否制订保种和利用计划，是否设有保护区、

保种场，是否建立了品种登记制度，如有需要填写具体情况，包括保种场（保护

区）名称、级别、存栏量等。

13. 开发利用情况… 本品种选育及在新品种（配套系）培育中的使用情况，利

用本品种等素材选育的专门化品系及各自特点。现有品种标准（注明标准号）及产

品商标、品牌情况。配套系需填写推广情况。

14. 疫病情况　填写调查该品种原产地或中心产区的流行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发生情况，以及该品种易感和抗病情况。

二、鹌鹑体型外貌登记表（成年）

（一）该表（表 2）为测定场群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鹌鹑

场）和有关专家填写。

（二）测定数量要求：在生产条件下选择健康群体观测，群体数量要求不少于

3 个，每个观测群体成年公鹑 60 只以上、成年母鹑 300 只以上，尽可能囊括该品

种的所有外貌特征。

三、鹌鹑体型外貌登记表（雏禽）

（一）该表（表 3）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鹌鹑场）和

有关专家填写。

（二）测定数量要求：观测雏鹑为出雏后 24h 内的雏鹑，雏鹑绒毛、头部斑点、

背部绒毛带等颜色。观察 3 个以上群体的雏鹑外貌，每个群体 300 只以上。不同

类型注明各类型所占比例。

四、鹌鹑体型外貌汇总表

（一）该表（表 4）基于但不限于鹌鹑体型外貌登记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

种单位（种鹌鹑场）和有关专家根据群体登记表、《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和实际

情况填写。

（二）成鹑羽色及羽毛的特征：羽色需要描述头、颈、背、腹、翼、尾等不同

部位羽毛的颜色及其比例；羽毛特征包括点羽、胫羽等，能定量的需写明具体比

例、数值或范围。

成鹑肉色、胫色、肤色：分为白、黄、青、黑等，重点说明能稳定遗传的性

状；有不同表型要说明各种类型的比例。

成鹑体型外貌特征：体型特征包括大小、形状等。头部特征包括喙色及形状

（平或带勾）、眼睑、虹彩等，以及点羽、胫羽等该品种的其他特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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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鹑：包括绒毛、头部斑点、背部绒毛带、胫色等，能定量的需写明具体

比例。

五、鹌鹑体尺体重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表 5）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鹌鹑场）和

有关专家填写。

（二）测定数量要求：测定成年（20 周龄左右）公、母鹑各 30 只以上。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有特殊说明的除外。

（四）测量指标：包括体重、体斜长、龙骨长、胸宽、胸深、胸角、骨盆宽、

胫长、胫围等指标。

（五）测定方法

1. 体斜长… 用皮尺沿体表测量肩关节至坐骨结节间的距离（cm）。

2. 龙骨长… 用皮尺测量体表龙骨突前端到龙骨末端的距离（cm）。

3. 胸宽… 用卡尺测量两关节之间的体表距离（cm）。

4. 胸深… 用卡尺在体表测量第一胸椎到龙骨前缘的距离（cm）。

5. 胫长… 用卡尺测量从胫部上关节到第三、四趾间的直线距离（cm）。

6. 胫围… 胫中部最细处的周长（cm）。

六、鹌鹑生长性能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表 6）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鹌鹑场）和

有关专家填写。

（二）混鹑测定 100 只以上，其他周龄公、母鹑各 30 只以上。

（三）测定时间为初生至 6 周龄。每周测定一次体重，测定时间点包括第 0 周

（初生）、第 1 周末、第 2 周末、第 3 周末、第 4 周末、第 5 周末和第 6 周末。测定

时间为早上喂料前。在最后一次测定时，需要同时测定剩余料量，用总给料量减

去剩余料量计算全程耗料量，然后计算只均累计增重、只均累计耗料量和全程饲

料转化比。

（四）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七、鹌鹑屠宰性能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表 7）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鹌鹑场）和

有关专家填写。

（二）测定数量要求：肉用和兼用鹌鹑按上市日龄屠宰测定，屠宰前禁食（不

断水）12h。屠宰数量为公、母禽各 30 只以上。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测定指标和方法

1. 屠体重… 屠体重为放血，去羽毛、脚角质层、趾壳和喙壳后的重量。

屠宰率 = 屠体重 / 宰前体重…×100%
2. 半净膛重… 屠体去除气管、食道、嗉囊、肠、脾、胰、胆和生殖器、肌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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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物及角质膜后的重量。

半净膛率 = 半净膛重 / 宰前体重…×100%
3. 全净膛重… 半净膛重减去心、肝、腺胃、肌胃、肺、腹脂、头和脚的重量。

去头时在第一颈椎骨与头部交界处连皮切开，去脚时沿跗关节处切开。

全净膛率 = 全净膛重 / 宰前体重…×100%
4. 胸肌重… 沿着胸骨脊切开皮肤并向背部剥离，用刀切离附着于胸骨脊侧面

的肌肉和肩胛部肌腱，即可将整块去皮的胸肌剥离，称重。

胸肌率 = 两侧胸肌重 / 全净膛重…×100%
5. 腿肌重… 去腿骨、皮肤、皮下脂肪后的全部腿肌的重量。

腿肌率 = 两侧腿净肌肉重 / 全净膛重…×100%
6. 腹脂重… 腹部脂肪和肌胃周围脂肪的重量。

腹脂率 = 腹脂重 /（全净膛重 + 腹脂重）…×100%
八、鹌鹑肉品质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表 8）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鹌鹑场）和

有关专家填写。

（二）选择上市日龄进行肉品质测定。测定数量为公、母禽各 20 只。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有特殊说明的除外。

（四）测定指标及方法：

测定部位为屠宰分离的胸大肌。

1. 剪切力… 反映肉品的嫩度。

测定方法：待测肉样沿肌纤维方向修成宽 1.0cm、厚 0.5cm 长条肉样（无筋腱、

脂肪、肌膜），用肌肉嫩度仪测定剪切力值，剪切时刀具垂直于肉样的肌纤维走

向，每个肉样剪切 3 次，计算平均数。

2. 滴水损失… 屠宰后 2h 内测定，切取一块胸大肌，准确称重；然后用铁丝钩

住肉块一端，使肌纤维垂直向下，悬挂在塑料袋中（肉样不得与塑料袋壁接触），

扎紧袋口，吊挂与冰箱内，在 4℃条件下保持 24h ；取去肉块，称重；计算重量减

少的百分比。

滴水损失 =（新鲜肉样重 - 吊挂后肉样重）/ 新鲜肉样重…×100%
3.…pH… 取屠宰后 2h 内新鲜胸肌，采用胴体肌肉 pH 直测仪直接插入肌肉中

测定。

4. 肉色… 待测肉样选取 3 个不同位点进行测定。利用全自动测色色差计紧贴

肉样表面测定肌肉红度值（a）、黄度值（b）、亮度值（L）3 个指标。

5. 其他指标　包括水分、脂肪、蛋白、灰分等，可混样测定。按性别每 5 只

混合成一个样品。

九、鹌鹑蛋品质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表 9）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鹌鹑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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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专家填写。

（二）选择母鹌鹑 20 周龄左右所产的蛋，测定 3 个群体的 150 个蛋（50 个 /

群），并且应在蛋产出后 24h 内测定。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有特殊说明的除外。

（四）具体指标及方法

1. 蛋重… 随机收集群体当日所产鹌鹑蛋，用电子天平（精确到 0.1g）逐个称

取，求平均数。

2. 蛋形指数… 用游标卡尺测量蛋的纵径和横径（精确度为 0.01mm）。

蛋形指数 = 纵径 / 横径

3. 蛋壳强度… 将蛋垂直放在蛋壳强度测定仪上，钝端向上，测定蛋壳表面单

位面积上承受的压力（kg/cm2）。

4. 蛋壳厚度… 用蛋壳厚度测定仪或游标卡尺测定，分别取钝端、中部和锐端

的蛋壳剔除内壳膜后，分别测量厚度，求其平均数（精确到 0.01mm）。

5. 蛋黄色泽… 按罗氏蛋黄比色扇的 15 个蛋黄色泽等级，逐个对比每个鹌鹑蛋

蛋黄色泽的等级，统计各级的数量与百分比。也可采用多功能蛋品质测定仪进行

测定。

6. 蛋白高度和哈氏单位… 测量破壳后蛋黄边缘与浓蛋白边缘的中点的浓蛋白

高度（避开系带），测量成正三角形的三个点，取平均数。

哈氏单位 =100*log（H-1.7*W0.37+7.57）

式中，H 为以毫米为单位测定的浓蛋白高度值；W 为以克为单位测定的蛋

重值。

7. 蛋黄比率

蛋黄比率 = 蛋黄重 / 蛋重…×100%
十、鹌鹑繁殖性能表

（一）该表（表 10）为群体调查和 / 或测定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

鹌鹑场）和有关专家填写。

（二）所有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三）测定指标和方法

1. 开产日龄… 蛋用型按日产蛋率达 50% 时日龄计算；肉用型按日产蛋率 5%
时日龄计算。

2. 开产体重… 达到开产日龄时母禽的体重。测定不少于 30 只母禽的平均

体重。

3. 开产蛋重… 开产前 3 个蛋的平均重量。

4. 产蛋数… 母鹌鹑在统计期内的产蛋数。蛋鹌鹑一般统计 20 周龄、35 周龄和

43 周龄产蛋数。

入舍母鹌鹑产蛋数（个）= 总产蛋个数 / 入舍母鹌鹑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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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日产蛋数（个）= 总产蛋个数 / 平均日饲养母鹌鹑只数

5. 育雏期成活率… 育雏结束存活的雏禽数占入舍雏禽数的百分比。

育雏期成活率 = 育雏期末存活雏禽数 / 入舍雏禽数…×100%
6. 育成期成活率… 育成期结束时存活的禽数占育成期开始时入舍禽数的百

分比。

育成期成活率 = 育成期末存活禽数 / 育成期入舍禽数…×100%
7. 产蛋期成活率… 产蛋期入舍母禽数减去死亡数和淘汰数占产蛋期入舍母禽

数的百分比。

产蛋期成活率 =（产蛋期入舍母禽数 - 产蛋期死亡数 - 产蛋期淘汰数）/ 产蛋

期入舍母禽数…×100%
8. 种蛋受精率… 受精蛋占入孵蛋的百分比。血圈、血线蛋按受精蛋计数，散

黄蛋按未受精蛋计数。

受精率 = 受精蛋数 / 入孵蛋数…×100%
9. 受精蛋孵化率… 出雏数占受精蛋数的百分比。

受精蛋孵化率 = 出雏数 / 受精蛋数…×100%
10. 使用年限… 可用作种用或生产使用的年数。

十一、鸽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1. 每个品种要有成年公鹑、成年母鹑、群体照片和雏鹑照片各 2 张。

2. 如有独特性状（如点羽、胫羽等），需提供独特性状特写照片 2 张。

3. 有不同羽色类型的品种，需按羽色类型分别提供照片。

4. 照片精度在 800 万像素以上，内存在 1.2MB 以上。

5. 视频资料要能反映品种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群体概貌、品种特征、饲养

方式等。

视频格式：每个视频时长不超过 5min，尽量在 3min 以内（大小不超过

80MB）。视频格式应为 MP4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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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鸡（火鸡、鹧鸪、雉鸡）遗传资源 

系统调查表

表 1  珍珠鸡（火鸡、鹧鸪、雉鸡）遗传资源概况表

省级普查机构：… … … … … … …

品种名称 其他名称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培育品种£　培育配套系£　引入品种£　引入配套系£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中心产区

分布区域

存栏数量

自

然

生

态

条

件

地貌、海拔与

经纬度

气候类型

年降水量

日照

无霜期

气温 年最高 年最低 年平均

水源土质

主要农作物、

饲草料种类及

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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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长形势

分子生物学测定

品种评价

资源保护情况

开发利用情况

疫病情况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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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珍珠鸡（火鸡、鹧鸪、雉鸡）体型外貌登记表 

（成年，公母各一张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 ……

品种名称 性别

观测数量 日龄

类别 部位
颜色 1：

… … … …

颜色 2：

… … …

颜色 3：

… … …

颜色 4：

… … … …

颜色 5：

… … … …

颜色 6：

… … … …

其他：

… … … …

成禽

颜色

占比

（%）

颈羽

背羽

胸羽

腹羽

翼羽

尾羽

羽毛斑纹

喙

眼睑

皮瘤

肉垂

胫

趾

皮肤

成禽其他

外貌特征

占比（%）

平喙（略弯） 带钩喙 其他喙形 凤头 头冠 角质头盔

肉垂 耳羽 耳羽簇 颈环 眉纹 皮瘤

肉阜 胸部羽毛束 斑纹 其他

成禽体型特征

（包括特殊结构的

象形性描述）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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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珍珠鸡（火鸡、鹧鸪、雉鸡）体型外貌登记表 

（雏禽）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 ………

品种名称

序

号

群体

数量

绒毛 头部斑点 背部绒毛带 胫色
其他：

… …黄 黑 灰 白 褐
其他：

… …
黑 白

其他：

… 　

灰

白

灰

褐

其他：

… …
黄 白 青

其他：

… …

注：相应栏目内填写比例（%），有其他类型的简单文字说明。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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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珍珠鸡（火鸡、鹧鸪、雉鸡）体型外貌汇总表

地点：…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 ……

品种：… … … … … … … …

成禽羽色及羽毛特征

成禽肉色、胫色、肤色

成禽体型外貌特征

雏禽

注：此表基于但不限于珍珠鸡、火鸡、鹧鸪和雉鸡的体型外貌登记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

单位（特禽场）和有关专家根据群体登记表、《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和实际情况填写。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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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珍珠鸡（火鸡、鹧鸪、雉鸡）体尺体重测定登记表

地点：…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 … …

品种：　… … … … … … … … … … 性别：… … … … 日龄：… … … …

序号 个体号
体重

（g）

体斜长

（cm）

龙骨长

（cm）

胸宽

（cm）

胸深

（cm）

胸角

（°）

髋宽

（cm）

胫长

（cm）

胫围

（cm）

平均数

标准差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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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珍珠鸡（火鸡、鹧鸪、雉鸡）生长性能测定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

周末存栏量（只）：… … … … … … … 周给料量（kg）：… … … … … … … … …

序号 体重（g） 序号 体重（g） 序号 体重（g） 序号 体重（g）

平均数

标准差

期末测定统计指标

剩余料量（kg）：… … … ……… … … 全程耗料量（kg）：… … … … … ……… …

只均累计增重（kg）：… 　　… … 只均累计耗料量（kg）：… … 　… …

饲料转化比：… … … 　…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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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珍
珠
鸡

（
火

鸡
、

鹧
鸪

、
雉

鸡
）
屠
宰
性
能
测
定
登
记
表

地
点

：…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乡
（
镇
）…

…
…

　
　

　
　

…
村

场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

：…
…

…
…

…
…

…
…

联
系

方
式

：…
…

…
　

　
………
…

…
…

…

品
种

：…
…

…
…

…
…

性
别

：…
…

…
…

…
…

…
屠

宰
日

龄
：…

…
…

…
…

…
…

序
号

宰
前

活
重

（
g）

屠
体

重

（
g）

屠
宰

率

（
%
）

半
净

膛
重

（
g）

半
净

膛
率

（
%
）

全
净

膛
重

（
g）

全
净

膛
率

（
%
）

胸
肌

重

（
g）

胸
肌

率

（
%
）

腿
肌

重

（
g）

腿
肌

率

（
%
）

腹
脂

重

（
g）

腹
脂

率

（
%
）

平
均

数

标
准

差

填
表

人
（
签

字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
…

年
…

…
月

…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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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珍
珠
鸡

（
火

鸡
、

鹧
鸪

、
雉

鸡
）
肉
品
质
测
定
登
记
表
 

（
选

填
）

地
点

：…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

…
…

乡
（
镇
）…

…
…

…
…

…
…

　
…

村

场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
：…

…
…

…
…

…
…

…
…

联
系

方
式

：…
…

…
…

…
…

…
…

…
……

品
种

：…
　

　
　

　
…

…
…

性
别

：…
…

…
　

…
上

市
日

龄
：…

…
…

…
…

…

序
号

剪
切

力

（
N）

滴
水

损
失

（
%
）

pH
肉

色
水

分

（
%
）

蛋
白

质

（
%
）

脂
肪

（
%
）

灰
分

（
%
）

红
度

值
（
a）

黄
度

值
（
b）

亮
度

值
（
L）

平
均

数

标
准

差

填
表

人
（
签

字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
…

年
…

…
月

…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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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珍
珠
鸡

（
火

鸡
、

鹧
鸪

、
雉

鸡
）
蛋
品
质
测
定
登
记
表

地
点

：…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

…
…

乡
（
镇
）…

…
…

…
…

…
…

…
…

村

场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方
式

：…
…
…
…
…
…
…
…
…
…

品
种

：…
…

…
…

…
…

…
日

龄
：…

…
…

…
…

…
…

序
号

蛋
重

（
g）

纵
径

（
m
m）

横
径

（
m
m）

蛋
形

指
数

蛋
壳

颜
色

蛋
壳

强
度

*

（
kg

/c
m

2 ）

蛋
壳

厚
度

（
m
m）

*
蛋

黄
色

泽
* （
级
）

蛋
白

高
度

（
m
m）

*
哈

氏

单
位

*

蛋
黄

重
*

（
g）

蛋
黄

比
率

*

血
肉

斑
*

（
有

/无
）

钝
端

中
端

尖
端

均
值

1
2

3
均

值

平
均

数

标
准

差

注
：

标
*
为

选
填

。

填
表

人
（
签

字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
…

年
…

…
月

…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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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珍
珠
鸡

（
火

鸡
、

鹧
鸪

、
雉

鸡
）
繁
殖
性
能
表

地
点

：…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

…
…

乡
（
镇
）…

…
…

…
…

…
…

…
…

村

场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方
式

：…
　

…
…

…
…

…
…

…
…

品
种

：…
…

…
…

…
　

　
　

…
…

群
体

编
号

群
体

大
小

（
只
）

饲
养

方
式

配
种

方
式

公
母

配
比

*

开
产

日
龄

（
d）

年
产

蛋

周
期

（
个
）

周
期

产
蛋

数

（
个
）

年
产

蛋
数

（
个
）

育
雏

期

成
活

率

（
%
）

育
成

期

存
活

率

（
%
）

产
蛋

期

成
活

率

（
%
）

种
蛋

受
精

率

（
%
）

受
精

蛋

孵
化

率

（
%
）

繁
殖

季
节

使
用

年
限

其
他

注
：

标
*
为

选
填

。

填
表

人
（
签

字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
…

年
…

…
月

…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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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珍珠鸡（火鸡、鹧鸪、雉鸡）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 … ………

品种名称：　　… … … … … … …

成年公照片 1 成年公照片 2

成年母照片 1 成年母照片 2

群体照片 1 群体照片 2

雏禽照片 1 雏禽照片 2

独特性状特写 1 独特性状特写 2

视频资料 1 视频资料 2

注：每个品种要有成年公禽、成年母禽、群体照片和雏禽照片各 2 张，如有独特性状（如耳羽、

颈环等）拍特写 2 张，有不同羽色类型的品种按羽色类型分别提供照片原图，照片精度在 800

万像素以上，内存在 1.2MB 以上。

拍照人（签字）：… … … … 　… … 电话：… … … 　　… … … 　　　………… 日期：… …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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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鸡（火鸡、鹧鸪、雉鸡）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填表说明

一、珍珠鸡（火鸡、鹧鸪、雉鸡）遗传资源概况表

此表由该品种分布地的省级普查机构组织有关专家填写。

1. 品种名称… 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和《中国畜禽遗

传资源志》填写，新发现的遗传资源和新培育的品种按有关规定填写。

2. 其他名称… 填写该品种的曾用名、俗名等。

3. 品种类型… 根据《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填写地方品

种、培育品种及配套系或引入品种及配套系。

4.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根据品种类型填写。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及形成

历史；培育品种及配套系填写培育地、培育单位及育种过程、审定时间、证书编

号；引入品种及配套系填写主要的输出国家以及引种历史等。

5. 中心产区… 地方品种、培育品种、引入品种填写该品种在本省的主要分布

区域，且存栏量占本省该品种存栏量的 20% 以上。可填写至县级，地方品种可填

写至乡镇。配套系填写商品代主要推广区域。

6. 分布区域… 根据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

7. 存栏数量… 根据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从全国畜禽遗传资源信息系统里

导出。

8. 自然生态条件… 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分布在原产地之外

的地方品种和培育品种、引入品种填写中心产区的自然生态条件。

配套系不填写自然生态条件。

（1）地貌… 在山地、盆地、丘陵、平原、高原中选择，可多选。

（2）海拔… 产区范围内的海拔高度，单位为米（m）。如：××～××m。

（3）经纬度… 产区范围，东经 ××°××′…—××°××′ ；北纬 ××°××′…—
××°××′。

（4）气候类型… 在热带雨林气候、热带草原气候、热带季风气候、热带沙漠

气候、亚热带季风和湿润气候、地中海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亚寒带针叶林气候、高原山地气候中选择，可多选。

（5）年降水量… 正常年年均降水量，单位为毫米（mm）。

（6）日照… 年日照时数。

（7）无霜期… 年均总天数；时间：××—×× 月。

（8）气温… 单位为摄氏度（℃）。

（9）水源土质… 产区流经的主要河流等。

（10）主要农作物、饲草料种类及生产情况。

9. 消长形势… 描述近 15 年内数量规模变化，品质性能变化情况以及濒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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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10. 分子生物学测定… 是指该品种是否进行过生化或分子遗传学相关测定，如

有，需要填写测定单位、测定时间和行业公认的代表性结果；如没有可填写无。

11. 品种评价… 填写该品种遗传特点、优异特性、可供研究开发利用的主要

方向。

12.…资源保护情况… 填写该品种是否制订保种和利用计划，是否设有保护区、

保种场，是否建立了品种登记制度，如有需要填写具体情况，包括保种场（保护

区）名称、级别、存栏量等。

13. 开发利用情况… 本品种选育及在新品种（配套系）培育中的使用情况，利

用本品种等素材选育的专门化品系及各自特点。现有品种标准（注明标准号）及产

品商标、品牌情况。配套系需填写推广情况。

14. 疫病情况　填写调查该品种原产地或中心产区的流行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发生情况，以及该品种易感和抗病情况。

二、珍珠鸡（火鸡、鹧鸪、雉鸡）型外貌登记表（成年）

（一）该表（表 2）为测定场群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禽

场）和有关专家填写。

（二）测定数量要求：在生产条件下选择健康群体观测，观测代表性成年公禽

30 只以上、成年母禽 300 只以上，尽可能囊括该品种的所有外貌特征。

三、珍珠鸡（火鸡、鹧鸪、雉鸡）体型外貌登记表（雏禽）

（一）该表（表 3）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禽场）和有

关专家填写。

（二）测定数量要求：

观测雏禽为出雏后 24h 内的雏禽，雏禽绒毛、头部斑点、背部绒毛带等颜色。

观察有代表性雏禽 300 只以上。不同类型注明各类型所占比例。

（三）绒毛、头部斑点、背部绒毛带、胫颜色不在其列的，在其他处填写，可

增加列。

四、珍珠鸡（火鸡、鹧鸪、雉鸡）体型外貌汇总表

（一）该表（表 4）基于但不限于珍珠鸡、火鸡、鹧鸪和雉鸡体型外貌登记表，

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禽场）和有关专家根据群体登记表、《中国畜禽遗

传资源志》和实际情况填写。

（二）成禽羽色及羽毛特征：羽色需要描述头、颈、背、腹、翼、尾等不同部

位羽毛的颜色及其比例；羽毛特征包括火鸡胸部羽毛束，鹧鸪斑纹，雉鸡耳羽、

耳羽簇、颈环、眉纹等，能定量的需写明具体比例、数值或范围。

成禽肉色、胫色、肤色：分为白、黄、青、黑等，重点说明能稳定遗传的性

状；有不同表型要说明各种类型的比例。

成禽体型外貌特征：体型特征包括大小、形状等。头部特征包括珍珠鸡角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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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盔、头冠，火鸡皮瘤、肉垂、肉阜等，喙形以及该品种的其他特殊特征。

雏禽：包括绒毛、头部斑点、背部绒毛带、胫色等，能定量的需写明具体

比例。

五、珍珠鸡（火鸡、鹧鸪、雉鸡）体尺体重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表 5）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禽场）和有

关专家填写。

（二）测定数量要求：测定成年公、母禽各 30 只以上。

成年火鸡为 43 周龄左右，成年鹧鸪为 33 周龄左右，成年雉鸡为 43 周龄左

右，成年珍珠鸡为 35 周龄左右。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测量指标：包括体重、体斜长、龙骨长、胸宽、胸深、胸角、髋宽、胫

长、胫围等指标。

（五）测定方法

1. 体斜长… 用皮尺沿体表测量肩关节至坐骨结节间的距离（cm）。

2. 龙骨长… 用皮尺测量体表龙骨突前端到龙骨末端的距离（cm）。

3. 胸宽… 用卡尺测量两肩关节之间的体表距离（cm）。

4. 胸深… 用卡尺在体表测量第一胸椎到龙骨前缘的距离（cm）。

5. 胸角… 用胸角器在龙骨前缘测量两侧胸部角度。

6. 髋宽… 用卡尺测量两髋骨结节间的距离（cm）。

7. 胫长… 用卡尺测量从胫部上关节到第三、四趾间的直线距离（cm）。

8. 胫围… 胫骨中部的周长（cm）。

六、珍珠鸡（火鸡、鹧鸪、雉鸡）生长性能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表 6）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禽场）和有

关专家填写。

（二）混雏测定 100 只以上，其他周龄公、母禽各 30 只以上。

（三）测定周龄

1. 火鸡… 测定初生至 21 周龄的体重，每 3 周测定一次，测定时间点分别为初

生、第 3 周末、第 6 周末、第 9 周末、第 12 周末、第 15 周末、第 18 周末和第 21

周末。

2. 珍珠鸡… 测定初生至 13 周龄的体重，每 2 周测定一次，测定时间点包括初

生、第 2 周末、第 4 周末、第 6 周末、第 8 周末、第 10 周末和第 13 周末。

3. 鹧鸪… 测定初生至 12 周龄的体重，每 2 周测定一次，测定时间点包括初

生、第 2 周末、第 4 周末、第 6 周末、第 8 周末、第 10 周末和第 12 周末。

4. 雉鸡… 测定初生至 16 周龄的体重，每 2 周测定一次，测定时间点包括初

生、第 2 周末、第 4 周末、第 6 周末、第 8 周末、第 10 周末、第 12 周末、第 14

周末和第 16 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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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时间为早上喂料前。在最后一次测定时，需要同时测定剩余料量，用总

给料量减去剩余料量计算全程耗料量，然后计算只均累计增重、只均累计耗料量

和全程饲料转化比。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七、珍珠鸡（火鸡、鹧鸪、雉鸡）屠宰性能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表 7）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禽场）和有

关专家填写。

（二）测定数量要求：按上市日龄屠宰测定，屠宰前禁食（不断水）12h。屠宰

数量为公、母禽各 30 只以上。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测定指标和方法

1. 屠体重… 为放血，去羽毛、脚角质层、趾壳和喙壳后的重量。

屠宰率 = 屠体重 / 宰前体重…×100%
2. 半净膛重… 屠体去除气管、食道、嗉囊、肠、脾、胰、胆和生殖器、肌胃

内容物及角质膜后的重量。

半净膛率 = 半净膛重 / 宰前体重…×100%
3. 全净膛重… 半净膛重减去心、肝、腺胃、肌胃、肺、腹脂、头和脚的重量。

去头时在第一颈椎骨与头部交界处连皮切开，去脚时沿跗关节处切开。

全净膛率 = 全净膛重 / 宰前体重…×100%
4. 胸肌重… 沿着胸骨脊切开皮肤并向背部剥离，用刀切离附着于胸骨脊侧面

的肌肉和肩胛部肌腱，即可将整块去皮的胸肌剥离，称重。

胸肌率 = 两侧胸肌重 / 全净膛重…×100%
5. 腿肌重… 去腿骨、皮肤、皮下脂肪后的全部腿肌的重量。

腿肌率 = 两侧腿净肌肉重 / 全净膛重…×100%
6. 腹脂重… 腹部脂肪和肌胃周围脂肪的重量。

腹脂率 = 腹脂重 /（全净膛重 + 腹脂重）…×100%
八、珍珠鸡（火鸡、鹧鸪、雉鸡）肉品质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表 8）为个体实测表，选填，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禽

场）和有关专家填写。

（二）选择上市日龄进行肉品质测定。测定数量为公、母禽各 20 只。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测定指标及方法：测定部位为屠宰分离的胸大肌。

1. 剪切力… 剪切力反映肉品的嫩度。

测定方法：待测肉样沿肌纤维方向修成宽 1.0cm、厚 0.5cm 长条肉样（无筋腱、

脂肪、肌膜），用肌肉嫩度仪测定剪切力值，剪切时刀具垂直于肉样的肌纤维走

向，每个肉样剪切 3 次，计算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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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滴水损失… 屠宰后 2h 内测定，切取一块胸大肌，准确称重；然后用铁丝钩

住肉块一端，使肌纤维垂直向下，悬挂在塑料袋中（肉样不得与塑料袋壁接触），

扎紧袋口，吊挂于冰箱内，在 4℃条件下保持 24h ；取去肉块，称重；计算重量减

少的百分比。

滴水损失 =（新鲜肉样重 - 吊挂后肉样重）/ 新鲜肉样重…×100%
3.…pH… 取屠宰后 2h 内新鲜胸肌，采用胴体肌肉 pH 直测仪直接插入肌肉中

测定。

4. 肉色… 待测肉样选取 3 个不同位点进行测定。利用全自动测色色差计紧贴

肉样表面测定肌肉红度值（a）、黄度值（b）、亮度值（L）3 个指标。

5. 其他指标　包括水分、脂肪、蛋白、灰分等，可混样测定。按性别每 5 只

混合成一个样品。

九、珍珠鸡（火鸡、鹧鸪、雉鸡）蛋品质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表 9）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禽场）和有

关专家填写。

（二）选择母禽成年日龄左右所产的蛋，测定有代表群体的 150 个蛋，并且应

在蛋产出后 24h 内测定。

（三）标 * 为选填项。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有特殊说明的除外。

（四）具体指标及方法

1. 蛋重… 随机收集群体当日所产特禽（珍珠鸡、火鸡、鹧鸪和雉鸡）蛋，用电

子天平（精确到 0.1g）逐个称取，求平均数。

2. 蛋形指数… 用游标卡尺测量蛋的纵径和横径（精确度为 0.01mm）。

蛋形指数 = 纵径 / 横径

3. 蛋壳颜色… 以白色、褐色、浅褐色（粉色）、青（灰）色、橄榄色等表示。

4. 蛋壳强度… 将蛋垂直放在蛋壳强度测定仪上，钝端向上，测定蛋壳表面单

位面积上承受的压力（kg/cm2）。

5. 蛋壳厚度… 用蛋壳厚度测定仪或游标卡尺测定，分别取钝端、中部和锐端

的蛋壳剔除内壳膜后，分别测量厚度，求其平均数（精确到 0.01mm）。

6. 蛋黄色泽… 按罗氏蛋黄比色扇的 15 个蛋黄色泽等级，逐个对比每个蛋蛋黄

色泽的等级，统计各级的数量与百分比。也可采用多功能蛋品质测定仪进行测定。

7. 蛋白高度和哈氏单位… 测量破壳后蛋黄边缘与浓蛋白边缘的中点的浓蛋白

高度（避开系带），测量成正三角形的三个点，取平均数。

哈氏单位 =100*log（H-1.7*W0.37+7.57）

其中，H 为以毫米为单位测定的浓蛋白高度值；W 为以克为单位测定的蛋

重值。

8. 蛋黄比率

蛋黄比率 = 蛋黄重 / 蛋重…×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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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血斑和肉斑率… 统计含有血斑和肉斑蛋的百分比。

血斑和肉斑率 = 带血斑和肉斑蛋数 / 测定总蛋数…×100%
十、珍珠鸡（火鸡、鹧鸪、雉鸡）繁殖性能表

（一）该表（表 10）为群体调查和 / 或测定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

禽场）和有关专家填写。

（二）所有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三）测定指标和方法

1. 开产日龄… 按日产蛋率达 5% 时日龄计算。

2. 年产蛋周期… 自然生产状态下，连续产蛋后，停止产蛋，开始抱孵（或人

工孵化），即为一个产蛋周期。

一年时间内有几个产蛋周期，即为年产蛋周期。

3. 周期产蛋数… 每个产蛋周期内产的蛋数。

4. 年产蛋数… 一年内所产蛋的总数。

5. 育雏期成活率… 育雏结束存活雏禽数占入舍雏禽数的百分比。

育雏期成活率 = 育雏期末存活雏禽数 / 入舍雏禽数…×100%
6. 育成期存活率… 育成期结束时存活禽数占育成期开始时入舍禽数的百分比。

育成期存活率 = 育成期末存活禽数 / 育成期入舍禽数…×100%
7. 产蛋期成活率… 产蛋期入舍母禽数减去死亡数和淘汰数占产蛋期入舍母禽

数的百分比。

产蛋期成活率 =（产蛋期入舍母禽数 - 产蛋期死亡数 - 产蛋期淘汰数）/ 产蛋

期入舍母禽数…×100%
8. 种蛋受精率… 受精蛋占入孵蛋的百分比。血圈、血线蛋按受精蛋计数，散

黄蛋按未受精蛋计数。

受精率 = 受精蛋数 / 入孵蛋数…×100%
9. 受精蛋孵化率… 出雏数占受精蛋数的百分比。

受精蛋孵化率 = 出雏数 / 受精蛋数…×100%
10. 繁殖季节… 指一年中交配繁殖的时期。

11. 使用年限… 可用作种用或生产使用的年数。

十一、珍珠鸡（火鸡、鹧鸪、雉鸡）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1. 每个品种要有成年公禽、成年母禽、群体照片和雏禽照片各 2 张。

2. 如有独特性状（如斑纹、耳羽、角质头盔等），需提供独特性状特写照片

2 张。

3. 有不同羽色类型的品种，需按羽色类型分别提供照片。

4. 照片精度在 800 万像素以上，内存在 1.2MB 以上。

5. 视频资料要能反映品种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群体概貌、品种特征、饲养

方式等。



233珍珠鸡（火鸡、鹧鸪、雉鸡）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视频格式：每个视频时长不超过 5min，尽量在 3min 以内（大小不超过

80MB）。视频格式应为 MP4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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鸵鸟（鸸鹋）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表 1  鸵鸟（鸸鹋）遗传资源概况表

省级普查机构：… … … … … … …

品种名称 其他名称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培育品种£　培育配套系£　引入品种£…引入配套系£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中心产区

分布区域

存栏数量

自

然

生

态

条

件

地貌、海拔与经

纬度

气候类型

年降水量

日照

无霜期

气温 年最高 年最低 年平均

水源土质

主要农作物、饲

草料种类及生产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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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长形势

分子生物学测定

品种评价

资源保护情况

开发利用情况

疫病情况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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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鸵鸟（鸸鹋）体型外貌登记表 

（成年，公母各一张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品种名称… 性别

观测数量 日龄

类别 部位 裸毛 白色 白环 灰色 黄色 黑色 褐色 红色 其他

成禽

颜色

占比

（%）

头羽

颈羽

背羽

胸羽

腹羽

翼羽

尾羽

眼睑

肤色

喙色

胫色

腿色

跗跖色

虹膜色

成禽其他

外貌特征

占比（%）

头 喙 耳羽 冠斑 顶羽

大 小 长 短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成禽体型特征

（包括特殊结构

的象形性描述）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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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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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鸵鸟（鸸鹋）体型外貌汇总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品种：… … … … … … … …

成禽羽色及羽毛的特征

成禽肉色、胫色、肤色

成禽体型外貌特征

雏禽

注：此表基于但不限于体型外貌登记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繁育场）和有关专家根

据群体登记表、《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和实际情况填写。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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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鸵鸟（鸸鹋）体尺体重测定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品种：… … … … … … … … … 性别：… … … … … … … … … … … 日龄：… … … … …… … … … … … …

序号 个体号
体重

（kg）

背长

（cm）

胸宽

（cm）

颈长

（cm）

荐高

（cm）

胫长

（cm）

管围

（cm）
其他

平均数

标准差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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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鸵鸟（鸸鹋）生长性能测定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联系方式：… … … 　…… …

品种：… … … … … … … … … … … … … … … 性别：… … … … … … … 月龄：… …… … … … … … … …

序号 体重（g） 序号 体重（g） 序号 体重（g） 序号 体重（g）

平均数

标准差

饲料组成及

营养成分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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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鸵鸟（鸸鹋）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名称：… … … 　　… 　　

成年公禽照片 1 成年公禽照片 2

成年母禽照片 1 成年母禽照片 2

群体照片 1 群体照片 2

雏禽照片 1 雏禽照片 2

独特性状特写 1 独特性状特写 2

视频资料 1 视频资料 2

注：每个品种要有成年公禽、成年母禽、群体照片和雏禽照片各 2 张，如有独特性状（如豁眼、

凤头等）拍特写 2 张，有不同羽色类型的品种按羽色类型分别提供照片原图，照片精度在 800

万像素以上，内存在 1.2MB 以上。

拍照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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鸵鸟（鸸鹋）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填表说明

一、鸵鸟（鸸鹋）遗传资源概况表

此表由该品种分布地的省级普查机构组织有关专家填写。

1. 品种名称… 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和《中国畜禽遗

传资源志》填写，新发现的遗传资源和新培育的品种按有关规定填写。

2. 其他名称… 填写该品种的曾用名、俗名等。

3. 品种类型… 根据《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填写地方品

种、培育品种及配套系或引入品种及配套系。

4.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根据品种类型填写。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及形成

历史；培育品种及配套系填写培育地、培育单位及育种过程、审定时间、证书编

号；引入品种及配套系填写主要的输出国家以及引种历史等。

5. 中心产区… 地方品种、培育品种、引入品种填写该品种在本省的主要分布

区域，且存栏量占本省该品种存栏量的 20% 以上。可填写至县级，地方品种可填

写至乡镇。配套系填写商品代主要推广区域。

6. 分布区域… 根据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

7. 存栏数量… 根据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从全国畜禽遗传资源信息系统里

导出。

8. 自然生态条件… 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分布在原产地之外

的地方品种和培育品种、引入品种填写中心产区的自然生态条件。

配套系不填写自然生态条件。

（1）地貌… 在山地、盆地、丘陵、平原、高原中选择，可多选。

（2）海拔… 产区范围内的海拔高度，单位为米（m）。如：××～××m。

（3）经纬度… 产区范围，东经 ××°××′…—××°××′ ；北纬 ××°××′…—
××°××′。

（4）气候类型… 在热带雨林气候、热带草原气候、热带季风气候、热带沙漠

气候、亚热带季风和湿润气候、地中海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亚寒带针叶林气候、高原山地气候中选择，可多选。

（5）年降水量… 正常年年均降水量，单位为毫米（mm）。

（6）日照… 年日照时数。

（7）无霜期… 年均总天数；时间：××—×× 月。

（8）气温… 单位为摄氏度（℃）。

（9）水源土质… 产区流经的主要河流等。

（10）主要农作物、饲草料种类及生产情况。

9. 消长形势… 描述近 15 年内数量规模变化，品质性能变化情况以及濒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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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

10. 分子生物学测定… 是指该品种是否进行过生化或分子遗传学相关测定，如

有需要填写测定单位、测定时间和行业公认的代表性结果；如没有可填写无。

11. 品种评价… 填写该品种遗传特点、优异特性、可供研究开发利用的主要

方向。

12.…资源保护情况… 填写该品种是否制订保种和利用计划，是否设有保护区、

保种场，是否建立了品种登记制度，如有，需要填写具体情况，包括保种场（保

护区）名称、级别、存栏量等。

13. 开发利用情况… 本品种选育及在新品种（配套系）培育中的使用情况，利

用本品种等素材选育的专门化品系及各自特点。现有品种标准（注明标准号）及产

品商标、品牌情况。配套系需填写推广情况。

14. 疫病情况填写调查该品种原产地或中心产区的流行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发

生情况，以及该品种易感和抗病情况。

二、鸵鸟（鸸鹋）体型外貌登记表（成年）

（一）该表（表 2）为测定场群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繁育

场）和有关专家填写。

（二）测定数量要求：在生产条件下选择健康群体观测，观测有代表性的成年

公禽 30 只以上、成年母禽 300 只以上，尽可能囊括该品种的所有外貌特征。

三、鸵鸟（鸸鹋）体型外貌登记表（雏禽）

（一）该表（表 3）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繁育场）和有

关专家填写。

（二）测定数量要求：观测雏禽为出雏后 24h 内的雏禽，雏禽背部绒毛、头颈

部绒毛、腹部绒毛和胫色等。观察有代表性的雏禽 300 只以上。不同类型注明各

类型所占比例。

四、鸵鸟（鸸鹋）体型外貌汇总表

（一）该表（表 4）基于但不限于鸵鸟和鸸鹋体型外貌登记表，由承担测定任

务的保种单位（繁育场）和有关专家根据群体登记表、《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和

实际情况填写。

（二）成禽羽色及羽毛的特征：羽色需要描述头、颈、背、腹、翼、尾等不同

部位羽毛的颜色及其比例；羽毛特征包括耳羽、顶羽等，能定量的需写明具体比

例、数值或范围。

成禽肉色、胫色、肤色：分为白、黄、青、黑等，重点说明能稳定遗传的性

状；有不同表型要说明各种类型的比例。

成禽体型外貌特征：体型特征包括大小、形状等。头部大小、喙色及形状（长

或短）等该品种的其他典型特征。

雏禽：包括绒毛、头部斑点、背部绒毛带、胫色等，能定量的需写明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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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五、鸵鸟（鸸鹋）体尺体重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表 5）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繁育场）和有

关专家填写。

（二）测定数量要求：测定成年（24 月龄）公、母禽各 30 只以上。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测量指标：包括体重、背长、胸宽、颈长、荐高、胫长、管围等指标。

（五）测定方法

1.…体重… 禁食 12h 空腹活重，单位为 kg。

2.…背长… 用皮尺沿体表测量背部第一胸椎到第一尾椎的长度（cm）。

3.…胸宽… 用皮尺测量两肩关节之间的体表距离（cm）。

4.…颈长… 用皮尺测量由第一颈椎至颈基部的长度（cm）。

5.…荐高… 用测仗测量由综荐骨最高点至地面的垂直距离（cm）。

6.…胫长… 用皮尺测量由膝关节只跗关节的长度（cm）。

7.…管围… 用皮尺测量胫部远端最细处的周长（cm）。

六、鸵鸟（鸸鹋）生长性能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表 6）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繁育场）和有

关专家填写。

（二）测定月龄为初生、1 月龄、3 月龄、6 月龄、12 月龄，测定时间为早上喂

料前。

（三）初生测定混雏 100 只以上，其他月龄测定公、母各 30 只。

（四）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七、鸵鸟（鸸鹋）屠宰性能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表 7）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繁育场）和有

关专家填写。

（二）测定数量要求：选择 12 月龄鸵鸟和鸸鹋进行屠宰性能测定，屠宰前禁食

（不断水）12h。屠宰数量为公、母禽各 10 只以上。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测定指标和方法

1. 宰前活重… 屠宰前空腹 12…h 后体重（kg）。

2. 皮重… 放血和拔毛后，剥离的整张皮的重量（kg）。

3. 皮面积… 用皮尺测量和计算的整张皮的面积（cm2）。

4. 羽毛重… 拔出的所有羽毛的重量（kg）。

5. 胴体重… 为放血、拔毛、剥皮后，沿寰枕关节切除头，沿跗跖关节切除脚，

开膛除去肾和腹脂以外的全部内脏，剩下的部分称重，为胴体重（kg）。

屠宰率 =胴体重 / 宰前体重…×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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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腿肌重… 去腿骨、皮下脂肪后的全部腿肌的重量。

腿肌率 = 两侧腿净肌肉重 / 胴体重…×100%
7. 胸肌重… 沿着胸骨脊用刀切离附着于胸骨脊侧面的肌肉和肩胛部肌腱，即

可将整块胸肌剥离，称重（kg）。

胸肌率 = 两侧胸肌重 / 胴体重…×100%
8. 腹脂重… 腹部脂肪的重量（kg）。

腹脂率 = 腹脂重 / 胴体重…×100%
八、鸵鸟（鸸鹋）肉品质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表 8）为个体实测表，选填，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繁育

场）和有关专家填写。

（二）选择 12 月龄鸵鸟和鸸鹋进行肉品质测定。测定数量为公、母禽各 10 只。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测定指标及方法：测定部位为屠宰分离的股骨肌。

1. 剪切力… 反映肉品的嫩度。

测定方法：待测肉样沿肌纤维方向修成宽 1.0cm、厚 0.5cm 长条肉样（无筋腱、

脂肪、肌膜），用肌肉嫩度仪测定剪切力值，剪切时刀具垂直于肉样的肌纤维走

向，每个肉样剪切 3 次，计算平均数。

2. 滴水损失… 屠宰后 2h 内测定，切取一块股骨肌，准确称重；然后用铁丝钩

住肉块一端，使肌纤维垂直向下，悬挂在塑料袋中（肉样不得与塑料袋壁接触），

扎紧袋口，吊挂与冰箱内，在 4℃条件下保持 24h ；取去肉块，称重；计算重量减

少的百分比。

滴水损失 =（新鲜肉样重 - 吊挂后肉样重）/ 新鲜肉样重…×100%
3.…pH… 取屠宰后 2h 内新鲜胸肌，采用胴体肌肉 pH 直测仪直接插入肌肉中

测定。

4. 肉色… 待测肉样选取 3 个不同位点进行测定。利用全自动测色色差计紧贴

肉样表面测定肌肉红度值（a）、黄度值（b）、亮度值（L）3 个指标。

5. 其他指标　包括水分、脂肪、蛋白、灰分等，可混样测定。按性别每 3 只

混合成一个样品。

九、鸵鸟（鸸鹋）蛋品质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表 9）为个体实测表，选填，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繁育

场）和有关专家填写。

（二）选择成年母禽所产的蛋，群体测定数量不少于 60 个禽蛋，并且应在蛋产

出后 24h 内测定。

（三）标 * 为选填项。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有特殊说明的指标除外。

（四）具体指标及方法

1. 蛋重… 随机收集 3 群体当日所产蛋 60 个（20 个 / 群），用电子天平（精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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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g）逐个称取，求平均数；群体记录连续称 3d 产蛋总重，求平均数。

2. 蛋形指数… 用游标卡尺测量蛋的纵径和横径（精确度为 0.01mm）。

蛋形指数 = 纵径 / 横径

3. 蛋壳颜色… 以白色、乳白、粉色、墨绿、青绿色等表示。

4. 蛋壳厚度… 用蛋壳厚度测定仪或游标卡尺测定，分别取钝端、中部和锐端

的蛋壳剔除内壳膜后，分别测量厚度，求其平均数（精确到 0.01mm）。

5. 蛋壳重… 去除蛋清和蛋黄后，单独称蛋壳的重量（g）。

蛋壳比例 =…蛋壳重 / 蛋重…×100%
6. 蛋白重… 分离蛋清液，单独称重（g）。

蛋白比例 =…蛋清液重 / 蛋重…×100%
7. 蛋黄重… 分离并单独称蛋黄重（g）。

蛋黄比例 = 蛋黄重 / 蛋重…×100%
十、鸵鸟（鸸鹋）繁殖性能表

（一）该表（表 10）为群体调查和 / 或测定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繁

育场）和有关专家填写。

（二）所有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三）测定指标和方法

1. 开产月龄… 按日产蛋率 5% 时月龄计算。

2. 开产体重… 达到开产月龄时母禽的体重。测定不少于 30 只母禽的平均

体重。

3. 年产蛋数… 指第二个产蛋年后的年平均产蛋数。

4. 年产蛋周期… 指一个产蛋年内的产蛋周期数（个）。

5. 周期产蛋数… 指每个产蛋周期的平均产蛋数（个）。

6. 授精方式… 人工授精、自然交配。

7. 雌雄比例… 指在自然交配方式下合适的雌雄比例。

8. 种蛋合格率… 按照人工孵化要求，一批种蛋中合作作为种蛋孵化的个数占

总蛋数的比例。

种蛋合格率 = 合格种蛋数 / 总蛋数…×100%
9.…种蛋受精率… 受精蛋占入孵蛋的百分比。

种蛋受精率 = 受精蛋数 / 入孵蛋数…×100%
10.…受精蛋孵化率… 出雏数占受精蛋数的百分比。

受精蛋孵化率 = 出雏数 / 受精蛋数…×100%
11. 健雏率… 孵化出雏时健康活泼雏禽数占出雏数的百分比。

健雏率 = 健康雏禽数 / 出雏数…×100%
12.…育雏期成活率… 育雏期结束时存活的雏禽数占入舍雏禽数的百分比。

育雏期存活率 = 育雏期末存活禽数 / 育雏期入舍禽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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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育成期存活率… 育成期结束时存活的禽数占育成期开始时入舍禽数的百

分比。

育成期存活率 = 育成期末存活禽数 / 育成期入舍禽数…×100%
14. 繁殖季节… 一年中产蛋的月份。

15. 使用年限… 作为种禽用的利用年限（年）。

十一、鸵鸟（鸸鹋）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1. 每个品种要有成年公禽、成年母禽、群体照片和雏禽照片各 2 张。

2. 如有独特性状（如顶羽、冠斑、颈环等），需提供独特性状特写照片 2 张。

3. 有不同羽色类型的品种，需按羽色类型分别提供照片。

4. 照片精度在 800 万像素以上，内存在 1.2MB 以上。

5. 视频资料要能反映品种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群体概貌、品种特征、饲养

方式等。

视频格式：每个视频时长不超过 5min，尽量在 3min 以内（大小不超过

80MB）。视频格式应为 MP4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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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禽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表 1  水禽遗传资源概况表

省级普查机构：… … … … … … …

品种名称 其他名称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培育品种£　培育配套系£　引入品种£…引入配套系£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中心产区

分布区域

存栏数量

自

然

生

态

条

件

地貌、海拔与经

纬度

气候类型

年降水量

日照

无霜期

气温 年最高 年最低 年平均

水源土质

主要农作物、饲

草料种类及生产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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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长形势

分子生物学测定

品种评价

资源保护情况

开发利用情况

疫病情况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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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水禽外貌特征登记表 

（成年）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品种名称：… … …… … … 群体号：… … … … 观测数量：… … … … 性别：… … … … 日龄：… … … …

成禽

颜色

占比

（%）

部位 白 灰 黑 花 棕 褐麻 黄麻 浅麻 黄褐 墨绿 蓝紫 翠绿 其他

头部

颈部

胸部

背部

腹部

主翼羽

尾羽

性羽（公）

镜羽（公）

部位 黄 黄绿 白 灰 橘红 黑 其他

喙

喙豆

皮肤

胫

蹼

爪

头部

特征

占比

（%）

鸭 / 番鸭
虹彩颜色 有无凤头 有无皮瘤

无 有，…… … … % 无 有，…… … … %

鹅

虹彩颜色 有无肉瘤 有无豁眼 有无咽袋 有无顶心毛

无
…有，颜色：… … … …

…　　形状：… … … …
无

有，

… … … %
无

有，

… … … %
无

有，

… … … %

其他

其他

特征

腹褶 躯干黑色斑块 躯干白色斑块 其他

无 有，… … … % 无 有，… … … % 无 有，… … … %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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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水禽外貌特征登记表 

（雏禽）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名称：… … … 　　　　… …

群体

序号

群体

数量

绒毛颜色（%） 喙色和胫蹼色（%）

黄 白 黑 灰 背黑花 头尾黑 其他 部位 黄 黄绿 白 灰 橘红 黑 其他

喙

胫蹼

喙

胫蹼

喙

胫蹼

喙

胫蹼

喙

胫蹼

喙

胫蹼

喙

胫蹼

喙

胫蹼

喙

胫蹼

喙

胫蹼

喙

胫蹼

喙

胫蹼

喙

胫蹼

注：…相应栏目内填写比例（%），有其他类型的简单文字说明。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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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水禽群体型外貌汇总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成禽羽色特征

成禽喙、喙豆、皮肤、胫、

蹼、爪颜色

成禽头部及其他外貌特征

雏禽

注：此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禽场）和有关专家根据群体登记表、《中国畜禽遗传资

源志》和实际情况填写。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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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水禽成年体尺体重测定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 … … … … … … … 性别：… … … … 日龄：… … … … … … … … …

序号 个体号
体重

（g）

体斜长

（cm）

半潜水

长（cm）

颈长

（cm）

龙骨长

（cm）

胫长

（cm）

胫围

（cm）

胸深

（cm）

胸宽

（cm）

髋骨宽

（cm）

平均数

标准差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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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水禽生长性能测定登记表 

（肉用型和兼用型必填）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 … … … … … … … … … … … … … … 周龄：… … … … … … … … … … … … …

周末存栏量（只）：… … … … … … … … … … 周给料量（kg）：… … … … … … … … … … … …

公禽序号 体重（g） 公禽序号 体重（g） 母禽序号 体重（g） 母禽序号 体重（g）

平均数 平均数

标准差 标准差

期末测定统计指标
剩余料量（kg）：… … … … … … 全程耗料量：… … … … … …

只均累计增重：… … … 只均累计耗料量：… … … 全程饲料转化比：… … …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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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水禽屠宰性能测定登记表 

（肉用型和兼用型必填）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 … … … … … … 性别：… … … … 屠宰日龄：… … … … … … … …

序号 个体号
宰前活重

（g）

屠体重

（g）

半净膛重

（g）

全净膛重

（g）

腿肌重

（g）

胸肌重

（g）

腹脂重

（g）

皮脂重

（g）

平均数

标准差

备注

* 备注中填写屠宰个体来源，饲养方式，饲料组成及主要营养水平。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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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水禽肉品质测定登记表 

（选填）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 … … … … … … 性别：… … … … 屠宰日龄：… … … … … … … …

序号 个体号

肉色

pH
剪切力

（N）

滴水

损失

（%）

脂肪

（%）

蛋白质

（%）

水分

（%）
其他红度值

（a）

黄度值

（b）

亮度值

（L）

平均数

标准差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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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水禽毛绒性能测定登记表 

（毛绒性能突出的品种必填）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 … … … … … … … … … 性别：… … … … … 日龄：… … … … … … … …

序号 个体号 毛绒总重（g） 绒重（g） 序号 个体号 毛绒总重（g） 绒重（g）

平均数 平均数

标准差 标准差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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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水禽肥肝性能测定登记表 

（肥肝性能突出的品种必填）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 … …… … 性别：… … 填饲开始日龄：… … 填饲结束日龄：… … 填饲期只均耗料量：… …

序号 个体号
填饲结束体重

（g）

填饲后肝重

（g）
序号 个体号

填饲结束体重

（g）

填饲后肝重

（g）

平均数 平均数

标准差 标准差

备注 饲料组成及主要营养水平

填表人（签字）：… … … … 　… … 电话：… … … … 　… … … ………… 　… … 日期：… …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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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水禽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名称：… … … … 　　

成年公照片 1 成年公照片 2

成年母照片 1 成年母照片 2

群体照片 1 群体照片 2

雏禽照片 1 雏禽照片 2

独特性状特写 1 独特性状特写 2

视频资料 1 视频资料 2

注：每个品种要有成年公禽、成年母禽、群体照片和雏禽照片各 2 张，如有独特性状（如豁眼、

凤头等）拍特写 2 张，有不同羽色类型的品种按羽色类型分别提供照片原图，照片精度在 800

万像素以上，内存在 1.2MB 以上。

拍照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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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禽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填表说明

一、水禽遗传资源概况表

此表由该品种分布地的省级普查机构组织有关专家填写。

1. 品种名称… 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和《中国畜禽遗

传资源志》填写，新发现的水禽遗传资源和新培育的水禽品种按有关规定填写。

2. 其他名称… 填写该品种的曾用名、俗名等。

3. 品种类型… 根据《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填写地方品

种、培育品种及配套系或引入品种及配套系。

4.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根据品种类型填写。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及形成历

史；培育品种及配套系填写培育地、培育单位及育种过程、审定时间、证书编号；

引入品种及配套系填写主要的输出国家以及引种历史等。

5. 中心产区… 地方品种、培育品种、引入品种填写该品种在本省的主要分布

区域，且存栏量占本省该品种存栏量的 20% 以上。可填写至县级，地方品种可填

写至乡镇。配套系填写商品代主要推广区域。

6. 分布区域… 根据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

7. 存栏数量… 根据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从全国畜禽遗传资源信息系统里

导出。

8. 自然生态条件… 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分布在原产地之外

的地方品种和培育品种、引入品种填写中心产区的自然生态条件。

配套系不填写自然生态条件。

（1）地貌… 在山地、盆地、丘陵、平原、高原中选择，可多选。

（2）海拔… 产区范围内的海拔高度，单位为米（m）。如：××～××m。

（3）经纬度… 产区范围，东经 ××°××′…—××°××′ ；北纬 ××°××′…—
××°××′。

（4）气候类型… 在热带雨林气候、热带草原气候、热带季风气候、热带沙漠

气候、亚热带季风和湿润气候、地中海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亚寒带针叶林气候、高原山地气候中选择，可多选。

（5）年降水量… 正常年年均降水量，单位为毫米（mm）。

（6）日照… 年日照时数。

（7）无霜期… 年均总天数；时间：××—×× 月。

（8）气温… 单位为摄氏度（℃）。

（9）水源土质… 产区流经的主要河流等。

（10）主要农作物、饲草料种类及生产情况。

9. 消长形势… 描述近 15 年内数量规模变化，品质性能变化情况以及濒危



267水禽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程度。

10. 分子生物学测定… 是指该品种是否进行过生化或分子遗传学相关测定，如

有需要填写测定单位、测定时间和行业公认的代表性结果；如没有可填写无。

11. 品种评价… 填写该品种遗传特点、优异特性、可供研究开发利用的主要

方向。

12.…资源保护情况… 填写该品种是否制订保种和利用计划，是否设有保护区、

保种场，是否建立了品种登记制度，如有，需要填写具体情况，包括保种场（保

护区）名称、级别、存栏量等。

13. 开发利用情况… 本品种选育及在新品种（配套系）培育中的使用情况，利

用本品种等素材选育的专门化品系及各自特点。现有品种标准（注明标准号）及产

品商标、品牌情况。配套系需填写推广情况。

14. 疫病情况　填写调查该品种原产地或中心产区的流行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发生情况，以及该品种易感和抗病情况。

二、水禽外貌特征登记表（成年）

（一）该表为群体实测登记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禽场）和有关

专家填写。

（二）在生产条件下选择健康群体观测，观测群体数不少于 3 个，每个群体公

禽不少于 30 只、母禽不少于 100 只（记录观测数量），尽可能囊括品种资源主要类

型（类群）。按公母分别描述，若有不同类型的外貌特征，请注明各类型所占比例。

（三）成年禽羽色及羽毛重要遗传特征

成年羽色分为：白、灰、黑、花、棕、褐麻、黄麻、浅麻、黄褐、墨绿、蓝

紫、翠绿等，需要分述头部、颈部、胸部、背部、腹部、主翼羽、尾羽、性羽、

镜羽等。

（四）肤色、喙色、喙豆颜色、胫色、蹼色、爪色

分为黄、黄绿、白、灰、橘红、黑等。重点说明能稳定遗传的性状。

（五）头部特征

1．鸭（含番鸭、绿头鸭。下同）　虹彩颜色、有无凤头、有无皮瘤等。

2．鹅　有无肉瘤、肉瘤颜色、肉瘤形状、虹彩颜色、有无豁眼、有无咽袋、

有无顶心毛等。

（六）其他特征

包括本品种特有的性状，如腹褶、躯干部黑色或白色斑块等。无对应项在

“其他”中自行填入。

三、水禽外貌特征登记表（雏禽）

（一）该表为群体实测登记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禽场）和有关

专家填写。

（二）观测出壳 1 日龄内雏禽群体绒毛、头部斑点、背部绒毛带等颜色，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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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要求不少于 3 个，每个观测群体 60 只以上。若有不同类型的外貌特征，请注

明各类型所占比例。

（三）雏禽羽色及羽毛重要遗传特征

雏禽绒毛颜色分黄、白、黑、灰、背部黑花、头尾黑等。

（四）喙色、胫蹼色

分为黄、黄绿、白、灰、橘红、黑等；重点说明能稳定遗传的性状。

四、水禽体型外貌汇总表

（一）该表为群体特征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禽场）和有关专家

基于但不限于“水禽外貌特征登记表”，结合《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和实际情况

填写。

（二）成禽羽色特征

成禽羽色分为：白、灰、黑、花、棕、褐麻、黄麻、浅麻、黄褐、墨绿、蓝

紫、翠绿等，需要分述头部、颈部、胸部、背部、腹部、主翼羽、尾羽、性羽、

镜羽等。如有多种羽色，请注明各羽色所占比例。

（三）成禽喙、喙豆、皮肤、胫、蹼、爪颜色

分为黄、黄绿、白、灰、橘红、黑等。重点说明能稳定遗传的性状，有不同

表型要说明各种类型所占的比例。

（四）成禽头部及其他外貌特征

包括鸭虹彩颜色、有无凤头、有无皮瘤，鹅有无肉瘤、肉瘤颜色、肉瘤形状、

虹彩颜色、有无豁眼、有无咽袋、有无顶心毛等，也包括本品种特有性状，如腹

褶、躯干部黑色或白色斑块等，有不同表型要说明各种类型所占的比例。

（五）雏禽

重点描述雏禽绒毛颜色和喙、胫蹼颜色，有不同表型要说明各种类型所占的

比例。

五、水禽成年体尺体重测定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测定周龄为 43 周龄左右（填写具体测定日龄）；测量个体数不少于 60 只，

公母各半。

（三）测量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四）测量方法

1. 体重　用电子秤称取空腹时（停料 6h 以上）的重量（g）。

2. 体斜长　体表测量肩关节至坐骨结节间距离（cm）。

3. 半潜水长　从嘴尖到髋骨连线中点的距离（cm）。

4. 颈长　第一颈椎前沿到颈根部的距离（cm）。

5. 龙骨长　体表龙骨突前端到龙骨末端的距离（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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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胫长　从胫部上关节到第三、四趾间的直线距离（cm）。

7. 胫围　胫部中部的周长（cm）。

8. 胸深　用卡尺在体表测量第一胸椎到龙骨前缘的距离（cm）。

9. 胸宽　用卡尺测量两肩关节之间的体表距离（cm）。

10. 髋骨宽　用卡尺测量两髋骨结节之间的距离（cm）。

六、水禽生长性能测定登记表（肉用型和兼用型必填）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禽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混雏测定 60 只以上，其他周龄公、母禽各 30 只以上。

（三）在 0 周龄（出壳后 24h 以内）至 8 周龄（鸭）或 10 周龄（鹅），每两周测

定一次体重。测定时间点包括初生、2 周龄末、4 周龄末、6 周龄末、8 周龄末，

鹅还要测定 10 周龄末的体重。若当地上市日龄高于 8 周龄（鸭）或 10 周龄（鹅），

则增加上市周龄的测定。在最后一次测定时，需要同时测定剩余料量，用总给料

量减去剩余料量计算全程耗料量，然后计算只均累计增重、只均累计耗料量和全

程饲料转化比。

（四）测量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五）具体指标要求：

体重：测量前停料 6…h 以上，用电子秤称重，单位为 g。

七、水禽屠宰性能测定登记表（肉用型和兼用型必填）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禽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随机抽取 60 只以上，公母各半，进行测定和分析。屠宰日龄应与当地上

市日龄尽量一致。

（三）测量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四）测定指标

1. 宰前活重　宰前禁食 6h 后的活重（g）。

2. 屠体重　活禽放血，去羽毛、脚角质层、趾壳和喙壳后的重量（g）。

3. 半净膛重　屠体去除气管、食管、肠、脾、胰、胆和生殖器官、肌胃内容

物以及角质膜后的重量（g）。

4. 全净膛重　半净膛重减去心、肝、腺胃、肌胃、肺、腹脂后的重量（g）。

5. 腿肌重　去腿骨、皮肤、皮下脂肪后的全部腿肌的重量。测定单侧腿肌重，

乘 2 得腿肌重（g）。

6. 胸肌重　沿着胸骨脊切开皮肤并向背部剥离，用刀切离附着于胸骨脊侧面

的肌肉和肩胛部肌腱，即可将整块去皮的胸肌剥离，然后称重。测定单侧胸肌重，

乘以 2 得到胸肌重。

7. 腹脂重　腹部脂肪和肌胃周围的脂肪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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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皮脂重　皮、皮下脂肪及腹脂的总重量。剥离皮和皮下脂肪时，不包括头、

脚、翅膀部位。

八、水禽肉品质测定登记表（选填）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禽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测定样品来自屠宰测定，为屠宰分割取下的胸肌。每个品种随机抽取 40

只，公母各半。

（三）测量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四）测定指标

1. 肉色… 待测肉样选取 3 个不同位点进行测定。利用全自动测色色差计紧贴

肉样表面测定肌肉红度值（a）、黄度值（b）、亮度值（L）3 个指标。

2.…pH… 采用胴体肌肉 pH 直测仪直接插入肌肉中测定，应在宰后 1h 内完成

测定。

3. 剪切力… 剪切力反映肉品的嫩度。测定方法：待测肉样沿肌纤维方向修成

宽 1.0cm、厚 0.5cm 长条肉样（无筋腱、脂肪、肌膜），用肌肉嫩度仪测定剪切力

值，剪切时刀具垂直于肉样的肌纤维走向，每个肉样剪切 3 次，计算平均数。

4.…滴水损失… 屠宰后 2h 内测定，切取一块胸肌，准确称重；然后用铁丝钩住

肉块一端，使肌纤维垂直向下，悬挂在塑料袋中（肉样不得与塑料袋壁接触），扎

紧袋口，吊挂与冰箱内，在 4℃条件下保持 24h ；取去肉块，称重；计算重量减少

的百分比。

滴水损失 =（新鲜肉样重 - 吊挂后肉样重）/ 新鲜肉样重…×100%
5. 脂肪、蛋白质、水分等… 将肉样剔除筋腱、肌膜，剪碎后用高速破碎仪绞

碎成肉泥，再用食品成分快速测定仪测定脂肪、蛋白质、水分、胶原等含量。可

混样测定。按性别每 5 只混合成一个样品。

九、水禽毛绒性能测定登记表（毛绒性能突出的品种必填）

（一）该表为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禽场）和有关专家填写。

（二）随机抽取 60 只以上，公母各半。

（三）测量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四）测定指标

1. 毛绒总重… 鸭、鹅屠宰时，收集单个个体的所有羽毛、羽绒，去除杂质，

清洗，装入网兜晾干，并在鼓风干燥箱内 65℃烘干 4h 后称重。

2. 绒重… 去除所收集毛绒中的大毛、羽片后剩余绒子、绒丝的重量。

十、水禽肥肝性能测定登记表（肥肝性能突出的品种必填）

（一）该表为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禽场）和有关专家填写。

（二）随机抽取 60 只以上，公母各半。如只用某性别填饲，则测定该性别 30

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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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测量值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四）测定指标

1. 填饲结束体重… 填饲结束，屠宰前停饲 6h 以上测定体重。

2. 填饲期只均耗料量… 对填饲的鸭、鹅，记录每天填饲所用的饲料量，累加

得填饲饲料总量，除以填饲群体个体只数，得出填饲期只均耗料量。

3. 填饲结束肝重… 对填饲的鸭、鹅，填饲结束后进行屠宰测定，称测肝重。

十一、水禽蛋品质测定登记表（蛋用和兼用型必填）

（一）该表为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禽场）和有关专家填写。

（二）在 43 周龄左右（注明具体日龄）随机抽取当天产出的禽蛋 30 枚，在 24h

内完成测定。

（三）测定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四）各指标测定方法

1. 蛋重　电子秤称测蛋的重量，单位为克（g），精确度为 0.1g。

2. 蛋形指数… 用游标卡尺测量蛋的纵径和横径，精确度为 0.1mm。纵径与横

径的比值为蛋形指数。

3. 蛋壳厚度　用蛋壳厚度测定仪测定，分别取钝端、中部、锐端的蛋壳剔除

内壳膜后，分别测量其厚度，求平均数。以 mm 为单位，精确到 0.01mm。

4. 蛋壳强度… 将蛋垂直放在蛋壳强度测定仪上，钝端向上，测定蛋壳表面单

位面积上承受的压力（kg/cm2）。

5. 蛋黄色泽　按罗氏（Roche）蛋黄比色扇 15 个蛋黄色泽等级对比分级，统计

各级的数量与百分比，求平均数。

6. 蛋黄重和蛋黄比率　去除蛋白和系带，称蛋黄重量（g），计算蛋黄重占蛋重

的百分比。

7. 蛋白高度和哈氏单位　取产出 24h 内的蛋，称蛋重。测量破壳后蛋黄边缘

与浓蛋白边缘的中点的浓蛋白高度（避开系带），测量成正三角形的三个点，取平

均数。哈氏单位按如下公式计算：

A=100·lg（H-1.7W0.37+7.57）

式中：A——哈氏单位；H——浓蛋白高度值，单位为毫米（mm）；W——蛋

重值，单位为克（g）。

8. 蛋壳色泽… 以白色、浅绿色、绿色等表示。

9. 血斑 / 肉斑率　观察所测禽蛋中血斑和肉斑的情况，统计有血斑和肉斑的

蛋所占的比率。

10. 蛋营养组成　蛋的水分、蛋白质、脂肪、灰分含量为选测指标，按相关国

家标准测定，或混匀后用食物营养成分分析仪测定。

十二、水禽繁殖性能表

（一）该表为群体汇总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禽场）和有关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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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

（二）进行群体繁殖和产蛋性能调查时，每个品种应调查 3 个以上群体。

（三）繁殖及产蛋性能统计…

1. 开产日龄　肉用和兼用型鸭品种为达 5% 产蛋日龄，蛋用型鸭品种为达

50% 产蛋日龄，鹅为达 3% 产蛋日龄。

2.…43 周龄产蛋率　于 43 周龄时，记录连续 3d 的群体产蛋率，求平均数。

3. 产蛋数　蛋鸭为 72 周龄入舍母鸭产蛋数，肉鸭、兼用型鸭、鹅为 66 周龄

入舍母禽产蛋数。

4. 就巢率　记录在整个产蛋期内出现就巢的个体，统计有就巢性母禽的占比。

5. 配种方式　人工授精或本交。

6. 公母配比　人工授精或本交情况下，确保良好受精率的公母禽配比数。

7. 种蛋合格率　种母禽所产符合本品种要求的种蛋数占产蛋总数的百分比。

8. 种蛋受精率　受精蛋数（包括死胚蛋）占入孵蛋数的百分比，记录至少 5 个

批次，取平均数。

9. 受精蛋孵化率　出雏数占受精蛋数的百分比，记录至少 5 个批次，取平

均数。

10. 健雏率　健雏（适时出雏，绒毛正常、脐部愈合良好、精神活泼、无畸形

的畜禽）数占出雏数的百分比，记录至少 5 个批次，取平均数。

11. 育雏期存活率　育雏期末合格雏禽数占入舍雏禽数的百分比。

12. 育成期成活率　育成期末合格育成禽数占育雏期末入舍雏禽数的百分比。

13. 产蛋期存活率　产蛋期末存活母禽数占入舍母禽数的百分比。

14. 利用年限　公禽和母禽的平均利用年限。

15. 繁殖季节性和繁殖期　是否存在繁殖季节性，繁殖期从几月至几月。

（四）其他

有本表未涉及的特性时填写。

十三、水禽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1. 每个品种要有成年公禽、成年母禽、群体照片和雏禽照片各 2 张。

2. 如有独特性状（如豁眼、凤头等），需提供独特性状特写照片 2 张。

3. 有不同羽色类型的品种，需按羽色类型分别提供照片。

4. 照片精度在 800 万像素以上，内存在 1.2MB 以上。

5. 视频资料要能反映品种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群体概貌、品种特征、饲养

方式等。

视频格式：每个视频时长不超过 5min，尽量在 3min 以内（大小不超过

80MB）。视频格式应为 MP4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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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貂（狐、貉）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表 1  水貂（狐、貉）遗传资源概况表

省级普查机构：… … … … … … … … … … …

品种名称 其他名称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 … … … … 培育品种£… … … … … 引入品种£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中心产区

分布区域

群体数量（只） 其中

种公（只）

种母（只）

自

然

生

态

条

件

地貌、海拔与经

纬度

气候类型

气温 年最高 年最低 年平均

年降水量

无霜期

水源土质

耕地、农作物种

类及生产情况

当地动物性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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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长形势

分子生物学测定

品种评价

资源保护情况

开发利用情况

饲养管理情况

疫病情况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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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水貂体型外貌群体特征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户）名：…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联系方式：… 　… … ………

品种名称：… … … … … ………… … … … … 调查群体数：… … … … 成年公：… … … … 成年母：… … …

被毛特征

被毛颜色
黑褐色£… … 深咖啡色£… … 浅咖啡色£… 铁灰£… … 银蓝£… … 白色£

米黄£… 　… 蓝宝石£… … … 紫罗兰£… … 珍珠£… … 其他… … … … …

针毛 长针毛£… … … … … … … 适中£… … … … … … … … 短针毛£

被毛特征 * 针绒毛分布均匀一致£… 被毛丰厚灵活£… … … … 光泽较强£…

针毛平齐£… … … … … … 毛峰挺直£… … … … … … 绒毛细£

形态特征

头型 * 大£… … … … 小£… … … …

方正£… … … 三角£… … … 其他… … … … …

眼睛颜色 黑色£… … … 红色£… … … 棕黄色£… … 其他… … … … …

鼻镜颜色 粉红色£… … 黑褐色£… … 其他… … … … …

颈部 * 粗£… … … … 细£… … … …

长£… … … … 短£… … … … 其他… … … … …

体躯 * 方型£… … … 长方型£

背平£… … … 背凹£… … … 其他… … … … …

体况 极瘦£… … … 瘦£… … … … 修长£… … … 胖£… … … 极胖£… … … 其他… … … … …

四肢 * 粗£… … … … 细£… … … …

腿高£… … … 腿矮£… … … 其他… … … … …

尾 *

短£… … … … 适中£… … … 长£… … …

粗£… … … … 适中£… … … 细£

尾毛蓬松£… … … … … … 尾毛不蓬松£

睾丸发育情况 正常£… … … 中等£… … … 差£… … … … 其他… … … … …

乳房发育情况 良好£… … … 中等£… … … 差£… … … … 其他… … … … …

综合描述

注：标 * 号为多选项。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276 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操作手册（第二册）

表 2-2　狐（貉）体型外貌群体特征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户）名：…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名称：… … ………… … … … … … … … 调查群体数：… … … … 成年公：… … … … 成年母：… … …

被毛特征

被毛颜色
红色£… … … … … 银黑色£… … … … … 蓝色£… … … … … 白色£

银霜£… … … … … 金岛色£… … … … … 蓝霜£… … … … … 其他… … … … …

针毛 长针毛£… … … … 适中£… … … … … … 短£… … … … … … 其他… … … … …

被毛性状 * 针绒毛分布均匀一致£… … … … 被毛丰厚灵活□… … … … 光泽较强□…

针毛平齐□… … … … … … … … … 毛峰挺直□… … … … … … 绒毛细□

形态特征

头型 * 大□… … … … … … 小□… … … …

方正□… … … … … 三角□… … … … 其他… … … … …

眼睛颜色 黑色□… … … … … 蓝色□… … … … … 鸳鸯眼□… … … … … 其他… … … … …

耳朵形状 直立□… … … … … 宽圆□… … … … … 其他… … … … …

吻 长尖□… … … … … 短宽□… … … … … 其他… … … … …

鼻镜颜色 粉红色□… … … … 黑褐色□… … … … 其他… … … … …

颈部 * 粗□… … … … … … 细□… … … …

长□… … … … … … 短□… … … … … … 其他… … … … …

体躯 * 方型□… … … … … 长方型□… …

背平□… … … … … 背凹□… … … … … 其他… … … … …

体况 极瘦□… … … 瘦□… … … … 修长□… … … 胖□… … … … 极胖□… … 其他… … … … …

四肢 * 粗□… … … … … … 细□… … … …

腿高□… … … … … 腿矮□… … … … … 其他… … … … …

尾 *

短□… … … … … … 适中□… … … … … 长□… … …

粗□… … … … … … 适中□… … … … … 细□…

尾毛蓬松□… … … 尾毛不蓬松□

尾尖 *

白□… … 灰□… … 灰白□… … 黄□… … … 黄白□… … … 黑□… … 其他… … … …

颜色宽□… … … … 颜色窄□… … … … 颜色适中□… … 其他… … … …

圆柱状□… … … … 圆锥状□… … … … 其他… … … …

睾丸发育情况 正常□… … … … … 中等□… … … … … 差□… … … … … … 其他… … … … …

乳房发育情况 良好□… … … … … 中等□… … … … … 差□… … … … … … 其他… … … … …

综合描述

注：标 * 号为多选项。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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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水貂（狐、貉）繁殖性能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户）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联系方式：… … … … … … ………

品种名称：… … … … … … … … … … … …

母畜

性成熟月龄 受配月龄

留种母畜数（只） 参配母畜数（只）

妊娠期（d） 产仔母畜数（只）

产仔日期 窝重（g）

窝产仔数（只） 窝产活仔数（只）

断奶成活数（只） 取皮成活数（只）

利用年限（a） 配种方式

本交□

人工授精□

公畜

留种公畜数（只） 参配公畜数（只）

种公畜利用率（%） 利用年限（a）

本交…□

公母交配比例

本交次数

人工授精…□

采精公畜数（只）

采精次数

采精量（mL）

精子活力

精子密度（亿个 /mL）

每只公畜精液输精母

畜数（只）

注：测定数据用“平均值 ± 标准差”记录。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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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水貂（狐、貉）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户）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拍摄人：… … … … … … … … … … 电话：… … … … … … … … … …

成年公照片 1 成年公照片 2

成年母照片 1 成年母照片 2

特征照片 1 特征照片 2

群体照片 1

（水貂不拍群体照片）

群体照片 2

（水貂不拍群体照片）

视频资料 1 视频资料 2

拍照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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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貂（狐、貉）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填表说明

一、水貂（狐、貉）遗传资源概况表

此表由该品种分布地的省级普查机构组织有关专家填写。

1. 品种名称… 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和《中国畜禽遗

传资源志… 特种畜禽志》填写，新发现的水貂（狐、貉）遗传资源和新培育的水貂

（狐、貉）品种按有关规定填写。

2. 其他名称… 填写该品种的曾用名、俗名等。

3. 品种类型… 根据《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填写地方品

种、培育品种或引入品种。

4.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根据品种类型填写。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及形成

历史；培育品种填写培育单位及育种过程、审定时间、证书编号；引入品种填写

主要的输出国家以及引种历史等。

5. 中心产区… 该品种在本省的主要分布区域，且存栏量占本省该品种存栏量

的 20% 以上。可填写至县级。

6. 分布区域… 按照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

7. 群体数量及种公、种母… 根据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从全国畜禽遗传资源

信息系统里导出。种公是指群体数量中计划当年年底留作种用的公畜数量；种母

是指群体数量中计划当年年底留作种用的母畜数量。

8. 自然生态条件… 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分布在原产地之外

的地方品种和培育品种、引入品种填写中心产区的自然生态条件。

（1）地貌… 在山地、盆地、丘陵、平原、高原中选择，可多选。

（2）海拔… 产区范围内的海拔高度，单位为米（m）。如：××～××m。

（3）经纬度… 产区范围，东经 ××°××′…—××°××′ ；北纬 ××°××′…—
××°××′。

（4）气候类型… 在热带雨林气候、热带草原气候、热带季风气候、热带沙漠

气候、亚热带季风和湿润气候、地中海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亚寒带针叶林气候、高原山地气候中选择，可多选。

（5）气温… 单位为摄氏度（℃）。

（6）年降水量… 正常年年均降水量，单位为毫米（mm）。

（7）无霜期… 年均总天数；时间：××—×× 月。

（8）水源土质… 产区流经的主要河流等。

（9）耕地、农作物种类及生产情况。

（10）当地动物性饲料。

9. 消长形势… 描述近 15 年数量规模变化，品质性能变化，以及遗传多样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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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情况。

10. 分子生物学测定… 该品种是否进行过生化或分子遗传学相关测定，如有，

需要填写测定单位、测定时间和行业公认的代表性结果；如没有可填写无。

11. 品种评价… 填写该品种遗传特点、优异特性、可供研究开发利用的主要

方向。

12. 资源保护情况… 填写该品种是否制订保种和利用计划，是否设有保护区、

保种场，如有，需要填写具体情况，包括保种场（保护区）名称、级别、群体数

量。填写是否建立了品种登记制度，如有，需要填写开始时间和负责单位。

13. 开发利用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纯繁生产、杂交利用、新品种（系）培育、

品种标准（注明标准号），以及产品开发、品牌创建、农产品地理标志等。

14. 饲养管理情况… 填写管理难易程度、饲料组成、饲养方式，如庭院式养

殖、合作社养殖、集约化养殖等。说明本品种是否有特殊的饲养、繁殖方式，介

绍传统的饲养方式和目前的饲养方式。

15. 疫病情况… 填写调查该品种中心产区的流行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发生情

况，以及该品种易感和抗病情况。

二、水貂（狐、貉）体型外貌群体特征表

（一）该表为群体特征调查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养殖场和有关专家填写。

（二）标 * 号为多选项。

（三）填写成年（9 月龄及以上）个体的群体特征。

（四）调查成年个体 60 只以上，公母各半，并注明观测群体数量。

（五）被毛特征、形态特征按观测实际情况填写。综合描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被毛特征、形态特征、生殖系统等。

三、水貂（狐、貉）体尺体重和生长发育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和（或）调查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养殖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初生、45 日龄、3 月龄、6 月龄和 9 月龄的体重和体长为必填项，11 月

龄体重和体长为选填项。

（三）每个阶段需调查测定 60 只以上，公母各半。

（四）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五）具体填写事项。

1. 同窝仔数… 指包括该个体在内的初生时的窝产仔总数（只）。

2. 初生窝重… 一只母畜产下全部仔畜的当天窝仔畜的总重量（g）。

3. 仔畜初生重… 指初生窝重除以窝仔畜数（g…/ 只）。

4. 体重… 指早饲前空腹状态下的活体重量（g）。

测定时，用电子秤称量串貂笼重量，再称量串貂笼和水貂（狐、貉）的总重

量。体重（g）=［笼 + 水貂（狐、貉）］重（g）- 笼重（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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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体长… 指伸直状态下鼻端到尾根的直线距离（cm）。

测定时，使水貂（狐、貉）伸直，用直尺量取鼻端到尾根（坐骨端）的直线距

离，即为体长（cm）。

四、水貂（狐、貉）被毛品质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养殖场和有关专家填写。

（二）随机选取公、母水貂（狐、貉）季节皮各 30 张以上。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具体填写事项。

1. 毛样采集… 用铁网（1cm×1cm）分别在背中部、腹中部、臀部和十字部选

取 1cm2 的被毛紧贴表皮剪下，将毛样按每只水貂（狐、貉）的编号和不同部位分

类放入封口袋中待测。

2. 针（绒）毛细度… 指每根针（绒）毛中间部位的围度（μm）。
用眼科镊子夹取针（绒）毛的一端放在数显外径千分尺的测量杆部位，测其中

间部位的围度（μm）。每个部位各测量 30 根以上。该部位的针（绒）毛长度以平

均值表示。

3. 针（绒）毛长度… 指自然伸直状态下的针（绒）毛，从毛根到毛尖的长度

（mm）。

将毛样置于湿润的载玻片上，使其自然伸直，用刻度尺测量毛根到毛尖的长

度（mm）。每个部位各测量 30 根以上。该部位的针（绒）毛长度以平均值表示。

4. 针绒毛长度比… 指针毛长度与绒毛长度的比值；即：针毛长度（mm）/ 绒毛

长度（mm）。

5. 被毛密度… 指单位毛皮面积内针毛和绒毛的总数量（根 /cm2）。

用电子天平准确称量背中部的毛样重量，记录数据 M；随机选取毛样的 1/5…～…1/10

作为分析样本称重，记录数据 m1；用眼科镊子和放大镜逐根数出分析样本毛纤维

数量，记录数据 W1；根据 2 份毛样的重量关系，计算出被毛密度 W。

W（根 /cm2）= W1×M/m1×S
W1：分析样本毛纤维数量（根）；M：毛样重量（mg）；m1：分析样本重量（mg）；

S：取样面积（1cm2）

以背中部被毛密度的平均值代表全身被毛密度。

此外，被毛密度的测定也可采用扫描电镜法测定，即取备检皮张，在背部 1/2

处剪取 1cm2 毛皮样品，将毛绒刮干净，做成石蜡切片，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测定

毛束的数量及毛束内针毛（绒毛）的数量，计算出 1cm2 针毛（绒毛）的数量，单

位为万根 /cm2。

6. 皮张长度… 指剥取的水貂（狐、貉）季节皮从鼻尖至尾根的长度（cm）。

测定时，处死水貂（狐、貉）剥取皮张后上楦（必须使用标准楦板）固定，用

直尺量取鼻端到尾根的直线距离，即为皮张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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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貂（狐、貉）繁殖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群体调查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三）此表中的指标应填写平均值 ± 标准差。

（四）具体填写事项

1. 留种母畜数… 上一年年底留种母畜数量（只）。

2. 参配母畜数　指留种母畜中实际接受交配的母畜数量（只）。

3. 妊娠期… 产仔日期与交配日期的差值（d）；即：妊娠期（d）= 产出仔畜的

日期 - 最后一次成功交配日期。

4. 产仔母畜数… 指留种母畜中实际产仔的母畜数量（只）。

5. 产仔日期　指产出仔畜的日期（年月日）。应填写范围。

6. 窝重　窝产仔总重量（g）。

7. 窝产仔数… 指一窝仔畜的总数量（包括死胎、畸形胎等在内）（只）。

8. 窝产活仔数… 产下的一窝仔畜中活的仔畜数量（只）。

9. 断奶成活数… 指一窝仔畜中断奶分窝时活的仔畜数量（只）。

10. 取皮成活数… 指一窝仔畜中到屠宰取皮时的数量（只）。

11. 配种方式… 指本交或人工授精。

12. 本交… 指自然交配。

13. 人工授精… 用器械采取公畜的精液，再用器械将精液注入发情母畜生殖道

内的配种方法。

14. 利用年限… 指公畜或母畜具备种用价值的年数。

15. 留种公畜数… 上一年年底留种公畜数量（只）。

16. 参配公畜数… 指留种公畜中实际参加交配的公畜数量（只）。

17. 公母交配比例… 指参配公畜数与参配母畜数之比。例：参配公畜 40 只，

参配母畜 120 只，公母交配比例即为 1…∶ 3。

18. 公畜配种次数… 指在一个繁殖季节里公畜交配的总次数（次）。

19. 种公畜利用率… 指参配公畜数与留种公畜数之比（%）；即：参配公畜数 /

留种公畜数…×100%。

20. 采精公畜数… 指留种公畜中实际采精的公畜数量（只）。

21. 采精次数… 指在一个繁殖季节里，采精公畜采精总次数与采精公畜总数之

比（次 / 只）；即：采精总次数 / 采精公畜数。

22. 采精量… 指在一个繁殖季节里，采精公畜的采精总量与采精次数之比

（mL）；即：采精总量 / 采精次数［mL/（只·次）］。

测定时，于室温 18 ～ 25℃条件下，采用按摩法采集狐或貉精液，待射出乳白

色精液后用集精杯收集精液，读取精液量（mL）。隔天采精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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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精子活力… 指精液中呈直线前进运动的精子数占精子总数的百分比。可用

精子密度仪直接测定，或用显微镜镜检法评定。

显微镜镜检法评定：在普通载玻片上滴一滴精液，然后用盖玻片均匀覆盖整

个液面，做成压片镜检；在 400 ～ 600 倍带有恒温加热板（33 ～ 37℃）的显微镜

下进行目测评定；观察 3 ～ 5 个视野，观测总精子数不少于 200 个；采用 0 ～ 1.0

的 10 级评分标准对精液样品中前进运动精子所占百分率进行测定；100% 直线前

进运动者为 1.0 分，即精子活力 1.0，90% 直线前进运动者为 0.9 分，即精子活力

0.9，以此类推。

24. 精子密度… 指单位体积内精液中所含的精子总数。用血细胞计算法测定或

用精子密度估测法，有条件的也可以用精子分析仪测定。

（1）血细胞计数法… 用 1mL 细管吸取 3%…NaCl 溶液 0.2mL 或 2mL 注入小试管

内；根据稀释倍数要求，用血吸管吸取并弃去 10µL 或 20µL 的 3%…NaCl 溶液（或

稀释液）；再用血吸管吸取被检精液 10µL, 注入小试管内摇匀；取一滴稀释后精液

滴于计算板上的盖玻片边缘，使精液渗入计算室内，充满其中，不得有气泡；在

400 ～ 600 倍显微镜下统计出四角及中央计算室的 5 个中方格内的精子数；对于头

部压边界线的精子应遵循…“数上不数下，数左不数右”的原则。

计算公式：精子密度（1mL 原精内的精子数）=5 个中方格内的精子数 ×…

50…000× 被检精液稀释倍数

（2）精子密度估测法… 在 400 ～ 600 倍显微镜下根据精子的稠密程度及其分

布，将精子密度分为密、中、稀三级。

密：整个视野内充满精子几乎看不到空隙，很难见到单个精子活动，密度在

10 亿 /mL 左右。

中：视野内精子之间有相当于一个精子长度的明显空隙，可见单个精子的活

动，密度在 3 亿～ 5 亿 /mL。

稀：视野内精子之间的空隙大于 3 个以上精子的长度，甚至可查清所有精子

数，密度在 2 亿 /mL 以下。

“0”代表在整个视野中未发现精子。

25. 每只公畜精液输精母畜数… 指在一个繁殖季节里，采精公畜的采精总量与

每只母畜被输精总量之比（只）；即：采精总量 / 每只母畜被输精总量。

六、水貂（狐、貉）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一）照片用数码相机拍摄，图像的精度 800 万像素以上，照片大小在 1.2MB

以上。

（二）以 .jpg 格式保存，不对照片进行编辑。

（三）照片正面不携带年月日等其他信息。

（四）个体照片文件用“品种名称 + 年龄 + 性别 + 顺序号”命名，群体照片

用“品种名称 + 群体 + 顺序号”命名，同时附相关 word 文档，对每张照片的品



286 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操作手册（第二册）

种名称、年龄、性别、拍摄日期、拍摄者姓名、饲养者名称及拍摄地点等进行详

细说明。

（五）每个品种要有成年公、成年母标准照片，并提供原生态群体照片各 2 张

（水貂不需要群体照片）。

（六）拍摄能反映品种特征的公、母个体照片，能反映所处生态环境的群体照

片（水貂不需要群体照片）。

（七）视频资料要能反映品种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群体概貌、品种特征、饲

养方式等。

视频格式：每个视频时长不超过 5min，尽量在 3min 以内（大小不超过

80MB）。视频格式应为 MP4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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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表 1  鹿遗传资源概况表

省级普查机构：… … …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其他名称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 … 培育品种£… … … 引入品种£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中心产区

分布区域

群体数量（头） 其中

上锯公鹿（头）

能繁母鹿（头）

自

然

生

态

条

件

地貌、海拔与经

纬度

气候类型

气温 年最高 年最低 年平均

年降水量

无霜期

水源土质

耕地及草地面积

主要农作物、饲

草料种类及生产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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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长形势

分子生物学测定

品种评价

资源保护情况

开发利用情况

饲养管理情况

疫病情况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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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鹿体型外貌个体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 　性别：公£… 　母£… 　个体号：… … … … …

夏

毛

体侧毛

毛色：棕红色£…赤红色£…棕黄色£…灰色£…灰褐色£…白色£…其他

白斑：无£…

　　　有£*：大£…小£；密£…疏£；明显£…不明显£；整齐£…不整齐£

臀斑

形状：圆形£… 心形£… 桃形£… 其他

内圈：白色£… 黄色£… 橙色£… 其他

边圈 *：完整£…不完整£；黑色£…黄色£…白色£…其他

喉斑
无£…

有£*：大£…小£；明显£…不明显£；…白色£… 褐色£…其他

尾毛

背面 *：黑色£…黑棕色£…黑褐色£…黄白色£…黄色£…其他

腹面：白色£… 黄色£… … 其他… …

尾尖 *：黑色□…黄色□…其他（… … ）

背线

无£

有£*：颈部-尾部£…颈部 -腰部£；间断£…连续£；黑色£…棕色£；…浅£…深£

　　　…浅黑□…灰黑□…其他（… … ）

茸
茸色 红黄£… 红褐£… 黄褐£… 红£… 黑褐£… 灰棕£… 其他…
形状 正形£… 畸形£

茸毛 * 密£… … 疏£；… … 长£… 短£

头

部

头型 方形£… 楔形£… … 其他
额 * 宽£… … 中£… … 窄£；… … … … 凸£… … 平£… … 凹£…
鼻 隆起£… 直£… … 凹陷£…
耳 * 大£… … 小£；… … 直立£…下垂£

眼
泪窝：明显£… … 不明显£

眼球：黄色£… … 白色£… 蓝色£… 黑色£… 其他
角柄 * 粗£… … 细£；… 圆£… … 不圆£；… … 高£… 低£

唇部 下唇黑斑：有£…无£

颈部 * 粗£… … 细£；… … … … 长£… … 短£

体

躯

肩 肩峰：有£　　无£

胸 * 宽£… … 中£… … 窄£；… 深£… … 中£… … 浅£

背腰 * 凸£… … 平£… … 凹£；… 长£… … 中£… … 短£…
腹部 * 松弛£… … 紧凑£；… … 下垂£… … 平直£…
臀部 * 丰满£… … 欠丰满£；… 圆£… … … 不圆£

四

肢

前后肢 * 粗£　细£；… … … … … 长£… … … 短£

蹄 * 端正£… … 不端正£；… 大£… … … 小£

尾 长£… … … 中£… … … … 短£

睾丸发育情况
乳房发育情况

其他特征

注：标 * 号为多选项。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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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鹿体型外貌群体特征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名：… …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联系方式：…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 … 调查群体数：… … … 公鹿：… … … 母鹿：… … …

被毛描述

体型外貌特征

描述

鹿茸描述

外生殖器官描述

其他典型特征

描述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291鹿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表
4 

鹿
体
尺
体
重
和
生
长
发
育
性
能
登
记
表

地
点

：…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

…
…

乡
（
镇
）　

…
…

…
…

…
…

　
…

村

场
（
户
）

名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

：…
…

…
…

…
…

…
…

…
联

系
方

式
：…

…
…

…
…

…
…

…
…

…
……

…
…

…
…

品
种

（
类

群
）

名
称

：…
…

…
…

…
…

…
…

…
…

…
…

…
…

性
别

：
公
£

…
…

母
£

…

序
号

个
体

号
月

龄
体

重

（
kg
）

体
斜

长

（
cm

）

体
高

（
cm

）

头
长

（
cm

）

胸
围

（
cm

）

胸
深

（
cm

）

额
宽

（
cm

）

角
柄

距

（
cm

）

管
围

（
cm

）

尾
长

（
cm

）

平
均

值
±

标
准

差

注
：

初
生

、
3
月

龄
、

6
月

龄
、

18
月

龄
和

48
月

龄
以

上
成

年
个

体
应

分
别

测
定

，
每

个
阶

段
需

抽
测

20
头

及
以

上
（
妊

娠
期

和
哺

乳
期

的
母

鹿
除

外
），

公
母

各
半

。

填
表

人
（
签

字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
…

年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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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鹿
屠
宰
性
能
登
记
表

地
点

：…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

…
…

乡
（
镇
）　

…
…

…
…

　
…

…
…

村

场
（
户
）

名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

：…
…

…
…

…
…

　
　

…
…

…
联

系
方

式
：…

…
…

…
…

…
…

…
…

…
………

…
…

…
…

…
…

品
种

（
类

群
）

名
称

：…
…

…
…

…
…

…
…

…
…

…
…

…
…

…
…

性
别

：
公

… £
…

…
…

…
母

… £
…

序
号

个
体

号
月

龄
宰

前
活

重

（
kg
）

胴
体

重

（
kg
）

净
肉

重

（
kg
）

骨
重

（
kg
）

屠
宰

率

（
%
）

净
肉

率

（
%
）

骨
肉

比

平
均

值
±

标
准

差

填
表

人
（
签

字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
…

年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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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鹿
产
茸
性
能
登
记
表

地
点

：…
…

…
…

…
…

省
（
区

、
市
）　

…
…

…
…

…
…

市
（
州

、
盟
）　

…
…

…
…

…
…

县
（
区

、
市

、
旗
）　

…
…

…
…

…
…

乡
（
镇
）　

…
…

…
…

…
…

　
…

村

场
（
户
）

名
：…

…
…

…
…

…
…

…
…

…
…

…
…

…
…

…
…

…
联

系
人

：…
…

…
…

　
…

…
…

…
…

联
系

方
式

：…
…

…
…

…
…

…
…

…
…

…
…

…
…

…
…

………
…

品
种

（
类

群
）

名
称

：…
…

…
…

…
…

…
…

…
…

…
…

…

序
号

个
体

号
锯

别
冒

桃

月
龄

脱
盘

日
期

头
茬

茸
再

生
茸

锯
茸

日
期

茸
型

鲜
茸

重

（
kg
）

主
干

长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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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干

围
度

（
cm

）
锯

茸

日
期

茸
型

鲜
茸

重

（
kg
）

左
右

左
右

平
均

值
±

标
准

差

填
表

人
（
签

字
）：

…
…

…
…

…
…

…
…

…
电

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

…
…

年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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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鹿繁殖性能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户）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品种（类群）名称：… … … … … … … … …

母鹿

性成熟月龄

初配月龄

繁殖季节

利用年限（a）

发情周期 *（d）

妊娠期 *（d）

产仔率（%）

双胎率（%）

繁殖成活率（%）

公鹿

性成熟月龄

初配月龄

繁殖季节

利用年限（a）

配种

方式

本交…£ 配种数（头）

人工

授精

£

采精次数（次）

采精量（mL）

精子密度（亿个 /mL）

精子活力

注：标 * 号的项所测数据用“平均值 ± 标准差”记录。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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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鹿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户）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

拍摄人：… … … … … … … … … … 电话：… … … … … … … … … …

成年公鹿照片 1 成年公鹿照片 2

成年母鹿照片 1 成年母鹿照片 2

群体照片 1 群体照片 2

视频资料 1 视频资料 2

拍照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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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填表说明

一、鹿遗传资源概况表

此表由该品种分布地的省级普查机构组织有关专家填写。

1. 品种（类群）名称… 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和《中

国畜禽遗传资源志…特种畜禽志》填写，新发现的鹿遗传资源和新培育的鹿品种按

有关规定填写。

2. 其他名称… 填写该品种的曾用名、俗名等。

3. 品种类型… 根据《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 年版）》填写地方品

种、培育品种或引入品种。

4.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根据品种类型填写。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及形成

历史；培育品种填写培育单位及育种过程、审定时间、证书编号；引入品种填写

主要的输出国家以及引种历史等。

5. 中心产区… 该品种在本省的主要分布区域，且存栏量占本省该品种存栏量

的 20% 以上。可填写至县级。

6. 分布区域… 按照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

7. 群体数量及上锯公鹿、能繁母鹿… 根据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从全国畜禽

遗传资源信息系统里导出。

8. 自然生态条件… 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分布在原产地之外

的地方品种和培育品种、引入品种填写中心产区的自然生态条件。

（1）地貌… 在山地、盆地、丘陵、平原、高原中选择，可多选。

（2）海拔… 产区范围内的海拔高度，单位为米（m）。如：××～××m。

（3）经纬度… 产区范围，东经 ××°××′…—××°××′ ；北纬 ××°××′…—
××°××′。

（4）气候类型… 在热带雨林气候、热带草原气候、热带季风气候、热带沙漠

气候、亚热带季风和湿润气候、地中海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亚寒带针叶林气候、高原山地气候中选择，可多选。

（5）气温… 单位为摄氏度（℃）。

（6）年降水量… 正常年年均降水量，单位为毫米（mm）。

（7）无霜期… 年均总天数；时间：××—×× 月。

（8）水源土质… 产区流经的主要河流等。

（9）耕地及草地面积。

（10）主要农作物、饲草料种类及生产情况。

9. 消长形势… 描述近 15 年数量规模变化，品质性能变化，以及遗传多样性变

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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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子生物学测定… 该品种是否进行过生化或分子遗传学相关测定，如有，

需要填写测定单位、测定时间和行业公认的代表性结果，如没有可填写无。

11. 品种评价… 填写该品种遗传特点、优异特性、可供研究开发利用的主要

方向。

12. 资源保护情况… 填写该品种是否制定保种和利用计划，是否设有保护区、

保种场，如有，需要填写具体情况，包括保种场（保护区）名称、级别、群体数

量。填写是否建立了品种登记制度，如有，需要填写开始时间和负责单位。

13. 开发利用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纯繁生产、杂交利用、新品种（系）培育、

品种标准（注明标准号），以及产品开发、品牌创建、农产品地理标志等。

14. 饲养管理情况… 填写管理难易程度、饲料组成、饲养方式。说明本品种是

否有特殊的饲养、繁殖方式，介绍传统的饲养方式和目前的饲养方式。

15. 疫病情况… 填写调查该品种原产地或中心产区的流行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发生情况，以及该品种易感和抗病情况。

二、鹿体型外貌个体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鹿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测定 48 月龄以上的成年个体（妊娠期和哺乳期的母鹿除外）60 头及以上，

公母各半。…

（三）被毛特征应填写夏季的成年鹿的被毛特征。

三、鹿体型外貌群体特征表

（一）该表为群体特征调查汇总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鹿场）和

有关专家基于但不限于外貌个体登记表，结合《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特种畜禽

志》和实际情况填写。

（二）被毛描述包括夏毛、臀斑、尾毛、背线等，填写该品种毛色类型及占比。

例如，某品种毛色以棕红色毛为主，其次为棕黄色毛等毛色；据调查统计，棕红

色毛占 46%，棕黄色毛占 35%，其他毛色占 19%。

（三）体型外貌特征描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头、颈、躯干、四肢、尾等。

（四）外生殖器官和鹿茸描述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四、鹿体尺体重和生长发育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鹿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调查测定初生、3 月龄、6 月龄、18 月龄和 48 月龄以上成年个体的体尺

和体重。

（三）每个阶段需调查测定 20 头及以上（妊娠期和哺乳期的母鹿除外），公母

各半。

（四）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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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具体填写事项

1. 体重… 指早饲前空腹状态下的重量。

2. 体斜长… 肩端前缘到臀端的直线距离。可用测杖测量。

3. 体高　指肩胛顶点至地面的垂直高度。可用测杖测量。

4. 头长… 指额顶至鼻镜上缘的直线距离。可用圆形测定器测量。

5. 胸围… 指沿肩胛后缘垂直绕胸部的圆周长度。可用软尺测量。

6. 胸深… 鬐甲最高点至胸下缘直线距离。可用测杖测量。

7. 额宽… 指额的最大宽度，即两眼眶外侧缘间的直线距离。可用圆形测定器

测量。

8. 角柄距… 指贴近额骨量取的左右角柄中心间的直线距离；或左右角柄内侧

最短与外侧最大距离的平均值。可用圆形测定器测量。

9. 管围… 指左前肢管部上 1/3 最细处的围径。可用软尺测量。

10. 尾长… 从第 1 尾椎前缘到尾端（不含尾毛）的距离。可用软尺测量。

五、鹿屠宰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鹿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测定年龄相近的成年个体（妊娠期和哺乳期个体除外），10 头及以上，公

母各半。…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具体填写事项

1. 宰前活重… 指禁食 24…h 后临宰时的体重。可用地秤称量。

2. 胴体重… 屠宰放血后，去掉腕附关节以下的四肢、头、尾、生殖器官及周

围脂肪、皮及内脏，冷凉后的重量。可用电子台秤称量。

3. 净肉重… 指胴体剔掉骨骼的重量。可用电子台秤称量。

4. 屠宰率… 胴体重占宰前活重的百分率。

5. 净肉率… 净肉重占宰前活重的百分率。

6. 骨重… 胴体的全部骨骼重。

7. 骨肉比… 骨重与净肉重之比。

六、鹿产茸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鹿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梅花鹿测定 5 锯三杈茸，马鹿测定 6 锯四杈茸，各 15 头及以上。

（三）所有测量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四）具体填写事项

1. 冒桃月龄… 幼鹿发育到开始生茸冒桃时的月龄。

2. 脱盘日期… 脱掉角盘的时间（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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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头茬茸… 生茸季节第一次锯取的茸。

4. 再生茸… 成年公鹿当年第二次收获的鹿茸。

5. 锯茸日期… 锯取鹿茸的时间（年、月、日）。

6. 茸型… 一般分毛桃、莲花、二杠、三杈、四杈、多枝、怪角、畸形等。如

茸型特殊可单独描述记录。

7. 鲜茸重… 鹿茸从公鹿头部锯下当时所称得的重量。

8. 主干长度… 指锯口边缘至鹿茸顶端的自然长度。可用软尺沿鹿茸主干后侧

测量。

9. 主干围度… 也称茸围度。梅花鹿茸主干围度指主干中部最细部的围度；马

鹿鹿茸主干围度指冰枝与中枝间主干最细部的围度。

七、鹿繁殖性能登记表

（一）该表为群体调查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种鹿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二）此表中的指标应填写范围值。

（三）具体填写事项

1. 性成熟月龄… 母鹿是指幼鹿发育到发情排卵时的月龄，公鹿是指幼鹿发育

到发情可以配种或可产生精子时的月龄。

2. 初配月龄… 指性成熟后首次参加配种的月龄。

3. 繁殖季节… 指成年鹿自然状态下正常发情配种繁殖所处季节的起止日期。

4. 利用年限… 种公鹿（种母鹿）配种繁殖的可利用年数。

5. 产仔率… 产仔母鹿数占参配母鹿数的百分比。

6. 双胎率… 产双胎的母鹿数占本年度分娩母鹿总数的百分率。

7. 发情周期… 鹿自然状态下上次发情至下次发情（或上次排卵至下次排卵）的

时间间隔。

8. 繁殖成活率… 本年度末成活的仔鹿数占上年度终能繁母鹿数的百分比。

9. 配种数… 指一个繁殖季节种公鹿通过本交所配母鹿的平均数量。

10. 采精次数… 指一个繁殖季节采精公鹿有效的平均采精次数。

11. 采精量… 指一个繁殖季节采精种公鹿有效的平均采精量。集精杯带刻度时

采精后可直接读取，集精杯无刻度时可用 2mL 注射器将精液吸入后测定。

12. 精子密度… 指单位体积内精液中所含的精子总数。用血细胞计算法测定或

用精子密度估测法，有条件的也可以用精子分析仪测定。

（1）血细胞计数法… 用 1mL 细管吸取 3%…NaCl 溶液 0.2mL 或 2mL 注入小试管

内；根据稀释倍数要求，用血吸管吸取并弃去 10µL 或 20µL 的 3%…NaCl 溶液（或

稀释液）；再用血吸管吸取被检精液 10µL，注入小试管内摇匀；取一滴稀释后精液

滴于计算板上的盖玻片边缘，使精液渗入计算室内，充满其中，不得有气泡；在

400…～…600 倍显微镜下统计出四角及中央计算室的 5 个中方格内的精子数；对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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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压边界线的精子应遵循“数上不数下，数左不数右”的原则。

计算公式：精子密度（1mL 原精内的精子数）=5 个中方格内的精子数…× 

50…000× 被检精液稀释倍数

（2）精子密度估测法　在 400…～…600 倍显微镜下根据精子的稠密程度及其分

布，将精子密度分为密、中、稀三级。

密：整个视野内充满精子几乎看不到空隙，很难见到单个精子活动，密度在

10 亿 /mL 左右。

中：视野内精子之间有相当于一个精子长度的明显空隙，可见单个精子的活

动，密度在 3 亿～ 5 亿 /mL。

稀：视野内精子之间的空隙大于 3 个以上精子的长度，甚至可查清所有精子

数，密度在 2 亿 /mL 以下。

“0”：代表在整个视野中未发现精子。

13. 精子活力… 指精液中呈直线前进运动的精子数占精子总数的百分比。可用

精子密度仪直接测定，或用显微镜镜检法评定。

显微镜镜检法评定：在普通载玻片上滴一滴精液，然后用盖玻片均匀覆盖整

个液面，做成压片镜检；在 400…～…600 倍带有恒温加热板（33…～…37℃）的显微镜

下进行目测评定；观察 3 ～ 5 个视野，观测总精子数不少于 200 个；采用 0…～…1.0

的 10 级评分标准对精液样品中前进运动精子所占百分率进行测定；100% 直线前

进运动者为 1.0 分，即精子活力 1.0，90% 直线前进运动者为 0.9 分，即精子活力

0.9，以此类推。

八、鹿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一）照片用数码相机拍摄，图像的精度 800 万像素以上，照片大小在 1.2MB

以上。

（二）以 .jpg 格式保存，不对照片进行编辑。

（三）照片正面不携带年月日等其他信息。

（四）个体照片文件用“品种名称 + 年龄 + 性别 + 顺序号”命名，群体照片

用“品种名称 + 群体 + 顺序号”命名，同时附相关 word 文档，对每张照片的品

种名称、年龄、性别、拍摄日期、拍摄者姓名、饲养畜主或法人代表名称及拍摄

地点等进行详细说明。

（五）每个品种要有成年公、成年母标准照片，并提供原生态群体照片各 2 张。

（六）拍摄能反映品种特征的公、母个体照片，能反映所处生态环境的群体照片。

（七）视频资料要能反映品种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群体概貌、品种特征、饲

养方式等。

视频格式：每个视频时长不超过 5min，尽量在 3min 以内（大小不超过

80MB）。视频格式应为 MP4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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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表 1  蜜蜂遗传资源概况表

省级普查机构：… … … … … … … … … … … … …

品种名称 其他名称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 培育品种（系、配套系）£… … 引入品种£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中心产区

分布区域

群体数量

自

然

生

态

条

件

地貌、海拔与经

纬度

气候类型

气温 年最高 年最低 年平均

年降水量

无霜期

水源土质

蜜源条件

主要植被类型

主要农作物类型

消长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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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测定

品种评价

资源保护情况

开发利用情况

饲养管理情况

疫病情况

填表人（签字）：… … 　… … … 电话：… … … 　　… … … … … ………… … … 日期：… …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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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蜜蜂形态特征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户）名：…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取样点海拔：… … … … … 　　　… … … … … … 取样点经纬度：… … … … … … 　　　………… … …

品种名称：… … … … … … … … … … … … 蜂群原编号：… … … … … … 蜂群编号：… … … … …… …

序

号
测定指标

工蜂个体编号 平均数 ±

标准差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 第四背板绒毛带宽度

2
第四背板绒毛带至背

板后缘的宽度

3 第五背板覆毛长度

4 后翅钩数

5 第二背板色度

6 第三背板色度

7 第四背板色度

8 小盾片 Sc 区色度

9 小盾片 K 区色度

10 小盾片 B 区色度

11 上唇色度

12 吻长

13 前翅长 Fl

14 前翅宽 Fb

15 前翅翅脉角 A4

16 前翅翅脉角 B4

17 前翅翅脉角 D7

18 前翅翅脉角 E9

19 前翅翅脉角 J10

20 前翅翅脉角 L13

21 前翅翅脉角 J16

22 前翅翅脉角 G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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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测定指标

工蜂个体编号 平均数 ±

标准差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23 前翅翅脉角 K19

24 前翅翅脉角 N23

25 前翅翅脉角 O26

26 肘脉 a

27 肘脉 b

28 肘脉指数

29 第三腹板长

30 第三腹板蜡镜长

31 第三腹板蜡镜斜长

32 第三腹板蜡镜间距离

33 第六腹板长

34 第六腹板宽

35 第三背板长

36 第四背板长

37 后足股节长

38 后足胫节长

39 后足基跗节长

40 后足基跗节宽

蜂

王

体色 -----------------------

体长 -----------------------

初生重 -----------------------

雄

蜂

体色 -----------------------

体长 -----------------------

初生重 -----------------------

填表人（签字）：… … 　… … … 电话：… … 　　… … … … … 　　　………… 日期：… …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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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蜜蜂形态特征汇总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户）名：…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名称：… … … … … … … … … … … …

测定指标
蜂群编号 平均数 ±

标准差1 2 3 4 5 6 7 8 9 10

工

蜂

第四背板绒毛带宽度

第四背板绒毛带至背板

后缘的宽度

第五背板覆毛长度

后翅钩数

第二背板色度

第三背板色度

第四背板色度

小盾片 Sc 区色度

小盾片 K 区色度

小盾片 B 区色度

上唇色度

吻长

前翅长 Fl

前翅宽 Fb

前翅翅脉角 A4

前翅翅脉角 B4

前翅翅脉角 D7

前翅翅脉角 E9

前翅翅脉角 J10

前翅翅脉角 L13

前翅翅脉角 J16

前翅翅脉角 G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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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指标
蜂群编号 平均数 ±

标准差1 2 3 4 5 6 7 8 9 10

工

蜂

前翅翅脉角 K19

前翅翅脉角 N23

前翅翅脉角 O26

肘脉 a

肘脉 b

肘脉指数

第三腹板长

第三腹板蜡镜长

第三腹板蜡镜斜长

第三腹板蜡镜间距离

第六腹板长

第六腹板宽

第三背板长

第四背板长

后足股节长

后足胫节长

后足基跗节长

后足基跗节宽

蜂

王

体色

体长

初生重

雄

蜂

体色

体长

初生重

填表人（签字）：… … … 　… … 电话：… … 　　… … … … … … ………… … … 日期：… …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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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蜜蜂生产性能和生物学特性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户）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名称：… … … … … … … … … … … … …

生产性能

产蜜量［kg/（群·年）］
主要流蜜期的蜂蜜群均

产量（kg/ 群）

产浆量［kg/（群·年）］ 主要流蜜期的蜜源植物

产胶量［g/（群·年）］ 产蜡量［kg/（群·年）］

产粉量［kg/（群·年）］ 产毒量［g/（群·年）］

生物学特性

蜂王日均有效

产卵数（粒）

维持最大群势

（标准箱框数）

群势发展能力 £高… … … £中… … … £低

越冬性 £弱… … … £中… 　… £强

越夏性 £弱… … … £中… 　… £强

盗性 £弱… … … £中… 　… £强

温驯性 £好… … … £一般… … … £差

迁徙性 £弱… … … … £强

分蜂性 £弱… … … £中… 　… £强

抗病性

填表人（签字）：… 　… … … … 电话：… … 　　… … … … … … … ………… … 日期：… …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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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蜜蜂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户）名：…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工蜂照片 1

（单只，俯视图）

工蜂照片 2

（单只，俯视图）

雄蜂照片 1

（单只，俯视图）

雄蜂照片 2

（单只，俯视图）

蜂王照片 1

（单只，俯视图）

蜂王照片 2

（单只，俯视图）

群体照片 1

（蜂群内部，多只工蜂 + 蜂王 + 雄蜂）

群体照片 2

（蜂群内部，多只工蜂 + 蜂王 + 雄蜂）

蜂场照片 1

（蜂场全景）

蜂场照片 2

（蜂场全景）

生态环境照片 1 生态环境照片 2

主要蜜源植物 1

（蜂采集照片）

主要蜜源植物 2

（蜂采集照片）

视频资料 1 视频资料 2

拍照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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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填表说明

一、蜜蜂遗传资源概况表

此表由该品种分布地的省级普查机构组织有关专家填写。大蜜蜂、小蜜蜂、

黑大蜜蜂、黑小蜜蜂、无刺蜂参照蜜蜂统计。

1. 品种名称… 按《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蜜蜂志》填写，新发现的遗传资源和

新培育的品种（系、配套系）按有关规定填写。

2. 其他名称… 填写该品种的曾用名、俗名等。

3. 品种类型… 在相应项目的“□”划“√”。

4.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根据品种类型填写。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及形成

历史；培育品种（系、配套系）填写培育地、培育单位及育种过程、审定时间、证

书编号；引入品种填写主要的输出国家以及引种历史等。

5. 中心产区… 该品种在本省的主要分布区域，且饲养量占该品种在本省总量

30% 以上的区、县。可填写至县级。

6. 分布区域… 中心产区以外、饲养本蜜蜂资源的区、县。

7. 群体数量… 该品种在本省饲养的总群数。按照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

8. 自然生态条件… 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分布在原产地之外

的地方品种和培育品种、引入品种填写中心产区的自然生态条件。

（1）地貌… 在山地、盆地、丘陵、平原、高原中选择，可多选。

（2）海拔… 产区范围内的海拔高度，单位为米（m）。如：××～××m。

（3）经纬度… 产区范围，东经 ××°××′ —××°××′ ；北纬 ××°××′ —
××°××′。

（4）气候类型… 在热带雨林气候、热带草原气候、热带季风气候、热带沙漠

气候、亚热带季风和湿润气候、地中海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亚寒带针叶林气候、高原山地气候中选择，可多选。

（5）气温… 单位为摄氏度（℃）。

（6）年降水量… 正常年年均降水量，单位为毫米（mm）。

（7）无霜期… 年均总天数；时间：××—×× 月。

（8）水源土质… 产区流经的主要河流等。

（9）蜜源条件… 主要蜜源，辅助蜜源（蜜源种类、分布范围及面积、花期起

止时间）。

（10）主要植被类型… 在落叶针叶林、常绿针叶林、针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

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常绿苔藓林、常绿硬叶林、常绿阔叶林、热带雨林、

热带季雨林、热带海岸林、竹林、常绿针叶灌丛、常绿革叶灌丛、落叶阔叶灌丛、

常绿阔叶灌丛、肉刺灌丛、竹丛、温带草原、高山草原、稀树草原、草甸、疏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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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坡、温带荒漠、高山荒漠、高山冻原、高山垫状植被、高山流石堆植被、沼泽、

淡水水生植被、咸水水生植被等植被类型中选择。

（11）主要农作物类型… 主要指当地的大宗农作物。

9. 消长形势… 近 15 年数量规模变化，品质性能变化；与第二次资源普查情况

相比，当地蜜蜂遗传资源的演变规律及发展趋势。

10. 分子生物学测定… 该品种是否进行过生化或分子遗传学相关测定，如有，

需要填写测定单位、测定时间和行业公认的代表性结果；如没有可填写无。

11. 品种评价… 包括品种的遗传特点、优异特性、可供研究利用的主要方向。

12. 资源保护情况… 该品种是否制订保种和利用计划，是否设有保护区、保种

场，是否建立了品种登记制度，如有，需要填写具体情况，包括保种场（保护区）

名称、级别、群体数量。

13. 开发利用情况… 蜜蜂资源的饲养发展简史，以及传统文化、艺术、传统医

疗等利用蜜蜂及蜂产品的情况，如授粉、产浆、产蜜等。以及蜂产品的品牌创建，

农产品地理标志等。

14. 饲养管理情况… 指饲养方式（定地、转地、活框、传统饲养），蜂箱类型，

取蜜习惯，饲养要点等。

15. 疫病情况… 填写调查该品种原产地（中心产区）的主要病害及采取的防治

措施、该品种易感病和抗病情况，以及主要敌害。主要病害包括欧幼病、小蜂螨、

大蜂螨、白垩病、美幼病、中囊病等。主要敌害是指动物、鸟类、其他昆虫等

天敌。

二、蜜蜂形态特征登记表和蜜蜂形态特征汇总表

此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户）和有关专家填

写。大蜜蜂、小蜜蜂、黑大蜜蜂、黑小蜜蜂、无刺蜂参照蜜蜂测定和统计。

1. 测定数量… 每个蜂场测定 10 群蜜蜂，每群测定 15 只成年工蜂个体。表 2

与表 3 的蜂群编号要对应，表 3 每群蜂的测定指标的数值来源于表 2 的“平均数

± 标准差”。

2. 第四背板绒毛带宽度… 腹部第 4 背板上绒毛带沿体轴方向的长度，单位为

毫米（mm）。

3. 第四背板绒毛带至背板后缘的宽度… 腹部第 4 背板绒毛带后缘至背板后缘

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4. 第五背板覆毛长度… 第 5 背板覆毛长度，单位为毫米（mm）。

5. 后翅钩数… 后翅钩数，用“个”表示。

6. 第二背板色度… 第 2 背板色度，对照色型图谱用 0…～…9 数字表示。

7. 第三背板色度… 第 3 背板色度，对照色型图谱用 0…～…9 数字表示。

8. 第四背板色度… 第 4 背板色度，对照色型图谱用 0…～…9 数字表示。

9. 小盾片 Sc 区色度、小盾片 K 区色度、小盾片 B 区色度… 小盾片色泽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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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对照色型图谱，小盾片 Sc 区由深到浅分别用 0…～…8 数字表示，小盾片 K/B 区

由深到浅分别用 0…～…6 数字表示。

10. 上唇色度… 上唇色泽的等级，对照色型图谱分别用 0…～…5 数字表示。

11. 吻长… 吻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12. 前翅长… 前翅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13. 前翅宽… 前翅的宽度，单位为毫米（mm）。

14. 前翅翅脉角… 前翅翅脉间相交的角度，包括 A4、B4、D7、E9、G18、J10、

J16、K19、L13、N23 和 O26 共 11 个角。

15. 肘脉 a、肘脉 b、肘脉指数… 前翅的第二回脉将第三亚缘室的肘脉分为 a、

b 两段，这两段的长度分别为肘脉 a、肘脉 b，其比值（肘脉 a/ 肘脉 b）即为肘脉

指数。

16. 第三腹板长… 第 3 腹板沿体轴方向长度，单位为毫米（mm）。

17. 第三腹板蜡镜长… 第 3 腹板蜡镜长，单位为毫米（mm）。

18. 第三腹板蜡镜斜长… 第 3 腹板蜡镜斜长，单位为毫米（mm）。

19. 第三腹板蜡镜间距离… 第 3 腹板蜡镜之间的宽度，单位为毫米（mm）。

20. 第六腹板长… 第 6 腹板沿体轴方向长度，单位为毫米（mm）。

21. 第六腹板宽… 第 6 腹板沿体轴方向宽度，单位为毫米（mm）。

22. 第三背板长… 第 3 背板沿体轴方向长度，单位为毫米（mm）。

23. 第四背板长… 第 4 背板沿体轴方向长度，单位为毫米（mm）。

24. 后足股节长… 后足股节长，单位为毫米（mm）。

25. 后足胫节长… 后足胫节长，单位为毫米（mm）。

26. 后足基跗节长… 后足基跗节长，单位为毫米（mm）。

27. 后足基跗节宽… 后足基跗节宽，单位为毫米（mm）。

28. 体色… 蜂王，在黄色、棕色、黑色、杂色中选填；雄蜂，在黄色、黑色中

选填。

29. 体长… 蜂王和雄蜂头部至尾部末端的长度（单位：mm）；可在体式显微镜

下用测微尺测量。

30. 初生重… 出房 24h 内蜂王、雄蜂的重量，单位：g。可用天平称重。

31. 相关图示见附录。

三、蜜蜂遗传资源性能登记表

此表为群体调查和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蜂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大蜜蜂、小蜜蜂、黑大蜜蜂、黑小蜜蜂、无刺蜂参照蜜蜂统计。…

1. 产蜜量… 单位为 kg…/…（群·年），东、西蜂均需填写。每群蜂年均产蜂蜜量。

2. 主要流蜜期的蜂蜜群均产量… 单位为 kg/ 群。在主要流蜜期内每群蜂的平均

产蜜量，选择产量最高的流蜜期进行记录。

3. 主要流蜜期的蜜源植物… 在产量最高的流蜜期中，蜜蜂采集花蜜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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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浆量… 单位为 kg…/…（群·年），西蜂必填。每群蜂年均产蜂王浆量。

5. 产胶量… 单位为 kg…/…（群·年），西蜂必填。每群蜂年均产蜂胶量。

6. 产蜡量… 单位为 kg…/…（群·年），西蜂必填。每群蜂年均产蜂蜡量。

7. 产粉量… 单位为 kg…/…（群·年），西蜂必填。每群蜂年均产蜂花粉量。

8. 产毒量… 单位为 g…/…（群·年），可选项，不生产可不填。每群蜂年均产蜂

毒量。

9. 蜂王日均有效产卵数（粒）… 用有效产卵量来衡量。有效产卵量就是封盖子

（蛹）的数量。具体做法是，在蜂群繁殖期，西方蜜蜂每隔 12d 测一次，东方蜜蜂

每隔 11d 测一次。连续测量 3 次。可用方格网进行测量（西方蜜蜂用 5cm×5cm 方

格网，东方蜜蜂用 4.4cm×4.4cm 方格网），每个方格中约含有 100 个巢房。统计出

有效产卵总量，计算出平均有效日产卵量。

10. 维持最大群势… 即达到多少框蜂时发生分蜂热（标准箱框数）。

11. 越冬性… 蜂群对严冬的适应能力。在保温措施一致的情况下，强：对饲养

地区严冬的适应能力强，群势下降小（低于 30%）；中：对饲养地区严冬的适应能

力中等，群势下降中等（介于 40%… …～…50%）；弱：对饲养地区严冬的适应能力弱，

群势下降大（高于 60%）。

12. 越夏性… 蜂群对炎夏的适应能力。在越夏饲养方式一致的情况下，一般分

三级记录。强：对饲养地区酷暑天气的适应能力强，群势下降小（低于 30%）；中：

对饲养地区酷暑天气的适应能力中等，群势下降中等（介于 40%……～…50%）；弱：对

饲养地区酷暑天气的适应能力弱，群势下降大（高于 60%）。

13. 盗性… 在一般饲养管理条件下，分三级记录。弱：不产生盗蜂；中：偶尔

产生盗蜂；强：经常产生盗蜂。

14. 温驯性… 在一般饲养管理条件下，分三级记录。差：开箱检查时需要大量

使用喷烟器；一般：开箱检查时需要少量使用喷烟器；好：开箱检查时不需要使

用喷烟器。

15. 迁徙性… 东方蜜蜂填写。东方蜜蜂遇到恶劣环境时全群飞逃，另觅新巢的

习性。一般分 2 级记录：弱：在一般饲养管理条件下，不发生迁徙；强：容易发

生迁徙。

16. 分蜂性… 东方蜜蜂填写。弱：在一般饲养管理条件下，不发生分蜂热而保

持强大群势的蜂群；中：采用了控制分蜂热的措施后，能迅速恢复正常活动的蜂

群；强：容易发生分蜂热，在采用了控制分蜂热的措施后，其分蜂热不易解除的

蜂群。

17. 抗病性… 抗何病，易感何病。

四、蜜蜂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1. 每个品种拍摄工蜂、雄蜂、蜂王、群体、蜂场、生态环境和主要蜜源植物

彩照不少于 2 张，根据需要增加拍摄数量。每张照片不低于 800 万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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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蜂、雄蜂、蜂王应选择能代表本品种的个体，以白色为背景色拍摄俯视

图，每只蜂应头部向上，触角、翅膀与 3 对足自然展开，清晰可见，不被遮挡。

3. 蜂群照片中，同一张照片应至少包含蜂王和工蜂，同时尽量包含雄蜂。

4. 蜂场照片应能反映蜂箱和蜂场特点。

5. 生态环境照片应能反映当地地形地貌和植被情况。

6. 主要蜜源植物照片应选择有蜂在花上采集时拍摄。

7. 大蜜蜂、小蜜蜂、黑大蜜蜂、黑小蜜蜂、无刺蜂参照蜜蜂拍摄。

8. 图示如下。

… … … …… … … …… …

工蜂照片       雄蜂照片       蜂王照片

… …

群体照片           蜂场照片

… …

生态环境照片          主要蜜源植物

9. 视频资料要能反映品种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群体概貌、品种特征、饲养

方式等。

视频格式：每个视频时长不超过 5min，尽量在 3min 以内（大小不超过

80MB）。视频格式应为 MP4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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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蜜蜂形态特征测定相关图示

1. 第四背板绒毛带宽度、第四背板绒毛带至背板后缘的宽度、第五背板覆毛长

a
b

h

图 1　第四背板绒毛带宽度（a）、第四背板绒毛带至 

　  背板后缘的宽度（b）、第五背板覆毛长（h）

2. 蜜蜂第二、三、四背板色型图谱

0

6 7 8 9

1 2 3 4 5

图 2　蜜蜂第二、三、四背板色型

3. 蜜蜂小盾片 Sc 区、K 区和 B 区

Sc

B

K

图 3　蜜蜂小盾片 Sc 区、K 区和 B 区

扫码看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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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盾片色型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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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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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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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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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5/1

9/7

a

0

2-2

6-1

8

1-1

3

6-2

9

1-2

4

7-1

2-1

5

7-2

b

K-0

K-4

K-1

K-5

K-2

K-6

K-3

K-7

…

c



316 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操作手册（第二册）

B-2 B-3

B-5

B-4

B-6

B-1B-0

d

图 4　小盾片色型

a. 西方蜜蜂小盾片色型　b. 东方蜜蜂小盾片 Sc 区色型　…

c. 东方蜜蜂小盾片 K 区色型　d. 东方蜜蜂小盾片 B 区色型

5. 上唇

上唇
唇基

图 5　上唇

6. 上唇色型图谱

00

01

03

43

50

60

35

图 6　上唇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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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吻长

图 7　吻长

8. 前翅长、前翅宽、肘脉

a

b
FB

FL

图 8　前翅长（FL）、前翅宽（FB）、肘脉 a、肘脉 b、肘脉指数（a/b）

9. 前翅翅脉角

A
C

D

G

4

4

7
9

10
13

16
18

26

23
19 F

H

J K

M
I

BE

L

N
P

Q
R O

图 9　前翅翅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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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三腹板长、第三腹板蜡镜长、第三腹板蜡镜间距离、第三腹板蜡镜斜长

WT
WD

S3WL

图 10　第三腹板长（S3）、第三腹板蜡镜长（WL）、第三腹 

　  板蜡镜间距离（WD）、第三腹板蜡镜斜长（WT）

11. 第六腹板长、第六腹板宽

T6

L6

图 11　第六腹板长（L6）、第六腹板宽（T6）

12. 第三背板长、第四背板长

T3

T4

图 12　第三背板长（T3）、第四背板长（T4）

13. 后足股节长、后足胫节长、后足基跗节长、后足基跗节宽

ML

MT

Fe

Ti

图 13　后足股节长（Fe）、后足胫节长（Ti）、后足基跗节长（ML）、后足基跗节宽（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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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蜂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表 1  熊蜂遗传资源概况表

省级普查机构：… … … … … … … … … … … … …

品种名称 其他名称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 培育品种（系、配套系）£… … 引入品种£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中心产区

分布区域

群体数量

自

然

生

态

条

件

地貌、海拔与经

纬度

气候类型

气温 年最高 年最低 年平均

年降水量

无霜期

水源土质

蜜源条件

主要植被类型

主要农作物类型

消长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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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生物学测定

品种评价

资源保护情况

开发利用情况

饲养管理情况

疫病情况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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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熊蜂形态特征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户）名：…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名称：… … … … … … … … ……………个体编号：… … … … ……………… … … …

毛色特征

色块

编号
熊蜂背部毛色

选择

色号

1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2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3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4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5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6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7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8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9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10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11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12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13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14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15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16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17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18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19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20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21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22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23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24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25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26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27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28 ［1］灰白色，［2］黄色，［3］橙棕色，［4］橙红色，［5］深棕色，［6］橄榄色，［7］黑色



322 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操作手册（第二册）

雌蜂脸型特征

形态 特征 选择

脸型
［1］短脸型：长小于宽；［2］中短脸型：长约等于宽；

［3］长短脸型：长大小宽。

下颚

［1］下颚具有 2 个前向牙齿，后向牙齿缺失或弱化；

［2］下颚具有 2 个前向牙齿，后向牙齿分开明显；

［3］下颚具有 6 个牙齿。

下颚后向沟 ［1］下颚后向沟不明显或缺失；［2］下颚后向沟明显。

颚眼距长宽比
［1］颚眼距长宽比为 0.66 ～ 0.95 倍；

［2］颚眼距长宽比为 0.95 ～ 2.6 倍。

颚眼区外点刻

［1］颚眼区外半部有大和小的点刻，内半部无点刻；

［2］颚眼区大部分有大点刻，具很少或无小点刻；

［3］颚眼区全部分布中点刻。

中单眼位置
［1］中单眼前缘位于复眼背侧连线上；

［2］中单眼前缘位于复眼背侧连线之前。

侧单眼直径
［1］侧单眼直径等于或小于单眼之间距离的一半；

［2］侧单眼直径大于单眼之间距离的一半。

雄蜂生殖器特征

形态 特征 选择

剑形突形状 ［1］剑形突基部为圆形；［2］剑形突基部为榨尖形。

剑形突长宽 ［1］剑形突最大宽小于长；［2］剑形突最大宽大于长。

阳茎瓣头
［1］阳茎瓣头 1/3 处腹向宽度小于总长度的 1/3；

［2］阳茎瓣头 1/3 处腹向宽度大于总长度的 1/3。

阳茎瓣顶端

［1］阳茎瓣顶端形状直的、向外弯曲尖细的、茅头状；

［2］阳茎瓣顶端形状直的、向外弯曲茅状，近端常带有刺；

［3］阳茎瓣顶端向外弯曲呈扁平斧头状；

［4］阳茎瓣顶端向外弯曲呈管状；

［5］阳茎瓣顶端向内弯曲呈匙状，常带有刺；

［6］阳茎瓣顶端向内弯曲呈扁平镰刀状，有时退化；

［7］阳茎瓣顶端内向弯曲呈扁平镰刀状，变窄成为细箭头状。

阳茎瓣基端

［1］阳茎瓣基端腹向角宽圆或缺失；

［2］阳茎瓣基端腹向角呈明显的角状；

［3］阳茎瓣基端腹向角横向桨状形。

阳茎基腹铗

［1］阳茎基腹铗内向突形状两个钩；

［2］阳茎基腹铗内向突呈宽弯沟状，带有一个钩；

［3］阳茎基腹铗内向突呈宽弯沟状，没有钩；

［4］阳茎基腹铗内向突缺失。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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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熊蜂性能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户）名：…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名称：… … … … … … … …

生产性能

群均工蜂数量（只） 群均授粉寿命（d）

最高工作温度（℃） 最低工作温度（℃）

繁殖性能

蜂王产卵率（%） 蜂王性成熟日龄（d）

蜂群成群率（%） 雄蜂性成熟日龄（d）

群均蜂王数量（只） 蜂王交尾成功率（%）

群均雄蜂数量（只）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日期：… …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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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熊蜂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户）名：…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蜂王照片 1

（单只，侧视图）

蜂王照片 2

（单只，侧视图）

工蜂照片 1

（单只，侧视图）

工蜂照片 2

（单只，侧视图）

雄蜂照片 1

（单只，侧视图）

雄蜂照片 2

（单只，侧视图）

群体照片 1

（蜂群内部，多只工蜂 + 蜂王 + 雄蜂）

群体照片 2

（蜂群内部，多只工蜂 + 蜂王 + 雄蜂）

传粉植物 1

（蜂采集照片）

传粉植物 2

（蜂采集照片）

视频资料 1 视频资料 2

拍照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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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蜂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填表说明

一、熊蜂遗传资源概况表

此表由该品种分布地的省级普查机构组织有关专家填写。

1. 品种名称… 按《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蜜蜂志》填写，新发现的遗传资源

和新培育的品种（系、配套系）按有关规定填写。

2. 其他名称… 填写该品种的曾用名、俗名等。

3. 品种类型… 在相应项目的“□”划“√”。

4.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根据品种类型填写。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及形成

历史；培育品种（系、配套系）填写培育地、培育单位及育种过程、审定时间、证

书编号；引入品种填写主要的输出国家以及引种历史等。

5. 中心产区… 该品种在本省的主要分布区域，且饲养量占该品种在本省总量

30% 以上的区、县。可填写至县级。

6. 分布区域… 中心产区以外、饲养本蜜蜂资源的区、县。

7. 群体数量… 该品种在本省饲养的总群数。按照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

8. 自然生态条件… 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分布在原产地之外

的地方品种和培育品种、引入品种填写中心产区的自然生态条件。

（1）地貌… 在山地、盆地、丘陵、平原、高原中选择，可多选。

（2）海拔… 产区范围内的海拔高度，单位为米（m）。如：××～××m。

（3）经纬度… 产区范围，东经 ××°××′ —××°××′ ；北纬 ××°××′ —
××°××′。

（4）气候类型… 在热带雨林气候、热带草原气候、热带季风气候、热带沙漠

气候、亚热带季风和湿润气候、地中海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亚寒带针叶林气候、高原山地气候中选择，可多选。

（5）气温… 单位为摄氏度（℃）。

（6）年降水量… 正常年年均降水量，单位为毫米（mm）。

（7）无霜期… 年均总天数；时间：××—×× 月。

（8）水源土质… 产区流经的主要河流等。

（9）蜜源条件… 主要蜜源，辅助蜜源（蜜源种类、分布范围及面积、花期起

止时间）。

（10）主要植被类型… 在落叶针叶林、常绿针叶林、针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

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常绿苔藓林、常绿硬叶林、常绿阔叶林、热带雨林、

热带季雨林、热带海岸林、竹林、常绿针叶灌丛、常绿革叶灌丛、落叶阔叶灌丛、

常绿阔叶灌丛、肉刺灌丛、竹丛、温带草原、高山草原、稀树草原、草甸、疏灌

草坡、温带荒漠、高山荒漠、高山冻原、高山垫状植被、高山流石堆植被、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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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水生植被、咸水水生植被等植被类型中选择。

（11）主要农作物类型… 主要指当地的大宗农作物。

9. 消长形势… 近 15 年数量规模变化，品质性能变化；与第二次资源普查情况

相比，当地蜜蜂遗传资源的演变规律及发展趋势。

10. 分子生物学测定… 该品种是否进行过生化或分子遗传学相关测定，如有，

需要填写测定单位、测定时间和行业公认的代表性结果；如没有可填写无。

11. 品种评价… 包括品种的遗传特点、优异特性、可供研究利用的主要方向。

12. 资源保护情况… 该品种是否制订保种和利用计划，是否设有保护区、保种

场，是否建立了品种登记制度，如有，需要填写具体情况，包括保种场（保护区）

名称、级别、群体数量。

13. 开发利用情况… 熊蜂资源的饲养发展简史，以及传统文化、艺术、传统医疗

等利用熊蜂的情况，如农业授粉、蜂毒利用等。以及品牌创建，农产品地理标志等。

14. 饲养管理情况… 指饲养方式（定地、转地、活框、传统饲养），蜂箱类型，

取蜜习惯，饲养要点等。

15. 疫病情况… 填写调查该品种原产地（中心产区）的主要病害及采取的防治

措施、该品种易感病和抗病情况，以及主要敌害。主要病害包括熊蜂孢子虫、熊

蜂短膜虫、布赫纳蝗螨、熊蜂微孢子虫等。主要敌害是指动物、鸟类、其他昆虫

等天敌。

二、熊蜂形态特征登记表

此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蜂场和有关专家填写。

（一）熊蜂毛色特征

1. 测定数量要求… 人工饲养的熊蜂，每个品种选 3 群蜂，

工蜂、蜂王和雄蜂各测定 10 只以上；野外采集的熊蜂，各种工

蜂和雄蜂各测定 30 只以上。

2. 测定方法… 对照下图进行工蜂、蜂王和雄蜂背部毛色特

征评分。

雌性蜂 雄性蜂

毛色
1

1 1

2
3

3 3

4

4
2 24

5

5 5

6

6 6

7

7 78 8

9 910 10

11 11

13 13

15
15

17
17

19
19

21
21

23
23
25
27

12 12

14 14

16
16

18
18

20
20

22
22

24
24
26
28

熊蜂背部毛色色块划分模型

扫码看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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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雌蜂脸型特征

1. 测定数量要求… 各种熊蜂测定工蜂 30 只以上（蜂王脸型和工蜂接近，如果

数量不够可以不测）。如果是人工饲养熊蜂，每种选 3 群蜂，每群取 10 只以上工

蜂测定即可；如果是野外采集的野生熊蜂，各种测定 30 只以上工蜂。

2. 测定方法… 工蜂或蜂王脸型特征对照下图进行评分。

短脸型

前视图

侧视图

长

宽

中脸型 长脸型

雌性脸型模型

（三）雄蜂生殖器特征

1. 测定数量要求… 各种熊蜂测定雄蜂 6 只以上。如果是人工饲养熊蜂，每种

选 3 群蜂，每群取 2 只以上雄蜂测定；如果是野外采集的野生熊蜂，各种测定 6

只以上雄蜂。

2. 测定方法… 对照下图进行评分。

尾部

前部

生殖基节

生殖突基节

剑形突

阳茎瓣

生殖刺突

阳茎基腹铗

图 3　雄性生殖器特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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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熊蜂性能登记表

此表为群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蜂场和有关专家填写。

1. 生产性能… 需至少测定 2 个世代，每代 20 群以上。

2. 群均工蜂数量… 必填项，平均每群熊蜂中的工蜂数量。

3. 群均授粉寿命… 必填项，利用熊蜂蜂群为农作物授粉的平均工作时长（d）。

4. 最高工作温度… 熊蜂从事正常授粉工作时能够忍耐的最高环境温度。

5. 最低工作温度… 熊蜂从事正常授粉工作时能够忍耐的最低环境温度。

6. 繁殖性能… 需至少测定 2 个世代，每代 20 群以上。

7. 蜂王产卵率… 人工饲养条件下，能够正常产卵的蜂王数量占全部饲养蜂王

数量的比例。

8. 蜂王性成熟日龄… 人工饲养条件下，新生蜂王出房后达到性成熟时的日龄。

9. 蜂群成群率… 必填项，人工饲养条件下，能够正常繁殖并发展成健康蜂群

（工蜂数量达到 60 只以上）的蜂王数量占全部饲养蜂王数量的比例。

10. 雄蜂性成熟日龄… 人工饲养条件下，新生雄蜂出房后达到性成熟时的日龄。

11. 群均蜂王数量… 必填项，人工饲养条件下，蜂群所产新生蜂王的平均数量。

12. 蜂王交尾成功率… 必填项，人工控制条件下，和雄蜂成功完成交尾过程的

蜂王数量占交尾笼内总蜂王数量的比例。

13. 群均雄蜂数量… 必填项，人工饲养条件下，蜂群所产新生雄蜂的平均数量。

四、熊蜂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1. 每个品种拍摄工蜂、雄蜂、蜂王、群体、蜂场、生态环境和主要蜜源植物

彩照不少于 2 张，根据需要增加拍摄数量。每张照片不低于 800 万像素。

2. 工蜂、雄蜂、蜂王应选择能代表本品种群的个体，以白色为背景色拍摄俯

视图，每只蜂应头部向上，触角、翅膀与 3 对足自然展开，清晰可见，不被遮挡。

3. 蜂群照片中，同一张照片应至少包含蜂王和工蜂，同时尽量包含雄蜂。

4. 蜂场照片应能反映蜂箱和蜂场特点。

5. 主要蜜源植物照片应选择有蜂在花上采集时拍摄。

6. 图示如下。

… … … …

蜂王照片       工蜂照片        雄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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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群体照片                              传粉植物

7. 视频资料要能反映品种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群体概貌、品种特征、饲养

方式等。

视频格式：每个视频时长不超过 5min，尽量在 3min 以内（大小不超过

80MB）。视频格式应为 MP4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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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蜂（切叶蜂）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表 1  壁蜂（切叶蜂）遗传资源概况表

省级普查机构：… … … … … … … … … … … … …

品种名称 其他名称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 培育品种（系、配套系）£… … 引入品种£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中心产区

分布区域

群体数量

自

然

生

态

条

件

地貌、海拔与经

纬度

气候类型

气温 年最高 年最低 年平均

年降水量

无霜期

水源土质

蜜源条件

主要植被类型

主要农作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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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长形势

分子生物学测定

品种评价

资源保护情况

开发利用情况

饲养管理情况

疫病情况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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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壁蜂（切叶蜂）雌蜂形态特征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户）名：…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联系方式：… … … … … ………

取样点海拔：… … … … … … … … … … … 取样点经纬度：… … … … … … … … …

品种名称：… … … … … … … … … … … …

序号 测定指标
个体编号 平均数 ±

标准差1 2 3 4 5 6 7 8 9 10

1 体长

2 头宽

3 喙长

4 上颚长度

5 上颚宽度

6 上颚切脊（有 / 无）

7 上颚齿数量

8 触角第一节长度

9 触角第二节长度

10 触角第三节长度

11 翅基宽

12 前翅长

13 前翅宽

14 腹部第 1 节背板被毛颜色

15 腹部第 2 节背板被毛颜色

16 腹部第 3 节背板被毛颜色

17 腹部第 4 节背板被毛颜色

18 腹部第 5 节背板被毛颜色

19 腹部第 6 节背板被毛颜色

20 第 2 节腹部毛刷颜色

21 第 3 节腹部毛刷颜色

22 第 4 节腹部毛刷颜色

23 第 5 节腹部毛刷颜色

24 第 6 节腹部毛刷颜色

25 前足距颜色

26 中足距颜色

27 后足距颜色

28 后足胫节长

29 后足股节长

30 后足基跗节长

31 后足基跗节宽

32 后足爪垫（有 / 无）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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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壁蜂（切叶蜂）雄蜂形态特征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户）名：…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联系方式：… … … … … ………

取样点海拔：… … … … … … … … … … … 取样点经纬度：… … … … … … … … …

品种名称：… … … … … … … … … … … …

序号 测定指标
个体编号 平均数 ±

标准差1 2 3 4 5 6 7 8 9 10

1 体长

2 头宽

3 喙长

4 上颚长度

5 上颚宽度

6 上颚切脊（有 / 无）

7 上颚齿数量

8 触角第一节长度

9 触角第二节长度

10 触角第三节长度

11 翅基宽

12 前翅长

13 前翅宽

14 腹部第 1 节背板被毛颜色

15 腹部第 2 节背板被毛颜色

16 腹部第 3 节背板被毛颜色

17 腹部第 4 节背板被毛颜色

18 腹部第 5 节背板被毛颜色

19 腹部第 6 节背板被毛颜色

20 腹部第 7 节背板被毛颜色

21 前足距颜色

22 中足距颜色

23 后足距颜色

24 后足胫节长

25 后足股节长

26 后足基跗节长

27 后足基跗节宽

28 后足爪垫（有 / 无）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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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壁蜂（切叶蜂）性能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户）名：…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名称：… … … … … … … …

生产性能

群均授粉寿命（d） 世代数

最高工作温度（℃） 最低工作温度（℃）

平均出巢时间 采访延续时间（min）

访花朵数（min） 每次出巢访花朵数

繁殖性能

平均产卵数 雌性成熟日龄（d）

平均羽化率 雄蜂性成熟日龄（d）

产卵期长 雌蜂寿命（d）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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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壁蜂（切叶蜂）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场（户）名：…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联系方式：… … … … … ………

雌蜂照片 1

（单只，侧视图）

雌蜂照片 2

（单只，侧视图）

雄蜂照片 1

（单只，侧视图）

雄蜂照片 2

（单只，侧视图）

生态环境照片 1 生态环境照片 2

主要传粉植物 1

（蜂采集照片）

主要传粉植物 2

（蜂采集照片）

视频资料 1 视频资料 2

拍照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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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蜂（切叶蜂）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填表说明

一、壁蜂（切叶蜂）遗传资源概况表

此表由该品种分布地的省级普查机构组织有关专家填写。

1. 品种名称… 按《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蜜蜂志》填写，新发现的遗传资源

和新培育的品种（系、配套系）按有关规定填写。

2. 其他名称… 填写该品种的曾用名、俗名等。

3. 品种类型… 在相应项目的“□”划“√”。

4.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根据品种类型填写。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及形成

历史；培育品种（系、配套系）填写培育地、培育单位及育种过程、审定时间、证

书编号；引入品种填写主要的输出国家以及引种历史等。

5. 中心产区… 该品种在本省的主要分布区域，且饲养量占该品种在本省总量

30% 以上的区、县。可填写至县级。

6. 分布区域… 中心产区以外、饲养本蜜蜂资源的区、县。

7. 群体数量… 该品种在本省饲养的总群数。按照 2021 年普查结果填写。

8. 自然生态条件… 地方品种填写原产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分布在原产地之外

的地方品种和培育品种、引入品种填写中心产区的自然生态条件。

（1）地貌… 在山地、盆地、丘陵、平原、高原中选择，可多选。

（2）海拔… 产区范围内的海拔高度，单位为米（m）。如：××～××m。

（3）经纬度… 产区范围，东经 ××°××′…—××°××′ ；北纬 ××°××′…—
××°××′。

（4）气候类型… 在热带雨林气候、热带草原气候、热带季风气候、热带沙漠

气候、亚热带季风和湿润气候、地中海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海洋性气候、

温带大陆性气候、亚寒带针叶林气候、高原山地气候中选择，可多选。

（5）气温… 单位为摄氏度（℃）。

（6）年降水量… 正常年年均降水量，单位为毫米（mm）。

（7）无霜期… 年均总天数；时间：××—×× 月。

（8）水源土质… 产区流经的主要河流等。

（9）蜜源条件… 主要蜜源，辅助蜜源（蜜源种类、分布范围及面积、花期起

止时间）。

（10）主要植被类型… 在落叶针叶林、常绿针叶林、针阔叶混交林、落叶阔叶

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常绿苔藓林、常绿硬叶林、常绿阔叶林、热带雨林、

热带季雨林、热带海岸林、竹林、常绿针叶灌丛、常绿革叶灌丛、落叶阔叶灌丛、

常绿阔叶灌丛、肉刺灌丛、竹丛、温带草原、高山草原、稀树草原、草甸、疏灌

草坡、温带荒漠、高山荒漠、高山冻原、高山垫状植被、高山流石堆植被、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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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水生植被、…咸水水生植被等植被类型中选择。

（11）主要农作物类型… 主要指当地的大宗农作物。

9. 消长形势… 近 15 年数量规模变化，品质性能变化；与第二次资源普查情况

相比，当地蜜蜂遗传资源的演变规律及发展趋势。

10. 分子生物学测定… 该品种是否进行过生化或分子遗传学相关测定，如有，

需要填写测定单位、测定时间和行业公认的代表性结果；如没有可填写无。

11. 品种评价… 包括品种的遗传特点、优异特性、可供研究利用的主要方向。

12. 资源保护情况… 该品种是否制订保种和利用计划，是否设有保护区、保种

场，是否建立了品种登记制度，如有，需要填写具体情况，包括保种场（保护区）

名称、级别、群体数量。

13. 开发利用情况… 壁蜂（切叶蜂）资源的饲养发展简史，以及传统文化、艺

术、传统医疗等利用壁蜂（切叶蜂）的情况，如农业授粉等。以及品牌创建，农产

品地理标志等。

14. 饲养管理情况… 指饲养方式（定地、转地、活框、传统饲养），蜂箱类型，

取蜜习惯，饲养要点等。

15. 疫病情况… 填写调查该品种原产地（中心产区）的主要病害及采取的防治

措施、该品种易感病和抗病情况，以及主要敌害。主要病害包括欧幼病、小蜂螨、

大蜂螨、白垩病、美幼病、中囊病等。主要敌害是指动物、鸟类、其他昆虫等

天敌。

二、壁蜂（切叶蜂）形态特征登记表

此表为个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殖场（户）和有关专家填

写。相关图示见附录。

1. 测定数量… 每个蜂种测定 20 只成年蜂个体。雌雄各 10 只。

2. 体长… 成年蜂从头部顶端至腹部末端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3. 头宽… 成年蜂头部两端最宽处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4. 喙长… 成年蜂喙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5. 上颚长度… 成年蜂上颚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6. 上颚宽度… 成年蜂上颚的宽度，单位为毫米（mm）。

7. 上颚切脊（有 / 无）… 成年蜂上颚齿间是否存在切脊。

8. 上颚齿数量… 成年蜂上颚中齿的数量。

9. 触角第一节长度… 成年蜂触角的第一节长度，单位为毫米（mm）。

10. 触角第二节长度… 成年蜂触角的第二节长度，单位为毫米（mm）。

11. 触角第三节长度… 成年蜂触角的第三节长度，单位为毫米（mm）。

12. 翅基宽… 成年蜂翅基宽度，单位为毫米（mm）。

13. 前翅长… 成年蜂前翅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14. 前翅宽… 成年蜂前翅的宽度，单位为毫米（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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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腹部第 1 节背板被毛颜色… 成年蜂腹部第 1 节背板被毛颜色，从黑色、黄

色、白色中选择。

16. 腹部第 2 节背板被毛颜色… 成年蜂腹部第 2 节背板被毛颜色，从黑色、黄

色、白色中选择。

17. 腹部第 3 节背板被毛颜色… 成年蜂腹部第 3 节背板被毛颜色，从黑色、黄

色、白色中选择。

18. 腹部第 4 节背板被毛颜色… 成年蜂腹部第 4 节背板被毛颜色，从黑色、黄

色、白色中选择。

19. 腹部第 5 节背板被毛颜色… 成年蜂腹部第 5 节背板被毛颜色，从黑色、黄

色、白色中选择。

20. 腹部第 6 节背板被毛颜色… 成年蜂腹部第 6 节背板被毛颜色，从黑色、黄

色、白色中选择。

21. 腹部第 7 节背板被毛颜色… 成年雄蜂腹部第 7 节背板被毛颜色，从黑色、

黄色、白色中选择。

22. 第 2 节腹部毛刷颜色… 成年雌蜂腹部第 2 节毛刷颜色，从黄色、白色、黑

色、金黄色中选择。

23. 第 3 节腹部毛刷颜色… 成年雌蜂腹部第 2 节毛刷颜色，从黄色、白色、黑

色、金黄色中选择。

24. 第 4 节腹部毛刷颜色… 成年雌蜂腹部第 2 节毛刷颜色，从黄色、白色、黑

色、金黄色中选择。

25. 第 5 节腹部毛刷颜色… 成年雌蜂腹部第 2 节毛刷颜色，从黄色、白色、黑

色、金黄色中选择。

26. 第 6 节腹部毛刷颜色… 成年雌蜂腹部第 2 节毛刷颜色，从黄色、白色、黑

色、金黄色中选择。

27. 前足距颜色… 成年蜂前足距颜色，从黑色、黄色、褐色中选择。

28. 中足距颜色… 成年蜂中足距颜色，从黑色、黄色、褐色中选择。

29. 后足距颜色… 成年蜂后足距颜色，从黑色、黄色、褐色中选择。

30. 后足胫节长… 成年蜂后足胫节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31. 后足股节长… 成年蜂后足股节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32. 后足基跗节长… 成年蜂后足基跗节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33. 后足基跗节宽… 成年蜂后足基跗节的宽度，单位为毫米（mm）。

34. 后足爪垫（有 / 无）… 成年蜂后足爪间是否存在爪垫。

三、壁蜂（切叶蜂）性能登记表

此表为群体调查和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种单位、养蜂场和有关专家

填写。

1. 授粉性能… 需至少测定 2 个世代，每代 5 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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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群均授粉寿命… 必填项，利用壁蜂、切叶蜂群为农作物授粉的平均工作时

长（d）。

3. 世代数… 壁蜂、切叶蜂群每年经历的世代数。

4. 最高工作温度… 壁蜂、切叶蜂从事正常授粉工作时能够忍耐的最高环境

温度。

5. 最低工作温度… 壁蜂、切叶蜂从事正常授粉工作时能够忍耐的最低环境

温度。

6. 出巢时间（h）… 壁蜂、切叶蜂从事正常授粉工作时每天开始出巢至最后归巢

的时间。

7. 采访延续时间… 壁蜂、切叶蜂从事正常授粉工作时单次出巢连续采访时间。

8. 访花朵数（min）… 壁蜂、切叶蜂从事正常授粉工作时每分钟访花朵数。

9. 每日出访次数… 壁蜂、切叶蜂从事正常授粉工作时每天出访的频次。

10. 繁殖性能… 需至少测定 2 个世代，每代 5 群以上。

11. 平均产卵数… 壁蜂、切叶蜂单个世代每个雌蜂产卵数，与在巢管的巢室数

相等同。

12. 雌性成熟日龄（d）… 雌性其他壁蜂、切叶蜂从卵期至羽化时的日龄。

13. 平均羽化率… 成功羽化的个体数占总巢室数的百分比。

14. 雄性成熟日龄（d）… 雄性壁蜂、切叶蜂从卵期至羽化时的日龄。

15. 产卵期长（d）… 雌性壁蜂、切叶蜂在一个世代中持续产卵的天数。

16. 雌蜂寿命（d）… 雌性壁蜂、切叶蜂从羽化至死亡的天数。

四、壁蜂（切叶蜂）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1. 每个品种拍摄雌蜂、雄蜂、生态环境和主要传粉植物彩照不少于 2 张，根

据需要增加拍摄数量。每张照片不低于 800 万像素。

2. 雌蜂、雄蜂应选择能代表本品种群的个体，以白色为背景色拍摄俯视图，

每只蜂应头部向上，触角、翅膀与 3 对足自然展开，清晰可见，不被遮挡。

3. 生态环境照片应该选择该物种种群分布中心区域的生态环境图像。

4. 主要传粉植物照片应选择有蜂在花上采集时拍摄。

5. 视频资料要能反映品种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群体概貌、品种特征、饲养

方式等。

视频格式：每个视频时长不超过 5min，尽量在 3min 以内（大小不超过

80MB）。视频格式应为 MP4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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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1. 体长、翅基宽
翅基宽

体长

图 1　体长（1）、翅基宽（11）

注：（1）（11）为正文表 2 和表 3 中编号，下同。（1）～（13）雌雄蜂相同，（14）后分别标注。

2. 头宽、上颚长度、上颚宽度

头宽

上颚宽度
上颚长度

图 2　头宽（2）、上颚长度（4）、上颚宽度（5）

3. 喙长

下颚须

茎节

轴节

前颊

喙长

亚颊

颊

侧唇舌

中唇舌
下唇须

图 3　喙长（3）

扫码看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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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颚切脊、上颚齿

切脊

齿

图 4　上颚切脊（6）、上颚齿（7）

5. 触角第一节、触角第二节、触角第三节长度

鞭节 梗节

柄节

第三节长
第二节长

第一节长

图 5　触角第一节（8）、触角第二节（9）、触角第三节长度（10）

6. 前翅长（FL）、前翅宽（FB）

FB

FL

图 6　前翅长（FL）（12）、前翅宽（F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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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腹部第 1…～…6 背板被毛（雌性），雄性为 7 节背板

腹部第 1 节背板
腹部第 2 节背板
腹部第 3 节背板
腹部第 4 节背板
腹部第 5 节背板
腹部第 6 节背板

* 图示为雌性，雄性腹部有 7 节

图 7　腹部第 1 ～ 6 背板被毛（雌性）（14…～…19）；雄性为 7 节背板（14…～…20）

8. 腹部第 2…～…6 节毛刷（雌性）

腹部第 2 节毛刷

腹部第 3 节毛刷

腹部第 4 节毛刷

腹部第 5 节毛刷

腹部第 6 节毛刷

图 8　形态特征：腹部第 2 ～ 6 节毛刷（雌性）（20…～…24）

9. 足形态特征（雌性：25 ～ 32；雄性：21 ～ 28）

基附节

附节
爪

爪

爪垫

胫节
距

基节

腿节（股节）
股节长

胫节长

基附节长
基附节宽

图 9　足形态特征（雌性：25…～…32；雄性：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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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蚕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表 1  家蚕遗传资源概况表

省级普查机构：… … … … … … … … …

品种名称 其他名称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 □培育品种… 　□引入品种

经济类型

□资源型；

□实用型：… … □多丝量… ………… □中丝量… … … □少丝量

　　　　　……　□抗病 / 逆… … □彩色茧… … … □斑纹限性

地理系统 □中国系统… … □日本系统… 　□欧洲系统… 　□热带系统

品种来源及形

成历史

保存单位

化性 □一化… … … … □二化… … … □有滞育多化　　□无滞育多化

眠性 □三眠… … … … □四眠… … … □五眠… … … 　… □其他：… … … …

适应生态区域 □长江流域… … □黄河流域… □珠江流域… 　… □其他：… … … …

适宜饲养季节 □春季… … … … □夏季… … … □秋季… … … … 　□春秋兼用

中心饲养区 □无　… □长江流域　　□黄河流域　… □珠江流域　　□其他：… … … …

资源评价

遗传特点：□常规… … … □三眠蚕… … □致死突变… 　□隐性遗传…

　　　　　□限性遗传　□特殊斑纹：… … … … … 　… ……□彩色蚕茧：… … …

优异特性：□高茧层率　□长丝长… … □粗纤度… … 　□细纤度

　　　　　□高产… 　□优质… 　□抗 BmNPV… 　□抗高温… …□其他：… … …

利用方向：□优质基因… … … □育种素材… 　… □基因功能解析

　　　　　□生物医学模型　… □其他：… … … …

开发利用情况
饲养区域：□无… … □ 1 个省区… … □ 2 个省区… … □ 3 个以上省区

组配的品种数量：　…□无… … □ 1 对… … □ 2 对… … □ 3 对以上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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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家蚕体型外貌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保存单位：…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名称：… … … … … … … … … … … … … …

卵形 □椭圆… □纺锤… 　□肾形　… □长形… 　□特大… □其他：… … …

卵色 □绿色… □灰绿色… □灰色… 　□灰紫色… □紫色… □淡黄色… □其他：… … …

蚁蚕体色 □赤色… □黑褐色… □淡黄色… □其他：… … …

卵壳色 □白色… □乳白色… □淡黄色… □黄色… 　□其他：… … …

稚蚕趋性 □无… … □趋光性… □趋密性… □背光性… □逸散性

食桑习性 □踏叶… □不踏叶

壮蚕体色 □青白… □青赤… … □黄色… … □灰黑色… □油蚕… □斑点油蚕… □其他：… … …

壮蚕体型 □细长… □普通… … □粗壮… … □有瘤状突起… … □其他：… … …

壮蚕斑纹
□素斑　… □普通斑… □暗色斑… □黑色蚕… □黑缟… … 　□鹑斑… 　□虎斑

□褐圆斑　□多星纹… □斑点蚕… □皋蚕… 　□无半月纹　□其他：… … …

体液色 □淡黄色　□黄色… … □雌蚕黄色、雄蚕淡黄色

老熟整齐度 □齐涌… … □较齐… … □不齐

营茧特性 □多上层茧… … □多中层茧… … □多底层茧

茧衣量 □少… … … … … □中… … … … … □多

茧色
□白色… … □竹色… … □金黄… … □土黄… … □稻草黄… … □橘红色

□桃红色… □绿色… … □其他：

茧形
□椭圆… … □球形… … □束腰… … □纺锤形… □长筒形… … □锥形… … □薄头茧

□薄腰茧… □缢痕… … □其他：… … … …

缩皱 □细… … … □中… … … □粗… … … □绵茧…

蛹体色 □棕色… … □褐色… … □黑色

蛹体态
□正常蛹… □鳌虾蛹… 　□黑翅蛹… □白翅蛹… 　□小翅蛹… … □雏翅蛹

□皱翅蛹　□痕迹翅蛹　□无翅蛹　□其他：… … …

蛾体色 雌：□正常… □灰褐… □暗红… □其他：… … 雄：□正常… □灰褐… □暗红… □其他：… …

蛾体形 雌：□正常… □瘦小… □肥大 雄：□正常… □瘦小… □肥大

蛾体态 □正常蛾… □小翅蛾… □雏翅蛾… □皱翅蛾… □痕迹翅蛾… □无翅蛾… □其他：… …

蛾眼色 □白… … … □红… … … □黄… … … □黑

蛾翅 □有花纹斑… … □无花纹斑… … □无鳞毛（透明翅）

蛾行动 雌：□正常… … □活泼… … □文静 雄：□正常… … □活泼… … □文静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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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家蚕生产性能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保存单位：…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名称：… … … … … … … … … … … … … …

发育与生命力性状

催青经过（日：时） 五龄经过（日：时）

幼虫期经过（日：时） 蛰中经过（日：时）

蚕卵孵化情况 □齐（≥ 90%）… 　□较齐（80%…～…90%）… … □不齐（＜ 80%）

眠起整齐度 □齐… … … … … …… □较齐… … … … … ……… … □不齐

四龄起蚕结茧率（%） 死笼率（%）

四龄起蚕虫蛹率（%）

茧、丝品质

茧长（cm） 茧幅（cm）

茧层状态 □紧实… … … … … □多层… … … … … □绵茧

普通茧质量百分率（%） 全茧量（g）

茧层量（g） 茧层率（%）

茧丝长（m） 解舒丝长（m）

解舒率（%） 茧丝量（g）

茧丝纤度（dtex） 洁净（分）

繁育性能

羽化习性 □雌雄同步　□雌先… … □雄先… … □发蛾齐涌… □发蛾不齐

交尾性能 □良好… … … □一般… … □难交… … □易散对… … □不易散对

产卵快慢 □快… … … … □中等… … □慢

卵胶着性 □好… … … … □差… … … □无胶着性

产附平整性 □平整… … … □不平整… □少数叠卵… □叠卵多

单蛾产卵粒数（粒） 良卵率（%）

不受精卵率（%） 生种 □有… … □无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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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家蚕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品种名称：

蚕卵照片

（2 卵圈）

蚁蚕照片

（仅蚁色特殊时拍照，1 卵圈）

壮蚕照片

（2 头，斑纹限性 1 雌 +1 雄）

蚕茧照片

（2 颗茧）

蚕蛹照片

（复眼开始着色，1 雌 +1 雄）

成虫照片

（1 雌 1 雄交尾状，1 对）

视频资料 1 视频资料 2

拍照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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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蚕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填表说明

一、家蚕遗传资源概况表

此表由该品种分布地的省级普查机构组织有关专家填写。野桑蚕参照家蚕

统计。

1. 品种名称… 遗传资源的原名，培育品种（母种）审定或登记时的名称。

2. 其他名称… 填写该遗传资源的俗名、曾用名。

3. 品种类型… 分为地方品种、引入品种、培育品种。具体为列入《中国家蚕

品种志》的地方品种、引入品种（从国外引进）；国家和省级审定通过品种（杂交

组合）的母种；经合法渠道引进的家蚕品种。

4. 经济类型… 分为资源型和实用型，可多选。资源型指无规模化使用的遗传

资源，实用型指生产用蚕品种的母种。实用型品种，按照茧丝量高低，分为多丝

量（茧层率≥ 23.0%）、中丝量（茧层率≥ 20.0%）和少丝量（茧层率＜ 20.0%）品

种，以春季或中秋季调查数据为依据；按照是否抗病抗逆，分为抗性品种、常规

品种，抗性应明确具体抗病或抗逆的种类；按照茧色分为普通茧（白色）、彩色茧；

按照是否具有限性斑纹，分为普通型和斑纹限性。

5. 地理系统… 分为中国系统、日本系统、欧洲系统、热带系统。

6.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系统中已有品种来源，直接调用具体内容。系统中

无此数据时，调查资源形成的历史，确定其来源和时间。来源主要分为：农家收

集、野外采集、国外引进、国内其他单位引入和育种单位育成等。

7. 保存单位… 遗传资源当前保存单位的名称。

8. 化性… 调查并查阅资源保存记录，确认其化性。分为一化性、二化性、有

滞育多化性、无滞育多化性。

9. 眠性… 查阅资源保存记录，确认遗传资源的眠性。或者在资源饲养过程中，

记载各龄期幼虫的饷食和止桑时间，统计幼虫眠或蜕皮的次数，即为眠性，分为

四眠蚕、三眠蚕和五眠蚕等。

10. 适应生态区域… 资源型品种，适应生态区域选保存地所属生态区域；实用

型品种（母种）的适应性生态区域，选品种审定确认或推广区域，包括长江流域、

黄河流域、珠江流域，或其他地区。可多选。

11. 适宜饲养季节… 资源型品种选资源保存饲养的季节；实用型品种选审定确

认或推广的季节。可多选。

12. 中心饲养区… 资源型品种选“无”；培育品种，按该品种组配的并通过国

家或省级审定的杂交组合的情况进行选择。

13. 资源评价… 分为遗传特点、优异特性和利用方向 3 个方面，每个方向均可

多选。遗传特点：是指该遗传资源是否具有特殊的遗传性状，如三眠蚕、致死突



348 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操作手册（第二册）

变、隐性遗传、限性遗传、特殊斑纹、彩色蚕茧等。如无特殊遗传性状，则记为

常规。优异特性：是指该遗传资源是否具有高茧层率、长丝长、粗纤度、细纤度、

产量高、丝质优、抗 BmNPV、抗高温多湿等其中 1 个或几个特性。可利用方向：

是指该遗传资源可以在哪些方面加以利用，如优质基因、育种素材、基因功能解

析、生物医学模型等。

14. 开发利用情况… 资源型品种选“无”；育成品种（母种），按该品种组配并

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的杂交组合的情况进行选择。

二、家蚕体型外貌登记表

该表为群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存单位和有关专家填写。每个调查

项目在对应的“□”内画“√”，或填写数据。

1. 卵形分为椭圆、纺锤、肾形、长形、特大和其他。一化性和二化性蚕品种

可以在制种期调查，也可在冬季调查。多化性品种在制种期间调查。蚕卵调查以

张为单位，每张 12 蛾或 14 蛾框制种。

2. 卵形和卵色… 卵形、卵色，在自然光线下肉眼观察蚕卵的形状、整齐度和

卵色。卵形以椭圆、纺锤、肾形、长形、特大等描述；卵色以绿色、灰绿色、灰

色、灰紫色、紫色和白色等描述。选择 2 个卵圈，拍摄彩色照片。

3. 蚁蚕体色… 在孵化后给桑前，在室内自然光下观察。以赤色、黑褐色、淡

黄色等描述，多数品种蚁蚕为黑褐色。对特殊蚁色品种，应选取 1 个刚孵化的卵

圈拍摄蚁蚕彩色照片。

4. 卵壳色，在自然光线下肉眼观察蚕卵孵化后留下的卵壳颜色，以白色、乳

白色、淡黄色、黄色等描述。

5. 稚蚕趋性… 在常规饲养条件下，观察 1…～…3 龄期稚蚕有无趋光性、趋密性、

背光性、逸散性等。

6. 食桑习性… 在 5 龄或末龄期给桑前观察，若蚕座底层有较多未食尽的桑叶

而蚕压在桑叶上，则为踏叶；否则为不踏叶。

7. 壮蚕体色、体型和斑纹… 观察饲育区内 5 龄或末龄幼虫的体型、体色和斑

纹。体色用青白、青赤、黄色、灰黑色、油蚕、斑点油蚕等描述；体型以细长、

普通、粗壮、有瘤状突起等描述；斑纹用素斑、普通斑、暗色斑、黑色蚕、黑缟、

鹑斑、虎斑、褐圆斑、多星纹、斑点蚕、皋蚕、无半月纹等描述。取 2 头或 1 雌

+1 雄，拍摄彩色照片。

8. 体液色… 普通品种随机取 1…～…2 头 5 龄或末龄幼虫，茧色限性品种雌、雄各

取 1 头，翦去尾角或 1 个腹足，将血淋巴（体液）滴到载玻片上，立即在自然光下

观察其颜色。非茧色限性品种，选择淡黄色、黄色；茧色限性品种，选雌蚕黄色、

雄蚕淡黄色。

9. 老熟整齐度… 分为齐涌、较齐和不齐。见熟后适时捉熟上蔟，记载始熟、

盛熟和终熟时间，始熟后 24h 内终熟，则为老熟齐涌；36h 内终熟，则为较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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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h 以上终熟，则为不齐。

10. 营茧特性… 资源保存时，蔟具以塑料折蔟为宜，上蔟后用覆蔟网包紧。采

茧时揭开覆蔟网，观察蚕茧的空间分布比例，分为多上层茧、多中层茧、多底

层茧。

11. 蚕茧外观检验… 观察饲育区内蚕茧的茧衣多少、蚕茧形状、颜色和缩皱粗

细；触摸茧层厚薄或松软程度。选 2 颗蚕茧，拍摄彩色照片。

12. 茧色… 分为白色、竹色、金黄、土黄、稻草黄、橘红色、桃红色、绿色

等，不属于所列茧色的资源则选“其他”，并注明颜色。

13. 茧形… 分为椭圆、球形、束腰、纺锤形、长筒形、锥形、薄头茧、薄腰

茧、缢痕等，不属于所列茧色的品种则选“其他”，并注明具体形状。

14. 缩皱… 缩皱是指蚕茧表面细微凹凸不平的皱纹，以中等、粗、细描述。

15. 蛹体色… 在复眼开始着色时，自然光下观察 1 个饲育区选留蚕蛹的体色，

以棕色、褐色、黑色等描述。

16. 蛹体态… 自然光下观察 1 个饲育区选留蚕蛹体态，分为正常蛹、鳌虾蛹、

黑翅蛹、白翅蛹、小翅蛹、雏翅蛹、皱翅蛹、痕迹翅蛹、无翅蛹等，不属于所列

体态的资源则选“其他”，并注明具体的体态。取 1 雌 +1 雄，腹面向上，拍摄彩

色照片。

17. 成虫（蛾）… 在见苗蛾的第 2 或第 3 日调查 1 个饲育区，在自然光线下观察

羽化当日雌、雄蚕蛾的体态、体色、体型、复眼色、蛾翅斑纹以及行动情况。选

取 1 对雌雄交尾状态蚕蛾，拍摄彩色照片。

18. 蛾体形… 以正常、瘦小、肥大等描述。

19. 蛾体色… 以正常、灰褐、暗红等描述。

20. 蛾体态… 以正常蛾、小翅蛾、雏翅蛾、皱翅蛾、痕迹翅蛾、无翅蛾等描述。

21. 蛾眼色… 在自然光线下观察蚕蛾，以白、红、黄、黑等描述。

22. 蛾翅… 在自然光线下，观察雌、雄蚕蛾的翅膀，以有花纹斑、无花纹斑和

无鳞毛（即透明翅）描述。

23. 蛾行动… 分别观察饲育区雌雄蚕蛾的行为特点，以正常、活泼和文静描述。

三、家蚕生产性能登记表

该表为群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存单位和有关专家填写。每个调查

项目在对应的“□”内画“√”，或填写数据。

1. 催青经过… 在标准催青或简化催青条件下，从丙 2 胚胎至孵化的时间，

精确到小时。简化催青：丙 2…～…戊 2 胚胎期，温度（22.5+0.5）℃、相对湿度

75%…～…80%，12h 明 /12h 暗；戊 3…～…己 5 胚胎，温度（25.5±0.5）℃、相对湿度

80%…～…85%，18h 明 /6h 暗；转青后黑暗保护，隔日早晨瀑光、孵化。

2. 五龄经过、幼虫期经过、蛰中经过… 在常规温度、湿度条件下新鲜桑叶饲

养，记录幼虫各龄期饷食、止桑或盛上蔟（盛熟）时间，计算五龄经过、幼虫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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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蛰中经过指盛上蔟至盛发蛾的时间经过。

3. 蚕卵孵化情况… 收蚁后调查，随机抽查 6 个卵圈，点数孵化蚕卵粒数、转

青死卵粒数，按下式计算孵化率。分为齐（≥ 90%）、较齐（80%…～…90%）和不齐

（＜ 80%）。

蚕卵孵化率 =
孵化卵粒数

孵化卵粒数 + 转青死卵粒数
 ×100%

4. 眠起整齐度… 分为齐、较齐和不齐，根据幼虫期各龄眠起情况判定。调查

1 个饲育区。

5. 四龄起蚕结茧率、死笼率和四龄起蚕虫蛹率… 三龄入眠或四龄起蚕 1 日内

数蚕，固定每个饲育区的蚕头数（400 头或 350 头）。饲养过程中记载四…～…五龄淘

汰蚕头数，采茧时记载蔟中病死蚕头数，调查结茧头数，计算实际饲育头数。上

蔟后 7…～…9d 调查死笼，将同宫茧、屑茧全部切剖，调查死笼头数；普通茧逐颗轻

摇，依声音判别是否为死笼，遇可疑蚕茧则切剖鉴定，统计死笼总头数。僵病、

蝇蛆和外伤引起的死蚕和死茧，不作为死笼。计算公式如下。

实际饲育头数（头）= 结茧头数 + 四～…五龄淘汰蚕头数 + 蔟中病死蚕头数

死笼总头数（头）= 屑茧死笼头数 + 同宫茧死笼头数 + 普通茧死笼头数

四龄起蚕结茧率 =
结茧蚕头数

实际饲育蚕头数
 ×100%… 　（保留 2 位小数）

死笼率 =
死笼总头数

结茧头数
 ×100%… … （保留 2 位小数）

四龄起蚕虫蛹率 =（100…- 死笼率）…×四龄起蚕结茧率　… （保留 2 位小数）

6. 茧长、茧幅… 从普通茧中随机抽取 10 颗，用游标卡尺测量，计算平均数，

精确到 0.1mm。

7. 茧层状态… 触摸饲育区蚕茧，观察茧质调查切剖的样茧，以紧实、多层和

绵茧描述。

8. 普通茧质量百分率… 采下的蚕茧按普通茧、同宫茧、屑茧分类，分别称量，

按下式计算总收茧量和普通茧质量百分率。

总收茧量（g）= 普通茧质量 + 同宫茧质量 + 屑茧质量

普通茧质量百分率 =
普通茧质量

总收茧量
 ×100%… … （保留 2 位小数）

9. 全茧量、茧层量、茧层率… 随机抽取约 60 颗蚕茧，切剖雌、雄各 25 颗，

分别称量 25 颗全茧量（保留 2 位小数）、茧层量（保留 3 位小数），计算雌雄平均

全茧量、茧层量，按下式计算茧层率。

茧层率 =
雌雄平均茧层量

雌雄平均全茧量
 ×100%… … （保留 2 位小数）

10. 丝质检验… 茧丝长、解舒丝长、解舒率、茧丝量、茧丝纤度、洁净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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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丝质检验单位提供。

留足继代用蚕茧后，从饲育区普通茧中随机抽取 80 颗以上蚕茧，用干燥箱或

类似设备二次烘干法烘茧，头冲温度 104…～…96℃，二冲温度 99…～…70℃，温度可根

据设备灵活掌握，达到如下公式理论烘率要求。

理论烘率 =（0.687…5× 茧层率 + 0.262…5）…×100%… 　（保留 2 位小数）

烘茧后一个星期内将干样茧送交指定的丝质检验单位，袋内外置挂标签，标

明品种名称、饲育编号，净重、粒数。丝质检验单位收到样茧后，应详细记录样

茧情况，并在 6 个月内完成检验。50 颗样茧，煮茧后新茧 8 粒生绪，共 3 绪，先

添厚茧，至最后一绪不能保持 8 粒时，停车落丝。

11. 茧丝长（m）= 生丝总长（m）…× 定粒 ÷ 供试茧粒数　… （取整数）

12. 解舒丝长（m）= 茧丝长（m）…× 解舒率（%）… … （取整数）

13. 解舒率 =
供试茧粒数

供试茧粒数 + 落绪茧总数
 ×100%

或… 解舒率 =
解舒丝长（m）

茧丝长（m）
 ×100%

14. 茧丝量（g）= 解舒丝公量（g）…÷ 供试茧粒数… … （保留 3 位小数）

15. 茧丝纤度（dtex）=
解舒丝公量（g）…×10…000

生长总长（m）…× 定粒数
… … （保留 3 位小数）

16.…洁净… 取 30 颗煮熟的样茧，理出正绪茧，分为正绪 8 粒和副绪若干；正

绪和副绪 速相同。缫丝过程中保证正绪 8 粒蚕茧正常缫丝，若遇落绪，则以副

绪蚕茧添绪，直至正绪缫丝结束为止；将正绪所得生丝全部翻至黑板，晾干后进

行洁净检验，按如下公式计算。

洁净（分）=…每片净度分数总和 ÷ 检验片数… 　（保留 2 位小数）

17. 羽化习性… 始发蛾后第 2、3、4 天，每天早晨 6 点钟前开灯瀑光，8 点钟

以后统计当日雌、雄蚕蛾数量和比例。根据连续几日调查结果，确定该品种羽化

习性，即雌雄的同步性和齐一性，以雌雄同步、雌先、雄先、发蛾齐涌和发蛾不

齐描述。可多选。

18. 交尾性能… 羽化后，当日上午同一品种资源不同饲育区或同一饲育区的

雌、雄蚕蛾相互交配，观察交配性能，散对情况，以良好、一般、难交、易散对

和不易散对描述。选取 1 对雌 - 雄交尾状态的蚕蛾，拍摄彩色照片。可多选。

19. 产卵快慢… 待雌雄蚕蛾交尾 3…～…5h 后拆开，制备框制蚕种，蚕连纸上

标明品种名称、编号和产卵日期。若投蛾后 6h…80% 以上母蛾开始产卵，则记为

产卵“快”；若 6h 只有不足 50% 的母蛾开始产卵，则记为产卵“慢”；若 6h 有

50%…～…80% 的母蛾开始产卵，则记为“中等”。调查 1 张蚕种。

20. 卵胶着性、产附平整性… 投蛾后，第 2 天上午观察蚕连纸上蚕卵黏附是否

牢固，所产蚕卵在蚕连纸上分布是否平整，以好、差和无胶着性描述。调查 1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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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种。

21. 单蛾产卵粒数、良卵率、不受精卵率… 滞育卵产卵后第 5 天开始调查，颜

色转为固有色的蚕卵为受精卵，颜色仍未淡黄色的为不受精卵。多化性品种非滞

育卵在产下后转青时（第 7…～…8 天）调查，颜色转青的为受精卵，颜色不变的为不

受精卵；或在孵化后调查。随机选取 1 张蚕种（12 或 14 蛾）中的 6 个卵圈，调查

单蛾产卵粒数、良卵粒数、不受精卵粒数，计算平均数。

良卵率 =
良卵粒数

总卵粒数
 ×100%

不受精卵率 =
不受精卵粒数

总卵粒数
 ×100%

22. 生种… 二化性品种由于某种原因，造成蚕卵滞育性不巩固，在产下后经过

一定时间，部分发生孵化的蚕种称为生种。在蚕卵产下 10d 以后进行，观察 1 张

蚕种上是否有孵化的蚁蚕或孵化留下的卵壳。随机选取 1 张蚕种（12 或 14 蛾）中

的 6 个卵圈。

四、家蚕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1. 每个品种拍摄卵、蚁蚕（特殊蚁色）、壮蚕、蚕茧、蚕蛹、成虫彩照各 1 张。

2. 蚕卵、蚁蚕以蚕连纸为背景直接拍摄，其他发育阶段以蓝色为背景色，像

素 800 万以上，水平方向置 1 标尺。垂直拍摄，照片长宽比为 4…∶ 3，大小不低于

2MB。

3. 蚕卵 2 圈，滞育卵在产卵后 5d 以后至翌年催青前拍摄；非滞育卵，产卵后

3…～…7d 拍摄。

4. 蚁蚕 1 圈，在孵化当日上午 8…～…10 时拍摄。

5. 壮蚕，取 5 龄或末龄盛食期 2 头（斑纹限性品种 1 雌 +1 雄）放置于 5…～……

10℃，2min 后取出，体长与垂直方向一致，背面朝上。

6. 普通茧 2 颗，蚕蛹 1 雌 +1 雄，体长与垂直方向一致。

7. 成虫，1 雌 1 雄交尾状态，雌蛾头部向下、雄蛾头部向上。

8. 视频资料要能反映品种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群体概貌、品种特征、饲养

方式等。

视频格式：每个视频时长不超过 5min，尽量在 3min 以内（大小不超过

80MB）。视频格式应为 MP4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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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                   蚕茧

… …

蚕蛹                   蚕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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柞蚕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

表 1  柞蚕遗传资源概况表

省级普查机构：… … … … … … … … …

品种名称 其他名称

品种类型 □地方品种… □育成品种… □引入品种…

经济类型

□特殊资源型；

□实用型：□普通实用型… □多丝型… □抗病（逆）型… □异色茧型…

… … … … … □高饲料效率型…□早熟型… □大型茧型…

品种来源及

形成历史

保存单位

血… 统 □青黄蚕… □黄蚕… □蓝蚕… □白蚕…

化… 性 □一化… □二化…

眠… 性 □ 4 眠… □其他：… … …

适应生态区 □无… □二化性地区… □一化性地区… □二化一放地区… □其他：… … …

适宜饲养季节 □春季… … □夏秋季… … □秋季… … □春秋兼用

中心饲养区
□黑龙江省… □内蒙古自治区… □吉林省… □辽宁省… □山东省…

□河南省　□湖北省… □四川省… □贵州省… □其他：… … …

资源评价

遗传特点：□特殊幼虫体色… □特殊成虫斑纹… □白色茧　□致死突变…

　　　　　□隐性遗传　□其他：… … …

优异特性：□大型茧… □高饲料效率… □多丝量… □高产… □优质

　　　　　□抗病… □抗逆… □早熟… □其他：… … …

研究、利用方向：□生产实用… □育种素材… □优质基因… □基因功能解析

开发利用情况
饲养范围：□无… □ 1 个省区… □ 2 个省区… □ 3 个以上省区… … …

组配的杂交种数量：□无… □ 1 对… □ 2 对… □ 3 对以上… …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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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柞蚕体型外貌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保存单位：… …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名称：… … … … … … … … … … …

卵色 □白色… □浅褐色… □深褐色

蚁蚕体色 □红色… □红褐色… □黑色… □其他：… … …

壮蚕体背色 □白色… □淡黄色… □黄色… □淡绿色… □绿色… □青绿色… □蓝色… □红色

壮蚕体侧色 □白色… □淡黄色… □黄色… □淡绿色… □绿色… □青绿色… □蓝色… □红色

壮蚕气门上

线色
□乳白色…□淡黄色…□黄色…□淡棕色

茧… … 形 □椭圆… □长椭圆… □短椭圆… □球形… □其他：… …

茧… 色 □白色… □淡黄色… □淡褐色… □赤褐色

茧长（mm） 茧幅（mm）

蛹体色 □黄色… □黄褐色… □黑褐色… □黑色

雌蛾体色
□白色… … □浅棕色… □棕黄色

□棕绿色　□棕褐色… □黑色
雄蛾体色

□白色… … □浅棕色… □棕黄色

□棕绿色　□棕褐色… □黑色

雌蛾体长

（mm）

雄蛾体长

（mm）

雌蛾体幅

（mm）

雄蛾体幅

（mm）

雌蛾翅展

（mm）

雄蛾翅展

（mm）

蛾翅形态 □正常… … □短翅… … □裂翅… … □皱翅… … □其他：… 　…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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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柞蚕生产性能登记表

地点：… … … 省（区、市）… … … … 市（州、盟）… … … … 县（区、市、旗）… … … … 乡（镇）… … … … 村

保存单位：… … … … … … … … … … … … … 联系人：… … … … … … 联系方式：… … … 　… …… …

品种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育性状

卵期孵化积温

（℃）
五龄经过（日：时） 全龄经过（日：时）

蛹期羽化积温

（℃）
雌蛾寿命（日：时） 雄蛾寿命（日：时）

食　… 性 □强… … … … … □中… … … … … … □弱

眠起整齐度 □齐… … … … … □较齐… … … … … □不齐

营茧整齐度 □齐… … … … … □较齐… … … … … □不齐

其他

茧质、缫丝性能

全茧量（g） 茧层量（g） 茧层率（%）

茧丝长（m） 解舒率（%） 回收率（%）

鲜茧出丝率（%） 茧丝纤度（dtex）

其他

繁育性能

羽化习性 □雌雄同步… … □雌先… … □雄先… … □发蛾齐涌… … □发蛾不齐

交尾性能 □良好… … … … □一般… … □难交… … □易开对… … … □不易开对

产卵速度 □快… … … … … □慢

克卵数（粒 /g） 单蛾产卵数（粒） 受精率（%）

实用孵化率（%） 死笼率（%） 收蚁结茧率（%）

千粒茧重（kg） 优茧率（%） 千克卵产茧量（kg）

其他

填表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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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柞蚕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品种名称：

蚕卵照片
五龄幼虫照片

蚕茧照片 蚕蛹照片

雌蛾照片 雄蛾照片

视频资料 1 视频资料 2

拍照人（签字）：… … … … … … … … 电话：… … … … … … … … 　………　　日期：…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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柞蚕遗传资源系统调查表填表说明

一、柞蚕遗传资源概况表

此表由该品种分布地的省级普查机构组织有关专家填写。蓖麻蚕、天蚕、栗

蚕、琥珀蚕及其他野蚕资源参照柞蚕统计。

1. 品种名称… 遗传资源的原名，培育品种审定或登记时的名称。

2. 其他名称… 填写该遗传资源的俗名、曾用名。

3. 品种类型… 分为地方品种、引入品种、培育品种。具体为列入《中国柞蚕

品种志》的地方品种、引入品种（从国外引进）；国家和省级审定通过的品种（纯

种）；经合法渠道引进的柞蚕品种。

4. 经济类型… 分为特殊资源型和实用型。特殊资源型：携带有特殊遗传基因

或部分性状表现特殊的柞蚕种质资源。实用型：综合经济性状优良并在生产实际

中应用的实用品种。多丝型：茧层率 12% 以上或单位重量鲜茧的纤维总量比标准

对照品种（二化性品种标准对照品种为青 6 号，一化性品种标准对照品种为三三，

以下同。）高 10% 以上的品种。抗病型：幼虫对 1 种或多种病原的感染抵抗性较

标准对照品种高 2 倍或 2 倍以上的品种，鉴定方法见附录 A 和附录 B。异色茧型：

茧色明显有别于正常茧的品种。高饲料效率型：茧重转化率质量分数比标准对照

品种高 15% 以上的品种。早熟型：幼虫全龄经过较标准对照品种短 3d 或 3d 以上

的品种。大型茧型：千粒茧重较标准对照品种相对重 10% 以上的品种。可多选。

5. 品种来源及形成历史… 系统中已有品种来源，直接调用具体内容。系统中

无此数据时，说明品种的形成历史，包括亲本、选育方法、选育（引育）的起始时

间及完成时间、育成单位、第 1 ～ 3 完成人、组织鉴定审定部门等。

6. 保存单位… 目前保存品种的单位。

7. 血统… 按柞蚕 5 龄幼虫体背色分为青黄蚕血统、黄蚕血统、蓝蚕血统、白

蚕血统。

8. 化性… 调查并查阅资源保存记录，确认其化性。化性分为一化性和二化性，

春季放养滞育率大于或等于 95% 的为一化性、小于或等于 5% 的为二化性。

9. 眠性… 柞蚕分为 4 眠和其他。

10. 适应生态区… 有利于保持原品种形态学特征、生物学特性和经济学性状的

化性区域。主要分为一化性蚕区、二化性蚕区和二化一放蚕区。可多选。

11. 适宜饲养季节… 适宜柞蚕遗传资源生长发育、遗传继代并发挥其优良经济

性状的季节。可多选。

12. 中心饲养区… 按省份划分柞蚕遗传资源集中饲养的区域。

13. 资源评价… 根据柞蚕遗传资源的遗传特点填写特殊幼虫体色、特殊成虫斑

纹、白色茧、致死突变…、隐性遗传或其他。根据遗传资源的优异特性，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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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方向及在生产实际中的应用类型或品种审定、鉴定时品种定义的类型填写

表中包括的优异特性和利用方向。

14. 开发利用情况… 包括柞蚕饲养范围和柞蚕杂交种数量。饲养范围：指应用

柞蚕遗传资源的省（区）数量。生产实用品种一般是包括 1 个省区、2 个省区和 3

个以上省区；特殊遗传资源或没在生产中应用的品种填写无。杂交种数量：按柞

蚕遗传资源在生产实际应用中组配的杂交组合数填写 1 对、2 对或 3 对以上，特殊

遗传资源等未在生产实际中应用，未组配成杂交种的填写无。

二、柞蚕体型外貌登记表

该表为群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存单位和有关专家填写。每个调查

项目在对应的“□”内画“√”，或填写数据。

1. 卵色… 在自然光线下，肉眼观察柞蚕卵色；可分为白色、浅褐色、深褐色。

2. 蚁蚕体色… 在自然光线下，肉眼观察柞蚕蚁蚕体色；可分红色、红褐色、

黑色和其他。

3. 壮蚕体背色、壮蚕体侧色和壮蚕气门上线色… 在自然野外饲养条件下，随

机抽取 5 龄盛食期蚕 20 头，在自然光线下以肉眼直接观察确定幼虫体背、体侧、

气门上线色。体背、体侧色可分为白色、淡黄色、黄色、淡绿色、绿色、青绿色、

蓝色和红色；气门上线色可分为乳白色、淡黄色、黄色和淡棕色。

4. 茧形、茧色… 在自然光线下，肉眼直接观察化蛹 7d 后的柞蚕茧形状及颜

色。茧形可分为椭圆、长椭圆、短椭圆、球形和其他；茧色可分为白色、淡黄色、

淡褐色和赤褐色。

5. 茧长、茧幅… 随机从 5 个饲育区中分别抽取雌茧和雄茧各 10 粒，准确测量

其茧长、茧幅，计算单粒茧的平均数，精确到 0.1mm。

6.…蛹体色… 随机从 5 个饲育区中分别抽取雌茧和雄茧各 10 粒剖开，取出蚕

蛹，在自然光线下，以肉眼直接观察蛹体颜色；可分为黄色、黄褐色、黑褐色和

黑色。

7. 蛾体色… 在自然光线下，以肉眼观察充分展翅的柞蚕雌蛾和雄蛾的体背及

蛾翅整体颜色。

8. 蛾体长、体幅、翅展… 随机调查中批羽化健康雌蛾和雄蛾各 10 只，准确测

量，计算雌蛾和雄蛾的平均体长、体幅和翅展，精确到 0.1mm。

9. 蛾翅形态… 常规条件下暖茧羽化，蛾翅完全展开后，肉眼直接观察蛾翅形

态类型。蛾体无异常变态，蛾翅能充分展开，翅缘整齐为正常；蛾的翅缘仅及同

类型正常蛾的 70% 为短翅；蛾的翅缘不整齐有缺口的为裂翅；蛾翅不发达，展翅

不良的为皱翅；不属于以上类型的为其他。

三、柞蚕生产性能登记表

该表为群体实测表，由承担测定任务的保存单位和有关专家填写。每个调查

项目在对应的“□”内画“√”，或填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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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卵期孵化积温… 随机抽取 100 粒卵，在相对湿度 75% 左右的室内，从 15℃

起暖卵，每天升温 1…～…2℃，到 20℃平温，逐日记录温度，至孵化盛期时为卵期

发育终止日期，以 10℃为发育起点温度计算有效积温。精确到 1℃。

2. 五龄经过… 随机取 10 只种蛾正常室外单蛾收蚁，记载各区自四眠起齐至

90% 蚕营茧所经过的时间并计算平均日、时数。精确到 1h。

3. 全龄经过… 随机取 10 只种蛾正常室外单蛾收蚁，记载各区自孵化至营茧

90% 所经过的日、时数。精确到 1h。

4. 蛹期羽化积温… 随机抽取 100 粒茧，在相对湿度 75% 左右的室内，从 11℃

起暖茧，每天升温 1…～…2℃，到 20℃平温，逐日记录温度，至羽化盛期时为蛹期

发育终止日期，以 10℃为发育起点温度计算有效积温。精确到 1℃。

5. 雌、雄蛾寿命… 在温度 20℃，湿度 75%…～…85% 条件下，随机取雌雄蛾各

10 只，调查从羽化到死亡的时间，并计算平均日、时数。精确到 1h。

6. 食性… 指小蚕的食叶强度。不择叶，食去主、侧叶脉者为强；择叶，食后

叶脉呈网状者为弱；介于二者之间的为中。

7. 眠起整齐度… 在自然生态条件下，随机调查野外常规饲养的 10 个单蛾区，

平均四眠起蚕 10% ～ 80% 时所需要的时间。二化性秋蚕用时 72h 为齐，72…～…96h

为较齐，96h 以上为不齐。一化性春蚕用时 24h 为齐，24…～…48h 为较齐，48h 以上

为不齐。

8. 营茧整齐度… 在自然生态条件下，随机调查常规饲养的 10 个单蛾区，平均

营茧 10% ～ 80% 时所需要的时间。二化性秋蚕用时 96h 为齐、96…～…120h 为较齐，

120h 以上为不齐。一化性春蚕用时 24h 为齐，24…～…48h 为较齐，48h 以上为不齐。

9. 全茧量、茧层量和茧层率… 化蛹 7d 后随机调查 5 个区，每区随机取雌雄茧

各 10 粒，分别称取并计算出雌茧和雄茧的全茧量、茧层量后，再求雌雄茧的平均

全茧量、茧层量，精确到 0.01g。然后计算平均茧层率（茧层量 / 全茧量 ×100%）。

精确到 0.01%。

10. 茧丝长… 从 5…～…7 个试验区中，随机等量抽取优茧充分混合后，百粒缫再

随机抽取 3 组试样，每样 105 粒（含备用茧 5 粒），单粒缫随机取试样 23 粒（含备

用茧 3 粒），并对各试样称重、记录。按常规缫丝实验方法，缫得计算茧丝的平均

长度。精确到 1m。

11. 解舒率… 解舒丝长占茧丝长的百分率。精确到 0.01%。

12. 回收率… 生丝总重量占总纤维量（生丝量 + 大挽手 + 二挽手 + 蛹衬量）的

百分率。精确到 0.01%。

13. 鲜茧出丝率… 茧丝总量（干量）占供试鲜茧重量的百分率。精确到 0.01%。

14. 茧丝纤度… 茧丝的粗细程度（茧丝总长 / 茧丝总量…×104），单位为分特克

斯（dtex）。精确到 0.01dtex。

15. 羽化习性… 随机抽取 10 个单蛾区的茧，常规暖茧加温，观察其雌雄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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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化情况。96h 内发蛾 80% 为发蛾齐涌；96h 以后发蛾 80% 为发蛾不齐。

16. 交尾性能… 随机抽取 10 个单蛾区的茧，常规暖茧加温，观察其羽化后雌

雄蛾相遇时的交尾速度及开对情况。30min 以内交尾者为良好，60min 以后交尾者

为难交，介于二者之间的为一般。

17. 产卵速度… 在温度 20℃，湿度 75%…～…85% 条件下，随机调查 10 个雌蛾的

平均产卵速度，12h 产出卵率 80% 的为快，24h 以后产出卵率 80% 的为慢。

18. 单蛾产卵数… 在室温 20…～…22℃条件下，单蛾袋中产卵 48h 后，常规法保

护 2…～…3d，再随机抽取 10 只蛾调查单蛾产卵数，求其平均数。精确到 1 粒。

19. 克卵数… 在室温 20℃、相对湿度 75%…～…85% 条件下，按常规法随机抽取

10 只蛾调查单蛾产卵数、产卵量，计算 1 克产出卵的平均卵粒数。精确到 1 粒 /g。

20. 实用孵化率… 随机调查 10 只种蛾的单蛾产卵数后正常单蛾收蚁，第 3 日

晨将各蛾区的卵袋扎口收回继续任其孵化，5d 后分别调查迟出蚁蚕数和逐粒解剖

未孵化卵鉴别记录不受精卵数、死胚卵数，计算平均实用孵化率［（单蛾产卵数 -

不受精卵数 - 死胚卵数 - 迟出蚁蚕数）/（单蛾产卵数 - 不受精卵数）…×100%］。

精确到 0.01%。

21. 受精率… 以第 20 条中的记录数据计算受精率［（单蛾产卵数 - 不受精卵

数）/ 单蛾产卵数…×100%］。精确到 0.01%。

22. 收蚁结茧率… 随机抽取调查 10 个单蛾区的平均收茧数占平均实用收蚁蚕

头数的百分率。精确到 0.01%。

23. 优茧率… 随机抽取调查 10 个单蛾区的平均优茧数占平均总收茧数的百分

率。精确到 0.01%。

24. 千粒茧重… 化蛹 7d 后，随机从 5 个区中，各取 100 粒（不足者全取）优茧

分别称取总重量，计算平均千粒茧重。精确到 0.01kg。

25. 千克卵产茧量… 化蛹 7d 后，随机分别称量 10 个区的收茧总重量，计算平

均千克卵产茧量（平均区收茧重量 / 平均区投种量）。精确到 0.01kg。

26. 其他… 填写资源或性状需要特殊说明的内容，若没有则填“无”。

四、柞蚕遗传资源影像材料

1. 背景与像素… 蚕期照片背景为实际养蚕场景，其他照片背景为蓝色；像素

800 万以上，水平方向置 1 标尺。垂直拍摄，照片长宽比为 4…∶…3，大小不低于 2MB。

2. 蚕卵照片… 拍摄 1 个单蛾产出卵呈圆形排列的照片。

3.…5 龄幼虫照片… 拍摄 1 条 5 龄盛食期蚕的全身特写。

4. 蚕茧照片… 拍摄 2 只雌茧 3 只雄茧排列成呈“五星状”的照片，雌雄茧间

隔分开，茧蒂朝外均匀排列。

5.…蚕蛹照片… 拍摄 2 只雌蛹 3 只雄蛹排列成呈“五星状”的照片，雌雄蛹间

隔分开，蛹尾朝外均匀排列。

6. 雌蛾照片… 拍摄 1 只雌蛾背部充分展翅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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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雄蛾照片… 拍摄 1 只雄蛾背部充分展翅的照片。

8. 视频资料要能反映品种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群体概貌、品种特征、饲养

方式等。

视频格式：每个视频时长不超过 5min，尽量在 3min 以内（大小不超过

80MB）。视频格式应为 MP4 格式。

　　

蚕卵                幼虫

　　

蚕蛹                蚕茧

… …

♀蚕蛾                ♂蚕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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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柞蚕种质资源对柞蚕核型多角体 
病毒（ApNPV）的抗性鉴定

A.1　范围

本附录适用于柞蚕种质资源对 ApNPV 的抗性鉴定。

A.2　仪器设备

显微镜，旋涡混合器，离心机，血细胞计数板。

A.3　鉴定步骤

A.3.1　接种液制备

用微量注射器将鲜纯的 ApNPV 的游离态病毒注入健蛹体内后，置于 25℃恒

温条件下培养，待蛹体组织细胞溃烂破裂时，镜检选择无杂菌污染的体液研磨

过滤，再加无菌水以 3…000r/min 反复离心，去游离态病毒与杂物，配制成浓度为

（1…～…3）…×109…P/mL 多角体新毒悬浊液，置 4℃冰箱保存备用。添毒前按 10 倍系

列稀释成 108、107、106、105、104… 5 种分别装入三角瓶待用。

A.3.2　接种与饲养方法

取鉴定种质材料及对照青 6 号的无毒样卵各 6 份（1.5g/ 份），于孵化前 1d，

将其中 5 份分别放入 5 种浓度病毒液中，另 1 份放入无菌水（处理对照）中，浸泡

2min 后取出，分别装入无菌袋中。蚁蚕孵出后，鉴定种质与青 6 号的不同浓度处

理及对照分别取 15 头蚕收蚁于罐头瓶中，重复 3 次，次日选食叶健康蚕定头（10

头）。每日喂叶 1 次，同时除沙，调查感染 ApNPV 而发病蚕数至 2 眠起结束。饲

养温度 25…～…26℃，相对湿度 70%…～…75%。

A.4　计算方法

按 Reed-Muench 法计算 LC50，公式（A.1）为：

… LC50=Antilg（A+B·C）… （A.1）

式中：

LC50——半致死浓度，单位为每毫升病毒数（p/mL）；

Antilg——反对数；

A——死亡率高于 50% 的稀释度的对数；

B——稀释因子的对数；

C——比距（高于 50% 的死亡率 -…50%）/（高于 50% 的死亡率 - 低于 50% 的

死亡率）。

A.5　评价标准

以鉴定种质材料的 LC50 较对照的倍数（x）来评价其对 ApNPV 抗性。评价标

准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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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柞蚕种质资源对 ApNPV抗性鉴定评价标准

抗病倍数（x） 抗病级别

x ≥ 3 抗

1 ≤ x ＜ 3 中抗

x ＜ 1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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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柞蚕种质资源对柞蚕链球菌（Streptococcus  
pernyi…sp.…nov.）的抗性鉴定

B.1　范围

柞蚕种质资源对柞蚕链球菌的抗性鉴定。

B.2　仪器设备

同附录 A。

B.3　鉴定步骤

B.3.1　菌悬液制备

将斜面培养的柞蚕链球菌以无菌水稀释、匀浆后，血球计数板计数。配制成

浓度为（5…～…8）…×108…P/mL 新毒悬浊液，置 4℃冰箱保存备用。添毒前按 2 倍系列

稀释成 2-1、2-2、2-3、2-4、2-5… 5 种分别装入三角瓶待用。

B.3.2　接种与饲养方法

将鉴定种质材料及对照青 6 号的无毒样卵各 6 份（1.5g/ 份）分别装入无菌袋

中，待蚁蚕孵出当日晨，将 5 种浓度的菌悬液分别均匀地涂于柞叶叶面，阴干后

分别收蚁，对照区以无菌水涂叶喂蚕。不同浓度处理分别取 15 头蚕收蚁于罐头瓶

中，重复 3 次，48h 后选食叶健康蚕定头（10 头）并换鲜叶饲养。每日喂叶 1 次，

同时除沙，调查感染柞蚕链球菌而发病蚕数至 2 眠起结束。饲养温度 25…～…26℃，

相对湿度 70%…～…75%。

B.4　计算方法

同附录 A。

B.5　评价方法

以鉴定种质材料的 LC50 较对照的倍数（x）来评价其对柞蚕链球菌的抗性。评

价标准见表 2。

表 2  柞蚕种质资源对柞蚕链球菌的抗性评价标准

抗病倍数（x） 抗病级别

x ≥ 2 抗

1 ≤ x ＜ 2 中抗

x ＜ 1 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