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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霍牦牛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阶段）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来源于《关于发布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 2025 年度团体标准项目计划

(第三批 20 项团体标准)的通知》（中民贸〔2025〕28 号），《炉霍牦牛全产业

链标准体系》团体标准为此次制定的计划项目之一。根据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管

理和协调调度，由四川省甘孜州炉霍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四川农业大学等机构牵头和组织专家组成标准起草工作组，负责标准的制定工作，

项目编号为 T/OTOP-202505- T/OTOP-202509。

2、目的、意义

炉霍县地处高原，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广袤的草原、清澈的水源

以及独特的气候条件，为牦牛养殖创造了绝佳的天然牧场。牦牛产业作为当地的

支柱产业，在促进经济增长、保障农牧民收入稳定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然而，当前炉霍牦牛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遭遇诸多瓶颈。牧场环境管理缺乏系

统规划，导致草原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生态平衡面临挑战；养殖技术参差不齐，

不同养殖户的养殖方式差异较大，难以保证牦牛品质的一致性；屠宰环节存在操

作不规范的现象，影响肉品质量和安全；产品溯源体系缺失，消费者难以了解产

品的真实来源和生产过程；包装与储运技术落后，造成产品损耗较大，市场拓展

受限。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炉霍牦牛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因此，构建一

套全面、科学、系统的产业标准体系刻不容缓。

本立项旨在打造一套覆盖牧场环境、养殖技术、屠宰技术、产品溯源以及包

装与储运技术等全产业链的炉霍牦牛产业标准体系，通过规范各环节生产经营活

动，提升炉霍牦牛产品品质，增强其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3、主要工作过程

调研阶段：

2024 年 10 月 29 日-31 日 四川省甘孜州炉霍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牵头，组

织包含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和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相关负责人实地走访炉霍，对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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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牦牛的养殖和加工等情况进行了实地摸底走访，初步探讨和论证建立炉霍牦牛

产业标准体系的可能性

立项阶段：

2024年 11月-2025年2月底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和四川省甘孜州炉霍县农牧

农村和科技局技术专家对标准研讨稿进行初步策划，并完成项目立项申请表的初

步编制;

2025 年 2 月底-2025 年 3 月初 对接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会，完成标准的立项工作程序，2025 年 2 月 26 日，在中国民贸成功立项；标准

制定工作正式启动

起草阶段：

2025 年 3 月初 ，标准起草组根据调研结果及相关资料，形成标准起草研讨

稿。组内经过几次讨论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

4、编制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等

本标准四川省甘孜州炉霍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四川农

业大学等机构牵头和组织专家组成标准起草工作组，负责标准的制定工作等单位

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斌、韩平、董春松……等。

中国民贸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所做的主要工作：负责组织协调标准参与单位共

同起草相关标准。

5、标准主要内容

1）牧场环境的内容：牧场选址、布局规划、设施设备配置、环境监测与保

护。

2）养殖技术规范的主要内容：牦牛选种与繁育、饲养管理、疾病防控、饲

料与饮水标准。

3）屠宰技术规范的主要内容：屠宰流程标准化、卫生条件、设备标准、肉

品检验与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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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品溯源技术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建立从牧场到餐桌的全程追溯体系，

包括信息采集、数据管理、追溯平台建设。

5）包装与储运技术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装材料选择、包装方法、储存

条件、运输要求。

6)牦牛肉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生存环境、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等。

7）牦牛肉的鲜肉质量等级评定方法、质量等级划分核心指标、等级判定等。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试验问题。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六、与国际、国外标准对比情况

（一）国外情况

美国、欧盟等畜牧业发达国家在肉牛养殖、屠宰、加工等方面建立了成熟且

严格的标准体系。在动物福利方面，对养殖环境、屠宰方式等有着细致规定；食

品安全方面，从饲料源头到餐桌全程严格把控；可追溯性方面，利用先进信息技

术实现产品信息的实时追踪。然而，由于牦牛独特的生长环境和品种特性，这些

标准无法直接应用于炉霍牦牛产业，仅能提供部分参考。

（二）国内情况

国内部分牦牛产区已着手开展牦牛产业相关标准的制定工作，农业行业标准

如《牦牛种牛选育技术规程》为牦牛养殖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指导，但目前尚未形

成统一的国家标准。各地制定的标准因地域差异、养殖习惯不同，在技术内容和

适用范围上存在较大区别。炉霍县必须立足自身实际，充分考虑本地的自然条件、

养殖模式和产业发展需求，制定出一套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标准体系。

因此，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结合炉霍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一套符合当地

特色的标准体系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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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标准协调一致，符合国家标准化

管理的有关规定。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尚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有关单位、专家提出的意见已

经得到妥善处理，合理的意见已被采纳，无法采纳的意见给予了相应解释和说明。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自主制定，无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十一、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