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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制定背景、起草过程等

1.1任务来源

2024 年 6 月，《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关于下达 2024 年农业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农质标函〔2024〕71 号）下达《畜禽品

种（配套系）麻城黑山羊》农业行业标准的制定计划，标准项目编号 NYB-24270。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提出，由全国畜牧业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 274）归口，项目承担单位为 xxx，标准起草协作单位为 xxx、xxx

和 xxx。主要起草人为 xxx 等。

1.2制定背景

麻城黑山羊经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培育形成，分布于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

山地区，核心产区位于湖北省麻城市，是我国优良的肉用山羊品种资源。2004 年

列入《湖北省家畜家禽品种志》，2009 年列入《湖北省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

（鄂农牧发[2009]40 号），2010 年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目录》（农业部第

1325 号公告），2011 年列入《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 羊志》。为了规范麻城黑山羊

的品种特性，2005 年制定了湖北省地方标准，规定了麻城黑山羊的品种特性、生

产性能和不同年龄种羊等级评定，用于品种鉴定和等级评定。地方标准制定后，

根据此标准进行麻城黑山羊的品种鉴定和选育，也引入过外来品种进行改良，生

产性能指标值参数有变化，标准的部分指标及评定方法已不能满足当下麻城黑山

羊选育。为了促进麻城黑山羊品种资源保护、选育、生产及品种群数量和质量的

提高，迫切需要制定新的品种标准，以规范品种特征和评定内容，科学使用不同

级别种羊，充分发挥优秀种羊的遗传资质，扩大良种羊的覆盖比率，推动肉羊良

种化、产业化的发展步伐，以便更好地开展麻城黑山羊的品种推广工作，让更多

的山羊从业人员了解、关注并参与推广该品种，发挥品种优势，提高养殖效益。

1.3起草过程

第一阶段：成立标准起草小组

2024 年 6 月计划任务下达后，为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由 xxx 牵头，联合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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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协作单位成立由 xxx、xxx、xxx 和 xxx，成立标准起草小组，同时对标准起草工

作进行分工，明确各自任务和职责。起草小组成员及分工见表 1.1。

表 1.1 起草小组成员及任务分工

序号 姓名 工 作 单 位 任务分工

1 xxx xxx 总负责

2 xxx xxx 文本起草

3 xxx xxx 产地调研

4 xxx xxx 性能测定

5 xxx xxx 性能测定

6 xxx xxx 性能测定

7 xxx xxx 性能测定

8 xxx xxx 性能测定

9 xxx xxx 性能测定

10 xxx xxx 性能测定

11 xxx xxx 产地调研

12 xxx xxx 性能测定

13 xxx xxx 性能测定

14 xxx xxx 性能测定

15 xxx xxx 性能测定

16 xxx xxx 性能测定

17 xxx xxx 性能测定

18 xxx xxx 性能测定

19 xxx xxx 性能测定

20 xxx xxx 性能测定

第二阶段：标准起草

标准起草小组人员根据分工对麻城黑山羊的相关内容开展调研，查阅、搜集

国内外相关的技术资料，并进行分类、整理、总结和比对，制定了标准实施方案

及标准草案。

标准起草小组收集整理第三次国家畜禽遗传资源普查有关麻城黑山羊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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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为使标准的各项指标真实反映麻城黑山羊的养殖现状和性能指标，标准起草

小组在 2024 年 6 月~10月到湖北金旸（麻城）畜牧有限公司、湖北名羊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湖北必一羊业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周边养殖大户和养殖家庭进行调

研，并在现场开展了外貌特征、繁殖性能、体重体尺和产肉性能等项目的测定。

完成了 1150 头次各月龄公、母羊的体尺、体重测定，100 余头羊的外貌评定，300

余头母羊的繁殖性能调查，48 头羊的产肉性能测定。

2024 年 8 月～10 月，标准起草小组对调研、测定和收集所得的原始数据资料

进行整理和综合分析，将分析结果与育种场的选育目标及要求进行比较，根据综

合分析结果草拟了麻城黑山羊的各项等级评定标准值。2024 年 9 月标准起草小组

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 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10 月在参阅其他山羊品种标准的基础上，并考虑标

准内容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协调性及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基础上，对标

准草案进行反复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第三阶段：征求意见阶段

2024 年 10 月，在全国范围内遴选高校、科研院所、畜牧生产管理等相关部门，

进行通讯函件意见征求。共发函给 20 家单位，收到 20 个回函，其中科研院所 6

个，占比 30 %、学校 11 个，占比 55 %、畜牧生产管理部门 3个，占比 15 %。截

至 10 月 25 日收到回函 20 份（表 1.2），所有回函均有意见和建议，共收到意见建

议 100 条。针对反馈情况，起草组对函审意见逐条分类梳理，经进一步分析研究、

查阅、搜集相关内容的科学依据，起草小组对专家们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进行

了认真汇总和讨论，整合相同或相似意见后有 58 条建议，对全部建议的处理情况

是采纳 45 条，不采纳 11 条，部分采纳 2 条，未采纳的意见已与相关专家进行沟

通后达成一致。整理出《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在汇总处理表中对未采纳或部分

采纳的意见做了详细说明，并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征求意见稿，完成预审稿。

农业行业标准《畜禽品种（配套系） 麻城黑山羊》（征求意见稿）函审专家

名单，详见表 1.2。

表 1.2 征求意见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所属省区 单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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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兰 蓉 云南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云南省 科研院所

2 李 利 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省 学校

3 俄木曲者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四川省 科研院所

4 周爱民 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四川省 科研院所

5 黄勇富 西南大学 重庆市 学校

6 刘国世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市 学校

7 孙 伟 扬州大学 江苏省 学校

8 马友记 甘肃农业大学 甘肃省 学校

9 孙桂荣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省 学校

10 杨会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科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科研院所

11 曹少先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 江苏省 科研院所

12 茆达干 南京农业大学 江苏省 学校

13 宋天增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 西藏自治区 科研院所

14 叶绍辉 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省 学校

15 毛凤显 贵州省畜禽遗传资源管理站 贵州省 生产管理

16 朱江江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省 学校

17 凌英会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省 学校

18 薄东东 郑州大学 河南省 学校

19 王 旭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畜牧工作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生产管理

20 张志刚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场科学技术推广站 内蒙古自治区 生产管理

第四阶段：预审阶段

2025 年 2 月 20 日，全国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羊业及特色畜产业标准化工

作组组织专家对 xxx 等单位起草的农业行业标准《畜禽品种（配套系）麻城黑山

羊》（预审稿）进行了认真审查。专家组由田可川、王锋、牛春娥、王春昕、张红

平、孙伟、康凤祥、宫平组成。在听取起草专家汇报的基础上，专家组审查了标

准文本及编制说明，提出了修改意见（见表 1.3）。专家组一致同意审查通过，建

议标准起草单位按照上述意见进一步修改后形成公开征求意见稿，报全国畜牧业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表 1.3 预审会议审查意见汇总处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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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2.1标准编制原则

序

号

标准章

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

单位

处理

意见

备

注

1 4

修改为“ 4 品种来源”，并将内容修改为“麻城黑山羊是在特

定生态环境条件下经长期选育形成的地方山羊品种，中心产区

位于湖北省麻城市，分布于大别山地区的罗田县、英山县、蕲

春县、红安县、团凤县、浠水县、黄梅县等地。”。

专家组 采纳

2 5
“修改为“5 品种特征 5.1 体型外貌”。缩减对应内容，并根

据资源调查内容进行修改。
专家组 采纳

3 6.1

修改为“5.2 体重体尺”，删除初生重相关内容。“24 月龄体

重体尺见表 1”修改为“24 月龄体重体尺应符合表 1 要求”，

补充表 1 数据的标准差。

专家组 采纳

4 表 1
第 1 列“月龄”修改为“年龄”，第 1列“6”修改为 “6 月

龄”、 “12”修改为 “12 月龄”、 “24”修改为“24 月龄”。
专家组 采纳

5 6.2
修改为“6 生产性能

6.1 产肉性能”，并将性能指标以表格形式呈现。
专家组 采纳

6 6.3 缩写相关性能指标。 专家组 采纳

7 7
修改为“7 等级评定”。删除 7.2、7.2.1、7.2.3、7.2.4、7.2.5

及其对应的内容。
专家组 采纳

8 7.1
修改为“7.1 评定对象”，并将“24 月龄”修改为“24 月龄的

个体”。
专家组 采纳

9 7.2.2

修改为“7.2 评定”，并将对应的内容修改为“体型外貌符合

品种特征，体重、体长、体高、胸围 4 项指标分别按表 3 进行

等级评定，以 4 项指标中最低等级确定羊只的最终等级。”

专家组 采纳

10 表 3
第 1 列“月龄”修改为“年龄”，第 1列“6”修改为 “6 月

龄”、 “12”修改为 “12 月龄”、 “24”修改为“24 月龄”。
专家组 采纳

11
增加章条编号“8 生产性能测定方法”，内容为“生产性能测

定按照 NY/T 1236 的规定执行”。
专家组 采纳

12 附录 按模板修改附录 A，删除附录 B 专家组 采纳

13 编制说明 补充表格内的样本数量 专家组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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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本标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则起草。标准技术要求和指标符

合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标准化实施条例》、《畜牧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并与相关标准相协调。

2.1.2 根据麻城黑山羊生产的实际情况，以“科学性、可操作性和适用性”为

原则，力争使制定后的标准无歧义、易操作，符合麻城黑山羊种质资源保护、利

用及推广的需要。

2.1.3 标准内容通俗易懂，便于操作。

2.2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麻城黑山羊分布于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地区，该品种是肉用地方品种，

也供港销售活羊，因此其产羔数和 6月龄、12 月龄和 24 月龄体重体尺是最重要的

经济性状。为此，根据生产企业和科研单位研讨意见，编制本标准时需要重点考

虑，并确定品种来源、品种特征、生产性能、等级评定等相关指标为标准涵盖的

种类。每种指标的具体数值由核心产区麻城黑山羊种公羊和能繁母羊生产性能测

定记录、现场测定值、调取数据库值计算确定。

2.2.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麻城黑山羊的品种来源、品种特征、生产性能和等级评定。

本标准适用于麻城黑山羊的品种鉴定和等级评定。

理由及依据：

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的规定。

2.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

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NY/T 1236 种羊生产性能测定技术规范

理由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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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1236-2023 种羊生产性能测定技术规范》于2023年12月发布，2024年

5月1日实施。该标准规定了种羊生产性能测定的测定条件、测定项目、抽样和测

定方法。《畜禽品种（配套系）羊 麻城黑山羊》涉及到种羊生产性能测定指标与

方法，因此将其列入引用文件。

2.2.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理由及依据：

规范性引用文件《NY/T 1236 种羊生产性能测定技术规范》最新版本中已经

包含和定义了本标准中涉及的所有术语和定义。因此不需要定义相关术语和定义。

2.2.4 品种来源

麻城黑山羊是在特定生态环境条件下经长期选育形成的地方山羊品种，中心

产区位于湖北省麻城市，分布于大别山地区的罗田县、英山县、蕲春县、红安县、

团凤县、浠水县、黄梅县等地。

理由及依据：

《麻城黑山羊主要生产性能观测》（李晓锋，2002）对麻城黑山羊的品种来

源及分布描述为：麻城黑山羊是由大别山地方山羊经过长期的定向选育而逐渐形

成的地方品种，现主要分布在鄂豫皖交界的大别山地区， 中心产区为湖北省麻城

市。它具有被毛纯黑、体形高大、遗传性能稳定、生长发育快、育肥性能好、繁

殖能力突出、肉质好、膻味轻、耐粗饲、适应性强等优点。

《麻城黑山羊》（陈明新，2003）对麻城黑山羊的品种来源及分布描述为：

麻城黑山羊产于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地区，中心产区为湖北省麻城市，因而

命名为麻城黑山羊，主要分布在湖北交界的豫南地区。麻城黑山羊的历史悠久，

据中心产区调查，它是从当地的土种羊中分离出来的。人们不断地从土种羊中选

择毛色纯黑、个体大、生长快、性情温顺的个体， 经过长期的定向选育而逐渐形

成原始的基础黑山羊群体。到二十世纪80年代，黑山羊引起了各方重视，在政府

的支持和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开展了品种资源的普查，理顺了血统，进一步完善

了选育方案，基本形成了被毛纯黑、体形高大、增重快、繁殖率高、肉质好、适

应性强、遗传性能稳定的优良地方山羊品种。

《湖北省家畜家禽品种志》（2004年）记载，麻城黑山羊中心产区是麻城市，

大别山中段的河南新县、商城，安徽金寨也有少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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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 羊志》（2011年）记载，麻城黑山羊的中心产区是

湖北省麻城市，分布于大别山周边的红安、新州、罗田、团风、金寨、新县和光

山等地。

第三次全国遗传资源普查上报的“麻城黑山羊志”有关内容描述，原产于湖

北省、安徽省和河南省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中心产区在麻城市，分布于周边的

罗田县、英山县、蕲春县、红安县、团风县、浠水县、黄梅县。

结合上述文献资料，认真分析和总结确定麻城黑山羊的品种来源及分布。

2.2.5 品种特征

2.2.5.1 体型外貌

麻城黑山羊被毛黑色，体质结实，结构匀称。体格中等，体躯丰满。头略长、

近似马头状。额宽，耳大，向前稍下垂。多数公母羊有角，呈弧形向后或向外弯

曲。公羊颈粗，母羊颈细长。背腰平直，四肢强健，公羊腹部紧凑，母羊腹大而

不下垂。蹄质坚实，尾短上翘。成年羊外貌特征见附录A。

理由及依据：

麻城黑山羊的外貌特征是参考文献《麻城黑山羊》（陈明新，2003）、2005

年《湖北省家畜家禽品种志》、《麻城黑山羊的种质和适应性研究》（索效军，

2010）、2011年《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羊志》和第三次全国遗传资源普查上报的

“麻城黑山羊志”对其体型外貌的描述，并结合对主产区麻城黑山羊的实际调研

观测结果确定的。

2.2.5.2 体重体尺

麻城黑山羊公母羊6月龄、12月龄、24月龄体重体尺应符合表2.1要求。

表 2.1 麻城黑山羊体重体尺

年龄 性别 体重/kg 体高/cm 体长/cm 胸围/cm

6 月龄
公 20.7±4.3 56.7±4.6 60.3±4.8 68.4±4.9

母 19.1±3.6 52.3±4.5 55.0±3.8 65.5±4.2

12 月龄
公 29.0±7.6 62.1±4.3 66.8±4.5 76.8±5.0

母 27.5±4.7 57.5±4.5 62.7±3.9 74.9±4.4

24 月龄
公 44.2±8.9 67.0±6.3 71.4±7.6 86.2±6.7

母 38.7±6.6 61.0±5.7 64.8±6.2 78.4±6.9

理由及依据：

麻城黑山羊的生产方向是肉用型，体重、体尺是羊只等级及生产性能的重要

技术指标。2023年第三次全国遗传资源普查时在湖北金旸（麻城）畜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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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60只24月龄母羊、20只24月龄公羊的体重体尺，6月龄和12月龄公羊分别20只，

6月龄和12月龄母羊分别60只，2024年先后在湖北金旸（麻城）畜牧有限公司、湖

北名羊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湖北必一羊业技术有限公司测定体重体尺，整合

全部的测定结果见表2.2。根据这些数据得出了标准中麻城黑山羊的体重体尺表。

表 2.2 麻城黑山羊体重体尺

月龄 性别 样本数 体重(cm) 体高(cm) 体长(cm) 胸围(cm)

6
公 62 20.7±4.3 56.7±4.6 60.3±4.8 68.4±4.9

母 80 19.1±3.6 52.3±4.5 55.0±3.8 65.5±4.2

12
公 83 29.0±7.6 62.1±4.3 66.8±4.5 76.8±5.0

母 195 27.5±4.7 57.5±4.5 62.7±3.9 74.9±4.4

24
公 30 44.2±8.9 67.0±6.3 71.4±7.6 86.2±5.7

母 168 38.7±6.6 61.0±5.7 64.8±6.2 78.4±6.9

成年
公 44 47.6±11.0 70.7±8.2 75.6±8.4 90.4±7.9

母 397 39.8±6.9 62.7±3.8 68.9±4.8 80.5±6.1

注：成年羊为≥2岁的羊

2.2.6 生产性能

2.2.5.1 产肉性能

表 2.3 麻城黑山羊产肉性能

年龄 性别 宰前活重/kg 胴体重/kg 净肉重/kg 屠宰率/% 净肉率/%

12
月龄

公 33.4±5.0 14.6±3.2 10.2±2.3 43.35±3.63 30.50±2.50

母 26.8±2.6 11.4±2.1 7.9±1.7 42.72±7.14 29.46±6.14

成年
公 41.2±3.8 19.7±2.6 13.8±1.7 47.57±3.28 33.41±1.91

母 35.7±4.2 14.5±2.4 11.0±1.9 40.38±3.24 30.77±3.41

注：成年羊为≥2岁的羊

理由及依据：

标准起草小组于 2023 年 11 月和 2024 年 10 月在湖北金旸（麻城）畜牧有限

公司完成麻城黑山羊产肉性能测定，测定结果见表 2.4。

表 2.4 麻城黑山羊产肉性能

年龄 性别 数量/只 宰前活重/kg 胴体重/kg 净肉重/kg 屠宰率/% 净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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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龄

公 10 33.4±5.0 14.6±3.2 10.2±2.3 43.35±3.63 30.50±2.50

母 17 26.8±2.6 11.4±2.1 7.9±1.7 42.72±7.14 29.46±6.14

成年
公 9 41.2±3.8 19.7±2.6 13.8±1.7 47.57±3.28 33.41±1.91

母 12 35.7±4.2 14.5±2.4 11.0±1.9 40.38±3.24 30.77±3.41

注：成年羊为≥2岁的羊

刘长森等（1992）报道 12 月龄麻城黑山羊阉公羊经 60 天育肥后体重

31.66±3.76kg，屠宰率和净肉率分别为 51.2%和 34.3%。索效军等（2009）和张年

（ 2010）报道 12 月龄麻城黑山羊公羊和母羊体重分别为 26.35±0.82kg 和

24.72±0.37kg、屠宰率分别为 47.97%和 47.33%、净肉率分别为 26.68%和 25.93%。

李助南等（2009）报道 12月龄麻城黑山羊活重 24.7kg、屠宰率 51.4%、净肉率 34.8%。

《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羊志》（2011）中麻城黑山羊成年公母羊活重分别为

38.6±5.5kg 和 30.8±4.5kg，屠宰率分别为 51.5%和 48.5%、净肉率分别为 38.4%和

36.5%。

上述文献报道的都是屠宰 12月龄麻城黑山羊的产肉性能，可以看出数据差异

比较大。也有文献报道 4~5月龄麻城黑山羊经阉割后育肥 60或 90天后的产肉性

能，考虑到麻城黑山羊通常的消费时间为冬季，多数羊的日龄为 10~12月，且淘

汰母羊的年龄为 2岁以上，因此本标准选用 12月龄和成年（≥2岁的羊）两个阶段

测定麻城黑山羊的产肉性能，形成标准中产肉性能的内容。

2.2.5.2 繁殖性能

麻城黑山羊 4月龄~5月龄性成熟，初配年龄母羊为 8~10月龄、公羊为 10~12

月龄。母羊常年发情，但多集中于春、秋两季。发情周期 19 d~22 d，发情持续期

1.5 d~3.0 d。妊娠期 144~152 d。母羊产羔率 203%。

理由及依据：

李晓锋（2002）报道麻城黑山羊性成熟早，公羊在 3月龄左右即表现有追爬

发情母羊、低声哮叫等性活动， 5月龄基本达性成熟， 而适宜配种月龄为 10月

龄以后。母羊在 8-10 月龄时可以发情配种， 发情周期 20 天左右，持续期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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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产后第 1次发情时间一般为 18-23天，怀孕期平均 150天。母羊四季均可发

情配种，但以春秋季节为多。

陈明新（2003）、陶佳喜（2004）和李助南（2009）报道麻城黑山羊公羊 5

月龄达到性成熟，母羊 4月龄性成熟。而适宜配种年龄为公羊 10月龄，母羊在 8

月龄左右。母羊发情周期 20天左右，持续期 1.5-3天，产后发情一般为 18-23 天，

终年可发情，但春、秋发情配种多，怀孕期平均 150天。

张年（2008）报道麻城黑山羊产羔率为 195%。

索效军（2010）报道麻城黑山羊公羊 5月龄，母羊 4月龄达到性成熟，适配

年龄母羊为 8月龄，公羊为 10月龄，母羊利用年限为 4～5年，公羊 3～4年。母

羊发情周期约为 20d 左右，发情持续期约为 1．5～3d，产后发情一般为 18～23d，

妊娠期一般为 149～150d 左右，通常母羊是在每年 8月开始发情，发情旺季在 9～

11月份。据 34窝初产母羊和 94窝经产母羊的产羔情况的统计分析�发现初产和经

产母羊单胎平均产羔率分别为 141.18％ 和 219.15％。

《湖北省家畜家禽品种志》（2004年）记载，麻城黑山羊公母羊在 3月龄左

右即有性表现，适宜配种年龄母羊 8月龄、公羊 10月龄。母羊利用年限 4~5年、

公羊 3~4年。发情周期 20天左右，持续期 1.5~3.0 d，产后发情 18~23天。常年发

情，但以春秋两季为多。妊娠期 149~150天。75%的初产羊产单羔，25%产双羔。

85%经产羊产双羔、10%产单羔、5%产多羔，最多可产 5羔。

《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 羊志》（2011年）记载，麻城黑山羊 4~5月性成熟，

初配年龄公、母羊均为 8~10月龄。母羊常年发情，但以春秋两季发情较多。发情

周期 20.5天左右，发情持续期 1.5~3.0 d，妊娠期 149~150天，产羔率 205%，最高

一胎可产羔 5只，两年产三胎母羊占群体的 80%。

据文献《湖北黑头羊母羊系列性能测定》（张年，2018）的记录，麻城黑山

羊妊娠期 145±18天，发情周期 16±3天。

根据上述文献，结合 2020~2023 年麻城黑山羊的实际产羔记录和调研观测结

果，确定本文件中麻城黑山羊 4月龄~5月龄性成熟，初配年龄母羊为 8~10月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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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为 10~12月龄。母羊常年发情，但多集中于春、秋两季。发情周期 19 d~22 d，

发情持续期 1.5 d~3.0 d。妊娠期 144~152 d。母羊产羔率 203%。 形成本标准中麻

城黑山羊的繁殖性能。

2.2.7 等级评定

2.2.7.1 评定对象

6月龄、12月龄和 24月龄的个体。

理由及依据：

一般种羊生产中，6月龄是第一次等级鉴定，12月龄时进行第二次等级鉴定，

24月龄时终生鉴定，因此本标准在此三个时间点进行羊只的等级评定。

2.2.7.2 评定

体型外貌符合品种特征，体重、体长、体高、胸围 4 项指标分别按表 3进行

等级评定，以 4项指标中最低等级确定羊只的最终等级。

表 2.5 麻城黑山羊体重体尺等级评定

年龄 性别 等级 体重/kg 体高/cm 体长/cm 胸围/cm

6 月龄

公

特 ≥22.0 ≥58 ≥63 ≥70

一 ≥19.0 ≥55 ≥59 ≥67

母

特 ≥20.0 ≥56 ≥58 ≥68

一 ≥17.0 ≥53 ≥55 ≥64

二 ≥14.0 ≥50 ≥53 ≥60

12 月龄

公

特 ≥32.0 ≥65 ≥69 ≥80

一 ≥29.0 ≥62 ≥66 ≥76

母

特 ≥30.0 ≥60 ≥65 ≥78

一 ≥27.0 ≥57 ≥62 ≥74

二 ≥24.0 ≥54 ≥59 ≥70

24 月龄

公
特 ≥48.0 ≥69 ≥75 ≥89

一 ≥44.0 ≥64 ≥70 ≥85

母

特 ≥42.0 ≥65 ≥69 ≥82

一 ≥38.0 ≥60 ≥66 ≥78

二 ≥34.0 ≥55 ≥63 ≥74

理由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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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本标准时，根据麻城黑山羊的实际生长情况，以公、母山羊的平均体

重体尺定为一级（基础）（见表 2.2）。二级羊体重体尺在一级羊基础上减少 5%～

10%，特级羊体重体尺在一级羊基础上增加 5%～10%。在育种实践中，公羊需求

量少，母羊需求量相对更多，因此公羊只评定特级和一级，而母羊设定特级、一

级和二级，且母羊在年龄较小的 6月龄评定时适当放宽体重范围，以便有更多的

母羊可以进行后续的评定。

3、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3.1 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

《畜禽品种（配套系）麻城黑山羊》标准制定完成后，标准制定小组于 2024

年 10月- 11月在湖北金旸（麻城）畜牧有限公司对 6月龄、12月龄和 24月龄麻

城黑山羊体尺体重等级评定指标进行了验证。用此标准评价的结果是：（1）6月

龄公羊的特级和一级比例分别是 13.3%和 24.4%，母羊特级、一级和二级羊的比例

分别是 13.3%、21.1%和 37.8%；（2）12月龄公羊的特级和一级比例分别是 14.0%

和 22.0%，母羊的特级、一级和二级羊比例分别是 13.2%、26.5%和 39.7%；（3）

24月龄公羊的特级和一级比例分别是 10.7%和 28.6%，母羊的特级、一级和二级羊

比例分别是 10.5%、26.3%和 47.4%。该场非常认可用此标准对种羊进行分级的结

果，认为标准中各项技术指标均符合麻城黑山羊的生产实际，技术内容合理、方

法科学可行，可操作性强，可以指导麻城黑山羊的持续选育提高和规范化生产。

表 3.1 麻城黑山羊体重体尺验证结果

月龄 性别 数量/只 体重/kg 体高/cm 体长/cm 胸围/cm

6 月龄
公 45 19.6±3.9 55.3±3.1 59.0±3.6 66.1±3.3

母 90 17.3±3.9 52.5±3.3 54.5±3.0 63.4±4.1

12 月龄
公 50 29.0±4.1 61.2±4.4 66.1±4.8 75.5±4.8

母 90 27.2±4.2 56.9±4.4 62.0±3.5 73.7±4.0

24 月龄
公 28 43.5±3.5 64.2±3.8 70.4±4.2 83.8±3.0

母 38 37.1±3.9 59.5±4.4 65.4±3.0 76.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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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麻城黑山羊是我国地方特有的优良山羊遗传资源，农业行业标准《畜禽品种

（配套系）麻城黑山羊》的制定、颁布与实施，对指导并规范麻城黑山羊保护、

选育、生产性能的稳定和提高、开发利用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对麻城黑山羊本

品种选育及种群质量的提高、标准化选育和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有助于提

高麻城黑山羊种群的数量和质量，也有助于对其进行标准化选育和管理，为麻城

黑山羊产业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增强市场竞争力，为麻城黑山羊的饲养创造更

好的经济收益奠定基础，达到节本、增效和增收的效果，标准的预期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非常显著。

4、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

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经查，国际和国外均没有《畜禽品种（配套系） 麻城黑山羊》此类标准，无

需开展相关试验验证对比工作。

5、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

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经查，国际上没有《畜禽品种（配套系）麻城黑山羊》此类标准，因此本标

准不存在以国际标准为基础进行起草的采标问题。

6、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畜禽品种（配套系）麻城黑山羊》标准的制定符合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和《种

畜禽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和法规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标准相关内容的规定与现

行的法律法规相辅相成，没有相悖之处。

7、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制定《畜禽品种（配套系）麻城黑山羊》行业标准的过程中，起草单位广

泛征求了意见，并经过多次多层面反复磋商，未出现重大分歧。



16

8、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经查询，未识别到与《畜禽品种（配套系） 麻城黑山羊》标准技术内容有关

的专利。

9、实施行业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

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麻城黑山羊是我国优良的肉用地方品种。核心产区有企业、合作社和个体养

殖户，散养的饲养方式占有相当比例，散养条件下的粗放管理导致生产性能下降，

经过选种选育后生产性能有所提高，且引入过外来黑山羊品种进行改良，但良种

数量仍有限。因此，制定《畜禽品种（配套系）麻城黑山羊》标准，对指导和规

范该品种生产性能的稳定和提高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对麻城黑山羊品种种群的

扩繁、选育和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在麻城黑山羊育种场严格按标准进行选育。按标准制定的评定等级进行选留

和生产推广，加强管理，切实做好标准的实施引导工作。应用麻城黑山羊品种行

业标准，对种用公羊和母羊进行选育，不用劣质和不符合种用标准的个体繁殖，

提高羊群质量。

在标准化选育和生产中，通过专业技术人员和养殖户的技术培训，提高对麻

城黑山羊制定后相关指标的宣传，为标准实施奠定基础。《畜禽品种（配套系）麻

城黑山羊》标准制定后通过审定，建议标准自发布至实施之间的过渡期为 6个月，

建议农业农村部在过渡期后尽快向社会公布本标准，使相关部门和单位在工作中

作为操作的依据。

本标准在经相关部门批准发布实施后，需要行政部门的监督执行，以确保“标

准”制定的目的。本标准所有条款均不在强制性标准要求范围内。本标准在执行

的过程中还需要不断的完善。因此，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

10、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文件没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畜禽品种（配套系） 麻城黑山羊》农业行业标准编制小组

2025年 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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