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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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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专利识别的责任。

本文件由达州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达州市饲草饲料工作站、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宣汉县畜牧技术推广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阿果约达、蒋旭东、邓小东、王巍、易军、田永亮、李青、方东辉、石

溢、贺芳、甘佳、石长庚、廖志敏、冯华、桂成、付茂忠、马晓琴、詹素琼、张雪梅、孙河、曾

令、周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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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宣花牛育肥牛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蜀宣花牛育肥牛生产的牛场建设、牛只选择、饲养管理、卫生防疫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蜀宣花牛育肥牛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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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25246 畜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

NY/T 472 绿色食品兽药使用准则

NY/T 473 绿色食品畜禽卫生防疫准则

NY/T 682 畜禽场场区设计技术规范

NY/T 1952 动物免疫接种技术规范

NY/T 2828 蜀宣花牛

NY/T 3075 畜禽养殖场消毒技术

NY 5027 无公害食品畜禽饮用水水质

NY/T 5126 无公害食品肉牛饲养兽医防疫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http://www.baidu.com/link?url=Wa8X6_PWcs8uRaCLkvEFf06rZSTzpLb_Xxmo0FmZw3tzsoaWW0_x24LXcKvkDBXnYt-900rm--kgVe3zzHTMga
http://www.baidu.com/link?url=Wa8X6_PWcs8uRaCLkvEFf06rZSTzpLb_Xxmo0FmZw3tzsoaWW0_x24LXcKvkDBXnYt-900rm--kgVe3zzHTMga
http://www.baidu.com/link?url=g_x9dQfIn-IifvZkqjka3jnHzmxSqnqsrUwpYfGUW5h8KAGItvv4WWh0tSjOhO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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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蜀宣花牛 shuxuan cattle

蜀宣花牛原产于四川省宣汉县，是由宣汉牛、西门塔尔牛、荷斯坦牛杂交培育而成的乳肉兼

用型品种，于 2012 年取得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颁发的畜禽新品种证书，对我国南方高温高湿

气候环境有较强的适应性。

4 牛场建设

4.1 牛场选址

选址应符合NY/T 682的要求，畜禽饮用水水质应符合NY 5027的要求。

4.2 场区设置

4.2.1 总体要求

各个功能区应界限分明。场区四周应设立围墙，场区出入口应设置消毒室、车辆消毒池。场

内净道和污道应分离，排污处理区域与养殖区域应分开，应建立雨污分离排水管道。

4.2.2 设置要求

应设置生活管理区、生产区和隔离与无害化处理区。

4.2.2.1 生活管理区

应位于生产区上风向。

4.2.2.2 生产区

应位于隔离与无害化处理区上风向，并同隔离与无害化处理区有一定的安全距离。应包括消

毒室、牛舍、兽医室、饲料加工车间、饲料库、草料库等区域。

4.2.2.3 隔离与无害化处理区

应设置隔离牛舍、粪污处理等设施设备。

4.3 牛舍建设和牛场设施

应符合NY/T 682的要求。采用发酵床养殖的，每头牛圈舍面积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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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牛只选择

育肥牛体型外貌应按照NY/T 2828的要求选择；优选健康无病，发育良好12月龄~18月龄的架

子公牛。

6 饲养管理

6.1 饲料

6.1.1 常用饲草料

蜀宣花牛育肥牛常用的饲草饲料种类见表1。

表1 蜀宣花牛育肥牛常用饲草料

饲料类型 常用饲草料

精饲料 玉米、饼粕类、糠麸类、糟渣类、食盐、磷酸钙、碳酸钙、微量元素预混料、维生素预混料等。

粗饲料 优质饲草及饲用作物、农作物秸秆、青干草、青贮、酒糟等。

6.1.2 饲料原料、配（混）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应符合GB 13078的规定。

6.2 精料建议配方

蜀宣花牛育肥牛阶段精料建议配方见表2。

表2 蜀宣花牛育肥阶段精料建议配方

育肥阶段 玉米（%） 豆粕（%） 菜粕（%） 麦麸（%） 食用盐（%） 碳酸钙（%） 磷酸钙（%）

育肥适应

期、育肥中

期

45.7 15.7 7.6 25.6 2.8 2.0 0.6

育肥后期 85.8 9.9 0 0 2.3 1.4 0.6

6.3 TMR 全价日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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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不同育肥阶段肉牛的营养需要，配制成 TMR 全价日粮饲喂。日粮配方及原料种类要

相对稳定，避免突然变料，变料应经 5d~10d 逐渐过渡。建议 TMR 全价日粮干物质中含量见表 3。

表 3 建议 TMR全价日粮干物质含量

类型 优质饲草、青贮料 优质干草 酒糟类 精料
微量元素预混料、维

生素预混料

干物质含量 25% 9% 40% 25% 1%

6.4 育肥初期

育肥初期只饲喂青粗饲料，自由采食，第3d起，每头牛日补饲精料0.5kg~1.0kg、与青粗饲料

混合饲喂，在20d内将日补饲精料逐渐增加到2kg~3kg，自由饮水。在14d~21d完成适应过渡。外购

架子牛需隔离期满后转入育肥期。

6.5 育肥中期

日粮中精粗饲料的比例为5:5，日粮粗蛋白含量12%~15%，育肥牛日增重维持在1.0kg以上，

饲喂1个月~3个月，日饲喂精料3kg~4kg。可调制成TMR全价日粮饲喂，自由采食。

6.6 育肥后期

日粮中精粗饲料的比例为6:4，日粮粗蛋白含量11%~13%，育肥牛日增重维持在1.2kg以上，

饲喂1个月~4个月，日饲喂精料4kg~6kg。可调制成TMR全价日粮饲喂，自由采食。

6.7 日常饲养管理

6.7.1 采用“定人、定质、定量、定时、定刷拭”管理，减少应激。日粮饲喂，每天2次定时定量投

料（投料量以食槽剩料量小于5%为宜），自由采食、自由饮水，冬季宜饮温水。

6.7.2 饲槽、水槽要每天清理干净，每天应清扫牛舍粪污，保持舍内清洁、干燥。做好舍内通风

换气，夏季做好防暑降温、冬季做好防寒保暖。每天定期巡视牛舍，观察牛只精神状态和采食、

反刍和排便情况，掌握健康状况，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6.7.3 采用发酵床养殖的，应视床料干湿情况添加垫料，垫料以30cm~50㎝为宜，超过50㎝时应

及时清理、更换。

6.8 出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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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6个月~8个月较高水平的育肥，体重达500kg~700kg可出栏。期间，日增重水平较低的育肥

牛应提前淘汰出栏。

7 卫生防疫

7.1 卫生消毒

7.1.1 消毒技术

消毒剂根据消毒对象及用途选择，应符合NY/T 3075的要求，轮换使用，避免耐药性产生。人

员消毒、环境和设备消毒、牛舍消毒应按照NY/T 3075的要求执行。

7.1.2 灭蝇、灭鼠、驱虫

消除场内蚊、蝇孳生地，定期喷洒消毒药物，消灭蚊蝇。使用器具和药物灭鼠，及时无害化

处理死鼠和残留鼠药。选择高效、安全的抗寄生虫药物驱虫，驱虫程序应符合NY/T 472的规定。

7.2 疫病防控

7.2.1 免疫接种和防疫措施

疫苗接种应按照NY/T 1952的要求执行，防疫措施应按照NY 5126的要求执行。

7.2.2 防疫与检疫

应符合NY/T 473的规定。

7.2.3 从业人员管理

应配备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员，或有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稳定技术服务。疾病诊断与治疗的技

术人员须取得国家执业兽医资格证。从业人员须定期进行体检。

8 粪污及病死牛处理

8.1 粪污处理及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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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污处理设施的要求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办公厅2022年19号《畜禽养殖场(户)粪

污处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粪污还田技术应符合GB/T 25246的要求，粪污排放应符合GB 18596

的要求。

8.2 病死牛处理

普通原因或非生物性因素引起的疾病，应及时定点无害化处理。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

村部2017年第25号《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9 档案管理

建立养殖档案，对日常生产、活动进行完整记录。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2006年第

67号《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

http://www.baidu.com/link?url=kzm_NJuW0NDd7X8ceCOI9V_hmC8Ii32f8AdJJnKBGg0ZbEoJ2zxr_fk3PBIQK6Di0zjC3bCr1BN1Lg6aZWGUCvBGLLHSJeHl681aWcvoZ2OzzqdwYRQgrGfqOuCxCDKgMHGsCLTiM-0rDLpJZmoF9Dkm3LvpQ6cBo5atf6G5ek3zPbXxfIsbFpmouWcHj5S_zHtqVQvWPHIakV9yQIm8QLY-eg9VXhojaRCDGLgcPmU0hmoLMmUkCAxSHpIDERtx_fkB7rm2CmG-knFKpyEkCkWsLH9YLhsR5WUJVbrhlkbOp8EiLRkuiESrdRjqTPGxSYAoYoprVrD5pVVdULlTYb7UDA5Wl7UFAOu8uGnQTSu_PminXtrGEUxVhCDDyaqlGc4O-0EsAPlylW5B5vpBNeTcFTJVSiqJv9Y32rjmHwQ6rfbdK2KL42AeinJ-sIBs-PGUvvea8oKYftdUq4Xj2brnHaZM1Kxb0QK0HLEjZ0mZ_Wz1n4cwcJgyyAioatTGsbLKx6wgy_Y-l5Wwo_9_P31aDQ0BjcbEw3gSZfNlE2-3I5JrSf4xeRHf7A5M5xDtBkAUMgNgJynv7wTaUVY4dwFOw6I31OusTfy6H1gKp73Au7nrk-oUr-7Xxtkea9MYA7t64ArBOkxki1NaKhSI2wP5CMs0df7cRuzj8X426YLIFbSBMgjMbsyZoK7oFv0VYcvPqxIAviwM2qlfm73-ds8M53TTSrTNhBAPpqEC9YB841vu6MKe8GWOXr69nS8yY5vdEzrNtFm9RjPaZhHIKhoZTp8PD6vDV1yi90Pa8BL1ZyZ5EzbRejE7a1rEMimoHdcyCPajFwVnqgx5G_WRrq
http://www.baidu.com/link?url=kzm_NJuW0NDd7X8ceCOI9V_hmC8Ii32f8AdJJnKBGg0ZbEoJ2zxr_fk3PBIQK6Di0zjC3bCr1BN1Lg6aZWGUCvBGLLHSJeHl681aWcvoZ2OzzqdwYRQgrGfqOuCxCDKgMHGsCLTiM-0rDLpJZmoF9Dkm3LvpQ6cBo5atf6G5ek3zPbXxfIsbFpmouWcHj5S_zHtqVQvWPHIakV9yQIm8QLY-eg9VXhojaRCDGLgcPmU0hmoLMmUkCAxSHpIDERtx_fkB7rm2CmG-knFKpyEkCkWsLH9YLhsR5WUJVbrhlkbOp8EiLRkuiESrdRjqTPGxSYAoYoprVrD5pVVdULlTYb7UDA5Wl7UFAOu8uGnQTSu_PminXtrGEUxVhCDDyaqlGc4O-0EsAPlylW5B5vpBNeTcFTJVSiqJv9Y32rjmHwQ6rfbdK2KL42AeinJ-sIBs-PGUvvea8oKYftdUq4Xj2brnHaZM1Kxb0QK0HLEjZ0mZ_Wz1n4cwcJgyyAioatTGsbLKx6wgy_Y-l5Wwo_9_P31aDQ0BjcbEw3gSZfNlE2-3I5JrSf4xeRHf7A5M5xDtBkAUMgNgJynv7wTaUVY4dwFOw6I31OusTfy6H1gKp73Au7nrk-oUr-7Xxtkea9MYA7t64ArBOkxki1NaKhSI2wP5CMs0df7cRuzj8X426YLIFbSBMgjMbsyZoK7oFv0VYcvPqxIAviwM2qlfm73-ds8M53TTSrTNhBAPpqEC9YB841vu6MKe8GWOXr69nS8yY5vdEzrNtFm9RjPaZhHIKhoZTp8PD6vDV1yi90Pa8BL1ZyZ5EzbRejE7a1rEMimoHdcyCPajFwVnqgx5G_WR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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