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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地方标准《湖羊种羊场数字化繁育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 项目背景 

湖州是湖羊发源地，湖州湖羊供种量占浙江省 70%以上。2022 年农业农村部立项了

浙江省湖羊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半数以上的任务落实在湖州。近些年湖羊产业发展迅

速，湖羊养殖模式已由农户散养向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的养殖企业饲养转变，湖州湖

羊养殖规模化程度达到 80%以上。湖州市作为浙江省仅有的一个国家级湖羊保护区，拥有

国家级湖羊核心育种场 2 个，省一级湖羊保种场 10 个，省二级湖羊保种场 18 个，湖羊

保种工作取得一定成效。湖羊产业具有优质、高效、节粮、绿色、低排放、全循环的特点，

发展湖羊产业一直是湖州市畜牧业发展的重点之一，也是湖州市畜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

内容，被列入了省畜牧业振兴计划和对口扶贫的重要内容。2024 年，全市湖羊饲养量达

87.61 万只，供种能力达 12 万只，近三年湖羊产量、产值分别增长 54%，累计向全国 30

个省（市）供应种羊 20万余只，成为全国湖羊产业重点集聚区和种羊输出基地。湖羊产

业已经成为湖州市一大重要的特色优势产业，为湖州市湖羊种质资源保护、肉羊市场保

供、循环农业发展以及乡村产业振兴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湖州地区，大多数羊场的数字化进程主要集中在物联网设备的应用上。这些设施通

常仅涵盖了自动化控制系统和实时监控设备，如 LED显示屏，用于展示羊场的环境数据。

然而，这种数字化模式并未深入到利用湖羊的全生命周期的数据，这些数据还没有被有效

地应用于提高生产效率。 

在传统的湖羊养殖过程中，耳标的手写记录和手工数据录入是一种普遍且基础的做

法。这种方法不仅耗时，而且容易出现错误，难以适应大规模数据采集和实时更新的需求。

此外，由于缺乏透明的来源记录和验证机制，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常常难以保证。

传统的数据记录方式，如电子表格或纸质记录，容易受到错误输入或人为篡改的影响。同

时，数据的修改历史不易追踪，从而增加了了解数据变更和修改的难度。 

在湖羊养殖中，还有一个问题是断奶羔羊的选育和经产种羊的更新过程过分依赖于

传统的人工经验。这种基于经验的方法，在规模化生产中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具体来说，



 2 

传统的选育方法效率低下，且容易受到人为主观偏见的影响。这不仅限制了选育的准确

性，还增加了生产成本，最终制约了湖羊养殖业的发展潜力。 

湖羊保种场数字化繁育技术标准化，能够有效克服传统养殖方式的局限，不仅提升湖

羊产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还为湖羊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长远来看，

这种以数据与知识驱动的智能繁育模式将成为推动整个畜牧业现代化和升级的重要力量。 

制定本标准的目标是通过这些先进的技术和方法，既提升湖羊养殖的效率和质量，也

为整个畜牧业的智能化转型提供一个典范。因此，通过产业调研，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

提供更为细化的技术指导，进行该标准的制定可填补我市湖羊智能化繁育技术的一个空

白。 

二、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标准编制项目列入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文的《2024 年第四批市地方标准制定

计划》中。 

2.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本标准由起草单位：湖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湖州师范学院、湖州市湖羊产业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玉峰、顾永跟、黄杰、殷雨洋、刘莉君、黄旭、陶杰、吴小红、

胡凤明、汪洋、张艳琼、郭良勇、李朋、孙振国、彭彩娥、项继忠、张洪江、段心明。 

3.标准工作组分工 

湖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负责标准编制过程中的调研安排、整体协调、标准文本起草、

标准征求意见汇总整理、参与标准研讨等工作。湖州师范学院负责前期调研、标准文本起

草以及标准编制各阶段中文本的修改完善。湖州市湖羊产业协会负责标准中相关生产数

据内容的提供和确定以及意见反馈等工作。 

4.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3年 10月成立了由湖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湖州师范学院、湖州市湖羊产业协会

组成的标准起草工作组，讨论并确定了标准的起草工作计划，明确标准编制工作流程、人

员分工及完成标准起草的时间表。 

（2）标准稿的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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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9月～11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座谈交流讨论编制标准的思路和方向，以及框

架结构，并实地走访调研了湖州市及市外多家湖羊种羊场，重点围绕湖羊数字化建设、育

种等方面，详细了解了种羊场的实际建设和运行管理情况。随后，标准起草工作组广泛搜

集与湖羊数字化繁育相关的国内外标准、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确定标准制定的原则和

依据。 

2024年 5月，根据调研和搜集的资料，标准起草工作组起草编制完成标准初稿。6月，

向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了立项分析报告、标准起草的初稿。9月召开标准立项论证

会，专家组一致认为标准的编制是可行和必要的，建议标准立项。 

2024 年 9 月～10 月，在前期对市内外多家种羊场有关数字化繁育管理系统运用情况

调研的基础上，深入围绕湖羊数字化繁育系统模块的建立、优化等方面与种羊场进行点对

点的沟通探讨，标准起草工作组以会议讨论和书面反馈的形式，针对数字化繁育系统建设

的优点和标准初稿中的重点问题，进行了多次的内部协商和探讨，从框架结构和内容上进

一步修改完善本标准。 

2024 年 10 月 22 日，标准起草工作组召开了研讨会，与湖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湖

州师范学院、吴兴区农业农村局、湖州市湖羊产业协会、相关的湖羊养殖主体等专家，针

对标准内容逐章逐条进行研讨，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会后经过补充完善，最终形成标准

征求意见稿。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依据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兼顾科学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严格按照 GB/T1.1—2020 要求

进行制订。 

1．运用标准化原理和方法，确定标准框架及主要技术内容。 

运用标准化原理和方法，分析湖羊种羊场数字化繁育技术的关键要素，确定标准整体

框架及主要技术内容。 

2．与国家政策、技术相协调，结合湖州市实际，制定标准。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确保相关的技术内容与国家和省市所发布的政策、技术文件相一

致，与市情相协调，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以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为原则，制定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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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 

以解决实际问题，以规范湖州市湖羊种羊场数字化繁育技术工作，提供更为细化的技

术指导为导向，开展标准研制。 

4．与时俱进，适当超前 

结合湖州市湖羊种羊场数字化繁育技术的实际情况，标准中涵盖湖羊数字化繁育中

涉及的 RFID、区块链技术和联邦机器学习等应用，以构建湖羊智能化保种优种服务网络，

把科技手段融入湖羊养殖全过程，旨在促进湖羊产业的提质增效，为湖羊数字化繁育打造

一套科学、可操作的标准体系。 

（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湖羊种羊场数字化繁育技术规范》标准规定了湖羊种羊场数字化繁育的基本要求、

数据要求、繁育流程、数字安全与管理等，适用于湖羊种羊场数字化繁育，规模化羊场可

参考： 

（1）术语和定义 

繁育数字化，是本标准的核心，对其进行了定义，主要参考 DB33/T 2519《畜禽养殖

场数字化建设技术规范》等，结合湖州市湖羊产业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定义。 

（2）基本要求 

种羊场建设是基础，按照 DB33/T 1382 的相关建设要求，建筑物建设应同步考虑湖

羊生产、疫病防控、环境控制、粪污处理和管理等实施数字化软硬件技术的需要，并符合

NY/T 682 的要求。数字化硬件的材质和布置按照 DB33/T 2519 的要求：应配备温度传感

器、湿度传感器以及氨气、硫化氢等浓度传感器以监测湖羊繁育环境，传感器应符合 GB/T 

33905 的要求；应配备高分辨率摄像头来监控湖羊并进行图像分析；应配备 RFID 电子耳

标及其识别设备用于湖羊个体的身份识别；应配备高速的互联网连接以便数据的实时传

输和访问，选择可靠的路由器，必须支持无线连接和有线连接，应符合 DB33/T 2519 的

要求。 

信息化软件应配备具有个体识别、种群管理、配种管理、饲养管理、防疫管理、性状

测定、保种管理、转群记录、用户管理和报表分析的羊群信息管理，支持数据上链。智能

化软件应配备以机器学习为基础，可以数据整合与管理、预测与模型建立、可视化展示的

智能决策，为湖羊各阶段种羊筛选提供决策支持；应具备能够有效选择种羊精准交配，降

低近交系数和提高繁殖效率的功能的配种管理。同时，还应支持配种数据的记录与上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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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交配活动的数据准确性和可追溯性。 

（3）数据要求 

数据是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核心要素。本标准要求的数据主要参考国家和地方

对种羊场建设的上报数据要求《种羊信息登记表》《核心群羔羊以及后备羊信息登记表》

《种羊组配繁殖信息登记表》，并结合湖羊保种优种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需要，按

照应采尽采的理念，采集湖羊全生命周期数据。本标准要求的数据除了羊场基础数据如羊

场名称、地址、占地面积、建筑面积、栋栏舍数量、栏舍面积、羊只容量、员工岗位及数

量等以外，还有系谱数据，性状数据，饲喂数据，防疫数据，环境数据，基因组测序数据，

并建立标准的数据模式上链以达到永久存放、不可篡改、授权访问安全共享。系谱主要包

括血统、父亲信息、母亲信息等，性状数据主要包括羔皮等级、产羔数、初生重、羔羊成

活率、断奶重，以及六月龄、十二月龄、成年等阶段的体重、体长、体高、胸围、管围、

尾长、尾宽、睾丸围等，饲喂数据主要包括饲喂时间、饲料类型、日粮结构、饲喂量、饮

水量等，防疫数据主要包括疫苗种类、接种日期、接种方式、接种反应、抗体检测、消毒、

驱虫、疾病诊断、治疗方案、治疗效果、病死羊只处理等，环境数据主要包括温度、湿度、

氨气浓度、粪污处理、噪声数据等，基因组测序数据主要包括基因型、遗传标记、DNA 序

列数据等。 

 

湖羊数据采集管理分析应用示意图 

（4）繁育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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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种羊的全生命周期分为三个阶段：羔羊阶段、后备种羊阶段和能繁种羊阶段（如下

图所示）。在每个阶段应及时采集各类数据，并通过物联网设备和数字化管理系统实时上

传至区块链平台，确保数据的安全性、透明性和不可篡改性。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选种、

更新，为生产提供决策支持。 

 

湖羊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繁育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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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羊阶段： 

羔羊出生后应及时测量初生体重等基础指标，评估健康状况；并进行个体识别，给每

只羔羊佩戴唯一的电子耳标，记录其出生日期、性别、性状指标、父母编号等基本信息。

根据羔羊的基础指标及其系谱判断羔羊是否淘汰。 

在羔羊 7 日龄后投喂补饲料，选择商品化的颗粒饲料和优质干草，满足其快速生长

的营养需求。自由采食和饮水，水质应符合 NY 5027规定的要求。冬季水温不宜低于 15 ℃，

定期进行水槽清洁。利用智能饲喂设备，记录羔羊的采食量和体重增长情况，及时调整饲

养策略，促进健康生长。 

按照国家和地方防疫要求，制定科学的免疫程序，定期进行羊群驱虫。保持羊舍环境

的清洁卫生，定期消毒，确保良好的通风和适宜的温湿度。加强日常健康监测，观察羔羊

的食欲、精神状态和生理指标，利用数字化监测设备实现实时预警。 

后备种羊阶段： 

在断奶时，对每只羊进行体重等生长指标测定，并进行健康状况评估。利用智能选种

系统，结合羊只至断奶时全生命周期数据，预测产羔率、羔皮等级等关键性状，评估每只

羊的育种价值，筛选出符合繁育目标的种羊，不适合作为种羊的归入育肥羊。 

对六月龄的羊只进行全面的性状测定，包括体重、体长、体高、胸围等生长指标，以

及生殖器官的发育情况。利用智能选种系统，结合羊只至六月龄时全生命周期数据，预测

产羔率、羔皮等级等关键性状，评估每只羊的育种价值，进一步筛选出符合繁育目标的种

羊，不适合作为种羊的归入育肥羊。 

根据后备种羊的营养需求，制定科学的饲喂方案。利用数字化饲喂设备，精确控制饲

料的种类和投喂量，满足其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定期监测羊只的体重和健康指标，及时

调整饲喂策略，促进其达到最佳生长状态。 

加强后备种羊的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按照免疫程序，定期进行疫苗接种和驱虫处

理。利用数字化监测设备，实时观察羊只的行为和状态，及时发现异常羊只。保持羊舍的

清洁卫生，优化环境条件，降低疾病发生风险，确保后备种羊的健康和繁殖能力。 

能繁种羊阶段： 

利用配种管理系统精准交叉配种，避免近亲繁殖，降低近交系数，提升后代生产性能。 

在配种前的空怀期，调整饲喂方案，提供高质量的饲料，确保种羊达到良好的体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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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补充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为成功配种做好准备。在配种期间，提供营养均衡的

饲料，满足种羊的能量和营养需求。适当增加精料比例，增强种公羊的精液质量和种母羊

的受胎率，确保配种效果。 

在配种后 35 天-42 天，运用 B 超检测种母羊是否受孕成功。母羊怀孕后，分阶段调

整饲喂策略。早孕期维持正常饲喂，中后期逐步增加营养供给，重点补充蛋白质、能量、

微量元素、维生素等以满足胎儿快速生长的需要，避免母羊营养不良或营养过剩。及时记

录产羔日期、胎次、同胎胞数、窝重等信息，必要时给予助产，确保母羊和羔羊的安全，

保持羊舍的清洁卫生。增加哺乳期母羊优质粗饲料和精料的供给，确保羔羊获得充足的乳

汁。 

利用智能选种系统评估其继续留作种用的价值。对育种价值低的经产种羊进行淘汰，

引进新的优良种羊，保持羊群的繁殖活力。持续实施全面的防疫措施，按照免疫程序进行

疫苗接种和驱虫。利用数字化监测设备，实时跟踪种羊的健康状况，及时发现和处理疾病。

监测母羊的健康状况，预防乳房炎等疾病的发生，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保持环境卫生，降

低疾病传播风险，保障繁殖阶段的顺利进行。 

（5）数据安全与管理 

数据安全与管理是数字化的保障，主要参考DB33/T 2519 畜禽养殖场数字化建设技

术规范。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报告、相关技术和经济影响论证；  

以湖州市择优委托重点研发项目《融合区块链的湖羊保种数智化平台研发与示范应

用》为依托，通过调研吴兴、长兴、南浔以及临安、江山等现有的规模化种羊场，收集第

一手关于种羊场建设、核心群种羊管理规程、数字化设施设备等数据，利用机器学习等智

能化手段为湖羊繁育提供数字化决策支持，为标准的制订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我们收集并整理了 2016 年至 2024 年间湖州市湖羊研究所和南太湖绿洲两个羊场的

繁育数据，包括 4231 条繁育记录，每条记录记载了母羊号、栏舍号、配对公羊号、产羔

数、产羔日期、羔羊耳号、羔羊性别、羔羊初生重、羔羊断奶日期及断奶重等关键信息。

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人工记录的台帐，为确保数据质量，我们进行了仔细的数据清洗：删

除了 37条重复记录，排除了缺少关键母羊号的 32条记录和记录中提及的 73条产前流产

事件。经过这一系列数据预处理步骤，最终获得 4089条高质量的可用数据。为了全面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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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种母羊的繁殖表现，将数据集转换为反映每只母羊全生命周期的格式。通过这一转换，

成功追踪了 734 只母羊的完整繁殖历史。针对这些数据，计算每只母羊在能繁期间的平

均产羔数。 

   

图 1  产羔数分布图 

 

图 2  胎次-产羔数图 

将文字型数据转换为数值型，如表 1 所示。其中，日期数据无法进行训练，转换为季

数。 

表 1  特征描述统计 

指标 数值范围 均值±标准差 下四分位数 中位数 上四分位数 

出生季节 1.00~4.00 2.35±1.11 1.00 2.00 3.00 

初生体重,kg 1.70~5.20 3.18±0.62 2.80 3.20 3.60 

断奶季节 1.00~4.00 2.17±1.10 1.00 2.00 2.00 

断奶体重,kg 3.00~25.90 16.04±3.23 14.00 16.04 18.20 

血统号 1.00~24.00 7.02±4.22 3.00 6.00 11.00 

同胎胞数,只 1.00~4.00 2.36±0.68 2.00 2.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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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平均产羔数 1.00~4.00 2.35±0.49 2.00 2.33 2.67 

平均产羔数是预测的目标变量，母羊的平均产羔数数量在整个数据集中的分布情况

如图 3 所示，数量多分布于 2~3 只。 

 

 

图 3  母羊平均产羔数数量分布统计图 

根据特征筛选方法确定与目标变量平均产羔数具有较强相关性的特征为血统、出生

季节、断奶重、母亲平均产羔数、初生重 5 个变量。 

使用 RF、XGBoost、SVR、lightGBM、DNN 这 5 种机器学习模型对随机选取的 80%

数据进行学习训练，对 20%的数据进行测试实验。且对这 5 种机器学习方法进行比较。

实验结果如表 2-3 所示 : 

表 2  算法实验结果 

 MSE MAE |y-y*|<0.5 |y-y*|<0.6 |y-y*|<0.7 

SVR 0.22 0.32 62.59% 68.71% 74.15% 

RF 0.26 0.40 61.2% 68.03% 72.11% 

XGBoost 0.28 0.40 65.31% 71.43% 78.91% 

LightGBM 0.27 0.40 68.02% 75.51% 80.95% 

DNN 0.12 0.13 87.76% 91.16% 93.88% 

注：y 为测试集中母羊平均产羔数 X 真实值。 

表 3 产羔数基线实验结果 

 𝐿𝑏𝑎𝑠𝑒𝑙𝑖𝑛𝑒 𝑃𝑎𝑠𝑠𝑅𝑎𝑡𝑒𝑟𝑎𝑛𝑑𝑜𝑚 𝑃𝑎𝑠𝑠𝑅𝑎𝑡𝑒𝑝𝑟𝑒𝑑 

SVR 2. 20.69% 64.41% 

RF 2.67 20.69% 54.24% 

XGBoost 2.67 23.52% 57.63% 

LightGBM 2.67 20.67% 44.77% 

DNNs 2.52 20.67% 8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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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所使用的数据集来源于人工记录，因其易受主观判断和记录不规范的影响，存

在一定程度的错漏和不完整性。此外，数据覆盖的生命周期记录较为有限，这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模型的预测精度。因此，未来应着力于收集更多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数据，以提高

模型的鲁棒性和准确性，确保对羊群生产性能的评估更加全面和精确。 

（五）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重大意见分歧。标准广泛征求了高校、科研单位、管理单位和生产企业专家，管理

人员和从业人员的意见，根据我市实际情况，按标准化制定“协商一致”原则协调解决个

别分歧意见，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科学、求真的精神。 

（六）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制定湖州市地方标准《湖州湖羊保种场数字化繁育技术规程》，促进湖羊产业的数智

化发展，推动畜牧业现代化。建立湖羊产业联合治理机制，政府与第三方机构合作，实现

一体化湖羊智能化保种优种服务。通过协同作战、信息联动，解决湖羊保种过程中的数据

记录难、选育不科学、监管难、初生羊羔健康处置能力不足等问题，强化湖羊养殖业的全

面规范。 

本标准的实施，推动湖羊繁育的数字化生产，提高湖羊养殖技术水平，每头湖羊年平

均产羔率由 2.2 头左右提高到 2.5 头左右，提高 13.6%左右。促进湖羊养殖上一个新台

阶，将进一步扩大我市数字化繁育技术在湖羊种羊选育中的影响力和作用，提高我市湖羊

种羊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促进我市湖羊产业高质量发展。 

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配合主管部门做好标准宣传和内容解读工作，让相

关人员了解标准、掌握标准；要求湖州市主要的种羊场率先采用标准，然后逐步推广至全

市乃至全省种羊场，其他羊场参照执行。 

（七）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评估及对经济社会发展可能产生的影

响，以及设置标准实施过渡期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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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