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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团体标准《中国优质黑猪肉》（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函 

 

各会员企业及产业链相关单位： 

根据《中国肉类协会团体标准管理规定》，中国肉类协会科技与标准化专业

委员会现对团体标准《中国优质黑猪肉》（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请于 2019

年 5 月 10 日将《意见反馈表》以传真或 E-mail 的形式反馈给中国肉类协会科

技与标准化专业委员会。 

 

联系人：王伟静  010-66071160   15028279687 

E-mail： cmakbw@163.com        Fax：010-66033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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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肉类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肉类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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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优质黑猪肉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中国黑猪的定义、分类及命名、生产过程、品质指标、标识和追溯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市场与组织内部和外部（包括第三方机构）对中国优质黑猪肉的监督和评

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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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 

GB 126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 

GB 50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NY/T 820  种猪登记技术规范 

NY/T 1759 猪肉等级规格 

NY/T 2793 肉的食用品质客观评价方法 

农业部第2061号公告  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 

《猪志-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 

3 术语和定义 

3.1 中国黑猪肉 

中国黑猪肉是指按照GB 12694的相关屠宰规范屠宰中国黑猪获得的生鲜肉品。中国黑猪

的猪只个体祖代包含在《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 猪志》名录中的中国地方品种或培育品种及

农业农村部审定的新品种（含有中国地方猪血统）。其毛色以黑毛为主，猪肉品质符合特定

指标要求。 

4 生产过程要求 

4.1 种猪 

4.1.1 种猪繁殖应符合《种畜禽管理条例》、NY/T 820等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要求。 

4.1.2 合理选育、开发利用中国地方猪，保证中国黑猪遗传有中国地方猪种品质优良的特征。 

4.2 养殖 

4.2.1 进行规范化饲养，并建立文件化生产技术规程，以提高猪的健康水平、猪肉的品质与

风味。 

4.2.2 按照中国地方猪品种特点，选择适宜的饲料，保证良好营养水平。饲料中减少添加有

损猪肉品质的饲料成分，如蚕蛹；符合饲料卫生标准，配比适当比例的青粗饲料、青绿饲料

等。  

4.3 屠宰加工 

应符合GB 12694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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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品质指标要求 

5.1 中国优质黑猪肉应符合 GB 270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等国家食

品安全标准要求。 

5.2 中国优质黑猪肉按表 1中品质指标进行评价。 

表 1 中国优质黑猪肉品质指标 

6 标识、追溯 

6.1 标识 

中国优质黑猪肉生产过程和产品经评价机构评定合格后，企业可在其产品或产品包装上

使用中国优质黑猪肉标识。 

6.2 记录与可追溯 

6.2.1中国优质黑猪肉养殖、运输、屠宰加工、销售的过程应建立记录管理制度，对相关的

内容予以记录，确保从采购、运输到销售的所有环节无缝对接，全生产流通过程实现可追溯。 

6.2.2记录可采用电子、纸质或其他可行方式。记录应完整、真实，保存期限不少于 3年。 

 

 

 

 

 

 

 

 

 

 

 

 

指标 判定标准 评价/检测方法 

肉色 鲜红色，光泽好 参照 NY/T 1759 方法 

大理石纹 微丰富或以上 有肉眼可见的肌内脂肪 

肌内脂肪 %                  ≥3 参照 GB 5009.6 方法 

剪切力 kg                       ≤3.0 参照 NY/T 2793 方法 

汁液流失%         ≤5 参照 NY/T 2793 方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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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优质黑猪肉》（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标准起草的基本情况（包括简要的起草过程、主要起草单位、起草人等） 

1.目的意义 

为了明确“黑猪肉”的概念，规范市场秩序，引导企业公平竞争，同时通过市场机制努

力保护国家地方生猪资源，制定《中国优质黑猪肉》团体标准。标准的制定将为企业生产加

工优质黑猪肉提供技术依据，促进市场消费稳定增长，保护消费者利益。 

2.任务来源 

中国地方猪的饲养有悠久的历史，需要更好的保护和开发利用种质资源，中国是世界最

大猪肉消费国，消费猪需求优质猪肉通过建立中国黑猪肉标准，让消费者识别黑猪肉与中国

优质黑猪肉。提高行业领域安全，规范市场秩序，提高企业自律。通过优质优价，达到市场

倒推形式。中国肉类协会牵头制定团体标准《中国优质黑猪肉》。 

3.起草单位 

待补充 

4.起草人  

待补充 

5.简要起草过程 

第一阶段为 2017年：召开启动会，收集相关信息资料，征询技术建议。 

任务一，编写组召开启动会，会议制定了工作计划，明确了工作任务。 

任务二，编写组检索收集相关技术论文、综述和分析报道。经编写组综合技术研究结论

和企业意见，按照项目专家组会议商定意见，形成规范标准的讨论稿草稿。讨论稿草稿发送

给行业、社会各方面专家、管理者，征询意见。 

任务三，陆续收到业内专家零散意见。同时向研究所、行业协会、生产加工企业的食品

安全检测、畜牧兽医、畜产加工、经济管理的专家和工程师认真请教咨询交流，保证了项目

的顺利进行，从而确定讨论稿。 

第二阶段为 2018年：召开技术研讨会，协调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 

任务一，邀请业内专家和企业标准化管理负责人对讨论稿内容进行讨论并听取相关建议

与意见，形成《中国优质黑猪肉》征求意见稿。技术专家、企业管理者在交流过程中的学术

问题主要有：猪只个体具有多少百分比以上的中国地方猪种基因可以算作中国黑猪？中国黑

猪是否必须是黑毛的？养殖环节的技术管理包括饲料供给、圈舍环境、饲养周期、运输条件

等是否有必要在本标准中细致列出？中国优质黑猪肉的品质指标从最初企业提出的 10 多种

选定了 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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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二，项目组最终沟通确认征求意见处理结果，形成《中国优质黑猪肉》送审稿。 

第三阶段为 2019年一季度：完成标准送审稿。 

收集处理征求意见后，完成标准送审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标编制的是企业提出申请及草稿，专家结合行业实际经济发展状况，就必要性、

科学性以及未来实施效果交流讨论，立项后进行技术论证，汇总意见，论证通过修改文本。 

2.标准主要内容 

《中国优质黑猪肉》为新制定的团体标准，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适用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中国黑猪的定义、分类及命名、生产过程、品质指标、标识和追溯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市场与组织内部和外部（包括第三方机构）对中国优质黑猪肉的监督和评价。 

（2）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对术语“中国黑猪肉”进行定义，在该术语的定义解释中含有“中国黑猪”的定

义。中国黑猪肉是指按照 GB 12694 的相关屠宰规范屠宰中国黑猪获得的生鲜肉品。中国黑

猪的猪只个体祖代包含在《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 猪志》名录中的中国地方品种或培育品种

及农业农村部审定的新品种（含有中国地方猪血统），其毛色以黑毛为主，猪肉品质符合特

定指标要求。 

（3）生产过程要求 

生产过程要求主要对种猪、养殖、屠宰加工环节提出要求。种猪及其商品代是生产中国

黑猪肉的根本保证，对种猪的要求集中在品系溯源、选育方法、基因遗传维持方面。养殖环

节对饲料和环境做出规定。屠宰加工环节要求遵守GB 1269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

加工卫生规范》。 

对于种猪，要求繁殖应符合《种畜禽管理条例》、NY/T 820等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要求。

合理选育、开发利用中国地方猪，保证中国黑猪遗传有中国地方猪种品质优良的特征。根本

性要求是用于生产中国黑猪肉的生猪必须保证有足够的中国地方猪种遗传特色。 

对于养殖，要求进行规范化饲养，并建立文件化生产技术规程，以提高猪的健康水平、

猪肉的品质与风味。按照中国地方猪品种特点，选择适宜的饲料，保证良好营养水平。 

对于屠宰加工，要求应符合GB 12694的相关规定。中国黑猪在屠宰过程中没有任何特殊

要求，执行GB 12694完全可以保证猪肉的安全品质。 

（4）品质指标要求 

种猪是前提条件，品质指标是中国黑猪肉的特定属性。本标准从安全与品质两方面对中

国优质黑猪肉做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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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质黑猪肉在安全性方面要求符合 GB 270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

产品》等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要求。在 GB 2707 中还包含着 GB 2762 、GB 2763与兽药残留量

的要求。在品质方面要求符合特定要求，包括肉色、大理石纹、肌内脂肪、剪切力、汁液流

失五项品质指标要求。这五项品质指标是经过几次学术交流、专家协商讨论确定的，这些品

质指标可以综合代表中国优质黑猪肉的优良品质。见下表。 

 

肉色指标规定为“鲜红色，光泽好”是生鲜肉品质优良的第一感官特征。中国优质黑猪

肉团体标准的推出，首要目的是质量优等的猪肉，所以对肉色提出较高要求。鲜红色表明肌

肉组织中的血红蛋白与肌红蛋白充足，并充分结合氧气，猪的月龄较长。光泽好说明没有明

显汁液渗出，表面没有腐败菌繁殖产生浑浊粘液，肉的折光性好。 

大理石纹指标规定为“微丰富或以上”是因为中国黑猪肉限于品种、饲养方式、月龄、

脂肪蓄积特点等因素，肌肉中的脂肪包括肌间脂肪和肌内脂肪的蓄积速度和蓄积量不是中国

黑猪追求的重要经济指标，所以，“微丰富”表明饲养条件良好，饲料适宜，达到较好的品

质要求。 

肌内脂肪指标设定为“≥3%”是基于优质猪肉的一个基本口感要求，这一指标间接表明

饲养环节中饲料的质量较好及猪的饲养周期足够长。 

剪切力指标设定为“≤3.0 kg”表示良好的嫩度和适宜的猪的月龄，防止猪散养时间过

长，料肉比过低，经济成本过大。 

汁液流失指标设定为“≤5%”是基于良好的生猪宰前静养与宰后成熟状况制定的，是生

鲜肉品质优良的表现参数。宰前静养充分，禁食限水，宰后充分成熟，持水力理想，汁液流

失将低于 5%. 

（5）标识、记录以及追溯 

对于标识，要求中国优质黑猪肉生产过程和产品经评价机构评定合格后，企业可在其产

品或产品包装上使用中国优质黑猪肉标识。标识另行设计。 

对于记录以及追溯的要求是，中国黑猪肉养殖、运输、屠宰加工、销售的过程应建立记

录管理制度，对相关的内容予以记录，确保从采购、运输到销售的所有环节无缝对接，全生

产流通过程实现可追溯。记录可采用电子、纸质或其他可行方式。记录应完整、真实，保存

期限不少于3年。 

指标 判定标准 评价/检测方法 

肉色 鲜红色，光泽好 参照 NY/T 1759 方法 

大理石纹 微丰富或以上 有肉眼可见的肌内脂肪 

肌内脂肪 %                  ≥ 3 参照 GB5009.6 方法 

剪切力 kg                       ≤ 3.0 参照 NY/T 2793 方法 

汁液流失%         ≤ 5 参照 NY/T 2793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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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及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经济效果 

本标准属于管理规范与产品标准的结合。管理规范部分各方专家、学者、管理者结合生

产经营实际经验的总结与提升，具体技术条款充分遵守并适宜引用现行有效的国标及行标。

产品标准部分涉及的安全控制直接引用GB 270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

品质指标控制所列出的5项依据是现阶段国内消费市场上的主要优质黑猪肉产品的品质标准。 

    预计本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最大限度规范中国黑猪肉的市场竞争秩序，为优质的产品提供

巨大发展空间，为中国传统地方猪种的保护与发展提供经济支持基础。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

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中国优质黑猪肉》为新制定的团体标准，没有国际标准供参考。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中国优质黑猪肉》为新制定的团体标准，引用了下列相关标准与法规。 

GB 270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 

GB 126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 

GB 50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NY/T 820  种猪登记技术规范 

NY/T 1759 猪肉等级规格 

NY/T 2793 肉的食用品质客观评价方法 

农业部第2061号公告  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 

《猪志-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存在过两个重大分歧，第一是术语“中国黑猪肉”的定义解释，第二

是中国优质黑猪肉的品质指标设置项目与数量。 

    对于术语“中国黑猪肉”的定义解释曾经就下列问题：是否限定猪所含中国地方品种基

因的比列？比例是多少？标准中所指的中国黑猪是否必须是通体黑色被毛？猪的饲养过程

是否提出特定要求？在学术专家、行业主管领导、企业管理者开展反复沟通交流，最终达成

一致意见，形成现在标准文本中的术语解释。 

    对于中国优质黑猪肉的品质指标设置项目与数量，初期的标准文本中在品质要求中设置

10多项指标，认为指标越多越严格，越能表明中国黑猪肉的高质量。经过学术研讨与资料查

对，最终确认5项指标作为中国优质黑猪肉的品质指标要求，能够达到这5项指标的猪肉一定

是优质猪肉。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以团体标准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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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

容) 

团体标准《中国优质黑猪肉》发布后，将开展中国黑猪肉评定程序制定与第三方机构的

选定。同时在全行业宣传贯彻，包括到企业讲解黑猪肉屠宰加工技术，到社区、超市讲解产

品选购知识，利用新媒体做中国黑猪肉的科普宣传。 

    团体标准《中国优质黑猪肉》发布后，将着手设计“中国优质黑猪肉”标识。对于加入

团标的企业使用标识实施审核管理，采取生产过程报备、抽样监督检查、产品定期检测的系

统化管理。 

    团体标准《中国优质黑猪肉》实施过程中，定期收集终端市场反馈意见，汇总分析，为

下轮修订本标准做准备。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