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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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数字农业物联网基地建设规范》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 第 1部分：粮油种植； 

—— 第 2部分：蔬菜种植； 

—— 第 3部分：水果种植； 

—— 第 4部分：畜禽养殖。 

本文件为《数字农业物联网基地建设规范》的第4部分。 

本文件由成都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成都市农业农村局、成都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中国农业

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成都大学、成都比昂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智慧锦城大数据

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何煜、李根、朱文杰、钟玉蝶、钟文挺、陈娜娜、刘莎、李茂春、马伟、齐桂

兰、樊战辉、刘永红、王文杰、左汪敬、张应福、王婵、胡爽、刘勇、白玲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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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农业物联网基地建设规范 第 4 部分：畜禽养殖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畜禽养殖为主的数字农业物联网基地（以下简称：基地）建设的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基地建设架构，以及基地建设、基地设备与功能建设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成都市行政区域内猪、牛、羊、鸡、鸭、鹅、兔等规模化养殖基地的规划、设计、建

设和管理。蜂养殖基地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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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7824.1 规模猪场建设 

GB/T 17824.3—2008  规模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30269.701 信息技术 传感器网络 第 701部分：传感器接口：信号接口 

GB/T 30269.702 信息技术 传感器网络 第 702部分：传感器接口：数据接口 

GB/T 34960.5 信息技术服务 治理 第 5部分：数据治理规范 

GB/T 37024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感知层网关安全技术要求 

GB/T 37025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数据传输安全技术要求 

GB/T 37988 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 

GH/T 1200  农资追溯电子标签（RFID）技术规范 

NY/T 1567  标准化奶牛场建设规范 

NY/T 2969  集约化养鸡场建设标准 

NY/T 3075 畜禽养殖场消毒技术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字农业物联网基地 internet of things base for digital agriculture 

利用物联网技术对生产现场进行数据采集、传输、分析，实现自动化生产和控制、智能化管理，并

经农业农村部门确立的示范性农业生产基地。 

[来源：DB5101/T 32—2018，3.1，有修改] 

3.2 

感知设备 sensing device 

能够获取对象信息的设备，并提供接入网络的能力。 

[来源：GB/T 33745—2017，2.1.9] 

3.3 

执行设备 execution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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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控制指令完成相应功能操作的设备。 

 3.4 

控制设备 control device 

依据控制策略对感知设备、执行设备进行控制的设备。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IoT：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NB-IoT：窄带物联网（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 

RFID：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5 基地建设架构 

建设架构图 5.1 

利用物联设备与信息系统对畜禽养殖过程进行动态监测管理，实现养殖各环节的有效衔接。基地建

设架构主要包括设施层、网络层、数据层和应用层，见图1。 

局域网 移动通信网互联网

感知设备 执行设备 控制设备

数据治理 数据分析数据汇聚

品种管理基础功能
电子标签
管理

环境监控
管理

生理生长繁
殖监测管理

精准饲喂
管理

粪污处理
管理

疫病防治
管理

质量安全
追溯管理

远程支持
管理

……

……

……

……

数据清洗

设施层

应用层

网络层

数据层

 

图 1基地建设架构 

架构描述 5.2 

5.2.1 设施层 

设施层由感知设备、执行设备和控制设备等组成，其中： 

a) 感知设备。包括环境感知设备、身份感知设备、位置感知设备和图像感知设备等，如氨气传

感器、硫化氢传感器、电子标签、位置传感器、视频/图像传感器等； 

b) 执行设备。包括风机、湿帘等； 

c) 控制设备。包括环境控制设备等。 

5.2.2 网络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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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层提供网络环境，实现设施层设备的网络连接，包括互联网、移动通信网、局域网等。基地应

按照物联设施的技术要求，组建相应的物联网络，如NB-IoT、Zigbee等。 

5.2.3 数据层 

数据层为基地的运行提供数据支撑，包括数据汇聚、数据清洗、数据治理、数据分析等,其中： 

a) 数据汇聚。实现感知、管理等数据的有效汇聚存储，形成养殖数据资源库，为基地数据的应

用提供基础； 

b) 数据清洗。通过技术手段对汇聚数据一致性进行检查，对无效值、缺失值、重复值等数据进

行清洗处理，以提高数据的质量； 

c) 数据治理。建立数据治理体系，明确数据治理内容，并按照 GB/T 34960.5的规定开展数据治

理工作； 

d) 数据分析。通过统计分析等方法对汇集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采用数据可视化图表，形成分

析报告等方式，最大化发挥数据作用，为生产养殖计划、投资决策等提供支撑。 

5.2.4 应用层 

应用层实现基地功能与用户的交互，与畜禽养殖需求相结合，在养殖的每个环节实现数据的智能便

捷应用，主要包括基础功能、电子标签管理、品种管理、环境监控管理、精准饲喂管理、生理生长繁殖

监测管理、粪污处理管理、疫病防治管理、质量安全追溯管理、远程支持管理等。 

6 基地建设基本要求  

场地 6.1 

具备开展基地建设的场所，且应广泛应用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其中，生猪养殖场建设按照GB/T 

17824.1的规定执行、规模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按照GB/T 17824.3—2008的规定执行；奶牛养殖场

建设按照NY/T 1567的规定执行；鸡养殖场建设按照NY/T 2969的规定执行。 

人员 6.2 

6.2.1 配备信息化与畜禽养殖复合型人才，对基地信息化建设进行规划设计。 

6.2.2 配备信息化运维人员，对基地信息系统、设施设备的运行进行维护管理，确保信息系统、设施

设备的有效运转。 

网络 6.3 

接入互联网、移动通信等网络，有条件的基地还可建立局域网。 

物联设备 6.4 

物联设备包括感知设备、执行设备和控制设备中具备物联功能的设备。包括以下要求： 

a) 具备不间断工作的能力； 

b) 具备相关数据采集功能； 

c) 具备物联数据在本地缓存记录的功能； 

d) 具备网络连接功能，能实现数据实时传递； 

e) 具备休眠唤醒机制，休眠模式下低功耗运行； 

f) 具备过压、欠压、过流、过载等自动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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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可根据现场条件选择市政供电或太阳能供电； 

h) 物联设备传输包括以下要求： 

 物联设备信号接口按照GB/T 30269.701的规定执行； 

 数据交互报文格式按照GB/T 30269.702的规定执行； 

 数据传输安全按照GB/T 37025的规定执行； 

 网关安全按照GB/T 37024的规定执行。 

数据 6.5 

数据包括以下要求： 

a) 数据运行环境。应有支撑基地系统正常运行的各种软硬件环境资源，宜采用当前主流的国产

数据库进行数据资源的存取； 

b) 数据采集。广泛采集基地养殖数据，建立养殖数据资源库； 

c) 数据备份。定期对数据资源进行备份，备份方式可采用本地或异地等方式； 

d) 数据管理。采用治理、分析等手段对数据进行管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完整性，包括但不

限于： 

 进行数据分类管理，形成数据资产； 

 建立数据之间的关联性，确保各环节数据能有效衔接； 

 建立相应数据接口，实现与相关部门的数据交互； 

 建立数据开放清单，实现与社会相关方的供需对接。 

e) 数据安全。数据安全应满足国家、行业相应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规定，其中系统等级保护应

按照 GB/T 22239的相应等级规定执行，数据采集、存储、处理、交换等生命周期安全应按照

GB/T 37988的规定执行。 

7 基地设备与功能建设要求 

概述 7.1 

应结合畜禽养殖的特点，规范品种、环境监控、精准饲喂、生理生长繁殖、粪污处理、疫病防治、

质量安全追溯、远程支持各个环节建设所需的设备和管理，功能建设信息项见附录A。 

基础功能 7.2 

7.2.1 投入品管理 

投入品管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饲料和添加剂管理。对饲料和添加剂入库、出库等进行管理，并记录相关信息； 

b) 养殖饮用水管理。对水来源等进行管理，并记录相关信息； 

c) 接种疫苗和兽药使用管理。对接种疫苗和兽药入库、出库等进行管理，并记录相关信息。 

7.2.2 人员管理 

对相关从业人员（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生产人员、专家等）进行信息化管理，并记录相关信息。 

7.2.3 设备管理 

设备管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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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感知设备、执行设备、控制设备等进行信息化管理，并记录设备基本信息、维护信息和报

废信息； 

b) 制定感知数据异常判断机制，对异常数据进行预警，并记录预警信息； 

c) 对具备在线控制的设备，宜在线监测设备运行情况，并记录设备运行信息、启停信息； 

d) 设备发生故障时，宜通过短信等方式进行故障报警。 

7.2.4 编码管理 

对基地物联设备（如感知设备、执行设备、控制设备）、圈舍、畜禽（批次、个体）、追溯单元等

管理对象进行编码管理，编码可以采用一维码、二维码或RFID等载体实现。 

7.2.5 外来人员、外来车辆管理 

对外来人员、外来车辆进行信息化管理，并记录相关信息。 

电子标签管理 7.3 

7.3.1 对畜禽个体的身份识别、精准饲喂、生理生长繁殖监测、疫病防治、质量安全追溯等管理，可

采用电子标签（如电子耳标、电子项圈、脚环以及其他承载畜禽信息的标识物）实现，并记录相关信息。 

7.3.2 电子标签的技术指标按照 GH/T 1200的规定执行。 

品种管理 7.4 

对畜禽品种个体和批次的来源（代、次）、畜禽系谱、遗传材料（如卵、精液、胚胎等）等进行信

息化管理，并记录相关信息。 

环境监控管理 7.5 

配置空气温度、空气湿度、光照强度、二氧化碳、甲烷、氨气、硫化氢等传感器，以及风机、湿帘、

补光灯、供暖设备等，根据感知数据，自动启停相应执行设备，保障圈舍环境指标的正常。 

示例1：根据温度传感器监测，温度高于临界范围上限值时，开启风机或湿帘，降低空气温度； 

示例2：根据温度传感器监测，温度底于临界范围下限值时，开启供暖系统，提高空气温度； 

示例3：根据湿度传感器监测，湿度高于临界范围上限值时，开启风机，降低空气湿度； 

示例4：根据湿度传感器监测，湿度底于临界范围下限值时，开启湿帘，增加空气湿度； 

示例5：根据二氧化碳、甲烷、氨气、硫化氢等传感器监测圈舍空气质量，当有害气体超过临界范围时，开启风机

或湿帘，更换圈舍空气，气流分布应均匀。 

精准饲喂管理 7.6 

配备饮水器、喂料器、计量器等，配置自动化料线、自动给水器等传感设备实现精准饲喂信息化管

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饮水。确保饮水器不间断供水, 自动记录每日畜禽饮水量/饮水器流量； 

b) 采食。确保喂料器不间断供料，自动记录每日畜禽采食量/喂料器出料量。 

生理生长繁殖监测管理 7.7 

7.7.1 个体管理 

利用电子标签实现个体的识别，以及对畜禽个体生长阶段成长指标的信息化管理，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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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体重。使用电子地秤监测畜禽个体体重，并记录数据； 

b) 体温。使用测温仪监测畜禽个体温度，并记录数据； 

c) 体长。使用体尺检测系统检测畜禽个体体长，并记录数据；  

d) 活动步数。使用计步器监测畜禽个体行走活动的步数，并记录数据； 

e) 背膘厚度。使用活体测膘仪监测畜禽个体的背膘厚度，并记录数据。 

7.7.2 批次管理 

通过随机抽样、取平均值等方式，对畜禽批次进行信息化管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使用电子标签统计该批次畜禽群体数量、存栏量、出栏量，并记录该批次产量、销售数量等； 

b) 使用电子地秤测量畜禽平均体重，并记录数据。 

7.7.3 繁殖监测管理 

对发情和分娩的畜禽养殖可使用接触式传感器、热红外成像仪等设备结合视频图像监测畜禽发情和

分娩情况，并记录相关信息。 

粪污处理管理 7.8 

7.8.1 配置粪便固体物自动称重系统，记录粪便固体物重量和运输地点等数据。 

7.8.2 配置沼液贮存池液位仪、沼液流量计，实时监控沼液流量、液位、流速等，并记录数据。 

7.8.3 配置沼气流量计，实时监控沼气流量，并记录数据。 

疫病防治管理 7.9 

7.9.1 消毒 

7.9.1.1 人员、车辆消毒 

配置车辆、人员消毒通道，通过监控设备记录消毒全过程音视频，并记录人员、车辆消毒信息。 

7.9.1.2 圈舍消毒 

配备喷淋、雾化等消毒设备，实现对圈舍设施和设备进行冲洗消毒，并记录圈舍消毒信息。具体操

作流程按照NY/T 3075的规定执行。 

7.9.2 免疫 

配置接种疫苗机器人、自动疫苗注射机等，实现畜禽自动接种疫苗，并记录畜禽免疫信息。 

7.9.3 治疗 

配置自动加药器，根据基地条件选择配置注射机器人，通过红外温度传感器、畜禽音视频等设备结

合机器视觉分析等方法实现畜禽疫病智能化治疗，并记录畜禽治疗信息。 

7.9.4 无害化处理 

配置暂存间和畜禽运输车，畜禽个体（批次）死亡时，记录隔离信息和无害化处理信息。 

质量安全追溯管理 7.10 

配备条码打印、条码识别或RFID读写相关设备，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化管理，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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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追溯单元管理。建立畜禽追溯单元(如某一品种、某一批次、某一圈舍)； 

b) 追溯码管理。制定追溯码规则，做到一物一码，且追溯码应具有唯一不变性； 

c) 追溯信息关联。打通畜禽养殖过程中品种、环境监控、精准饲喂、生理生长繁殖监测、疫病

防治各环节数据，实现追溯码与养殖各环节数据的关联； 

d) 追溯查询。提供追溯信息查询渠道(如网站、微信公众平台、拨打电话等)，通过追溯码查询

追溯信息。 

远程支持管理 7.11 

配备高清摄像机、拾音器以及扩音器等设备，实现远程支持管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疫病诊断。实现专家远程在线查看畜禽活动视频、图片等信息资源，支持多专家同时在线诊

断，并记录专家诊断信息； 

b) 培训指导。实现养殖技术远程培训、指导等综合服务，并记录培训指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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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基地功能建设信息项 

基地功能建设信息项见表A.1。 

表A.1 基地功能建设信息项 

信息类别 信息项 

基地信息 
基地名称、地址、地理位置、负责人、联系电话、养殖面积、畜禽种类

等 

投入品管理 

饲料和添加

剂 

入库信息 
名称、登记号/批次号、规格/主要成分及含量、使用对象、生产厂商、

生产日期、有效日期、数量、采购时间、入库时间、操作人员等 

出库信息 名称、出库时间、数量、操作人员等 

养殖饮用水信息 水源、供水单位等 

接种疫苗和

兽药 

入库信息 
名称、登记号/批次号、规格/主要成分及含量、使用对象、生产厂商、

生产日期、有效日期、数量、采购时间、入库时间、操作人员等 

出库信息 名称、出库时间、数量、操作人员等 

人员管理 

管理人员信息 
姓名、性别、身份证号、联系电话、从事产业类型、从事岗位、工作单

位等 

技术人员信息 
姓名、性别、身份证号、联系电话、从事产业类型、从事岗位、工作单

位等 

生产人员信息 
姓名、性别、身份证号、联系电话、从事产业类型、从事岗位、工作单

位等 

专家信息 姓名、性别、身份证号、联系电话、专业领域、工作单位等 

设备管理 

基本信息 注1：设备名称、设备编号、圈舍编号、型号、类型、技术参数等 

维护信息 设备名称、设备编号、圈舍编号、维护内容、维护时间、维护费用等 

报废信息 设备名称、设备编号、圈舍编号、报废原因、报废时间等 

预警信息 设备名称、设备编号、圈舍编号、监测值、监测时间、预警时间 

运行信息 设备名称、设备编号、圈舍编号、运行状态等 

启停信息 设备名称、设备编号、启停时间、启停状态等 

编码管理 

物联设备编码 设备名称、设备种类、设备编号等 

畜禽圈舍编码 圈舍名称、圈舍编号、位置、面积、畜禽状态、存栏量、出栏量等 

畜禽个体编码 畜禽个体编号（同电子标签编号）等 

畜禽批次编码 畜禽批次编号（同电子标签编号）等 

追溯单元编码 
追溯单元名称、追溯单元编码、关联畜禽个体（批次）编码、关联畜禽

圈舍编码等 

外来人员、 

外来车辆管理 

外来人员信息 
进入基地时间、进入基地事由、来访人员身份证号码、来访人员电话号

码、离开时间等 

外来车辆信息 
进入基地时间、进入基地事由、来访车牌号、离开时间、驾驶员身份证

号码、驾驶员电话号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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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基地功能建设信息项（续） 

信息类别 信息项 

电子标签管理 

入库信息 
电子标签名称、电子标签编号、电子标签类型、发放单位、使用对象、

数量、入库时间、操作人员等 

出库信息 电子标签名称、出库时间、数量、操作人员等 

使用信息 电子标签编号、使用起止时间 

品种管理 

品种个体管理信息 
畜禽个体编号、畜禽品种名称、品种来源（代、次）、性别、日（月）

龄、畜禽系谱、引入时间、产量；卵、精液、胚胎培育等 

品种批次管理信息 
畜禽批次编号、畜禽品种名称、品种来源（代、次）、畜禽系谱、批次

数量、引入时间、产量；卵、精液、胚胎培育等 

环境监控管理 

空气温度监测信息 设备名称、设备编号、圈舍编号、空气温度、监测时间等 

空气湿度监测信息 设备名称、设备编号、圈舍编号、空气湿度、监测时间等 

光照强度监测信息 设备名称、设备编号、圈舍编号、光照强度、监测时间等 

二氧化碳监测信息 设备名称、设备编号、圈舍编号、二氧化碳浓度、监测时间等 

甲烷监测信息 设备名称、设备编号、圈舍编号、甲烷浓度、监测时间等 

氨气监测信息 设备名称、设备编号、圈舍编号、氨气浓度、监测时间等 

硫化氢监测信息 设备名称、设备编号、圈舍编号、硫化氢浓度、监测时间等 

精准饲喂管理 

饮水信息 畜禽个体编号、畜禽批次编号、每日耗水量、监测时间等 

采食信息 
畜禽个体编号、畜禽批次编号、圈舍编号、采食时间、采食量、每日饲

喂次数、饲料配方、监测时间等 

生理生长繁殖

监测管理 

个体管理

信息 

基本信息 畜禽个体编号、圈舍编号、时间等 

体重监测信息 畜禽个体编号、体重、监测时间等 

体长监测信息 畜禽个体编号、体长、监测时间等 

体温监测信息 畜禽个体编号、体温、监测时间等 

活动步数监测

信息 
畜禽个体编号、活动步数、监测时间等 

活体背膘监测

信息 
畜禽个体编号、活体背膘厚度、监测时间等 

生 长

阶 段

信息 

胎生 畜禽个体编号、新生、育肥、发情、受孕、分娩、哺乳、疾病、死淘等 

卵生 畜禽个体编号、卵、育雏、育成、产蛋等 

批次管理

信息 

基本信息 畜禽批次编号、圈舍编号、时间等 

数量信息 畜禽批次编号、批次畜禽数量、存栏量、出栏量、产蛋量（卵生）等 

生 长

阶 段

信息 

胎生 畜禽批次编号、新生、育肥、发情、受孕、分娩、哺乳、疾病、死淘等 

卵生 畜禽批次编号、卵、育雏、育成、产蛋等 

繁殖监测信息 
畜禽个体（批次）编号、圈舍编号、配种日期、是否发情、分娩日期、

产量、存活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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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基地功能建设信息项（续） 

信息类别 信息项 

粪污处理管理 

粪便固体物信息 粪便固体物重量、运输地点、监测时间等 

沼液信息 沼液流量、液位、流速、监测时间等 

沼气信息 沼气流量、监测时间等 

疫病防治管理 

消毒信息 

人员消毒信息 
被消毒人员姓名、消毒视频、消毒方法、消毒起始时间、消毒次数、消

毒剂、剂量、操作人员等 

车辆消毒信息 
车牌号、消毒视频、消毒方法、消毒起始时间、消毒次数、消毒剂、剂

量、操作人员等 

圈舍消毒信息 
圈舍编号、消毒视频、消毒方法、消毒起始时间、消毒次数、消毒剂、

剂量、操作人员等 

免疫信息 

个体免疫信息 
免疫时间、免疫畜禽个体编号、圈舍编号、疫苗名称、批次号、免疫方

法、免疫剂量、配伍、防疫员等 

批次免疫信息 
免疫时间、免疫畜禽批次编号、圈舍编号、免疫畜禽数量、疫苗名称、

批次号、免疫方法、免疫剂量、配伍、防疫员等 

治疗信息 

个体治疗信息 
发病畜禽个体编号、治疗时间、圈舍编号、病因、诊疗人员、兽药名称、

配伍、剂量、停药时间、诊疗结果、休药期等 

批次治疗信息 
发病畜禽批次编号、治疗时间、圈舍编号、发病数量、病因、诊疗人员、

兽药名称、配伍、剂量、停药时间、诊疗结果、休药期等 

无害化处

理 

隔离信息 隔离时间、隔离数量、隔离原因、隔离地点等 

个体无害化处

理信息 

与第三方无害化处理公司签订的合同、病死畜禽个体编号、圈舍编号、

死亡时间、处理去向、资金补助、操作人员等 

批次无害化处

理信息 

与第三方无害化处理公司签订的合同、病死畜禽批次编号、圈舍编号、

无害化处理数量、死亡时间、处理去向、资金补助、操作人员等 

质量安全追溯

管理 
追溯单元信息 按照本表“编码管理-追溯单元编码”的规定执行 

远程支持管理 

疫病诊断信息 
诊断依据（音视频、图片、文字等）、诊断时间、诊断人员、诊断结果

等 

培训指导信息 
培训内容（视频、资料、文字等）、培训时间、培训对象、培训讲解人

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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