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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兔系谱 

表1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种兔系谱内容和格式的一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家兔选种育种、良种繁育、生产管理和销售经营中对种兔系谱的建立与管理。 

表2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18894-2016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GB/T 27534.1-2011 畜禽遗传资源调查技术规范 第1部分：总则 

GB/T 27534.8-2011 畜禽遗传资源调查技术规范 第8部分：家兔 

T/CAAA XXXX—2018 种兔档案记录 

《优良种畜登记规则》（2006年农业部令 第66号） 

《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2006年农业部令 第67号） 

《畜禽新品种配套系和畜禽遗传资源命名规则（试行）》（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 

表3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种兔  breeding rabbit 

指种用的家兔，包括活体及其精、卵、胚胎等遗传材料。 

家兔按畜牧生产类型包括肉用兔、毛用兔、皮肉兼用兔，其它类型有实验兔、观赏兔、宠物

兔；按种群类型上分为遗传资源（地方品种）、培育品种、品系和配套系。配套系中用于系间杂交

的祖代和父母代种兔视为生产群体管理，不作个体系谱要求。 

种兔应个体编号明确、标识清楚、系谱完整，经遗传鉴定优选而来，有可信的档案可查。 

3.2  系谱  pedigree  

3.1.1 记载种兔个体及其父母和各祖先的编号、来

源、出生日期、品种特征、生产成绩、鉴定结果等信息

的记录文件。根据所载信息和用途不同，分为三种： 

简单系谱 系谱中只包含种兔个体及其祖先的编号，通常包括个体、双亲、四祖 3 代信息。简

单系谱仅能标明种兔个体的血统来源。 

完全系谱 系谱中不仅包含种兔及其祖先的编号，还包括种兔个体的品种来源、出生日期、外

貌特征、测定记录、育种值、种兔等级等全面信息。能够用于对种兔的质量进行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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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系谱 依据血统关系为整个种群编制的系谱，可用来分析查证种群的血统结构、个体间亲

缘关系、有无近亲交配、组织选配等育种工作。 

表4 4  个体编号和标识   

4.1   个体编号规则 

4.1.1   种兔应有终生不变的个体编号。 

4.1.2   种兔编号应有唯一性，一个号码对应一只种兔，保证该号码在所适用范围内没有重号。 

4.1.3   种兔编号应含义明确、容易识读，尽量包含出生时间、品系类型等有用的信息，方便生

产管理人员识读、记录和计算机录入识别和数据分析。 

4.1.4   种兔个体编号应遵循统一规则，编号规则保持相对固定。 

4.2  个体标识方法 

4.2.1  刺墨耳号   

4.1.1 在仔兔断奶时用刺标钳在耳朵中部打出针孔

组合成的耳号，立即用墨汁混合食醋浸涂针孔形成不褪

色的耳号。 

4.2.2   佩戴耳标   

4.1.2 在仔兔断奶时用专门的耳标钳将耳标固定在

耳朵中部无血管处。常见的有塑料耳标、金属耳标等，

编号内容事先激光印制。 

4.2.3   电子标签   

4.1.3 用于识别家兔的电子标记，常见有条形码、

二维码、芯片、脉冲转发器等，分别固定于笼位、注射

入家兔体内或佩戴在家兔身上，借助相应的阅读器和计

算机软件系统进行识别和管理。 

4.3   个体追溯管理 

4.1.4 鉴于生产实践中仅用一种个体标识方法常有

号码丢失、辨认不清或管理不便的缺点，一般需要建立

种兔个体标识和笼位编号的双重管理系统。  

4.3.1   笼位编号  

4.1.5 按位置顺序对场区、兔舍、笼架、笼层、笼

号进行编号，并用数字文字和/或条形码标识，建立易

于查找定位的笼位管理系统。 

4.3.2   笼兔对应  

4.1.6 种兔转入笼位时建立种兔编号和笼位编号的

对应关系，录入笼兔对照数据库，转群时及时更新笼兔

对照数据库，保证笼兔对应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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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追溯管理  

4.1.7 日常生产中通过识别笼位编号来追溯管理种

兔。通过个体编号和笼位编号转换对应，减少兔号丢失

或不清晰带来的损失，提高种群管理效率和数据的精准

性。  

表5 5  系谱内容和格式  

5.1  个体系谱 

种兔系谱应包括个体及其父母和祖先的编号，并根据系谱用途尽可能标注种兔个体来源、出生

日期、品种特征、生产成绩、鉴定结果等信息。 

 

A1 种兔系谱（完全系谱） 

种兔编号：                                                          性别： 

出生日期  出生地点  品种  种兔等级  

特征描述 

 

 

（可插入反映种兔特种的照片） 

 

    曾祖父号 

  祖父号   

    曾祖母号 

父号     

    曾外祖父 

  祖母号   

    曾外祖母 

   

    外曾祖父 

  外祖父号   

    外曾祖母 

母号     

    外曾祖父 

  外祖母号   

    外曾祖母 

 

   育种机构：                                             签 发 人： 

   联系信息：                                             签发日期： 

A2 种兔系谱（简单系谱） 

种兔场家：                                            签发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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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种兔编号 性别 出生日期 父号 母号 祖父号 祖母号 外祖父号 外祖母号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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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种兔照片   

种兔照片必须能够真实地反映出种兔的体型外貌和主要品种特征。照片类型包括种公兔照片、

种母兔照片、仔兔照片等。照片采集要求：家兔自然俯卧，正侧面对着拍摄者，顺光拍摄，背景色

与兔体色有明显对比，背景均匀，轮廓分明，亮度适中，图像清晰。 

5.3  电子系谱   

繁育生产中，直接采用无纸化采集种兔信息，或对纸质记录录入系统，转换成电子系谱。电子

系谱方便数据分析、信息传输和长久保存。电子系谱和纸质系谱应同步编目保存。 

5.4  种兔卡 

繁育生产中为方便现场管理，将每只种兔的基本信息、系谱、测定评定、配种繁殖、生产记录

进行整合设计为一张卡片，一兔一卡，嵌在种兔笼上，伴随种兔一生，分为种公兔、种母兔卡。见

附录 B 

表6 6  系谱管理 

6.1  系谱建立程序 

种兔系谱应随生产、繁殖和选育过程在第一时间建立，并及时汇总归档。 

 

6.2  系谱保存与使用 

纸质种兔系谱档案应保存 10年以上，电子系谱档案应妥善备份永久保存。 

分娩/出生 断奶 生长 育成 配种 

系谱记录建立程序 

分娩记录 
个体编号 
创建系谱 

性能测定 
遗传评定 

种兔建档 
遗传评定 

配种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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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种兔个体编号示例 

示例 1：某肉兔育种场的编号系统：× × ×× ×××，第 1 位字符代表种群，第 2 位字符

代表该兔出生年度，第 3、4 位字符代表该兔所在生产批次（周次、月份），第 5～7 位字符代表

该兔在批次内的出生序列号。按照这一编号系统，2018 年第 28 周出生的第 112 只新西兰兔编号

为 N828112。 

示例 2：某长毛兔良种场的编号系统：× ××× ×，第 1 位字符代表出生年度，第 2～4 位

字符代表当年内的出生窝序号，第 5 位字符代表窝内个体编号，并用单双号区分公母兔。按照这

一编号系统，2017 年出生的第 120 窝长毛兔，其中的 2 只公兔分别编号为 71201、71203， 

4 只母兔分别编号为 71202、71204、71206、71208。 

如果兔群规模较大，可增加出生序列号的位数；如果用于大范围的品种登记或联合育种，需在

个体编号之前另外增加地区编号和场区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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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种兔生产登记卡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