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学通报 2010, 26(2月份04) 6-10 DOI:     ISSN: 1000-6850 CN: 11-1984/S

本期目录 | 下期目录 | 过刊浏览 | 高级检索                                                            [打印本页]   [关闭] 

畜牧兽医科学 扩展功能 

本文信息

Supporting info 

PDF(1109KB)

[HTML全文] 

参考文献[PDF] 

参考文献 

服务与反馈

把本文推荐给朋友   

加入我的书架 

加入引用管理器 

引用本文 

Email Alert 

文章反馈 

浏览反馈信息 

本文关键词相关文章

动物标识

畜牧业

可追溯

信息

防疫

本文作者相关文章

孟鹤

刘娟

张立伟

曹承忠

PubMed

Article by Meng,h 

Article by Liu,j 

Article by Zhang,L.W 

Article by Cao,Z.Z 

动物标识发展趋势及其应用于畜禽管理的对策研究

孟鹤，刘娟，张立伟，曹承忠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北京100097

摘要： 

文章以动物标识技术的演进过程及其在畜禽品种选育、精准养殖管理、畜禽疫病防治、动物产品安全及畜禽国际贸

易中的应用现状及所面临的发展瓶颈和制约因素为依据，提出国际标识技术在提高信息采集精准性、降低技术应用

成本和实现技术标准国际兼容性等方面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总结我国动物标识及可追溯系统建设面临的问

题，并从技术研发和运行管理两个层面提出促进动物标识技术应用于我国畜禽管理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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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Animal Identific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Culturet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animal identific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precision culture, epidemic prevention, secure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paper summarizes 
its development restriction and trend.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measures and proposals on 
the further application of animal identification in the culture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from tow aspects of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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