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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饲料标签是饲料生产企业展示产品质量和标示其他信息的一种重要途径, 也是使用者选择和正确使

用饲料产品的重要依据。饲料标签不仅标示产品的各项指标, 也是体现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 对客户、对产品

的态度。近年来, 随着人们对畜禽产品和饲料质量安全的日益关注, 对饲料标签的关注度也日益提高, 正确标

示和使用标签尤为重要, 但由于部分饲料生产企业经验不足, 法律意识淡薄, 对标准的解读不透彻, 造成了部

分饲料标签的标示不规范, 从而对饲料产品的质量安全以及政府监管带来诸多不便。本文列举了饲料质量安

全监管过程中发现的饲料标签存在的问题, 从生产企业、消费者和监管部门等多方面对问题存在的原因进行综

合分析, 并对标签制定和管理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和改进措施, 从而使标签的制定逐渐规范化、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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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eed label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feed manufacturers to display product quality and other 

information, and also an important basis for users to select and use feed products correctly. Feed labels not only 

indicate the indicators of products, but also reflect a company'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attitude towards customers 

and products. In recent years, as 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products and fe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feed label, and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correctly label 

and use the labels.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experience, weak legal awareness and incomplete interpretation of 

standards, the labeling of some feed labels is not standardized, which has caused many inconveniences to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feed products and government supervision. This article listed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of feed quality and safety, and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the reasons for the problems from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production enterprises, consumers, and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nd put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for label formulation and management, so as to gradually standardize and standardize the 

formulation of lab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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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饲料标签是以文字、符号、数字、图形, 说明饲料、

饲料添加剂和饲料原料内容的一切附签或其他说明物[13]。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09 号)[4]第二

十一条规定, 饲料、饲料添加剂的包装上应当附具标签。

饲料标签是饲料生产企业对其产品质量是否符合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的书面承诺, 是企业标准的浓缩和企

业产品的形象[57]。饲料标签的规范工作不仅是政府管理部

门对饲料生产和经营环节管理的重要手段, 也是行政管理

部门开展饲料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判定的重要依据[8]。我国

对饲料标签实行强制管理 , 颁布了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10648-2013[9]《饲料标签》。《饲料标签》是饲料行业管理

的两大重要基础性国家标准之一 [10], 在规范饲料行业行

为、保障饲料产品质量、维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发挥积极

的作用[11]。 

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重视, 饲料作为重要的投入

品, 今天的饲料安全就是明天的食品安全, 因此, 饲料监

管工作越来越严格, 也越来越规范[12]。从 2006 年开始, 农

业农村部就开始对饲料标签进行全国性的抽检, 至今已经

连续抽检了 13 年。通过多年来生产企业和监管部门的共同

努力, 饲料标签逐步得到规范。但在 2018 年的饲料抽检工

作中发现饲料标签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本研究对饲料标签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 以期为饲料标签

的安全使用提供参考。 

2   当前饲料产品标签中存在的问题 

2.1  不符合卫生要求 

《饲料标签》规定: 饲料和饲料原料应标有“本产品

符合饲料卫生标准”字样, 以明示产品符合饲料卫生标准

GB 13078-2017[13]的规定(见 5.1)。而仍有少数企业并未在

标签上标明“本产品符合饲料卫生标准”字样, 或对引号内

的内容进行了修改。 

2.2  产品名称不符合规定 

《饲料标签》规定: 在标明通用名称的同时, 可标明

商品名称, 但应放在通用名称之后, 字号不得大于通用名

称(见 5.2.5)。部分企业不仅把商品名称放于通用名称之前, 

且商品名称所用的字号明显大于通用名称。有时会误导使

用者。 

2.3  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不符合规定 

《饲料标签》规定: 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应符合产品

所执行的标准的要求(见 5.3.1)。部分企业饲料标签上的产

品成分分析保证值与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不一致。 

《饲料标签》规定: 饲料和饲料原料产品成分分析保

证值项目的标示要求(见 5.3.2), 精料补充料需要标明的产

品成分分析保证值项目为粗蛋白质、粗纤维、粗灰分、钙、

总磷、氯化钠、水分和氨基酸。部分企业精料补充料的饲

料标签上未标示氨基酸含量。又如, 水产配合饲料标签上

应标明粗脂肪, 这一点也常被部分企业忽视。 

2.4  标示的原料组成不符合规定 

《饲料标签》规定: 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精料补充

料应标明主要饲料原料名称和(或)类别、饲料添加剂名称

和(或)类别;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混合型饲料添加剂应标明

饲料添加剂名称、载体和(或)稀释剂名称; 饲料添加剂若使

用了载体和(或)稀释剂的, 应标明载体和(或)稀释剂的名

称(见 5.4.1)。部分配合饲料、浓缩饲料原料组成中只标明

微量元素、复合微量元素或者复合维生素等, 并未标明具

体的原料名称或标明的原料名称与《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

(农业部公告第 2045 号)[14]不一致。个别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加了载体但不标明载体名称, 或笼统的标个载体等却不具

体标明是什么载体; 还有的标签上面主要原料为免疫增强

剂、超效维生素、生理激活剂等不符合《饲料原料目录》(农

业部公告第 1773 号)[15]的原料名称, 且这些所谓的原料有

夸大宣传、吸引眼球、误导使用的嫌疑, 应该是政府监管

的重点, 但也是监管的难点。 

2.5  产品标准编号不符合规定 

《饲料标签》规定: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应标明产

品所执行的产品标准编号(见 5.5.1)。部分饲料企业标签上

的产品标准编号与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的年代号不一致, 

也表现出饲料生产企业制定企业标准的粗糙或备案申明的

随意性。 

2.6  使用说明不符合规定 

《饲料标签》规定: 配合饲料、精料补充料应标明饲

喂阶段。浓缩饲料、复合预混合饲料应标明添加比例或推

荐配方及注意事项(见 5.6)。在标签使用说明方面的问题比

较多。有的饲料标签上没有标明饲喂阶段; 有的没有标注

添加比例或推荐配方; 而有的只是标注为“按一定比例混

合均匀后饲喂”, 没有标明具体的添加比例; 还有的标签

上仅有“使用说明”4 个字, 后面没有具体的说明内容; 也

存在一张饲料标签上标注有不同产品的使用说明。 

2.7  净含量不符合规定 

《饲料标签》规定: 包装类产品应标明产品包装单位

的净含量(见 5.7.1)。部分企业的配合饲料和浓缩饲料的标

签上只标注有“见外包装”, 并没有标明净含量; 还有个别

企业还在使用“净重”来表示净含量。 

2.8  生产日期不符合规定 

《饲料标签》规定: 应标明完整的年、月、日(见 5.8.1)。



3270 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第 10 卷 
 
 
 
 
 

 

有少数企业未按《饲料标签》规定的方式标明生产日期, 而

是标了一串数字; 有部分企业标签上面的生产日期模糊, 

根本无法辨认; 更有甚者未标明生产日期。 

2.9  加入药物饲料添加剂的饲料产品标示不符合规定 

《饲料标签》规定: 应在产品名称下方以醒目字体标

明“本产品加入药物饲料添加剂”字样(见 5.13.2.1)。有的饲

料产品标签上面标注有药物饲料添加剂的名称和用量, 却

未在标签上标明“本产品加入药物饲料添加剂”字样。 

《饲料标签》规定: 应标明本产品中药物饲料添加剂

的有效成分含量、休药期及注意事项(见 5.13.2.3)。有的产

品加了药物饲料添加剂但未标明加入的药物饲料添加剂的

名称, 或者只标明了加入的部分药物饲料添加剂的名称; 

有的标明了加入的药物饲料添加剂, 但所标示的添加量超

过了允许添加量; 有的标示添加了某种药物饲料添加剂, 

但实际检测结果表明根本没有添加该种药物; 有的标示添

加了 A 药物, 实际检测是添加了 B 药物; 还有的没有标注

休药期, 药物配伍或注意事项等。 

现行《饲料标签》标准没有明确药物添加剂添加量的

标示方式, 也导致药物添加量的标示形式混乱, 监管工作

无法把握统一尺度。 

2.10  标签材质不符合规定 

《饲料标签》规定: 印制材料应结实耐用(见 6.1)。大

部分的饲料标签为纸质的, 很容易被撕裂或者脱落造成信

息丢失。 

2.11  标签缝制不符合规定 

《饲料标签》规定: 不得与包装物分离或被遮掩; 应

在不打开包装的情况下, 能看到完整的标签内容(见 6.2)。

许多企业仍然将饲料标签的一半缝制于包装之内, 如果不

打开包装是不能完全看到饲料标签所标识的所有内容。 

3  问题存在原因及建议 

3.1  少数企业标签意识淡薄, 标签标示内容不规范 

企业管理人员对饲料标签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 理

解并掌握《饲料标签》标准的能力不足; 饲料质量安全内

部管理意识不强; 饲料企业对《饲料标签》标准的执行力

较差。部分标签标识与《饲料标签》标准要求不符的情况, 

如产品名称、原料的标识、使用说明、净含量、生产日期

以及标签的材质等问题的存在, 多数与饲料生产企业的重

视度不够、技术力量薄弱或者对标准和相关法律法规学习

不透彻等有关。 

3.2  企业负责人重视度不够, 标签标示随意 

饲料标签上的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或产品标准编号

与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不一致。主要是因为企业标准已经

重新修订备案, 但是企业为了节约成本, 而继续使用这些

根据已作废的企业标准印制的饲料标签; 或是企业负责标

签印制的人员在校核的时候不够认真仔细导致的印刷错误; 

更有甚者是一些企业为了提高产品卖点, 故意虚假的标高

粗蛋白、氨基酸等主要营养指标含量或标注随意“创造”的

成分名称。 

3.3  部分养殖企业专业知识相对薄弱, 忽略标签的

规范性 

随着我国养殖业的快速发展, 一些养殖户为了追求

经济效益, 降低生产成本, 过度依赖药物添加剂的作用。

还有一部分养殖从业人员, 文化水平不高, 专业知识浅薄, 

对标签的关注度较低, 不会正确的使用标签, 意识不到标

签的不正确标示带给自身的经济利益损失以及对养殖动物

的健康危害或生产性能下降。 

3.4  对策和建议 

根据目前饲料标签存在的问题, 各级饲料管理部门

应对饲料生产企业加大《饲料标签》标准和相关法律法规

的宣贯学习与培训, 从思想上提高企业对饲料标签的认识; 

加强对企业制作、使用标签的指导; 监管部门应加强监督

检查, 加大对饲料标签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对发现标签

不合格的生产企业进行严肃处理, 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 

增强企业的重视度, 必要时对标签违法行为进行公开通报; 

制定饲料标签标准的单位也要持续跟踪标准的实际应用情

况和相关方的反馈意见, 及时通过一些方式正确解读标准, 

必要时及时修订完善标准。   

4  讨  论 

4.1  饲料标签规定产品名称应采用通用名称并符合

饲料卫生标准 

饲料和饲料原料应标有“本产品符合饲料卫生标准”

字样, 以明示产品符合 GB 13078-2017 的规定。2018 年随

着新版《饲料卫生标准》(GB 13078-2017)的实施, 饲料产

品名称尤为值得关注, 取一个恰当的饲料产品名称十分重

要, 这将决定着饲料产品本身的卫生指标的取值, 关系到

饲料产品的质量。如 GB 13078-2017《饲料卫生标准》中

将“肉用仔鸡、生长鸡配合饲料”表述为“肉用仔鸡、育雏鸡、

育成鸡配合饲料”; 将原标准“配合饲料”分别按照“仔猪配

合饲料”“青年母猪配合饲料”“其他猪配合饲料”和“其他配

合饲料”列示。可见, 饲料标签中, 产品的通用名还得符合

GB 13078-2017《饲料卫生标准》中的产品名称。 

4.2  饲料产品使用阶段的划分的新改变 

饲料标签中的配合饲料、精料补充料中的饲喂阶段; 

浓缩饲料、复合预混合饲料添加比例或推荐配方及注意事

项; 饲料添加剂、微量元素预混合饲料、维生素预混合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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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推荐用量及注意事项都必须符合《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

规范》(农业部公告第 2625 号)[16]。 

4.3  同一种药物饲料添加剂允许添加量的选择 

现行的 2 个涉及药物饲料添加剂的农业部公告第 168

号(2001 年 7 月 3 日执行)[17]和农业部公告第 2513 号(兽药

质量标准 2017 年版化学药品卷, 2017 年 11 月 1 日起施

行)[18]在实际工作中采用哪个？农业部公告第 2513 号中喹

乙醇预混剂、喹烯酮预混剂、金霉素预混剂、土霉素预混

剂混饲中用法用量更通俗易懂, 家畜、家禽使用阶段更明

确。以 10%金霉素预混剂为例, 第 168 号公告中［用法与

用量］混饲。每 1000 kg 饲料添加, 猪 25~75 g(4 月龄以内), 

鸡 20~50 g(10 周龄以内)。以上均以有效成分计。第 2513

号公告中［用法与用量］以本品计混饲。每 1000 kg 饲料, 

仔猪 250~750 g; 肉鸡 200~500 g。适用范围第 168 号公告

中猪(4月龄以内), 鸡(10周龄以内); 第 2513号公告中为仔

猪、肉鸡。 

4.4  标签中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应低于方法检出限 

如复合预混合饲料、维生素预混合饲料中维生素 B1

标示值低于 15 mg/kg、氨基酸标示值低于 0.5%。受产品中

载体(如沸石粉)、稀释剂的影响, 产品限量值附近的项目检

测时要特别注意。建议检测时带质控样品和做添加回收, 

来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必要时由不同人员复检验证。 

4.5  一个浓缩饲料的标签中标示了多种添加比例。 

同一浓缩饲料产品, 从小猪喂到大猪。这存在两大问

题, 一是动物不同的生长阶段对营养物质的需求不同; 二

是生长阶段不同, 允许使用的药物饲料添加剂的种类和添

加量也不同。曾抽到过生长育肥猪浓缩饲料, 适用阶段:  

15 kg 体重~出栏; 添加药物: 每千克本产品中含有: 金霉素

预混剂 300 mg; 配合比例: 10~20 kg 体重, 30(%); 20~60 kg

体重, 20(%); 60 kg 体重~出栏, 12(%)。该浓缩饲料标示了 3

种配比方式, 根据添加比例, 计算铜、锌等指标的添加值

时, 现行做法以严判, 该产品很容易被判为不合格。因此, 

饲料生产企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细分饲料产品的

适用阶段是十分必要的。 

5  结  论 

饲料质量安全关系到人类食品质量安全, 饲料标签

在饲料的质量保证和安全使用方面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各级饲料管理部门、饲料生产企业、养殖场户都应高度认

识标签的重要性, 学习相关标准和饲料方面的专业知识。 

饲料管理部门在加强对饲料生产企业培训的同时 , 

还要加强对饲料标签的审核指导工作, 督促和帮助企业完

善标签设计, 只有监管部门、企业和养殖场户各司其职, 

共同努力, 才能使标签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相关标准的

制定单位要以“敬畏之心”科学严谨制定标准, 并加强标准

的解读和使用情况的持续跟踪, 及时修订标准, 并关注与

其他法规标准、专业术语的衔接统一。相关部门要压实监

督措施, 提高饲料管理水平, 让饲料的质量安全水平更上

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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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疾病是指通过摄食而进入人体的有毒有害物质(包括生物性病原体)等致病因子所造成的疾病。近年来, 由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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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致病微生物的监测与风险控制与监测分析, 食源性致病微生物防控与风险评估等展开论述和研究。本专题计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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