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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饲料产品企业标准不仅是饲料生产企业组织生产和经营的依据, 还是政府部门对企业的饲料产品进

行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及执法的重要依据。饲料产品企业标准是饲料企业进行生产必须遵守的法律文件。饲料产

品企业标准是为了保证饲料产品的科学性、适用性、可操作性及合法性。因此每个饲料企业都应该依据自己的

产品类型、配方变化、工艺要求的不同以及市场需求, 制定科学、安全、实用及对生产有指导意义的企业标准。

高水平的饲料产品企业标准对于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部分饲料企业负责人对饲料

产品企业标准的重视程度不够, 企业标准编制人才力量薄弱, 编制人员信息掌握不充分, 造成了现在仍有一些

饲料企业标准存在着许多基础性问题。本文综述了饲料企业标准中经常出现的基础性问题, 并对如何做好企业

标准制定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和改进措施, 从而使饲料产品企业标准的编制更加规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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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terprise standard of feed products is not only the basis for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feed 

production enterprises, but also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quality an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of feed 

products b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e feed product enterprise standard is the legal document that the feed 

enterprise must abide by in the production. The enterprise standard of feed products is to ensure the scientificity, 

applicability, operability and legality of feed products. Therefore, each feed enterprise should establish scientific, 

safe, practical and instructive enterprise standards according to its product types, formula changes, different process 

requirements and market demands. High level of feed product enterprise standar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However, due to the insufficient attention paid by some leaders of feed 

enterprises to the enterprise standards of feed products, the weak talent in the compilation of enterprise standards, and 

the insufficient grasp of the information of the compilers, there are still some basic problems in the standards of some 

feed enterprises. This paper summarized some basic problems that often appear in the feed enterprise standard, and 

put forward some reasonable suggestions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on how to make the enterprise standard well, so 

that making the compilation of the enterprise standard of feed products more standardized and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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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通过标准化活动, 按照规定的程序经协商一致制定, 
为各种活动或其结果提供规则、指南或特性, 供共同使用

和重复使用的文件称为标准[1]。标准按层级分为: 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为了在

既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 促进共同效益, 对现实问题或

潜在的问题确立制定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条款及编制、

发布和应用文件的活动称为标准化[1]。 
标准化是组织现代化生产的重要手段, 是科学管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2]。企业标准是根据企业管理要求和工作

要求所制定, 是企业范围内协调、统一的技术文件, 是企业

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依据。企业标准化是企业科学管

理的基础。《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3]第十八条规定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 应当按照产品质量标准以及

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饲料、饲料添加剂质量安全

管理规范和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组织生产, 对生产过

程实施有效控制并实行生产记录和产品留样观察制度”。因

此饲料生产企业也必须有产品质量标准, 它是产品质量的

保障和基石[4]。企业标准不仅是饲料生产企业组织生产和经

营的依据, 还是对企业的饲料产品进行质量监督检验的重

要判定依据[5], 同时,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得标准者得天

下”, 它还是企业开拓市场继而占领市场的“排头兵”。 
虽然企业标准已是饲料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也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实践应用完善, 但是现在仍

有一些饲料企业标准存在着基础性问题。本文从合规性、

科学性和实用性角度对饲料企业标准中经常出现的基础性

问题进行分析, 并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旨在为饲料生产企

业编制产品标准提供参考。 

2  饲料产品企业标准编写及存在的问题 

2.1  资料性概述要素 
2.1.1  封  面 

封面为必备的资料性要素, 它应给出标示标准的信

息, 包括: 标准的代号、类别、编号、名称、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发布部门等[6] 。 
(1)企业标准编号 
企业标准应注明企业标准编号。企业标准编号的一般

形式为 Q/ xxx xxxx-xxxx, 即 Q/企业代称 标准顺序号―年

代号。需要注意的是“年代号”, 它是标准制定或修订后发

布时的年号。但是有些企业重新修订过的新标准与旧标准

用的是同一年代号。究其原因有二, 一是因为企业的饲料

标签需要与企业标准保持一致, 而每次标签的印制都有一

定的数量, 企业为了能继续使用印制好的标签, 所以标准

修订后并不更改年代号; 二是在旧标准发布的同年又对企

业标准进行修订、发布, 甚至有企业在同一年对企业标准

进行了多次修订。这样就会造成新旧标准使用混乱的状况, 
甚至会让不清楚标准修订情况的人误用已失效的旧标准。

有的企业为了延长饲料标签的使用时限, 标签上的标准编

号仅有 Q/企业代称、标准顺序号, 并不把年代号标注上。

GB 10648-2013《饲料标签》要求标签标示的内容应真实、

科学、准确, 企业标准编号是必须加上年代号的[7]。 
饲料企业一般都是按饲料类别来制定相应的企业标

准, 比如分为: 畜禽配合饲料、畜禽浓缩饲料、反刍动物

精料补充料等, 不同类别有不同的企业标准编号。有的企

业一个标准中就包括了配合饲料、浓缩饲料和复合预混合

饲料。制定或修订标准, 要对同类产品的品种、规格, 进
行选优和合理分档, 形成系列[2]。 

(2)代替标准编号 
如果标准代替了某个或几个标准, 封面应给出被代

替标准的编号; 封面除了要有标准的编号, 如果是修订后

新发布的, 还需要给出被代替标准的编号。仅限于在同级

标准中使用, 每一项被替代的标准均应在封面标出。有的

企业没有给出被代替标准的编号; 有的企业给出了被代替

标准的编号, 但是没有注意新的标准编号和被代替标准编

号的页面格式。 
(3)标准名称 
标准的名称为必备要素, 是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

一。标准名称应简练并明确表示出标准的主题, 使之与其

他标准相区分。标准名称可直接反应标准的适用对象, 也
是读者使用、收集、检索的主要依据。中文名称编写方法: 
最多包括 3 个要素, 即引导要素、主体要素、补充要素。

主体要素是必备要素, 其余是可选要素。其中引导要素表

示标准所属的领域。主体要素表示所述领域的标准化对象。

补充要素表示标准化对象的特定方面。 
饲料产品的命名主要以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公

布的饲料原料目录、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和药物饲料添加

剂品种目录中的名称、GB 10648-2013《饲料标签》5.2 产

品名称[7]、GB/T 10647-2008《饲料工业术语》[8]及其他相

关饲料法规、标准为准。暂无规定的, 可以依据饲料行业

常识或约定成俗的名称。需要指明饲喂对象和饲喂阶段的, 
必须在饲料名称中予以说明。 

(4)标准的修订频次 
制定企业标准应当在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和社会实践

经验的基础上, 深入调查论证, 广泛征求意见, 保证标准

的科学性、规范性、时效性, 提高标准质量[9]。每修订、

发布一次标准, 企业有许多工作要做相应的调整, 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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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销售方面。所以在制、修订标准时除了要保证标准

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还应该保证标准的时效性。太过频繁

的对标准进行修订, 会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生产物

资的浪费。有企业在 2 月首次发布标准, 在同一年的 3 月、

4 月、6 月和 8 月连续对标准进行了 4 次修订。如此频繁的

修订标准意味着标准制定的过于随意、不严谨。甚至有的

企业在对企业标准进行修订后不及时进行公示, 在企业标

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向社会公开的是修订前的旧标准, 
而企业实际使用的是修订后的新标准。当饲料原料及畜产

品供需市场行情变动时, 饲料企业会适时推出新饲料产品, 
此时可以用企业标准修改单对标准做出补充完善, 不必对

整个标准进行修订。 
(5)企业标准的发布日期和实施日期 
封面需要注明发布日期和实施日期。但是有的企业对

发布日期和实施日期的设置很随意。有的企业标准的发布

和实施仅有 3 d 的间隔时间, 更有甚者是在同一天发布和

实施的。标准发布到实施之间的时间称为“过渡期”, 过渡

期内符合新旧标准的产品均可生产销售。从企业标准的实

施日期起, 企业只能生产、销售符合新标准的产品。过渡

期是给企业宣贯新标准、消耗老库存的缓冲时间。过渡期

过短甚至没有, 是企业给自己的生产和销售设置了一道障

碍。标准的发布日期和实施日期至少间隔 1 个月为宜。 
2.1.2  前  言 

前言为企业标准的必备要素, 不应包含要求和推荐, 
也不应包含公式、图和表。前言应视情况依次给出下列内

容: 标准结构的说明; 标准编制所依据的起草规则; 标准

代替的全部或部分其他文件的说明; 标准的起草单位和主

要起草人; 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等。 
这部分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 标准编制所依据的

起草规则是需要给出的, 但有的企业标准里没有提及此信

息; 第二, 需要给出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

况。有部分企业表述为“某年某月某日首次发布, 于某年某

月某日第一次修订, 某年某月某日第二次修订……”, 有的

企业甚至没有给出这方面的内容。企业标准编号在这里就

可以发挥作用了, 我们只需把历次发布的标准编号一一列

出, 就能简明扼要、清清楚楚地说明情况。 
2.1.3  引  言 

引言为可选要素, 不应包含要求。是对“前言”中有关

内容的特殊补充或对标准中有关技术内容的特殊说明、解

释, 以及制定该标准原因的特殊信息或说明等。如果需要, 
则给出促使编制该标准的原因、目的及作用; 有关标准技

术内容的特殊信息或说明; 如果已经识别出标准涉及专利, 
应给出相关内容的说明。 

2.2   规范性一般要素 

2.2.1  范  围 
范围为必备要求, 应置于标准正文的起始位置。范围

应明确界定标准化对象所涉及的各个方面, 由此指明标准

或其特定部分的适用界限。必要时, 可指出标准不适用的

界限。 
2.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范性引用文件为可选要素, 它应列出标准中规范

性引用其他文件的文件清单, 这些文件经过标准条文的引

用后, 成为标准应用时必不可少的文件。文件清单中, 对
于标准条文中注日期引用的文件 , 应给出版本号或年号

(引用标准时, 给出标准代号、顺序号和年号)以及完整的

标准名称; 对于标准条文中不注日期引用的文件 , 则不

应给出版本号或年号。标准条文中不注日期引用一项由

多个部分组成的标准时 , 应在标准顺序号后标明“(所有

部分)”及其标准名称中的相同部分, 即引导要素(如果有)
和主体要素。 

文件清单中, 如列出国际标准、国外标准, 应在标准

编号后给出标准名称的中文译名, 并在其后的圆括号中给

出原文名称 ; 列出非标准类文件的方法应符合 GB/T 
7714[10]的规定。 

如果引用的文件可在线获得, 宜提供详细的获取和

访问路径。应给出被引用文件的完整的网址 (见 GB/T 
7714[10])。为了保证溯源性, 宜提供源网址。 

文件清单中引用文件的排列顺序为: 国家标准(含国

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仅适用

于该地方标准所涉及的省份的企业)、国内有关文件、国际

标准(含 ISO 标准、ISO/IEC 标准、IEC 标准)、ISO 或 IEC
有关文件、其他国际标准以及其他国际有关文件。国家标

准、国际标准按标准顺序号排列;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其他国际标准先按标准代号的拉丁字母和(或)阿拉伯数字

的顺序排列, 再按标准顺序号排列。文件清单不应包含: 
不能公开获得的文件; 资料性引用文件; 标准编制过程中

参考过的文件。文件清单不宜包含: 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和其他政策性文件, 这一点经常被忽略。 
有一些企业引用的文件与标准无关, 或是没有及时

更新引用标准, 引用了已过期或作废的文件, 或是标准涉

及的文件有遗漏, 再或者就是引用文件的排列顺序没有按

照规则排列。 
规范性引用文件清单应由下述引导语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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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规范性技术要素 

2.3.1  术语和定义 
术语和定义为可选要素, 它仅给出为理解标准中某

些术语所必需的定义。术语宜按照概念层级进行分类和编

排, 分类的结果和排列顺序应由术语的条目编号来明确, 
应给每个术语一个条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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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符号、代号和缩略语 
符号、代号和缩略语为可选要素, 它给出理解标准所

必需的符号、代号和缩略语清单。为了方便, 该要素可与

要素“术语和定义”合并。 
2.3.3  要  求 

要求为可选要素, 它应包含下述内容: 直接或以引用

方式给出标准涉及的产品、过程或服务等方面的所有特性; 
可量化特性所要求的极限值; 针对每个要求, 引用测定或

检验特性值的试验方法, 或者直接规定试验方法。该要素

中不应包含合同要求和法律或法规的要求。 
2.3.4  分类、标记和编码 

分类、标记和编码为可选要素, 它可为符合规定要素

的产品、过程或服务建立一个分类、标记和编码体系。为

了便于标准的编写, 该要素也可并入要求。 
2.3.5  规范性附录 

规范性附录为可选要素, 它给出标准正文的附加或

补充条款。 

2.4  资料性补充要素 

2.4.1  资料性附录 
(1)资料性附录为可选要素, 它给出有助于理解或使

用标准的附加信息。 
(2)资料性附录可包含可选要求。 

2.4.2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为可选要素。如果有参考文献, 则应置于最

后一个附录之后。 
2.4.3  索  引 

索引为可选要素。如果有索引, 则应作为标准的最后

一个要素。 

2.5  营养成分 

对于饲料企业标准而言, 营养成分指标是非常重要

的内容, 是企业对产品质量的明示保证, 是饲料产品标签

制定的根本依据, 是企业组织产品生产的技术要求, 是检

测机构和监督部门对产品进行质量监督检验的重要判定依

据, 是养殖场用户选择产品的主要依据。这部分主要存在

以下问题。 
(1)指标名称错误。部分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指标名称

还采用以前的, 如“氯化钠”仍写为“食盐”, “总砷(以 As计)”
仍写为“砷(以总砷计)”。 

(2)单位错误。有的企业标准里给出的某个产品指标的

单位与该指标所引用的检测标准里的单位不一致。如某个

饲料产品里的酿酒酵母指标, 企业标准里给出的单位是

cfu/g, 而它所引用的检测标准里给的单位是亿个/g。 
(3)指标值不合理。有的指标值区间跨度过大, 如锌元

素限值为 25~6250 mg/kg; 有的指标值应是“≥”表示的下

限值, 但在企业标准里却是“≤”的上限值; 有的产品标准

里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的值应该是一个范围, 但在企业标

准里却只给出了一个下限值。企业在制定微量元素产品成

分分析保证值时, 以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625 号[11]中规定

的限量值为标准可以有效降低检测不合格风险。 
(4)一个产品对应多个指标。产品和营养指标应该是一

一对应的关系。有的企业标准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把一个饲

料产品设置了不同的档次, 如某仔猪配合饲料对应了 4 种

营养指标, 单就粗蛋白质这一项来说就有 17%、18%、

18.5%和 19% 4个技术指标, 但这 4个不同的营养指标对应

的是同一个产品名称, 也没有用不同的产品代号或商品名

称加以区别, 即使知道了产品名称也不能在企业标准里找

到它所对应的营养指标应该是哪一个。 
(5)强制性质量指标。按照规定企业标准的产品质量要

求不得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质量要求, 但有的企业

标准里的一些强制性产品质量指标制定不合理。如按 GB 
13078－2017《饲料卫生标准》[12]的要求, 某个产品的总砷

要求小于等于 2 mg/kg, 但是在某企业的标准里规定的总

砷要求却是小于等于 10 mg/kg。 

2.6  检测方法 

(1)企业标准标示的成分指标和检测方法测定的指标

不一致。如某产品为“混合型饲料添加剂蛋氨酸锌螯合物”, 
企业标准中标示成分指标是蛋氨酸锌含量≥75%, 但企业

标准采用的国标 GB/T 21694[13]《饲料添加剂 蛋氨酸锌》

方法中测定的指标是锌和蛋氨酸, 该国标并没有测定蛋氨

酸锌的方法。 
(2)随意引用标准和检测方法。有的企业没有气相色谱

仪、质谱仪或离子色谱仪等, 却在企业标准里规定的自检

项目引用了相关的检测标准, 使得企业无法按标准要求对

产品进行日常的质量检测。 

2.7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是企业控制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 因此合

理设定出厂检验项目十分必要。部分企业在制定企业标准

时, 把企业标准规定的所有项目都列成出厂检验项目或是

规定的项目比较多, 这样不但费时费力, 增加不必要的成

本, 并且有的企业并不具备相应的检验能力。相反, 有些

企业只是简单规定了“感官指标”、“水分”, 甚至只规定了

“感官指标”。 

2.8  饲喂阶段及添加比例 

动物不同的生长阶段对营养的需求是不同的, 所允

许使用的饲料添加剂的种类和使用量也是不同的; 不同的

添加比例得到的营养配比含量也不同。部分企业饲料产品

的饲喂阶段制定过宽, 如可以从 15 kg 的小猪一直使用到

出栏。同时这些可以适用于两个甚至 3 个生长阶段的浓缩

饲料有的给出的添加比例过于宽泛 , 仅简单的给出

25%~15%, 没有具体说明什么阶段使用什么配比, 导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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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饲料产品在使用时随意性过大。企业的这类做法看似使

得饲料产品的适用范围扩大了, 但在监管过程中采取的是

从严标准, 所以这些企业标准中的不确定性给企业大大增

加了饲料产品判为不合格的风险。 

3  原因分析 

(1)企业负责人对企业标准重视程度不够。有的企业负

责人只关心饲料产品的销售情况, 未充分认清企业标准在

饲料产品生产、销售和质量保证方面的重要作用, 认为企

业标准的作用仅是为了满足饲料生产企业审查要求[14], 为
了制定标准而制定标准, 而且在企业标准编制完成后没有

进行认真审核。有的饲料生产企业除了负责编制企业标准

的人员外, 所有人包括企业负责人, 都不清楚企业标准是

什么。 
(2)企业标准编制人才力量薄弱。标准编制工作是一项

懂技术通管理的综合性工作, 专业领域广, 内容繁多且工

作量大。企业缺乏专业人才编写企标, 有的企业由品管人

员编写企业标准, 但某些品管人员对标准编写的相关法律

法规、标准化要求不甚了解, 编制的企标在格式、内容方

面存在问题; 有的企业邀请外部标准编制专业人员进行编

写, 但外聘人员对企业的实际情况、产品特点了解不足, 
编制的企标流于表面不切合实际, 无法完全适用于企业的

生产销售活动。 
(3)编制人员信息掌握不充分。有的企业标准编制人员

对于标准中引用的文件不熟悉, 模仿或抄袭其他企业的标

准; 或是在标准修订时没有查询待修订标准中引用的标准

文件是否是现行有效, 生搬硬套原标准中的相关内容。 

4  建  议 

(1)提高认识, 加大标准宣贯力度。企业标准是企业的

核心技术文件, 它不仅是企业科学组织生产的依据, 也是

监管部门依法监管的科学基础, 还是解决饲料产品质量纠

纷的重要依据。企业负责人应对企业标准的制定予以高度

重视。同时, 标准的宣贯是标准得以真正实施的保证。标

准发布后 , 企业的各级管理部门人员都应当积极组织学

习、认真实施。标准的贯彻与实施是让标准“活”起来的重

要环节[15], 要让标准的贯彻渗透到每一个人。围绕企业发

展战略和标准化工作方针、目标, 健全组织, 周密计划, 开
展标准化宣传、培训, 营造领导带头、全员参与的标准化

工作氛围, 提高自觉执行标准的素养[16]。 
(2)提高标准制定人员的素质。编写企业标准是一件非

常严谨的工作, 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 同时还要结

合企业产品自身的特点、质量安全控制能力、客户要求或

社会监督等综合因素制定。企业标准的编制人员不仅要熟

练掌握专业技术知识, 具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 还应了

解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规定。企业应主动组织

标准编写人员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 或是通过人力资源的

调配, 结合各自的专业优势, 组成一个专业、合理、规范

的专业团队, 科学的、高质量的编制企业标准。 
(3)企业应密切关注相关标准的更新情况, 及时修改

企业标准中引用的已过期或作废的标准, 以保证企业标准

的适用性和科学性。 

5  小  结 

产品企业标准是为了保证产品的合规性、科学性、适

用性、可操作性。因此, 每个饲料生产企业都必须首先在

及时关注饲料行业法规及国家标准化工作等变化动态的基

础上, 依据市场需求、饲料原料及配方调整、加工工艺等, 
制定合规、科学、安全、实用的饲料产品企业标准。高水

平的产品标准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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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过程中有毒有害物质分析”专题征稿函 
 
 
食品加工过程中有时会形成有毒有害物质, 如丙烯酰胺、杂环胺、三氯丙醇等, 以及以铅、砷、汞等有

害矿质元素为代表的环境污染物。随着全球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 食品的化学安全问题已成为同行关注的

热点领域。 

鉴于此, 本刊特别策划了“食品加工过程中有毒有害物质分析”专题, 由西华大学杨潇教授担任专题主编, 

主要围绕食品加工产生的有毒有害物质分析与代谢机理、分析检测方法、安全性评价、产生途径、形成机理、

控制方法、毒性干预、分离分析等方面或您认为有意义的相关领域展开论述和研究, 综述及研究论文均可。

本专题计划在 2020 年 8~9 月出版。 

鉴于您在该领域的成就, 学报主编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吴永宁研究员及专题主编四川农业大学杨

潇教授特别邀请有关食品领域研究人员为本专题撰写稿件, 以期进一步提升该专题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综

述及研究论文均可, 请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通过网站或 E-mail 投稿。我们将快速处理并经审稿合格后优先

发表。 

同时烦请您帮忙在同事之间转发一下, 希望您能够推荐该领域的相关专家并提供电话和 E-mail。再次感

谢您的关怀与支持！ 

投稿方式(注明专题食品加工过程中有毒有害物质分析):  

网站: www.chinafoodj.com(备注: 投稿请登录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主页-作者登录-注册投稿-投稿选择

“专题: 食品加工过程中有毒有害物质分析) 

邮箱投稿: E-mail: jfoodsq@126.com(备注: 食品加工过程中有毒有害物质分析专题投稿)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