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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饲料质量安全是保障动物性食品安全的重要基础。好的饲料既是“产出来”的, 也是“管出来”的。从

“产”的角度, 饲料生产企业要对其所用饲料原料及饲料添加剂、最终饲料产品的质量安全承担第一责任。从

“管”的角度, 饲料行业管理部门要对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进行日常监督抽检。对饲料的检测及其符合性判定是

饲料生产和行业管理的重要技术支撑。饲料行业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标准是对饲料检测结果进行符合

性判定的重要依据。本研究就饲料检测结果判定流程的主要环节及常见问题进行了剖析, 以期为行业管理部

门、饲料生产企业和检测机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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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feed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ensuring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animal food. 

Good feed is both “produced” and “supervised”. From the point of production view, feed enterprises should take the 

first responsibility for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feed raw materials, feed additives and final feed products. From the 

point of supervision view, feed industry management departments should supervise feed and feed additives routinely. 

It is an important technical support for feed production and trade management to detect feed and judge the 

consistency.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technical norms and standards of feed industry are the important basis 

for judging the consistency of feed test result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main processes and common problems in the 

judgment of feed testing result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feed production enterprises and 

testing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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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年来, 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视, 而饲料质

量安全是保障动物性食品安全的重要基础。饲料产品的质

量安全好坏直接影响养殖场户的经济效益, 不好的饲料会

对食用动物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危害, 因此, 饲料的质量安

全问题也越来越被重视。评价产品质量安全除了要有科学

的检测方法, 还需要把检测结果科学、准确、有效地描述

出来。 

饲料生产企业要对其所用饲料原料及饲料添加剂、最

终饲料产品的质量安全承担第一责任, 不仅要对饲料和饲

料添加剂进行日常监督抽检, 还要对检测结果进行准确的

记录与描述。对结果判定流程的建立可以使工作更具有条

理性, 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并提高结果的准确性。本研究就

饲料检测结果判定流程的主要环节及常见问题进行了剖析, 

以期为行业管理部门、饲料生产企业和检测机构提供参考。 

2  饲料检测结果判定流程及常见问题 

本研究针对饲料生产企业日常品控和管理部门监督 

抽检判定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归纳总结一个饲料检测结果

判定流程(见图 1)。 

从图 1 可以看出, 如果不需要符合性判定, 是比较简

单的方式, 即只需出具检测报告、提供修约后的原始检测

值。当检测值处于临界值时, 最好给出测量不确定度, 以

便委托方自行判定符合性。 

现实中, 大多数情况需要出具判定报告, 即需要检测

机构对检验报告进行符合性判定。当前, 针对饲料行业的

判定原则或依据主要有《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1]

《兽药管理条例》[2]、农业部农村部公告第 2625 号《饲料

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3](以下简称 2625 号公告)、第 194

号[4]、第 246 号[5]、第 20 号[6]、 GB 13078-2017《饲料卫

生标准》[7](以下简称 GB 13078)等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

企业标准等[8‒10]。涉及饲料(饲料添加剂除外)的营养指标、

卫生指标和铜锌等限量指标的判定时要注意是否引用了

GB/T 18823《饲料检测结果判定的允许误差》[11](以下简称

GB/T 18823) 。 其 他 情 形 的 判 定 , 可 以 参 考

CNAS-TRL-010-2019《测量不确定度在符合性判定中的应

用》[12]。 

 
 
 

 
 
 

 
图 1  饲料检测结果判定流程 

Fig.1  Processes of judgement of testing results in feeds 



6164 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第 11 卷 
 
 
 
 
 

 

2.1  合同评审 

2.1.1  检测工作类型 

一般情况下, 检测工作分为委托检测和监督抽查检

测, 相对应的合同评审的对象就是委托单和抽样单。委托

单中需要重点注意的是委托方提出的检测要求, 即检测项

目及检测方法。确认检测项目时首先要了解委托方的检测

目的, 评价委托方提出的检测项目是否能满足他们的检测

目的, 如果不能满足, 那么这个检测是没有意义的。比如, 

委托方想证明是饲料产品引起的家畜死亡, 却要求检测粗

蛋白质、粗灰分和粗脂肪这几个项目, 此情况下即使最终

的检测项目都是不合格的, 也不能证明该饲料产品会引起

家畜死亡。除此以外, 在确认了委托方要求的检测项目后, 

检测机构还需要确认自己是否有相应的检测能力及检测资

质, 同时还要保证检测方法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委托检测一般有个人委托、企业委托、政府委托及仲

裁检测。委托检测仅对本次来样及所检项目的检测结果负

责。仲裁检测除了要对委托单进行认真评审, 还要对样品

进行审查, 样品应该是在争议双方及第三方的见证下共同

抽取的具有代表性的样品。审查结束后还需要确认是否需

要对检测结果进行判定。如需要进行判定, 那么判定所依

据的相关文件或资料也要进行核实。 

2.1.2  抽样单审查 

监督抽查检测一般都是根据任务来源的文件要求开

展抽样工作, 文件中已经对检测项目和检测方法做了规

定, 因此对抽样单的审查主要包括样品名称、生产日期、

保质期、抽样日期、被抽检单位信息、生产单位信息、

抽样人和被抽样人的签字及单位盖章、抽样单上的信息

是否和样品相符, 同时要审查样品标签和样品相关的企

业标准是否和抽样单在一起。样品标签和企业标准是对

检测结果判定的重要依据, 但饲料生产企业很容易忽视

了这一细节[13‒16]。 

2.1.3  判定原则或依据 

当需要对产品检测结果进行判定时, 委托书中还应

明确判定依据等相关信息。检测机构收到委托书时, 在合

同评审中除了核对委托书、样品基本信息和封样包装外, 

还应着重检查委托书中检测方法和判定依据的有效性。比

如, 某单位委托检测机构对哺乳母猪料产品 A 中的粗蛋白

质、粗灰分、铜、锌这几个指标进行检测并判定, 此时, 检

测机构应收到随样品一起来的包括哺乳母猪料 A 的饲料标

签[17]和检测委托书等材料。一般而言, 检测委托书中应明

确 或 指 定 现 行 有 效 的 检 测 方 法 和 判 定 规 则 , 如  GB/T 

6432-2018 《饲料中粗蛋白的测定凯氏定氮法》[18]、GB/T 

6438-2007 《饲料中粗灰分的测定》[19]和 GB/T 13885-2017

《饲料中钙、铜、铁、镁、锰、钾、钠和锌含量的测定 原

子吸收光谱法》[20](以下简称 GB/T 13885)、2625 号公告等。

检测机构收到上述信息时, 应主动核对委托书中检测方法

和判定依据是否有效以及判定依据是否覆盖全部检测指标, 

核对饲料标签、企业标准、委托书中检测方法、判定依据

等关键信息的一致性。当发现不一致时, 要及时与相关方

沟通, 切莫急于开始实验室检测。 

2.2  数据处理 

2.2.1  干物质折算 

饲料检测结果一般为风干样本(不含游离水)的结果, 

为了使每个样本的干物质基础水平保持一致, 避免在结果

判定中出现争议, 国家标准或相关公告中一般都规定了干

物质的计算基础。比如, 2625 号公告[3]第六条规定“若无特

殊说明, 本《规范》在配合饲料或全混合日粮中推荐添加

量和最高限量均以干物质含量 88%为基础计算, 最高限量

均包含饲料原料本底值”; GB 13078[7]在文末标注有“表中

所列限量, 除特别注明外均以干物质含量 88%为基础计算

(霉菌总数、细菌总数、沙门氏菌外)”和这些文件相关的检

测项目, 最终检测结果应为折算了 88%干物质含量的值。

比如, 检测某哺乳母猪饲料铜、锌时, 就需要检测该产品

中的水分含量, 然后进行干物质折算。2625 号公告规定母

猪料中锌在配合饲料中的最高限量是 100 mg/kg, 依据

GB/T 18823, 判定限值是 135 mg/kg; 该样品的水分检测值

为 10.5%, 锌检测值为 120 mg/kg, 折算成 88%干物质时, 

锌的检测结果为 120×0.88%/(1-10.5%)=118 mg/kg, 按照检

测方法标准进行修约后的结果为 120 mg/kg, 可判定该产

品锌检测结论为合格。通用的干物质折算公式如下:  

目标干物质样品的指标含量=(对应指标的原始含量×

折算的目标干物质含量)/(1-水分含量) 

饲料的营养指标一般是企业自行制定的, 因此营养

指标的检测值是否需要以干物质含量为基础计算、要以多

少的干物质含量为基础计算, 应该以饲料产品的企业标准

为依据。如果在企业标准的营养成分表的结尾部分有标注

“各项营养成分含量均以××%干物质为基础计算”, 就需要

根据企业规定的干物质含量为基础对检测结果进行折算; 

如果在企业标准中没有标明以多少干物质计的, 就以实际

的检测结果, 即湿基或样品的原始检测结果为准, 不再需

要进行折算。 

2.2.2  数据修约 

检测数据并不是保留的位数越多结果就越准确, 数

值修约应按照 GB/T 8170-2008《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

值的表示和判定》[21](以下简称 GB/T 8170)执行, 检测数

据最后的保留位数在相应的检测方法中有具体要求时 , 

要以检测方法规定为准。有时在检测中会出现检测原始

结果合格, 但数据经过修约后结果就超标的现象。比如, 

某饲料锌的原始检测结果为 146.7 mg/kg, 根据检测方法

GB/T 13885 要求, 修约后最终的结果为 150 mg/kg(见表

1)。该饲料锌的标准值为≤110 mg/kg, 依据 GB/T 18823

计算后的判定限值为≤148.5 mg/kg; 此时如果采纳了修



第 17 期 杨  莹, 等: 饲料检测结果判定流程及常见问题分析 6165 
 
 
 
 
 

 

约前的检测值 146.7 mg/kg, 测量结果为合格, 但实际这

个数值是不符合检测方法要求的, 因此正确的判定应为, 

该饲料的锌不合格。 

 
表 1  GB/T 13885 中规定锌检测值的修约规则 

Table 1  Rounding off rules of zinc detection value specified in 
GB/T 13885 

检测值 修约值 

5~10 mg/kg 0.1 mg/kg 

10~100 mg/kg 1 mg/kg 

100 mg/kg~1 g/kg 10 mg/kg 

1~10 g/kg 100 mg/kg 

10~100 g/kg 1 g/kg 

 

2.3  结果判定 

2.3.1  饲料产品营养成分的标准值 

一般情况下饲料营养成分是以企业标准为准, 但若

存在饲料标签上的标示值与企业标准中的标准值不一致的

现象, 此时应该以较严格的那个标准值为依据。比如, 某

猪配合饲料在企业标准中粗蛋白质≥15%, 但是在饲料标

签上粗蛋白质≥16%, 某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在企业标准中

没有规定赖氨酸的值, 但在饲料标签上却标有赖氨酸≥

1.5%, 这两种情况均应以较严格的饲料标签为判定依据。 

2.3.2  饲料中微量元素的限量 

农业部 2625 号公告规定了使用饲料添加剂产品时在

配合饲料或全混合日粮中的最高限量。配合饲料中的微量

元素含量的最高限量可直接查询 2625 号公告中给出的值。

但对于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浓缩饲料和精料补充料产品中

的“推荐添加量”“最高限量”, 要按其在配合饲料或全混合

日粮中的使用比例折算。比如, 2625 号公告规定猪(＞25 kg, 

相关于“其他动物”)配合饲料中铜的最高限量为 25 mg/kg, 

某猪(＞25 kg, 相当于“其他动物”)浓缩饲料的添加比例为

25%, 则该饲料允许添加的铜的最高限量为 100 mg/kg。 

依据 2625 号公告, 确定标准值时要注意动物种类和

使用阶段。如在 2625 号公告中, 锌的最高限量没有明确给

出鸡的, 鸡配合饲料中锌的最高限量标准值应按照“其他

动物 120 mg/kg”。猪饲料中锌的最高限量在 2625 号公告

中规定的是“仔猪(≤25 kg)110 mg/kg, 母猪 100 mg/kg, 其

他猪 80 mg/kg”, 如某饲料产品标签上的名称为仔猪配合

饲料, 但使用阶段为 15～35 kg, 有些饲料生产企业此时会

误认为“按 1600 mg/kg”使用锌元素, 但实际此时锌的最高

限量标准值应为“其他猪 80 mg/kg”。在仔猪断奶后前 2 周

特定阶段允许使用氧化锌或碱式氯化锌至 1600 mg/kg(以

锌元素计), 如某仔猪饲料的使用阶段标示为“断奶～25 

kg”, 但未在饲料产品标签显著位置标明“本品仅限仔猪断

奶后前 2 周使用”, 此条件下锌的最高限量标准值只能是

“仔猪(≤25 kg)110 mg/kg”。    

有的企业产品标准中规定了卫生指标、药物饲料添加剂

或允许使用兽药的限量值, 但当其规定与国家标准或规范性文

件不一致时, 应以其中较严格的依据进行判定。比如: 2625 号

公告规定母猪料锌在配合饲料中的最高限量是 100 mg/kg, 依

据 GB/T 18823 计算后的判定限值是≤135 mg/kg, 而某公司

企业标准中规定母猪料产品“锌≤80 mg/kg”, 依据 GB/T 

18823 计算后的判定限值是≤112 mg/kg, 此时比较 2625 号

公告和企业标准的判定限值, 需要以严格的企业标准限值

为判定依据。若实际检测该母猪料锌含量为 120 mg/kg, 可

判定为该指标检测不合格。 

此外, 一些企业只是通过配方理论值来预判微量元

素的合规性, 忽略了饲料原料及饲料添加剂中微量元素的

本底值及其波动, 也忽略了由于加工过程质量带来的饲料

不均匀性问题, 这也可能会导致结果的不准确, 需要在结

果判定时注意。 

2.3.3  卫生指标限量与试验方法 

GB 13078 是国家强制性标准, 需要注意 2 点: 适用范

围和试验方法。GB 13078 只适用于标准中所列的饲料原料

和饲料产品, 不适用于饲料添加剂产品。如 GB 13078 中规

定饲料原料铬的限量为≤5 mg/kg, 在 GB 22549-2017《饲

料添加剂磷酸氢钙》[22]中铬的限量为≤30 mg/kg。如果检

测机构测定磷酸氢钙中铬的含量时, 应按照 GB 22549 中

的限量进行判定。饲料添加剂产品的卫生指标如果在产品

标准中有相应的限量值, 就依据产品标准进行判定, 如果

在产品标准中没有相应的限量值, 则仅出具检测结果不进

行判定。 

GB 13078 规定了各项卫生指标对应的试验方法, 在

检测卫生指标时一定要使用指定的方法。如: 饲料中黄曲

霉毒素 B1 的检测方法有 GB/T 17480-2008 《饲料中黄曲

霉毒素 B1 的测定 酶联免疫吸附法》[23]、GB/T 36858-2018 

《饲料中黄曲霉毒素 B1 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24]、

NY/T 2549-2014 《饲料中黄曲霉毒素 B1 的测定 免疫亲和

荧光光度法》[25]、NY/T 2071-2011《饲料中黄曲霉毒素、

玉米赤霉烯酮和 T-2 毒素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26]

等多种检测方法, 但 GB 13078 中引用的方法仅为 NY/T 

207, 因此当用 GB 13078 作为判定依据对某饲料产品中黄

曲霉毒素 B1 的结果进行判定时, 其检测结果必须是依据

NY/T 2071 检测得来的。 

在 GB 13078 中“多氯联苯”项目指定的检测方法 GB 

5009.19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指示性多氯联苯含量

的测定》[27]和“六氯苯”项目指定的检测方法 SN/T 0127《进

出口动物源性食品中六六六、滴滴涕和六氯苯残留量的检

测方法 气相色谱-质谱法》[28]的适用范围不包括饲料产品

及饲料原料, 需要进行方法验证或确认。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GB 13078 中“铬”项目的试验



6166 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第 11 卷 
 
 
 
 
 

 

方法只能用年号 2006 的 GB/T 13088[29]中“原子吸收光谱

法”。GB/T 13088 规定了“原子吸收光谱仪”和“分光光度

计”2 种方法, 前者就是原子吸收光谱法, 它又分“火焰法”

和“石墨炉法”。 

2.3.4  判定值确定 

任何样品的检测值总有一定的分析误差。特别是不同

检测机构之间的分析误差常常是比较大的, 因此必须依据

一个国家或行业统一的允许分析误差标准, 作为对检测结

果进行判定和仲裁时的计算依据[30]。饲料生产企业从自身

的角度考虑, 通常会在其产品的企业标准和饲料标签中引

用 GB/T 18823。对于引用了 GB/T 18823 的饲料产品, 它

的各类质量指标及卫生指标的最终判定值是其标准值加上

或减去允许绝对误差或相对误差后的值。如果饲料产品的

企业标准中未引用 GB/T 18823, 则相应饲料产品的各类质

量指标及卫生指标的最终判定值就是它的标准值。 

如果企业标准中明确写了“判定检测结果时应考虑分

析误差, 分析误差按 GB/T 18823 执行”, 则判定值需要考

虑允许误差, 若未注明则不考虑允许误差[31]。两者的判定

区别见表 2。 

要注意 GB/T 18823 的适用范围, 该标准适用于饲料

产品检测结果的判定, 不适用于饲料添加剂和混合型饲料

添加剂, 即饲料添加剂和混合型饲料添加剂的标准值也就

是它的判定值。GB/T 18823-2002 和 GB/T 18823-2010 两个

版次上面都没有明确是否适用于饲料添加剂[32], “混合型

饲料添加剂”的概念是 2012 年 12 月才提出的[33]。 

2.3.5  饲料中药物饲料添加剂或兽药 

GB/T 18823 也不适用于饲料中药物饲料添加剂或兽

药的判定。根据《兽药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

理条例》、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194 号和第 246 号的相关规

定, 禁止使用的药物饲料添加剂的判定限为检测方法规定

的定量限或最低检测限, 超出定量限或最低检测限的即为

不合格。当检测结果处于判断临界值时, 要考虑测量不确

定进行判定[11]。 

允许使用的药物饲料添加剂或兽药的判定依据为其

质量标准和说明书。 比如, 盐霉素预混剂的质量标准和说

明书[5]中规定: 【用法与用量】以本品计。混饲: 每 1000 kg

饲料, 鸡 250 g。虽然在【注意事项】只提到“(3)对成年火

鸡和马毒性大, 禁用。(4)蛋鸡产蛋期禁用。”, 但因为在用

法与用量中只提到鸡饲料中的使用量, 因此，除鸡饲料(不

包括蛋鸡产蛋期饲料)外的其他饲料都是不能添加使用的。

在鸡饲料(不包括蛋鸡产蛋期饲料)中如果盐霉素的检测值

超过 250 g/1000 kg,则判定为不合格; 如果是鸡浓缩饲料

(不包括蛋鸡产蛋期饲料), 则判定值要按该饲料标签标明

的添加比例进行折算。比如, 某鸡浓缩饲料中的盐霉素的

检测值为 1000 g/1000 kg, 但它的添加比例为 20%, 将判定

值“250 g/1000 kg”折算后应为“1250 g/1000 kg”, 所以最终

判定为合格。在除鸡饲料外的其他饲料包括蛋鸡产蛋期饲

料中盐霉素的检测值高于方法规定的最低检测限, 则该饲

料判定为不合格。 

2.4  报告编制与审核 

2.4.1  报告细节 

任何检测都不可避免的存在检测误差, 在检验检测

报告编制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小疏忽, 但这些小疏忽

却能影响整个报告的有效性。比如, 实际的检测方法和委

托单或抽样单上的要求不一致; 编制报告时因手误导致的

问题, 如样品名称或受检企业名称的多字、少字及错别字

问题; 检测项目的单位错误; 检测结果不合格但在检验结

论中少打一个“不”字导致的检验结论与检测结果不一致问

题; 检验检测专用章不合规等。这些不起眼但却很重要的

小问题, 报告编制人员有时不能及时发现, 因此报告审核

人一定要耐心、细致、认真核对每一个细节, 授权签字人

在签发报告时也应再次审查检测数据的合理性以及检测方

法、判定依据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把好检测的最后一道关。 

2.4.2  样品保质期 

在不合格报告中, 样品的保质期是很重要的一个信

息。如果涉及饲料标签中分析保证值的指标检测不合格, 要

注意出具检测报告的日期是否在标签标示的保质期内, 如

已超出了保质期则该报告是无意义的。但如果在出具报告之

前、在样品保质期内, 检测单位已经和受检企业确认过不合

格项的检测结果的, 在出具报告时可不用考虑样品保质期。 

2.4.3  检验结论 

(1)委托检测 

依据标准对产品进行全项检验时, 检验结论可描述

为: 1)依据××标准检验, 所检项目符合***标准要求, 该样

品合格; 2)依据××标准检验, ××项目不符合***标准要求, 

该样品不合格。 

只对产品的部分项目检验时, 检测结论可描述为: 1)

依据××标准检验, 所检项目符合***标准要求。2)依据××

标准检验, 该样品所检××项目不符合***标准要求。 

 
表 2  引用与不引用 GB/T 18823 的区别 

Table 2  Difference between quoting GB/T 18823 and unquoting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规定值/% 允许误差(绝对误差)/% 是否引用 GB/T 18823 判定值/% 判定结论

粗灰分 5.7 ≤5.5 0.2 
引用 ≤5.7 合格 

不引用 ≤5.5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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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督抽查检测 

政府管理部门下达的监督抽查类检验结论, 应按照

其下发的监督抽查文件的有关规定对结果进行准确评价和

描述。 

3  结论与讨论 

检测结果判定流程对于检测结果的准确性起着重要

的影响, 只有保证检测结果的科学、准确、有效, 才能保

证最终的检验报告是科学、有效的。本研究就饲料检测结

果判定流程的主要环节及常见问题进行了剖析。饲料检测

机构应建立一套科学的判定流程, 从合同评审、检测、数

据处理、报告编制、审核、签发等过程进行全过程监控, 各

环节要建立相应的控制措施, 及时发现并纠正出现的问题, 

以保证检验报告科学、公正、有效; 政府应及时更新相关

法律, 如 GB/T 18823-2010《饲料检测结果判定的允许误

差》需要根据我国饲料行业近 10 年分析技术水平的提升进

行再次修订; 饲料从业者应关注农业农村部官网及相关标

准网站，查阅最新的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标准等信息动

态, 如《饲料法规文件(2019)》[34], 主动学习相关知识, 提

升综合业务能力。在多方共同努力下, 我国饲料质量安全

和动物性食品的安全才能得以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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