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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为普及饲料安全基础知识，提高人们对饲料安全的认识，

本书主要介绍饲料安全基础知识。该书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简

要介绍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饲料产品、饲料营养、饲料质量、

饲料加工、饲料安全等概念，并对主要概念进行了解释；第二

部分主要介绍饲料分类、主要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的基础知识；

第三部分从能量、蛋白质和氨基酸、碳水化合物、脂肪、矿物质、

维生素、水以及营养需要与饲养标准等方面介绍营养基础知识；

第四部分介绍影响饲料安全的人为因素、自然因素和生物技术

因素；第五部分讲解饲养认识的一些误区，并介绍安全高效使

用饲料知识；第六部分简要介绍饲料管理规定。附录收集了与

饲料安全相关的主要标准和规范等内容。

该书知识性强，语言通俗易懂、简明扼要，可供畜禽养殖

人员、养殖场主、新型职业农民、基层畜牧兽医工作者使用和

参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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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饲料是人类饲喂动物的食物总称，也是人类间接的食品，

直接关系到动物的健康和生长、产品安全和环境安全。近年来，

由饲料安全问题引发的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饲料安全引起

广大民众和各级管理人员的关注，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导致

部分人对饲料的误解，认为使用饲料饲喂的畜禽就不安全，甚

至部分畜禽养殖者也不能正确认识饲料，误传饲料对畜禽产品

的影响。为增强相关人员科学认识饲料的水平，本书介绍饲料

安全基本概念、饲料和营养基础知识、影响饲料安全的主要因素、

饲料认识误区以及主要管理规定等饲料安全的相关知识。

本书知识性强，可供从事畜禽养殖的技术人员、工人、适

度规模养殖者、新型职业农民和基层畜牧兽医工作者使用。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一些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

在此向原作者表示感谢。本书能够顺利出版，感谢四川省科学

技术厅科技培训计划项目 [2016KZ0089] 的资助。由于编写人员

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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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饲料基本概念及释义

第一部分　饲料基本概念及释义

概念是构成科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基本单位，是基本的科学

理论知识，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人类在认识过程

中，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所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质

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概念必须明确，如果

不明确，人们就会无所适从，无法进行交流。本部分将饲料的

基本概念进行分类和释义，有助于更好地宣传和推广饲料安全

基础知识。

一、饲料原料基本概念和释义

1. 饲料原料

饲料原料是指来源于动物、植物、微生物或者矿物质，用

于加工制作饲料但不属于饲料添加剂的饲用物质。农业部制定

了《饲料原料目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1773 号）

及修订列表，饲料生产企业所使用的饲料原料应属于该目录规

定的品种，并符合目录的相关要求。

2. 单一饲料

单一饲料是指来源于一种动物、植物、微生物或矿物质，

用于饲料产品生产的饲料。如玉米、豆粕、菜籽粕、鱼粉、麦麸、

次粉等。部分单一饲料生产经营需要获得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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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饲料

新饲料是指我国境内新研制开发的尚未获批准使用的单一饲料。

4. 能量饲料

能量饲料是指干物质中粗纤维含量（质量分数）低于

18%，粗蛋白含量（质量分数）低于 20% 的饲料，谷实类饲料

属于能量饲料，如玉米、小麦、稻谷、大麦、高粱和燕麦等。

5. 蛋白质饲料

蛋白质饲料是指干物质中粗纤维含量低于 18%，粗蛋白含

量（质量分数）等于或高于20%的饲料，如豆粕、棉粕、DDGS等。

6. 粗饲料

粗饲料是指天然水分含量（质量分数）在 60% 以下，干物

质中粗纤维含量（质量分数）等于或高于 18% 的饲料。如牧草、

农作物秸秆、酒糟等。粗饲料的特点包括粗纤维含量（质量分数）

可达 25% ～ 45%，可消化营养成分含量低，有机物消化率 70%

以下，质地粗硬，适口性差。不同类型粗饲料粗纤维组成不一，

但大多数由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果胶、多糖醛和硅酸

盐等组成 , 其组成比例又常因植物生长阶段变化而不同。

7. 饼粕类饲料

饼粕类饲料是油料籽实提取大部分油脂后的加工副产品，

包括豆饼、花生饼、棉籽饼、菜籽饼、芝麻饼、向日葵饼、

粕类等。

8. 糠麸类饲料

糠麸类饲料是谷物经加工后形成的一些副产品，主要由种

皮、外胚乳、糊粉层、胚、颖稃纤维残渣组成，包括米糠、小麦麸、

大麦麸、玉米糠、高粱糠等…。

9. 干草

干草是指青草或栽培青绿饲料的生长植株地上部分在未结

籽实前刈割下来，经一定干燥方法制成的粗饲料。干草是草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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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最基本、最主要的饲料，是食草动物必备的饲料。如豆科

类苜蓿干草、三叶草和草木樨等，以及禾本科类羊草、冰草、

黑麦草、无芒雀麦、鸡脚草及苏丹草等。

10. 秸秆

秸秆是指作物籽实收获后的茎秆和残存叶片，主要包括稻

草、玉米秸、麦秸、豆秸、藤蔓等。

11. 秕壳

秕壳是指包被作物籽实的颖壳、荚皮和外皮等成分，主要

包括豆荚类、谷类皮壳和其他秕壳（如花生壳、棉籽壳）。

12. 单细胞蛋白

单细胞蛋白是指由酵母、细菌、霉菌、藻类等所生成的蛋

白质，如酵母蛋白、细菌蛋白和藻类蛋白等。

13. 转基因饲料

转基因饲料是指来源于农业转基因生物及其衍生产品的饲

料。农业转基因生物，是指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

用于农业生产或者农产品加工的动植物、微生物及其产品，主

要包括：（1）转基因动植物和微生物；（2）转基因动植物、

微生物产品；（3）转基因农产品的直接加工品；（4）含有转

基因动植物、微生物或者其产品成分的种子、种畜禽、水产苗

种、农药、兽药、肥料和添加剂等产品。目前，国际上被批准

商业化生产的转基因生物 90% 以上是转基因作物。当前所说的

转基因饲料主要是指转基因植物性饲料，主要包括转基因玉米、

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棉籽和转基因油菜及其加工副产物。

14. 青绿饲料

青绿饲料是指天然水分含量等于或高于 60% 的青绿多汁饲

料。主要包括天然牧草、人工栽培牧草、青饲作物、叶菜类、

非淀粉质根茎瓜类、水生植物及树叶类等。青绿饲料的营养特

性：水分含量高、蛋白质含量较高；品质较优、粗纤维含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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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含量丰富，幼嫩、柔软和多汁，适口性好，易于消化。

15. 青贮饲料

青贮饲料是指将新鲜的青饲料切短，在密闭青贮设施 ( 窖、

壕、塔、袋等 ) 中，或经乳酸菌发酵，或采用化学制剂调制，或

降低水分而保存的青绿多汁饲料。包括普通青贮或高水分青贮、

半干青贮﹑添加剂与保存剂青贮、高水分谷物青贮，如玉米青贮、

青草青贮等。青贮饲料能够保存青绿饲料的营养特性，可以四季

供给家畜青绿多汁饲料；消化性强，适口性好；单位容积内贮

量大；受环境条件影响小；调制方便，可以扩大饲料资源等优点。

16. 动物源性饲料

动物源性饲料是指以动物或动物副产品为原料，经工业化

加工制作的单一饲料。这类饲料包括畜禽屠宰场副产品、水产制

品、乳制品、蛋制品及蚕丝工业副产品等。具体动物源性饲料

产品见表 1。它们具有高蛋白质含量及生物学价值、矿物元素及

B 族维生素含量丰富等特点，是畜、禽、鱼类等动物饲料的重要

原料。动物源性饲料禁止用于饲喂反刍动物。

表 1　动物源性饲料产品目录

序号 种　类

1 肉粉（畜和禽）、肉骨粉（畜和禽）

2
鱼粉、鱼油、鱼膏、虾粉、鱿鱼肝粉、鱿鱼粉、乌贼膏、乌贼粉、

鱼精粉、干贝精粉

3 血粉、血浆粉、血球粉、血细胞粉、血清粉、发酵血粉

4
动物下脚料粉、羽毛粉、水解羽毛粉、水解毛发蛋白粉、皮革蛋白粉、

蹄粉、角粉、鸡杂粉、肠黏膜蛋白粉、明胶

5 乳清粉、乳粉、巧克力乳粉、蛋粉

6 蚕蛹、蛆、卤虫卵

7 骨粉、骨灰、骨炭、骨制磷酸氢钙、虾壳粉、蛋壳粉、骨胶

8 动物油渣、动物脂肪、饲料级混合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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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饲料添加剂基本概念和释义

1. 饲料添加剂

饲料添加剂是指为满足特殊需要而在饲料加工、制作、使

用过程中添加的少量或者微量物质。饲料添加剂包括营养性饲料

添加剂和非营养性添加剂，非营养性添加剂又分为一般饲料添加

剂和饲料药物添加剂。添加饲料添加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完善、

强化动物饲料的营养价值、提高饲料的利用率、增进动物健康、

促进动物生长发育、延长饲料的保质期、改变动物产品品质以

及降低动物排泄污染等。

2. 新饲料添加剂

新饲料添加剂是指我国境内新研制开发的尚未获批准使用

的饲料添加剂。

3.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是指由一种或一种以上饲料添加剂与载

体或稀释剂按一定比例混合，但不属于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饲

料添加剂产品。包含三方面意思：一是无论怎么混，首先原料

一定来源于已获得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企业生产的饲料添加

剂产品。二是一种及一种以上饲料添加剂混合，既可以是单一

饲料添加剂稀释（与载体混合），例如氧化锌加载体进行稀释；

也可以是两种及两种以上饲料添加剂的混合，如芽孢杆菌与

低聚木糖混合。三是产品的功效侧重于功能性，不属于添加

剂预混合饲料范畴，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功效侧重于营

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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