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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食品安全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简称《食品安全法》），于 2009年 6月 1日起开始执行。这是我国

出台的第一部针对食品安全保障的法律，《食品安全法》从“卫生”到“安全”表明

我国食品安全从立法观念到监管模式的全方位重大转变，充分显示出党和政府

治理食品市场、惩治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信心和决心。

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由兽药残留引发的绿色壁垒使我国畜产品竞争劣

势逐渐凸显。养殖业投入品这一环节对畜产品质量安全有着重大影响。随着科学

技术的不断进步，养殖业投入品检验技术将不断更新。掌握成熟和完善的兽药、

饲料产品质量的检测技术，提升检测技能，做好检测分析，提供科学的检测数据

和结果，是加强监管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的一个重点源头工作。

这项工作对进一步规范兽药、饲料企业生产行为，合理使用兽药和饲料，降

低兽药残留，提高畜产品质量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确保食品安全，保障公众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促进我国兽药、饲料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

项工作同时也作为采取重大法律行动和解决国内、国际贸易纠纷的重要依据。为

此，我们汇集国内最新研究、开发并经过确认的方法，博采国外新优资料和一些

技术，认真整理、提炼、编写了《养殖业投入品及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一书。

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饲料产品及动物源性食品质量安全检测。第

二部分为兽药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第三部分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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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饲料卫生标准、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兽药管理

条例、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物品种目录。

该书检测内容较广，检测项目较全，检测技术由浅入深。从测定常规项目水

分和其他挥发性物质、粗蛋白、总磷等到检测违禁药物喹乙醇、三聚氰胺、盐酸克

仑特罗等的含量，从常规技术干燥失重测定、氮测定等的运用到现代分析技术紫

外分光光度法、气相色谱-质谱法、酶联免疫吸附法等的检测，是一部面向基层、

重在实用的科技指导工具书。该书的出版可以为兽药、饲料生产企业、检验和监

督管理部门提供依据和参考。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遗漏和不妥之处，敬请同行、读者批评

指正。

编 者

2009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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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饲料产品及动物源性食品
质量安全检测





1 饲料产品常规检测

1.1 饲料中水分和其他挥发性物质含量的测定
1.1.1 适用范围

适用于动物饲料，但以下情况除外：
a）奶制品；
b）矿物质；
c）含有相当数量的奶制品和矿物质的混合物，如代乳品；
d）含有保湿剂（如丙二醇）的动物饲料；
e）下列单一动物饲料：

1）动植物油脂（按 ISO 662的方法 A测定）；
2）油料子实（按 GB/T 14489.1的方法测定）；
3）油料子实粕饼（按 GB/T 10358的方法测定）；
4）谷物，不包括玉米及谷类产品（按 ISO 712的方法测定）；
5）玉米（按 GB/T 10362《玉米水分测定法》的方法测定）。

1.1.2 原理

根据样品性质的不同，在特定条件下对试样进行干燥所损失的质量在试样
中所占的比例。

1.1.3 仪器和材料

1.1.3.1 分析天平：感量 1mg。
1.1.3.2 称量瓶：由耐腐蚀金属或玻璃制成，带盖。其表面积能使样品铺开约
0.3g/cm2。
1.1.3.3 电热鼓风干燥箱：温度可控制在（103±2）℃。
1.1.3.4 电热真空干燥箱：温度可控制在（80±2）℃，真空度可达 13kPa。

应备有通入干燥空气导入装置或以氧化钙（CaO）为干燥剂的装置。（20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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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需 300g氧化钙）。
1.1.3.5 干燥器：具有干燥剂。
1.1.3.6 砂：经酸洗。

1.1.4 分析步骤

1.1.4.1 试样。样品应具有代表性，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避免发生损坏和变质。
1. 液体、黏稠饲料和以油脂为主要成分的饲料。称量瓶内放一薄层砂和一根

玻璃棒。将称量瓶及内容物和盖一并放入 103℃的干燥箱内干燥（30±1）min。盖
好称量瓶盖，从干燥箱中取出，放在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量，准确至 1mg。
称取 10g试样于称量瓶中，准确至 1mg。用玻璃棒将试样与砂充分混合，玻

璃棒留在称量瓶中，按 1.1.4.2操作。
2. 其他饲料。将称量瓶放入 103℃干燥箱中干燥（30±1）min后取出，放在干

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量，准确至 1mg。
称取 5g试样于称量瓶中，准确至 1mg，并摊匀。

1.1.4.2 测定。将称量瓶盖放在下面或边上，与称量瓶一同放入 103℃干燥箱中，
建议平均每升干燥箱空间最多放一个称量瓶。

当干燥箱温度达 103℃后，干燥（4±0.1）h。将盖盖上，从干燥箱中取出，在干
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量，准确至 1mg。

以油脂为主要成分的饲料应在 103℃干燥箱中再干燥（30±1）min。两次称量的
结果相差不应大于试样质量的 0.1%，如果大于 0.1%，按 1.1.4.3操作。
1.1.4.3 检查试验。为了检查在干燥过程中是否有因化学反应而造成不可接受
的质量变化，作如下检查。

在干燥箱中于 103℃再次干燥称量瓶和试样，时间为（2±0.1）h。在干燥器中冷却
至室温。称量，准确至 1mg。如果经第二次干燥后质量变化大于试样质量的 0.2%，就
可能发生了化学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按 1.1.4.4所述步骤操作。

注：此处试样质量 0.2%的变化不应与 1.1.6.1所说的重复性限相混淆。后者涉及的是在重
复性条件下两个独立试验结果的绝对偏差。而前者是基于检查再次加热前后同一试样
的称量结果差别，以确定是否发生了不可接受的化学变化。

1.1.4.4 发生不可接受质量变化的样品。按 1.1.4.1取试样，将称量瓶瓶盖放在下
面或边上与称量瓶一同放入 80℃的真空干燥箱中，减压至 13kPa。通入干燥空
气或放置干燥剂干燥试样。在放置干燥剂的情况下，当达到设定的压力后断开
真空泵。在干燥过程中保持所设定的压力。当干燥箱温度达到 80℃后，加热（4±
0.1）h。小心地将干燥箱恢复至常压。打开干燥箱，立即将称量瓶瓶盖盖上，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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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箱中取出，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量，准确至 1mg。
将试样再次放入 80℃的真空干燥箱中干燥（30±1）min，直至连续两次干燥

质量变化之差小于其质量的 0.2%。
1.1.4.5 测定次数。同一试样进行两个平行测定。

1.1.5 计算

1.1.5.1 未作预处理的样品。未作预处理的样品，其水分和其他挥发性物质的含
量W1以质量分数表示，数值以%计，按式（1）计算：

W1=m3-（m5-m4）
m3

×100% （1）

式中 m3———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m4———称量瓶（包括盖）的质量，如使用砂和玻璃棒，也包括砂和玻璃棒的

质量，单位为克（g）；
m5———称量瓶（包括盖）和干燥后试样的质量，如使用砂和玻璃棒，也包括

砂和玻璃棒的质量，单位为克（g）。
1.1.5.2 经过预处理的样品。

注：对于难以粉碎的样品见 GB/T 20195。

1. 样品水分含量高于 17%，脂肪含量低于 120g/kg，只需预干燥的样品，
其水分和其他挥发性物质的含量 W2 以质量分数表示，数值以%计，按式
（2）计算：

W2=[ m0 － m1

m0
+ m3 -（m5 - m4）

m3
×m1

m0
]×100% （2）

式中 m0———试样经提取和/或空气风干前的质量，单位为克（g）；
m1———试样经提取和/或空气风干后的质量，单位为克（g）；
式中其他符号的含义同 1.1.5.1。
2. 脱脂的高脂肪低水分试样及经脱脂和预干燥的高脂肪高水分试样，其水

分和其他挥发性物质的含量W3，以质量分数表示，数值以%计，按式（3）计算：

W3=[m0 － m1- m2

m0
+ m3 -（m5 - m4）

m3
×m1

m0
] ×100% （3）

式中 m2———从试样中提取脂肪的质量（见 GB/T 20195），单位为克（g）。
式中其他符号的含义同 1.1.5.2。

1.1.5.3 结果表示。取两次平行测定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结果，两个平行测定结果
的绝对差值不大于 0.2%。如超过 0.2%，须重新测定。结果精确至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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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精密度

1.1.6.1 重复性。在同一实验室，由同一操作者使用相同设备，按相同的测定方
法，在短时间内，对同一被测试样相互独立进行测定获得的两个测定结果的绝对
差值，超过表 1-1所给出的重复性限 r的情况不大于 5%。

表 1-1 重复性限（r）和再现性限（R）

样 品 水分和其他挥发性物质的含量（%） 重复性限（%） 再现性限（%）

甜菜渣 86.05 0.95 3.50

苜蓿（紫花苜蓿） 80.30 1.27 2.91

配合饲料
浓缩饲料
糖蜜饲料
干牧草

11.43
10.20
7.92

11.77

0.71
0.55
1.49
0.78

1.99
1.57
2.46
3.00

1.1.6.2 再现性。在不同实验室，由不同的操作者使用不同的设备，按相同的测
定方法、对同一被测试样相互独立进行测定获得的两个测试结果的绝对差值，超
过上表所给出的再现性限（R）的情况不大于 5％。

1.2 饲料中粗灰分的测定
1.2.1 适用范围

适用于动物饲料中粗灰分的测定。粗灰分系指在本方法规定的条件下，经
550℃灼烧所得的残渣。

1.2.2 原理

试样中的有机质经灼烧分解，对所得的灰分称量。
注：灰分用质量分数表示。

1.2.3 仪器设备

除常用实验室设备外，其他仪器设备如下。
1.2.3.1 分析天平：感量为 0.001g。
1.2.3.2 马弗炉：电加热，可控制温度，带高温计。马弗炉中摆放煅烧盘的地方，
在 550℃时温差不超过 20℃。
1.2.3.3 干燥箱：温度控制在（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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