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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种植-饲料-养殖-食品”产业链中，饲料工业处于第一转换环节，可以说没有发达

的饲料工业也就没有现代化的食品加工业。同时，饲料工业与养殖业密不可分，它关系到

大众的身体健康，人们要吃上放心的肉、蛋、奶等畜产品和鱼、虾、蟹等水产品，必须有

安全可靠、优质高效的饲料作保证。 

    饲料安全通常是指饲料产品中不含有对饲养动物健康造成实际危害，而且不会在养殖

产品中残留、蓄积和转移的有毒、有害物质或因素；饲料产品以及利用饲料产品生产的养

殖产品，不会危害人体健康或对人类的生存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饲料企业通过推行HACCP安全管理体系可以有效控制饲料的安全性和产品质量，从而保

证养殖产品的安全。 

    1 进行危害分析，提出预防措施 

    危害分析是HACCP 7个原理中的第1个原理，也是制定HACCP计划的重要基础。因此，不

论是配合饲料、浓缩饲料还是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生产企业，均应对原料、加工、运输、

使用的各个环节进行分析评估，识别潜在的化学危害、生物危害、物理危害，确定出显著

危害，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控制。 

    鉴于饲料产品的特点，特别应加强对原料的危害分析。应分门别类对能量饲料、蛋白

质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包括维生素、氨基酸、矿物元素等12类）中的潜在危害进行分析。

原料中的化学危害主要包括：重金属（铬、镉、砷、铅、汞）；农残（六六六、滴滴

涕）；游离棉酚；异硫氰酸酯；氰化物；多氯联苯；氟；黄曲霉毒素B1等。生物危害主要

包括：霉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在进行危害分析时，既要考虑对饲养动物的危害，更应

考虑可能通过动物性食品对人造成的间接危害。控制措施主要是加强采购过程的管理，注

重供方的选择、评价；对采购的原料的卫生指标进行定期的检验或验证供方提供的检验报

告。 

    2 关键控制点及关键限值 

    2.1 配方设计 

    配方师在设计配方时不仅要考虑动物生长所需营养及疾病预防的要求，还应考虑饲料

的安全性，满足法律法规的要求。畜禽饲料药物添加剂的使用应遵守《饲料药物添加剂使

用规范》农业部168号公告，及220号、193号、176号等相关公告的规定；水产饲料应符合

NY5071-2002《无公害食品 渔用药物使用准则》的要求。 

    2.2 原料验收 

    依据每种原料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及GB13078-2001饲料卫生标准的要求制订原料接收标

准，按接收标准对原料进行检验、验证。需重点控制原料的卫生指标项目，如玉米的黄曲

霉毒素B1；豆粕中的抗胰蛋白酶；棉粕中的游离棉酚；鱼粉中的铬、镉、砷、铅、汞、沙

门氏菌；石粉中的氟、砷、铅、汞；油脂的酸价和过氧化值，等等。 

    2.3 小料称量 

    严格按配方进行称量配料。一般实行“双人制”，即一人称量，一人复核并记录，特

别应注意药物饲料添加剂的数量准确，为了降低配料误差，可使用精度相对较高的电子称

进行称量。 

    2.4 混合 



  

    对已按配方要求进行称量配制的原辅料进行充分的混合，可以避免由于混合不均匀造

成的局部产品的药物浓度过高。混合时间的确定应根据产品的品种、混合机的性能、混合

机的装料量进行测试，确定出合理的混合时间作为关键限值。特别是预混料应进行分级预

混。可通过定期对混合均匀度变异系数进行检测，验证混合的效果。混合均匀度变异系数

要求：配合饲料≤10%；浓缩饲料≤7%；添加剂预混合饲料≤5%。 

    2.5 制粒 

    颗粒饲料的生产应根据饲料配方中主要原料的理化特性来确定适宜的调质或后熟化的

蒸气压力、温度、时间。通过制粒前的调质（畜禽料）或制粒后的后熟化（水产料）来消

除可能存在饲料中的沙门氏等致病菌。另外，应对制粒后的产品及时进行冷却，使产品在

接近室温时进行包装，避免水分过高而在贮存期间发生霉变。 

    3 关于GMP、SSOP 

    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的生产企业可依据GB/T16764《配合饲料企业卫生规范》结合企业

自身的实际情况制订GMP规范。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的生产企业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来编制

GMP规范：1饲料原料采购、运输、贮存的卫生；2工厂设计与设施的卫生；3工厂的卫生管

理；4生产过程中的卫生；5成品包装、贮存、运输的卫生要求；6卫生与质量检验管理。 

    根据农业部有关文件的规定，对饲料企业的饲料厂中央控制室操作工、饲料加工设备

维修工、饲料检验化验员3个岗位人员应经培训考核持农业特有工种证书上岗。 

    需要强调的是，饲料企业在建立HACCP体系，制订SSOP文件时，不能照搬食品企业在

SSOP方面的通常做法，而应结合饲料产品的特点，突出防止交叉污染这个核心，重点是防

止加入药物饲料添加剂的饲料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叉污染，应制定生产线的排序生产、

冲洗和清扫以及交叉污染检查的操作规程。 

    4 存在的问题 

    4.1 由于原料种类较多且企业自身的检测能力有限，加之委托检验力度不足，也不能

及时向供应商索要检验报告，导致对原料的卫生指标控制不严。另外，油脂有使用化学品

包装桶盛放的现象。 

    4.2 对所谓的回机料（头尾包、退回料、不合格品）可能存在的潜在危害和饲料标签

的发放领用的管理不严格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在危害分析时未加以考虑。 

    4.3 实际添加的饲料药物添加剂与标签中标示的药物饲料添加剂不对应，可能造成养

殖户的重复添加或出现药物的配伍禁忌，不符合GB10648饲料标签的规定。 

    4.4 药物饲料添加剂使用量个别品种有超过法规要求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