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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宁夏大学提出。 

本文件由宁夏化学分析测试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宁夏大学、宁夏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宁夏畜牧工作站、宁夏大北农科技实业

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辛国省、高巧仙、脱征军、何立荣、周玉香、梅宁安、徐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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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全混合日粮加工调制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发酵全混合日粮加工调制的术语和定义、加工设备、饲料原料、加工调制、

质量评价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饲料生产及奶牛、肉牛、肉羊养殖等企业进行的发酵全混合日粮加工调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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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版） 

GB/T 438 饲料中粗灰分的测定 

GB 5009.237 食品pH值的测定 

JB/T 5155 饲草粉碎机 技术条件 

GB/T 6432 饲料中粗蛋白测定方法 

GB/T 6433 饲料中粗脂肪测定 

GB/T 6435 饲料中水分的测定 

GB/T 6436 饲料中钙的测定 

GB/T 6437 饲料中总磷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JB/T 9707.1 铡草机技术条件 

JB/T 9822.1 锤片式饲料粉碎机技术条件 

GB/T 10647 饲料工业术语 

GB 10648 饲料标签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EN13207 青贮饲料热塑性膜 

NY/T 1459饲料中酸性洗涤纤维的测定 

GB/T 14699.1 饲料 采样 

GB/T 16764 配合饲料企业卫生规范 

GB/T 20806 饲料中中性洗涤纤维（NDF）的测定 

NY/T 2203 全混合日粮制备机 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76号 《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物品种目

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194号 《关于停止生产、进口、经营、使用部分药物

饲料添加 剂的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218号《明令禁止在饲料中人为添加三聚氰胺》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224号  《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519号 《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物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773号  《饲料原料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2038号  《饲料原料目录》修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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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2045号 《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20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2134号 《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2013）》修订 

3　术语和定义 

GB/T 10647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全混合日粮 

根据奶牛、肉牛、肉羊营养需要和饲料原料的营养价值，科学合理的设计日粮配方；将

选用的粗饲料、精饲料分别进行粉碎、铡切等处理，再与矿物质、维生素以及添加剂等饲料

原料按照一定的比例在混合机内进行均匀混合，该混合均匀的饲料产品是一种营养相对平衡

的日粮。 

3.2　发酵全混合日粮 

将水分条件适宜的全混合日粮采用裹包机经高密度成型、拉伸膜裹包等技术，通过乳酸

菌发酵而调制、可供反刍动物直接采食的全混合日粮。 

4　加工设备 

4.1　粉碎铡切设备 

锤片式饲料粉碎机，其质量应符合JB/T9822.1 的要求。所选用的铡草机和粉碎机应分

别符合JB/T9707.1 和JB/T 5155 的要求。 

4.2　混合设备 

宜选择具有切割、搅拌功能的TMR搅拌机，其质量符合NY/T 2203 的规定。 

4.3　打捆裹包设备 

宜选择具有高密度成型的打捆、裹包一体机。 

5　发酵全混合日粮加工 

5.1　配方 

5.1.1　根据奶牛、肉牛、肉羊的营养需要和饲料原料的营养价值制作全混合日粮饲料配方。 

5.1.2　配方设计应选择来源广泛，宜选择质优价廉的地源性饲料资源，包括糟渣、林草枝

条、尾菜等，但该类原料应符合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要求。 

5.1.3　添加剂应按照产品使用说明，在原料投放过半后喷洒添加；水分调控与添加也宜在

投料过半后喷淋添加。添加剂类型及作用见表 1。 

                                表1 添加剂类型及作用 

类型 举例 作用 

发酵促进剂 绿汁发酵液、生物添加剂。碳水化合物

以及一些富含糖分的饲料等。生物添加

通过增强乳酸菌的活动，产生更多的乳酸，

使发酵全混合日粮的pH值迅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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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主要包括乳酸菌和酶制剂。 

发酵抑制剂 无机酸、有机酸及其盐类。常用的有甲

酸及甲酸盐、乳酸及乙酸盐、硫酸及硫

酸盐、盐酸、丙酸、苯甲酸、硝酸盐、

氯化钠、碳酸铵、甲醛、邻联吡啶等。 

在发酵全混合日粮发酵达到一定程度后，

停止发酵全混合日粮中微生物的活动，防

止发酵全混合日粮无限制发酵出现饲料过

酸或腐败的现象，保证发酵的成功和饲料

的营养。 

好氧性腐败抑制剂 甲酸、丙酸、苯甲酸和甲醛等。 好氧性腐败主要是开封后在发酵全混合日

粮中附着的霉菌等在有氧条件下，发酵全

混合日粮中的碳水化合物和含氮化合物所

造成的。添加好氧性变质抑制剂主要是抑

制上述有害微生物活动。 

营养添加剂 非蛋白氮、氨和无机盐类（碳酸钙、磷

酸钙等）。 

改善发酵全混合日粮的营养价值。 

吸收剂 含水量较低的秸秆、稻草、麸皮等。 调节原料含水量，使其处于适宜发酵的水

分含量区间，同时减少渗出液导致的养分

流失。 

 

5.1.4　配方设计应有适宜的精粗饲料比例。 

5.2　原料选择 

饲料原料应是《饲料原料目录》及修订目录所规定的品种，质量应符合相应的标准。 

饲料添加剂应是《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及修订目录所规定的品种，质量应符合相应的标准。

饲料添加剂严格按照《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要求添加，禁止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

饮水中使用的药 物品种目录》、《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水中使用的物质》、《关于停止生

产、进口、经营、使用部分药 物饲料添加剂的公告》中规定的药物及其制剂，按照《禁止

在饲料中人为添加三聚氰胺和饲料中三聚氰 胺限量规定》要求禁止使用三聚氰胺。 

5.3　饲料准备 

应按照配方中所要求的饲料种类和数量制定供应计划，备好各种饲料，使用时，应认真

清楚饲料中混有的塑料袋、金属及草绳等杂物；不应使用霉变等变质饲料，必要时应进行预

铡切处理。 

5.4　加工 

5.4.1　粉碎铡切 

将饲料配方中所用到的粗饲料和精饲料进行粉碎铡切等处理，颗粒度长度应达到配制要

求。枝条应进行揉丝处理，糟渣等高水分饲料应当前用完，用不完应做青贮处理。 

5.4.2　混合 

将预处理好备用的精饲料、粗饲料和添加剂或添加剂预混合饲料进行混合均匀；微量组

分应进行预稀释，投入的微量组分应将其稀释到配料秤最大称量的5%以上。 

投料顺序：卧式TMR搅拌机宜为精料、干草、青贮饲料、糟渣类和液体饲料；立式TMR搅

拌机易为干草、精饲料、青贮饲料、糟渣类和液体饲料。边加料边搅拌，按设备性能规定的

时间进行混合，一般以最后一种饲料加入后继续搅拌3min～5min为宜，防止过度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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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打捆裹包 

原全混合日粮搅拌均匀后立即进行打捆，密度达到650kg/m3以上，裹包大小可根据设备

及需求确定；打捆后立即用6层以上拉伸膜裹包；拉伸膜应符合EN13207的规定。 

5.5　发酵及贮藏 

裹包好的全混合日粮应进行充分发酵，5～9月经过21d，10～4月经过35d以上发酵,经检

验合格后，即可开封饲喂；不具备保温条件的，冬季不宜进行调制。 

贮藏场所应保持清洁、干燥，避免日光直射，堆放高度不超过3层。严防践踏、老鼠和

鸟的侵害，经常检查裹包膜，如有破损及时修补，冬季注意防冻。 

6　质量评价 

6.1　饲料采样 

 按国标GB/T 14699.1 的规定执行。应在发酵结束后进行采样，一般每50包采样一包；在

裹包截面或侧面采集3个样点，混合成约1500g样本，通过四分法缩减到约500g，用单气阀密

封袋封存，标识完成后抽气并置于低温条件下保存备检，防止二次发酵。裹包采样点破包处

应立即用胶带粘贴密封。 

6.2　品质要求 

6.2.1　感官要求 

 发酵完成后，应有果实味或芳香味，无丁酸臭味；精、粗饲料混合均匀，松散不分离；

色泽与原料相近。 

6.2.2　化学成分要求 

见表2。 

表2 化学成分要求 

项目 要求 

水分 45%～55% 

pH 3.8～4.5 

 

6.3　感官评价方法 

通过目测、嗅闻、手感。 

6.4　化学成分测定方法 

6.4.1　水分 

按国标GB/T 6435的规定测定水分含量，单位为百分率（%）。 

6.4.2　粗蛋白 

按国标GB/T 6432 的规定执行。 

6.4.3　粗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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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国标GB/T 6433 的规定执行。 

6.4.4　中性洗涤纤维 

按国标GB/T 20806 的规定执行。 

6.4.5　酸性洗涤纤维 

按国标NY/T 1459 的规定执行。 

6.4.6　粗灰分 

按国标GB/T 6438 的规定执行。 

6.4.7　钙 

按国标GB/T 6436 的规定执行。 

6.4.8　总磷 

按国标GB/T 6437 的规定执行。 

6.4.9　pH 

按国标GB 5009.237 规定测定发酵饲料的pH。 

6.5　卫生指标 

按GB 13078 规定执行。 

6.6　化学成分 

每批次发酵全混合日粮饲料要检测其化学成分，采样和测定方法按6.1和6.4执行，将测

定值与配方理论计算值进行比较，两者差异宜在±5%以内。 

7　运输 

运输工具必须清洁、干净，严禁与有害、有毒、有异味和其他易污染物品混运。运输时

应注意保持包膜的完整，防止破损。 

8　饲喂管理 

初次投饲应逐渐过渡，过渡时间以 3～5 天为宜，可有效防止换料导致的腹泻问题。投

料后应随时观察动物的采食情况，一般每天剩料应该占每日添加量的 3%～5%为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