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饲料协会团体标准

《反刍动物用多菌种好氧发酵饲料》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 任务来源与标准起草过程

（一）任务来源

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养殖行业特别是反刍动物的养殖规

模化、集约化的生产方式被广泛采用，有效提高了反刍动物的生产效

率的同时也产生了环境污染、饲粮短缺、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受

到国家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为养殖从业者和相关企业带来了新

的机遇和挑战。根据农业农村部第 194 号公告要求，我国饲料生产自

2020 年 7 月起开始全面禁抗，反刍动物养殖和饲料生产企业需要研

究探索新的健康、高效的技术方法运用到饲料产品和日粮方案中，以

保障反刍动物的健康和高效的生产成绩，对反刍动物饲料生产企业的

技术研发、市场服务和标准化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我国从事生物饲料研发与生产的企业数量众多，微生物饲料

添加剂和酶制剂的市场需求巨大，发酵豆粕、酿酒酵母培养物、发酵

原料产品市场快速发展，且在饲料企业和养殖场得到广泛应用。但行

业内对反刍动物发酵饲料的研究和产业化重视度仍有待提升，还存在

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陕西杨凌富仕特生物饲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陕西富仕特公司）联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下简称西农大）

及十余家饲料和养殖企业于 2021 年 1 月起立项，共同编制《反刍动



物用多菌种好氧发酵饲料》团体标准，旨在进一步丰富、提升反刍动

物发酵饲料的产品，计划在 1年内完成标准的起草、修订与发布。

（二）项目背景

生物发酵饲料领域第 1 个团体标准 T/CSWSL001—2018《生物饲

料产品分类》于 2018 年 1 月 1 日发布，《发酵饲料技术通则》《饲

料原料酿酒酵母培养物》《饲料原料酿酒酵母发酵白酒糟》和《饲料

添加剂植物乳杆菌》4 个团体标准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发布，对规范

我国生物饲料产业自律性和行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团体标准《生物

饲料产品分类》（T/CSWSL001-2018）将生物饲料定义为：使用农业

农村部饲料原料目录和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等国家相关法规允许使

用的饲料原料和添加剂，通过发酵工程、酶工程、蛋白质工程和基因

工程等生物工程技术开发的饲料产品总称，包括发酵饲料、酶解饲料、

菌酶协同发酵饲料和生物饲料添加剂等。根据原料组成、菌种或酶制

剂组成、原料干物质的主要营养特性，生物饲料可分为 4 个主类、10

个亚类、17 个次亚类、50 个小类和 112 个产品类别。根据目前我国

生物饲料产业发展现状，从事生物饲料或者是相关业务的企业数量达

1000 余家。从近三年的统计数据分析，2019 年我国发酵饲料产量预

计达到 1000 万吨左右，再过 5 年产量呈现倍增趋势，反刍动物发酵

饲料在国内的生产规模日益增长，陕西省年产量预计超过 10万吨。

多菌种好氧发酵饲料质量标准缺少规范，产品质量和应用效果受菌

种、工艺等影响较大，因此，统一的产品标准在行业的规范可持续发

展中至关重要。



（三）工作过程

1 标准申报并立项

陕西杨凌富仕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合作，在

2021 年 1 月启动了“多菌种好氧发酵饲料产品质量提升及质量标准

制订”研究项目，结合公司生产实际，先后在线 30批次测定了多菌

种好氧发酵饲料的常规营养指标及活性小分子物质含量，为本标准起

草制定提供了工艺技术参数与数据基础。

2 标准起草阶段

2021 年 3 月，陕西杨凌富仕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牵头成立了标

准编制组，明确了各成员单位的职责与分工。在陕西富仕特公司生物

发酵饲料开发项目实施过程中取得地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编制组不

断扩大多菌种发酵饲料测试样本，在 2021 年 1 月至 5 月先后在富仕

特公司采集 30批次，45 个样本进行指标检测，并参考国内同类标准

及其他发酵饲料企业生产工艺参数和产品质量标准，综合分析提出了

此标准制定的依据和参数。标准研制的基本思路与原则是“符合实际、

适当超前、引领发展”，制定的标准，特别是相关技术参数能反映我

省现阶段的生产技术水平。

3 征求意见与修改完善

2021 年 7 月-2021 年 8 月，标准编制组牵头单位陕西富仕特公司

与西农大召开两次标准制定专题会，并与所有标准参与单位召开一次

标准制定讨论会，根据会议的修改意见，修订形成了本团体标准的初

稿。后期将团体标准初稿送至与本标准所涉内容相关的专家、技术人



员、用户、科研院校及检测机构征求意见，结合反馈意见修订后形成

本征求意见稿。

4 主要参加单位和成员及其所做工作

本标准由陕西富仕特公司主持，西农大、青岛根源生物技术集团

有限公司、陕西华秦农牧科技有限公司、陕西正能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康达尔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西安草滩牧业有限公司、陕西上河实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延安黑萨羊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秦

川牛业有限公司、陕西澳尼克奶山羊育种有限公司、宝鸡布尔肉羊开

发有限公司、榆林市横山区狄青塬种羊场、宝鸡凯农现代牧业有限公

司共同参与起草完成。标准起草主要成员有：陈玉林、张科、杨雨鑫、

姚军虎、叶丙奎、王文博、王义辉、杨景、刘洋、党东河、屈雷、冯

军情、昝武银、李延华、苏晓鹏、高文瑞、常宏哲、刘锦旺、李宇等。

陈玉林、杨雨鑫为标准主要起草人，负责方案制定、资料收集、

技术参数确定及标准条款撰写工作；叶丙奎、张科负责样本测定和试

验测定数据整理分析；其他标准单位及相关技术人员参与了文本的讨

论、编撰及标准先进性、合理性和适应性的讨论。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根据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

编写》标准的有关要求，确定本标准的制定为自主研制。在标准编制

时既考虑到本标准对反刍动物用好氧发酵饲料生产的指导性，又能充

分体现发酵饲料的最新技术水平，为未来的产品技术发展提供前瞻性



的目标要求，力求做到内容完整，表述准确，能被行业内的专家和专

业技术人员充分理解，兼顾标准的适应性和规范性。

本标准涉及的生产工艺是以枯草芽孢杆菌和酵母菌等2种或2种

以上菌株为发酵菌种，以玉米皮等农副产品为发酵底物，在发酵床上

采用固态有氧发酵方式发酵 3-5 天后，利用低温干燥方式获得的发酵

饲料。

（二）标准技术内容说明

本标准的内容分为前言和正文两部部分。

前言中说明了本标准依据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本标

准由陕西省饲料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说明了本标准起草单位

和主要起草人。

正文部分规定了标准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定义了相关术

语的含义，规定了反刍动物用多菌种好氧发酵饲料的质量要求、试验

方法、检测规则、标签包装、运输、储存和保质期。

本标准中规定的技术参数理论依据罗列如下：

1、粗蛋白

采用 GB/T 6432 饲料中粗蛋白的含量测定方法，对代表性样品

粗蛋白质含量检测结果见表 1-1。由表 1-1 可知，用于制定标准的 45

个样品中，粗蛋白质含量最高为 17.74%，最低为 15.14%，平均值为

16.93%，标准差为 0.69%。

表 1-1 发酵饲料样品的粗蛋白质含量统计表

样品编号 粗蛋白（%）

1 17.12



2 17.01

3 17.01

4 16.49

5 16.62

6 16.59

7 16.89

8 17.38

9 17.12

10 17.5

11 17.14

12 17.62

13 17.22

14 16.93

15 16.78

16 16.89

17 16.85

18 17.25

19 17.74

20 17.37

21 17.62

22 16.18

23 16.24

24 16.3

25 16.2

26 16.49

27 16.04

28 15.48

29 15.96

30 15.84

31 15.91

32 15.19

33 15.14

34 16.26

35 16.45

36 15.83

37 15.97

38 15.61

39 15.71

40 16.64

41 16.59

42 16.88

43 17.43

44 17.58

45 17.71



最大值 17.74

最小值 15.14

平均值 16.63

标准差 0.69

表 2-1 发酵饲料中的粗蛋白含量分类情况

粗纤维值（%） 样品数（个） 占总数百分比（%）

＜12 0 0%

≥12 45 100%

因发酵饲料所采用的原料差异较大，现阶段主要以农副产品为

主，粗蛋白含量较低，其中，发酵饲料常用原料米糠的粗蛋白含量为

12.8%，稻谷为 7.8%，大麦皮为 11%，高粱糠为 9.6%，玉米皮为 10.2%，

啤酒糟为 24.3%，小麦麸皮为 14.3%，综合考虑各企业的需求及反刍

动物日粮中的粗蛋白需要量，结合粗蛋白含量分类情况，见表 2-1，

故本标准中的规定的粗蛋白技术指标应不低于 12%，大部分企业在采

用其他发酵底物的情况下也可满足本标准要求。

2、粗纤维

采用 GB/T 6434 饲料中粗纤维的含量测定方法，对代表性样品

粗纤维含量检测结果如表 2-1 所示。由表可知，用于制定标准的样品

中，粗纤维含量最高为 20.83%，最低为 15.83%，平均值为 18.70%，

标准差为 1.06%。

表 2-1 发酵饲料样品的粗纤维含量统计表

样品编号 粗纤维（%）

1 18.43

2 19.39

3 18.00

4 18.01

5 18.10

6 17.42

7 18.45



8 17.27

9 18.11

10 18.62

11 18.19

12 18.30

13 20.31

14 19.68

15 19.47

16 19.53

17 19.35

18 20.83

19 15.94

20 15.94

21 15.83

22 18.96

23 18.97

24 18.65

25 18.64

26 18.78

27 18.87

28 18.92

29 18.86

30 19.35

31 20.25

32 20.34

33 18.66

34 18.41

35 19.06

36 19.28

37 19.19

38 19.5

39 19.17

40 20.00

41 19.34

42 18.24

43 18.67

44 18.16

45 18.11

最大值 20.83

最小值 15.83

平均值 18.70

标准差 1.06

因发酵饲料所采用的原料差异较大，现阶段主要以农副产品为



主，粗纤维含量较高，其中，发酵饲料常用原料米糠的粗蛋白含量为

5.7%，稻谷为 8.2%，大麦皮为 4.8%，高粱糠为 9.6%，玉米皮为 13.8%，

啤酒糟为 13.4%，小麦麸皮为 6.8%，综合考虑各企业的需求，结合粗

纤维分级（见表 2-2），故本标准中的规定的粗纤维技术指标应为

8.0～20.0，绝大多数国内企业可以达到标准。

表 2-2 发酵饲料中的粗纤维含量分类情况

粗纤维值（%） 样品数（个） 占总数百分比（%）

8≤CF＜20 40 88%

≥20 5 12%

3、粗灰分

采用 GB/T 6438 饲料中粗灰分的测定方法，对 45个代表性样品

中粗灰分含量检测结果如表 3-1 所示。由表可知，用于制定标准的

45 个样品中，粗灰分含量最高为 7.37%，最低为 4.76%，平均值为

5.75%，标准差为 0.85%。

表 3-1 发酵饲料样品的粗灰分含量统计表

样品编号 粗灰分（%）

1 5.17

2 5.27

3 5.45

4 4.99

5 5.10

6 4.83

7 5.10

8 5.17

9 5.10

10 5.07

11 5.35

12 5.27

13 5.10

14 4.97

15 5.04



16 5.26

17 5.00

18 5.17

19 5.14

20 5.29

21 5.22

22 5.00

23 5.00

24 4.83

25 5.02

26 4.97

27 4.76

28 6.05

29 6.34

30 7.26

31 6.41

32 7.37

33 6.45

34 7.18

35 6.72

36 6.55

37 6.70

38 7.02

39 6.82

40 6.6

41 6.47

42 6.39

43 7.11

44 6.81

45 7.11

最大值 7.37

最小值 4.76

平均值 5.75

标准差 0.85

表 3-2 棉籽蛋白的粗灰分含量分类情况

粗灰分值（%） 样品数（个） 占总数百分比（%）

≤8 45 100

因发酵饲料所采用的原料差异较大，现阶段主要以农副产品为

主，粗灰分差异较大，其中，发酵饲料常用原料米糠的粗灰分含量为



8.0-9.0%，稻谷为 3.0-5.0%，大麦皮为<3.0%，高粱糠为 7.7%，玉米

皮<10.0%，啤酒糟为 4.1%，小麦麸皮为 5.0-6.0%，再结合粗灰分分

级（见表 3-2），故本标准中的规定的粗纤维技术指标应不高于 8%，

绝大多数国内企业可以达到标准。

4、水分

采用 GB/T 6435 方法，对 45 个代表性样品中水分含量检测结果

如表 4-1 所示。由表可知，用于制定标准的 45个样品中，水分含量

最高为 13.59%，最低为 9.67%，平均值为 12.11%，标准差为 0.78%。

表 4-1 发酵饲料中水分含量测定统计表

样品编号 水份 /%

1 12.22

2 10.89

3 10.87

4 12.34

5 12.9

6 12.96

7 12.57

8 12.38

9 12.75

10 13.59

11 11.42

12 11.37

13 12.31

14 13.28

15 12.76

16 11.53

17 12.63

18 10.11

19 12.16

20 12.05

21 12.54

22 12.76

23 12.02

24 11.8

25 11.39



26 12.07

27 11.85

28 12.85

29 12.31

30 11.93

31 12.49

32 12.09

33 11.9

34 9.67

35 11.42

36 11.99

37 12.94

38 12.9

39 12.9

40 11.96

41 12.99

42 12.3

43 11.32

44 12.24

45 11.65

最大值 13.59

最小值 9.67

平均值 12.11

标准差 0.78

由于产品在生产包装时不是真空包装、不可能完全密闭，封包时

会产生针眼导致空气进入，因此由于储存坏境湿度及时间不同会使水

分发生相对变化。从生产情况来看，低水分有利于饲料产品储存，参

照生物发酵饲料中水分的统计数据拟定该标准中水分含量应不高于

13%。

5、pH 值

通过对发酵饲料 30 批次，45 个样本，参照 DB15/T 1458 的标准

方法进行 pH 值测定，统计结果见表 5-1。pH 最高为 5.98，最低为

4.53%，平均值为 5.04%，标准差为 0.26%。故本标准中 pH 值拟定值

为 4.5～6.0.



表 5-1 发酵饲料样品中 pH值测定统计表

样品编号 pH

1 4.85

2 4.95

3 4.98

4 5.00

5 5.12

6 5.02

7 5.98

8 5.11

9 5.86

10 5.94

11 4.53

12 5.12

13 4.85

14 4.97

15 4.95

16 5.00

17 5.12

18 4.99

19 5.00

20 5.06

21 4.98

22 4.87

23 4.93

24 5.11

25 4.82

26 4.94

27 4.94

28 5.03

29 5.12

30 4.97

31 4.99

32 5.03

33 4.88

34 4.85

35 4.92

36 5.09

37 4.94

38 5.04

39 5.02

40 5.08

41 5.11



42 4.99

43 4.96

44 5.04

45 4.97

最大值 5.98

最小值 4.53

平均值 5.04

标准差 0.26

6、蛋白酶活力

采用 SB/T 10317 中蛋白酶活力的测定方法，对 45 代表性样品

蛋白酶活性含量检测结果如表 6-1 所示。由表可知，用于制定标准的

样品中，蛋白酶活含量最高为 9212.39 U/kg，最低为 643.97 U/kg，

平均值为 4917.42 U/kg，标准差为 1656.85。其中 9个样品小于 4000

U/kg，占比 20%。故本标准中蛋白酶活力的设定为不低于 4000 U/kg。

表 6-1 发酵饲料样品中蛋白酶活力测定统计表

样品编号 蛋白酶活力（U/Kg）

1 4228.61

2 4643.01

3 4924.98

4 4486.07

5 4098.68

6 5464.55

7 643.97

8 4904.25

9 4331.22

10 4684.73

11 4659.36

12 4331.41

13 5005.63

14 5050.69

15 4382.74

16 3091.15

17 3094.38

18 4943.77

19 2015.08

20 3902.68

21 5761.8



22 5368.03

23 4470.61

24 4149.01

25 4454.91

26 4678.74

27 4373.72

28 4089.64

29 5561.97

30 5653.28

31 7340.01

32 7861.96

33 6639.32

34 7706.18

35 6641.82

36 9212.39

37 8369.96

38 7296.07

39 5386.93

40 2972.73

41 2157.03

42 4726.36

43 4071.62

44 5940.12

45 3512.75

最大值 9212.39

最小值 643.97

平均值 4917.42

标准差 1656.85

7、纤维素酶活力

采用标准中附录 A 提供的方法进行纤维素酶活力的测定，对 45

代表性样品纤维素酶活力检测结果如表 7-1 所示。由表可知，用于制

定标准的样品中，蛋白酶力最高为 180.19 U/kg，最低为 108.70 U/kg，

平均值为 140.99 U/kg，标准差为 19.30。其中检测所有个样品都高

于 100 U/kg，占比 100%。考虑到其他企业的需求，故本标准中纤维

素酶力的设定为不低于 100 U/kg。

表 7-1 发酵饲料样品中纤维素酶力测定统计表



样品编号 纤维素酶活力（U/Kg）

1 123.16

2 163.94

3 110.6

4 111.42

5 123.87

6 164.94

7 114.4

8 121.13

9 123.2

10 136.16

11 108.7

12 129.42

13 144.44

14 129.94

15 139.78

16 122.17

17 129.94

18 117.51

19 128.9

20 131.49

21 127.87

22 127.87

23 138.75

24 129.94

25 138.75

26 127.35

27 122.17

28 180.19

29 170.86

30 122.17

31 151.18

32 157.39

33 158.43

34 166.2

35 161.02

36 158.95

37 165.17

38 155.84

39 156.88

40 159.47

41 153.77

42 158.43

43 165.17



44 159.98

45 155.84

最大值 180.19

最小值 108.70

平均值 140.9944

标准差 19.30318

8、甘露聚糖

采用标准中附录 B 提供的方法进行甘露聚糖含量的测定，对 45

代表性样品甘露聚糖含量检测结果如表 8-1 所示。由表可知，用于制

定标准的样品中，甘露聚糖含量最高为 2.17%，最低为 1.27%，平均

值为 1.74%，标准差为 0.27。其中检测所有个样品都高于 1.0%，占

比 100%。考虑到其他企业的需求，故本标准中甘露聚糖的设定为不

低于 1.00%。

表 8-1 发酵饲料样品中甘露聚糖测定统计表

样品编号 甘露聚糖（%）

1 1.77

2 1.94

3 2.01

4 1.55

5 1.96

6 1.92

7 1.91

8 1.87

9 1.94

10 1.93

11 1.82

12 1.91

13 2.11

14 2

15 2.05

16 2.05

17 1.92

18 1.97

19 2.08

20 2.1

21 1.97



22 2.15

23 2.17

24 2.03

25 2.05

26 1.64

27 1.63

28 1.41

29 1.45

30 1.49

31 1.58

32 1.47

33 1.33

34 1.42

35 1.56

36 1.57

37 1.32

38 1.27

39 1.46

40 1.54

41 1.49

42 1.58

43 1.45

44 1.42

45 1.33

最大值 2.17

最小值 1.27

平均值 1.7464

标准差 0.27657

9、酵母菌数

采用标准中 GB 4789.15 提供的方法进行酵母菌数的测定，对 45

代表性样品酵母菌数检测结果如表 9-1 所示。由表可知，用于制定标

准的样品中，酵母菌数最高为 90×108CFU/g，最低为 0.9×108CFU/g，

平均值为 5.2×108CFU/g，标准差为 14.26。其中检测所有个样品都

高于 1×107CFU/g，占比 100%。考虑到其他企业的需求，故本标准中

酵母菌数的设定为不低于 1×107CFU/g。

表 9-1 发酵饲料样品中酵母菌数测定统计表



样品编号 酵母菌数(×108CFU/g)

1 0.9

2 10

3 0.9

4 0.9

5 0.9

6 1

7 0.09

8 0.09

9 0.09

10 8

11 3

12 2

13 0.9

14 0.9

15 1

16 2

17 10

18 1

19 3

20 3

21 4

22 0.4

23 1

24 1

25 1

26 1

27 30

28 4

29 0.4

30 0.6

31 2.5

32 0.9

33 5

34 28

35 2.5

36 0.5

37 0.4

38 2

39 1.2

40 2.2

41 0.9

42 1

43 90



44 2.4

45 4

最大值 90

最小值 0.9

平均值 5.25

标准差 14.26

10、枯草芽孢杆菌数

采用标准中 GB/T 26428 提供的方法进行枯草芽孢杆菌活菌数的

测定，对45代表性样品枯草芽孢杆菌活菌数检测结果如表10-1所示。

由表可知，用于制定标准的样品中，枯草芽孢杆菌活菌数最高为 140

×107CFU/g，最低为 0.18×107CFU/g，平均值为 8.48×107CFU/g，标

准差为 21.13。其中检测 10 个样品都低于 1×107CFU/g，占比 22%。

考虑到其他企业的需求，故本标准中枯草芽孢杆菌活菌数的设定为不

低于 1×107CFU/g。

表 10-1 发酵饲料样品中枯草芽孢杆菌数测定统计表

样品编号 芽孢杆菌(×107 cfu/g)

1 1

2 5

3 10

4 20

5 0.9

6 0.9

7 4

8 1

9 2

10 10

11 14

12 140

13 1

14 4

15 0.9

16 3

17 14

18 0.9

19 1.6



20 9.7

21 3.4

22 1

23 1

24 0.3

25 1.7

26 0.5

27 20

28 8

29 0.7

30 0.18

31 4.8

32 1

33 3

34 26

35 3.4

36 0.3

37 5

38 20

39 1.1

40 3

41 0.5

42 4.3

43 20

44 8

45 0.7

最大值 140.00

最小值 0.18

平均值 8.48

标准差 21.13

11、霉菌总数

采用标准中 GB/T 13092 提供的方法进行霉菌总数的测定，对 45

代表性样品霉菌总数检测结果如表 11-1 所示。由表可知，用于制定

标准的样品中，霉菌总数最高为 1×104 CFU/g，最低为 0.01×104

CFU/g，平均值为 0.15×104CFU/g，标准差为 0.20。结合国标 GB 13078

的规定，故本标准中霉菌总数的设定为不高于 1×104 CFU/g。

表 11-1 发酵饲料样品中霉菌总数测定统计表



样品编号 霉菌总数×104(CFU/g)

1 0.40

2 0.70

3 0.09

4 0.08

5 0.01

6 0.10

7 0.02

8 0.01

9 0.01

10 0.06

11 0.05

12 0.05

13 0.20

14 0.01

15 0.01

16 0.30

17 0.01

18 0.01

19 0.40

20 0.31

21 0.20

22 0.02

23 0.03

24 0.03

25 0.04

26 0.01

27 0.16

28 1.00

29 0.03

30 0.20

31 0.23

32 0.05

33 0.02

34 0.20

35 0.19

36 0.60

37 0.01

38 0.01

39 0.04

40 0.38

41 0.05

42 0.11

43 0.21



44 0.03

45 0.10

最大值 1.00

最小值 0.01

平均值 0.15

标准差 0.20

12、黄曲霉毒素 B1

采用标准中 GB/T 17480 提供的方法进行黄曲霉毒素 B1的测定，

对 45代表性样品黄曲霉毒素 B1检测结果如表 12-1 所示。由表可知，

用于制定标准的样品中，黄曲霉毒素 B1最高为 6.27 ug/kg，最低为

0.85 ug/kg，平均值为 2.06 ug/kg，标准差为 1.16。结合原料不稳

定性的因素，故本标准中黄曲霉毒素 B1的设定参照国标 GB 13078 的

规定为不高于 30 ug/kg。

表 12-1 发酵饲料样品中黄曲霉毒素 B1含量测定统计表

样品编号 黄曲霉毒素 B1（ug/kg）

1 6.27

2 3.63

3 3.52

4 1.79

5 2.28

6 3.04

7 3.32

8 5.17

9 3.79

10 1.88

11 2.00

12 1.84

13 2.40

14 1.80

15 2.81

16 2.06

17 1.99

18 1.84

19 2.03

20 2.36

21 2.31



22 1.52

23 1.61

24 1.69

25 1.08

26 1.90

27 1.61

28 1.99

29 1.51

30 0.86

31 1.19

32 0.89

33 1.12

34 1.13

35 1.32

36 1.20

37 1.17

38 0.97

39 1.48

40 0.95

41 0.85

42 0.86

43 1.78

44 4.41

45 1.58

最大值 6.27

最小值 0.85

平均值 2.06

标准差 1.16

13、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呕吐毒素）

采用标准 GB/T 30956 提供的方法进行呕吐毒素含量的测定，对

45 个代表性样品呕吐毒素含量检测结果如表 13-1 所示。由表可知，

用于制定标准的样品中，呕吐毒素含量最高为 3.61 mg/kg，最低为

1.96 mg/kg，平均值为 2.80 mg/kg，标准差为 0.40。结合原料不稳

定性的因素，故本标准中呕吐毒素含量的设定参照国标 GB 13078 的

规定为不高于 5.0 mg/kg。

表 13-1 发酵饲料样品中呕吐毒素含量测定统计表



样品编号 呕吐毒素(mg/kg)

1 2.46

2 2.55

3 2.98

4 2.60

5 2.58

6 3.39

7 2.87

8 3.21

9 3.17

10 3.07

11 3.6

12 2.94

13 3.33

14 3.38

15 3.32

16 2.70

17 3.61

18 2.94

19 3.04

20 3.01

21 3.55

22 2.59

23 3.33

24 2.76

25 2.61

26 3.0

27 2.39

28 2.46

29 2.80

30 2.02

31 2.41

32 2.57

33 1.96

34 2.50

35 2.51

36 2.89

37 2.26

38 3.07

39 2.67

40 2.51

41 2.56

42 2.39

43 2.95



44 2.96

45 3.36

最大值 3.61

最小值 1.96

平均值 2.80

标准差 0.40

14、玉米赤霉烯酮

采用标准中 GB/T 19540 提供的方法进行玉米赤霉烯酮含量的测

定，对 45代表性样品玉米赤烯酮含量检测结果如表 14-1 所示。由表

可知，用于制定标准的样品中，玉米赤烯酮含量最高为 1.00 mg/kg，

最低为 0.48 mg/kg，平均值为 0.80 mg/kg，标准差为 0.17。结合原

料不稳定性的因素，故本标准中玉米赤霉烯酮含量的设定参照国标

GB 13078 的规定为不高于 1.0 mg/kg。

表 14-1 发酵饲料样品中玉米赤霉烯酮含量测定统计表

样品编号 玉米赤霉烯酮(mg/kg)

1 0.91

2 0.99

3 0.97

4 0.66

5 0.70

6 0.52

7 0.50

8 0.68

9 0.53

10 0.58

11 0.67

12 0.87

13 0.98

14 0.58

15 0.68

16 0.59

17 0.99

18 1.00

19 0.98

20 0.94

21 0.95



22 0.77

23 0.99

24 1.00

25 0.85

26 0.98

27 1.00

28 0.49

29 0.48

30 0.83

31 0.76

32 0.66

33 0.70

34 0.69

35 0.71

36 0.64

37 0.92

38 0.99

39 0.95

40 0.91

41 1.00

42 0.97

43 0.87

44 0.93

45 0.99

最大值 1.00

最小值 0.48

平均值 0.80

标准差 0.17

15、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

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的允许量严格按照 GB 13078 的规定进行设

置，没有额外进行规定。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

本标准的参数是在大型发酵床利用豆粕、麸皮、玉米副产物等为

发酵底物进行测定，并在不同温度、湿度、pH等生产条件下做了实

地生产验证，证实了标准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关于本标准中使用的原料和菌种要求，是根据目前国内相关法律



法规进行规定，特别是菌株的选择，应符合农业农村部印发的《直接

饲喂微生物和发酵制品生产菌株鉴定及安全性评估指南》要求。本团

体标准中出现的技术指标和卫生指标，其中：编制组成员系统分析了

30 生产批次的 45 个样本中的水份、pH、粗纤维、粗灰分、粗蛋白、

甘露聚糖、酵母菌数、芽孢杆菌数、纤维素酶活力、蛋白酶活力、黄

曲霉毒素 B1、玉米赤霉烯酮、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呕吐毒素）以及

霉菌总数的数据。就目前而言，生物发酵饲料相关领域在国内还没有

详细的国标和地方标准可以参考，在数据设定方面，编制组基于现阶

段市场的发酵饲料物料组分及大批量的实测数据进行规定。其中技术

指标参数的设定是基于已测定数据、已发布的《奶牛用菌酶协同发酵

饲料》、《肉羊用菌酶协同发酵饲料》和《肉牛用菌酶协同发酵饲料》

等团体标准的规定，及目前发酵饲料市场原料的广泛性和不稳定性等

条件规定。另外，卫生指标，如：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的允许量参照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T/CSWSL 003-2018 饲料原料 酿酒

酵母培养物》、《T/CSWSL 019-2020 肉牛用菌酶协同发酵饲料》中

的数值进行规定。所有技术指标和卫生指标的规定，是考虑到行业内

发酵饲料仍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实际生产中各饲料企业在生产设备、

发酵菌种、工艺设备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本标准所规定的指标范围

仅作为推荐性标准使用。在发酵工艺设计、发酵装备建设、发酵环境

控制及发酵菌种选择等方面，各饲料企业可根据自身设施技术条件，

参照本标准进行合理调整，使其在生产中具有更广的适用性和指导

性。



富仕特公司于 2020 年建成了年产 1 万吨的好氧生物发酵饲料自

动化生产线，当年销售额突破 1亿元，连续三年增长率超过 50%以上。

本产品在育肥肉羊上，经过黑萨公司养殖场的应用证明表明，一个月

的使用期内育肥肉羊日增重可达 386g，比对照组提高了 42g，提高了

12.2%；在奶牛和奶山羊上，经过澳尼克种羊场和岐山凯农牧业公司

的应用证明表明，本产品对泌乳牛羊采食量和产奶量的提升效果明

显，使用本产品后 10 天内奶牛的采食量提高了 3.22%，产奶量提高

了 5.28%，奶山羊的平均产奶量与往年同期相比提高了约 20%，生产

效率明显提高。经过近十年的反复验证、改进提升，本产品销售客户

遍及陕、甘、宁、青、新、蒙、藏、晋、冀、鲁、豫、辽等 15 个省

市自治区，总结形成的“牛羊强度育肥模式”、“牛羊经济育肥模式”、

“青藏牧区牛羊育肥模式”为代表的等产品应用模式，帮助越来越多

的牛羊养殖户获得了更多的养殖效益。

三、 标准中涉及的专利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四、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

近年来我国对食品安全、环保要求的升级和饲料行业全面禁抗，

各类发酵饲料产品快速发展。而发酵饲料在技术研究、生产方式、质

量评价和使用方法上与传统饲料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发酵饲料

产品的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越来越紧迫，从菌种选择、生产工艺、

原料组成、质量标准和产品应用等方面系统而全面地建立相关团体标

准刻不容缓。除了突出常规营养指标外，甘露聚糖、纤维素酶、蛋白



酶、枯草芽孢杆菌和酵母活细胞数等有益指标和霉菌、霉菌毒素等有

害指标均直接反应产品质量，因此在制定产品标准时需权衡参考。中

国生物饲料产业创新战略联盟陆续发布了《生物饲料产品分类》《发

酵饲料技术通则》《饲料原料、酿酒酵母培养物》《饲料原料 酿酒

酵母发酵白酒糟》《饲料添加剂、植物乳杆菌》等五项团体标准，在

产业发展中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但是在反刍动物领域，多菌种好氧

发酵饲料的标准仍然是空白。因此本标准的发布和实施，将为我省乃

至全国的反刍动物发酵饲料做出重要贡献，对反刍动物用多菌种好氧

发酵饲料的质量及安全性发挥指导性作用，对进一步提高我省发酵饲

料的技术水平，促进发酵饲料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五、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内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一）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

没有查询到国外相关标准。

（二）国家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分析

目前，我国还没有发酵饲料相关的国家标准。本标准制定参照了

我国现有的团体标准《T/CSWSL 001-2018 生物饲料产品分类》、

《T/CSWSL 002-2018 发酵饲料技术通则》、《T/CSWSL 003-2018 饲

料原料 酿酒酵母培养物》、《T/CSWSL 008-2019 生长肥育猪用菌酶

协同发酵饲料》、《T/CSWSL 018-2020 奶牛用菌酶协同发酵饲料》、

《T/CSWSL 019-2020 肉牛用菌酶协同发酵饲料》和地方标准《DB15/T

1441-2018 肉用羊全混合生物发酵饲料制作规程》、《DB22/T

3208-2020 呼吸袋法生产发酵饲料技术规程》、《DB45/T 955-2013 生



物质发酵饲料生产技术规程》。以上标准中涉及了对发酵饲料产品进

行了定义和分类，对单一的酿酒酵母培养物质量，对菌酶协同饲料的

理化指标，以及发酵饲料制作规程进行规定，但无对多菌种固态发酵

饲料的质量要求。因此本标准中的技术参数中除了饲料常规营养指标

的要求，创新性地补充了甘露聚糖、纤维素酶、蛋白酶、枯草芽孢杆

菌和酵母活细胞数等发酵饲料代表性代谢产物作为指标，对于评估多

菌种发酵饲料的效果与质量水平具有重要参考性、规范性作用。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

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标准与其他强制性

国家标准无矛盾与不协调之处。

七、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归属生物发酵行业内标准，不属于安全性标准。依据标准

化法相关规定，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团体标准。

九、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团体标准通过并发布实施后，应保证标准通过多种途径共同推

广、宣传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标准规定的反刍动物用多菌种好氧固态发酵饲料的质量要求，

与固态发酵方式和发酵设备密切相关。对于标准使用过程中出现的疑

问，起草单位有义务进行宣传和解释，并解释咨询。



本标准可通过饲料管理部门、饲料技术推广部门以及陕西省饲料

协会等组织机构进行广泛宣传，以保证标准的贯彻实施。

建议本标准自发布之日的下一个月实施。

十、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反刍动物用多菌种好氧发酵饲料》团体标准编制组

2021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