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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

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1、任务来源 

鲫鱼是我国重要的大宗淡水鱼之一，2021年全国鲫鱼养殖总产量达到 278.37

万吨，占全年所有淡水养殖鱼类总产量的比例高达 10.54%。2021 年全国各省市

鲫鱼养殖产量的统计数据如表 1 所示：鲫鱼养殖产量超过 10 万吨的省市有 10

个，包括江苏、湖北、江西、湖南、四川、安徽、广东、黑龙江、重庆和浙江，

这些区域的鲫鱼养殖产量合计占到鲫鱼养殖总产量的 83.49%。因此《鲫鱼配合

饲料》饲料标准的主要使用地区以及标准制定的数据主要来源于这些省市和地区。 

表 1 2021 年全国各省市鲫鱼养殖总量及其比例* 

省市 鲫鱼产量 淡水鱼类产量 鲫鱼占淡水鱼比例 占全国鲫鱼总产量 

 （吨） （吨） （%） （%） 

江苏 602271 2444234 24.64  21.64  

湖北 354116 3472781 10.20  12.72  

江西 243844 2287071 10.66  8.76  

湖南 218706 2156598 10.14  7.86  

四川 211150 1587263 13.30  7.59  

安徽 191001 1484594 12.87  6.86  

广东 159758 3814767 4.19  5.74  

黑龙江 126681 651968 19.43  4.55  

重庆 109078 525366 20.76  3.92  

浙江 107430 961910 11.17  3.86  

山东 89297 892437 10.01  3.21  

辽宁 64386 732529 8.79  2.31  

河南 48943 768171 6.37  1.76  

福建 40483 746649 5.42  1.45  

云南 38428 620177 6.20  1.38  

天津 35463 188195 18.84  1.27  

广西 33232 1321997 2.51  1.19  

吉林 29896 221120 13.52  1.07  

河北 20849 234581 8.89  0.75  

宁夏 13245 157796 8.39  0.48  

内蒙古 10668 92160 11.58  0.38  

贵州 9989 250065 3.99  0.36  

上海 9041 45994 19.66  0.32  

新疆 7665 148536 5.16  0.28  



陕西 4932 157218 3.14  0.18  

山西 1232 49075 2.51  0.04  

甘肃 819 13882 5.90  0.03  

海南 641 345751 0.19  0.02  

北京 438 11682 3.75  0.02  

青海 5 18055 0.03  0.00  

西藏 0 139 0.00  0.00  

全国合计 2783687 26402761 10.54  100.00  

*数据来源于《2022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2022 年中央 1 号文件提到“稳定水产养殖面积，提升渔业发展质量”。渔业

发展质量离不开水产绿色养殖，主要包括提高配合饲料利用、减少污染排放。但

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行业标准《鲫鱼配合饲料》（SC/T 1076-2004）为 2004

年制定。目前国内的配合饲料仍然存在饲料系数高、浪费严重、高排放、环境污

染严重等问题。目前随着异育银鲫“中科 3 号”和“中科 5 号”的继续推广，这

两个品种占据了鲫鱼的主要市场。在养殖中不同规格以及不同品系的鲫鱼，其营

养需求有所不同。因此，需要研究鲫鱼全养殖周期不同生长阶段的精准营养需求，

从而配制环保、高效、安全的饲料精准配方。因此，从节约饲料用粮和减少养殖

废物排放的需求出发，制定本标准为国家相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为饲料企业提

供技术支持非常必要。通过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切实起到促进鲫鱼饲料行业的

健康发展，促进鲫鱼养殖业的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 

根据国家标准委文件《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1 年第四批推荐

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1〕41 号），中国

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恒兴饲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市天参饲料有限公司

和广州市联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鲫鱼配合饲料》标准（计划编号：

20214682-T-469）的编写任务。 

2、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小组 

接到制标任务后，立即成立了由解绶启、金俊琰、陈家林、张璐、杨曦、邵

彩梅、谭宏亮、韩冬、张松、杨云霞、米海峰及陈效儒等人组成的标准起草工作

小组，制订了工作计划，落实了起草工作的任务分工。 

（2）饲料样品的采集 



标准起草小组依托遍布鲫鱼主要养殖区域的市场人员进行了市场调研和市

售样品采集工作。为了保证采集数据的代表性和区域覆盖，鲫鱼配合饲料的采集

主要在表 1 所示的鲫鱼养殖产量超 10 万吨的地区，饲料样品主要来源于各养殖

区域内具有持续产销量和影响力的饲料企业，包括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恒兴饲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淮安天参农牧水产有限公司、武汉大北农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江西正邦集团、

江苏天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天邦饲料科技有限公司等。 

（3）饲料样品的分析 

以一个饲料产品为一个样本，同一产品的不同批次的饲料作为不同的样本，

共采集到 2016-2022 年期间的鲫鱼苗种配合饲料样本数 50 个、幼鱼配合饲料样

本数 316 个、育成鱼配合饲料样本数 1355 个。水分、蛋白质几乎是所有的样本

都有的分析结果；粗脂肪、粗灰分、赖氨酸、蛋氨酸和总磷有部分样品未做检测；

而关于加工质量如含粉率、水中稳定性、混合均匀度的分析结果样本数很少，为

此我们也适当采集了部分饲料样本进行了分析和统计。因此，在后面的各质量指

标分析时，所采用的样本数有一定的差异。 

编写小组以行标《鲫鱼配合饲料》（SC/T 1076-2004）为基础，综合分析比较

了最新鲫鱼研究文献资料和市售鲫鱼配合饲料样品的检测数据，同时结合十几年

来对鲫鱼营养与饲料的研究开发实践，起草制定了本标准。  

（4）进行技术指标的验证试验，确立了产品的质量技术指标和相应的试验

方法 

在查询、收集国内外相关标准、文献和技术资料的基础上，在参照国际和国

外先进标准的基础上，结合目前市场上鲫鱼配合饲料的整体情况和企业的技术标

准，初步确定了鲫鱼配合饲料的加工质量指标及相应的试验方法，形成了标准草

案。之后，工作组对标准草案进行了多次讨论研究。经认真研究分析，完成了标

准文本及编制说明的征求意见稿。 

（5）征求专家意见，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2 年 8 月向有关专家和生产企业发送 32 份征求意见表，收回 28 份，收

回意见共 125 条。收回意见表的单位含高校、研究所共 17 个、饲料企业 11 个。

在收回的意见中，不采纳的意见有 43 条，部分采纳 5 条，均作了相应的说明；



其余意见为采纳。具体见《鲫鱼配合饲料》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根据有关专家

和生产企业的意见，对标准内容进行了补充完善，在此基础上，编写完成了国家

标准《鲫鱼配合饲料》（预审稿）及编制说明（预审稿）。 

3、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任务分工如下： 

解绶启：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的全面工作，制定实施方案，确定技术参数，

负责起草标准征求意见稿和标准的编制说明，组织收集标准草案的意见和对意见

的分析汇总处理。 

金俊琰：组织项目工作，共同确定技术参数；组织市场调研，组织收集资料

和样品，负责起草标准的编制说明。 

陈家林：负责鲫鱼营养需求资料整理、样品收集和标准制定的实验数据分析。 

张璐：组织项目工作和制定实施方案，共同确定技术参数；组织市场调研，

协助标准草案的意见收集。 

杨曦：组织收集资料、市场调研和样品。 

邵彩梅：组织收集资料、市场调研和样品。 

谭宏亮：组织收集资料、市场调研和样品。 

韩冬：参加标准征求意见稿的起草，协助收集标准草案的意见和对意见的分

析汇总处理。 

张松：组织收集资料、市场调研和样品。 

杨云霞：负责鲫鱼饲料样品收集、饲料样品化验数据的分析与统计。 

米海峰：组织收集资料、市场调研和样品。 

陈效儒：组织收集资料、市场调研和样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

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

修订标准时，应增列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1. 编写规则 



本标准的编写规则遵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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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编制说明是按照 “农业部国家（行业）标准的计划

编制、制定和审查管理办法”第二章的基本要求而编写。 

2. 编制原则 

（1）遵循国家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凡国家相关标准、法律法规已有的或

最新的规定的（如安全卫生指标、添加剂的规定等），本标准与其保持一致； 

（2）以保证鲫鱼配合饲料的良好品质为前提，既保持标准的技术先进性，

又适应当前饲料企业生产状况，应用本标准后，市场产品的达标率超过90%； 

（3）以保证满足鲫鱼生长发育的营养需求为目标，同时减少对养殖水域的

污染，以促进鲫鱼养殖和饲料业的可持续发展。 

3. 编制依据 

（1）农业部行业标准SC/T 1076-2004《鲫鱼配合饲料》； 

（2）饲料行业国家标准以及强制性行业标准； 

鲫鱼配合饲料属于饲料的范畴，国家在饲料行业制订的许多相关标准同样适

用于鲫鱼配合饲料，因此下列标准是制订本标准的主要依据。 

GB/T 5918 饲料产品混合均匀度的测定 

GB/T 6432 饲料中粗蛋白的测定 凯氏定氮法 

GB/T 6433 饲料中粗脂肪的测定 

GB/T 6434 饲料中粗纤维的含量测定 过滤法 

GB/T 6435 饲料中水分的测定 

GB/T 6437 饲料中总磷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GB/T 6438 饲料中粗灰分的测定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0647 饲料工业术语 

GB 10648 饲料标签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T 14699.1 饲料 采样 

GB/T 18246 饲料中氨基酸的测定 

GB/T 18823 饲料检测结果判定的允许误差 



GB/T 18868  饲料中水分、粗蛋白质、粗纤维、粗脂肪、赖氨酸、蛋氨酸快

速测定近红外光谱法 

GB/T 19164—2021 饲料原料 鱼粉 

GB/T 23884 动物源性饲料中生物胺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NY/T 2713—2015 水产动物表观消化率测定方法 

NY/T 4128—2022 渔用膨化颗粒饲料通用技术规范 

SC/T 1074—2022 团头鲂配合饲料 

（3）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的相关论文； 

（4）市面上有代表性的鲫鱼配合饲料样品的检测结果。 

4、标准主要内容与其论据 

本标准适用于鲫鱼配合饲料。主要内容包括：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以及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4.1 产品分类 

    鲫鱼通常 1-2 年上市，生产实践中根据鲫鱼不同生长阶段，对配合饲料进行

产品分类更为重要。本标准结合养殖生产实际将鲫鱼的生长阶段详细划分为鱼苗、

幼鱼和育成鱼三个阶段，依次对应的配合饲料产品为鱼苗配合饲料、幼鱼配合饲

料和育成鱼配合饲料三个产品。 

    （一）鱼苗及鱼苗配合饲料。鲫鱼一般在 4-5 月开始繁殖，鱼苗养殖是指乌

仔到夏花的阶段，主要养殖时期为夏季。这个阶段的鱼苗开始摄食配合饲料，饲

料形态则以粉状饲料和碎粒饲料为主。对养殖生产中鲫鱼生长情况统计表明，鲫

鱼鱼苗阶段的体重一般小于 10g/尾。 

因此，本标准将鱼苗配合饲料适用的鲫鱼苗体重规定为<10g/尾。 

    （二）幼鱼及幼鱼配合饲料。夏花分塘以后就进入了幼鱼养殖，包括从夏花

分塘开始到第二年鱼种分塘的阶段，主要生长时期从夏季直到冬季、或第二年的

春季。在此养殖阶段，北方地区 10 月以后水温降低较快，鱼体停止摄食和生长；

而南方地区摄食饲料和生长周期更长。因此幼鱼阶段规格的区域性差异较大，体

重范围在 10-150g/尾之间。 

因此，本标准将幼鱼配合饲料适用的鲫鱼幼鱼体重规定为 10g/尾≤体重

<150g/尾。 



   （三）育成鱼配合饲料。鱼种分塘以后进入商品鱼养殖的时期，从春季（东

北地区从夏季初）开始养殖，直到养殖的鲫鱼达到上市规格。鲫鱼的上市规格在

500g 左右。本标准将鲫鱼前期配合饲料适用的鲫鱼育成鱼体重规定为≥150g/尾。 

   因此，按照鲫鱼不同生长阶段对饲料营养需求的不同，以及养殖生产实际的

情况，将鲫鱼配合饲料分成鱼苗配合饲料、幼鱼配合饲料和育成鱼配合饲料四种，

产品饲喂阶段见表 1。 

表2 产品分类与饲喂阶段 

 鱼苗配合饲料 幼鱼配合饲料 育成鱼配合饲料 

饲喂阶段 

（g/尾） 
体重＜10 10≤体重＜150 体重≥150 

4.2 技术要求 

参照鲫鱼营养需求的研究数据，结合鲫鱼的生产时间以及对国内市场上鲫鱼

饲料产品的检测数据，同时借鉴现行的其他淡水鱼类配合饲料的相关国家标准，

制定了感官、加工质量、主要营养成分和安全卫生指标要求，具体如下： 

（1）感官 

    感官指标是对饲料原料或者成品的色泽、气味、外观性状等所作的规定。本

标准参考GB/T 16765颗粒饲料通用技术条件，规定同一规格饲料颗粒色泽一致、

大小均匀；无霉变、结块、异味和虫类滋生。 

（2）加工质量 

在鱼苗配合饲料产品中，由于鱼苗的口裂小，在前期一般需要使用碎粒饲料，

且碎粒饲料的含粉率、水中稳定性与颗粒饲料有差异，所以，将“碎粒饲料”列

出进行质量要求。鱼苗配合饲料在鱼苗养殖的后期，也使用小粒径的颗粒饲料。

对于鲫鱼的幼鱼配合饲料、育成鱼配合饲料加工形态，除了颗粒饲料外，已经有

饲料企业开始生产、养殖生产中也有使用膨化饲料。颗粒饲料、膨化饲料加工质

量指标中，主要的差异是水分含量、含粉率和水中稳定性，因此对这两种饲料形

态的加工质量也进行了分别的要求。 

因此，根据鲫鱼的摄食习性及其养殖实践中使用的鲫鱼配合饲料产品加工情

况，本标准中列出了碎粒饲料、颗粒饲料、膨化饲料三种饲料形态。结合SC/T 1077

《渔用配合饲料通用技术要求》的相关要求和实测值，将鲫鱼配合饲料的加工质

量指标确定如下（见表3）。 



表 3 加工质量指标         

                                                                        单位：% 

项目 颗粒饲料 膨化饲料 碎粒饲料 

混合均匀度 

（变异系数 CV） 
≤7.0 

水分含量 ≤11.5 ≤11.0 ≤11.5 

含粉率 ≤1.0 ≤0.5 ≤5.0 

水中稳定性（溶失率） 

≤20.0 

（水中浸泡 5 分

钟） 

≤10.0 

（水中浸泡 20 分

钟） 

≤30.0 

（水中浸泡 5 分

钟） 

1）混合均匀度 

混合均匀度是指饲料产品中各组分分布的均匀程度，通常用变异系数（CV）

表示。成品饲料混合均匀与否，直接关系到产品质量，影响动物能不能从饲料中

获得充足、全面的营养。若饲料混合均匀度差，必将使动物出现某些营养成分过

剩，而另一些营养成分不足的现象，特别是微量营养成分的差异就更加明显，势

必影响养殖效果，甚至造成养殖事故（如中毒等）。 

 

 图 1 鲫鱼碎粒和颗粒饲料混合均匀度分布 

 

碎粒饲料为颗粒饲料破碎筛分后的产品，因此与颗粒饲料合并进行混合均匀

度的分析确定。统计分析了鲫鱼颗粒饲料和碎粒饲料共59个混合均匀度数据，如

图1所示，鲫鱼碎粒/颗粒饲料的混合均匀度含量在4.5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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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鲫鱼膨化饲料混合均匀度分布 

 

统计了鲫鱼膨化饲料6个样本的混合均匀度数据，如图2所示，可见膨化饲料

的混合均匀度的范围为5.80%-6.83%。 

农业部公告第1849号公告附件《饲料生产许可条件》，规定饲料原料混合均

匀度（变异系数）≤7.0%。结合农业部公告和饲料样品测定混合均匀度数据，本

标准规定饲料混合均匀度（变异系数）≤7.0%。 

 

2）水分 

水分含量标准，是衡量饲料产品营养密度的重要参数，又直接关系饲料物理

性能及饲料保质期。饲料水分的高低，由加工过程中的调质、干燥、冷却等工艺

环节以及原料本身水分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加工质量，同时考虑到本标准

规定的饲料水分含量不会影响到鲫鱼摄食和对饲料的吸收利用，因此本标准将水

分归属为加工质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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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鲫鱼碎粒和颗粒饲料水分含量分布 

 

碎粒饲料为颗粒饲料破碎筛分后的产品，因此与颗粒饲料合并进行水分含量

的分析确定。统计分析了鲫鱼颗粒饲料和碎粒饲料共1379个水分数据，水分含量

分布如图3所示，鲫鱼碎粒/颗粒饲料的水分含量在5.37%-13.32%。 

 

图 4 鲫鱼膨化饲料水分含量分布 

 

统计了鲫鱼膨化饲料297个样本的水分含量数据，如图4所示，可见膨化饲料

的水分含量范围为3.77%-14.51%。 

将1379个碎粒/颗粒饲料及297个膨化饲料养分的水分含量分别进行分段统

计和分析，结果见表4。考虑到我国水产养殖和水产饲料生产的地理区域的差异，

本标准规定鲫鱼饲料的水分含量：颗粒饲料和碎粒饲料“≤11.5%”，按照表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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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有97.97%的饲料样本达标；膨化饲料 “≤11.0%”，则有91.58%的饲料

样本达标。 

表4 鲫鱼配合饲料水分含量分段统计结果 

碎粒饲料和颗粒饲料 膨化饲料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10.5 1126 81.65 ≤9.0 102 34.34 

≤11.0 1285 93.18 ≤10.0 192 64.64 

≤11.5 1351 97.97 ≤10.5 237 79.80 

≤12.0 1372 99.49 ≤11.0 272 91.58 

≤12.5 1377 99.85 ≤11.5 292 98.32 

样本总数 1379 样本总数 297 

 

3）饲料含粉率 

饲料含粉率是生产过程中水产颗粒饲料内未被除去及颗粒分级后又产生的

粉末量，是评价饲料加工品质的一个重要指标。粉料部分无法被鱼摄食，不仅造

成饲料浪费，而且增加水体的污染，因此在饲料投喂前，饲料的含粉率越小越好。

颗粒饲料的含粉率与饲料中淀粉的种类、含量以及淀粉的糊化度、饲料的油脂含

量等因素有直接关系。碎粒饲料是颗粒饲料破碎分筛后的产品，因破碎过程中机

械切口增多而导致含粉粒升高。膨化饲料经过高温、高压和含水量的调制和制粒

过程，淀粉的糊化度好，因而膨化饲料的含粉率较低。项目组参考GB/T 16765，

采用比饲料颗粒直径小一级的试验筛检测饲料样品含粉率。 



 

图 5 鲫鱼破碎饲料含粉率分布 

 

如图5所示，统计了170个鲫鱼破碎饲料的含粉率，颗粒饲料的含粉率范围

为0.003%-0.87%，分布范围很大。 

 

 

 

图 6 鲫鱼颗粒饲料含粉率分布 

 

如图6所示，统计了57个鲫鱼颗粒饲料的含粉率，颗粒饲料的含粉率范围为

0.007%-0.92%，分布范围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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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鲫鱼膨化饲料含粉率分布 

 

如图7所示，统计18个鲫鱼膨化饲料的含粉率，膨化饲料的含粉率范围为

0.05%-0.10%。 

 

表5 鲫鱼配合饲料含粉率分段统计结果 

碎粒饲料 颗粒饲料 膨化饲料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0.7 169 99.41 ≤0.7 8 14.04 ≤0.05 17 94.44 

≤1.0 170 100 ≤1.0 57 100 ≤0.5 18 100 

样本总

数 
170 样本总数 57 样本总数 18 

 

将碎粒和颗粒饲料以及膨化饲料的含粉率分别进行分段统计和分析，结果

见表5。结合SC/T 1077-2004《渔用配合饲料通用技术要求》和实际检测结果，碎

粒饲料含粉率“≤1.0%”，则如表5所示有100%的样本达标；颗粒饲料含粉率“≤

1.0％”，则如表5所示有100%的样本达标；膨化饲料含粉率“≤0.5％”，则如表

5所示有100%的样本达标。 

 

4）水中稳定性 

水中稳定性（溶失率）是评价饲料加工品质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指在特定测

试条件下，饲料在水中抗溶失的能力，这是水产饲料特有的指标。如果饲料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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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差，投入水中后容易散失，不仅浪费饲料，而且容易造成水质恶化，危及

鱼类健康并污染养殖水体。考虑到实际生产养殖中存塘鲫鱼有不同的规格，采用

两种筛孔尺寸的筛网（饲料颗粒直径1.0以上采用0.850mm筛孔尺寸，碎粒饲料和

饲料颗粒直径1.0以下的采用0.425mm筛孔尺寸）测定市场收集的部分鲫鱼配合饲

料的溶失率。 

统计了1个鱼苗碎粒饲料的溶失率为4.94%。 

 

 

图 8 鲫鱼颗粒饲料溶失率分布 

 

如图8所示，统计了16个鲫鱼颗粒饲料，溶失率范围是0.74%-6.51%。 

 

图 9 鲫鱼膨化饲料溶失率分布 

 

0

1

2

3

4

5

6

7

0 5 10 15 20

溶
失
率
（

%
）

饲料样本数

鲫鱼颗粒饲料溶失率分布

0

1

2

3

4

5

6

7

8

9

0 1 2 3 4

溶
失

率
（

%
）

饲料样本数

鲫鱼膨化饲料溶失率分布



 

 如图9所示，统计了4个鲫鱼膨化饲料，溶失率范围是4.61%-7.94%。 

 

表6 鲫鱼配合饲料溶失率分段统计结果 

碎粒饲料 颗粒饲料 膨化饲料 

条件% 
样本

数 
比例%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30 1 100 ≤10 16 100 ≤10 4 100 

样本

总数 
1 

样本 

总数 
16 

样本 

总数 
4 

 

将碎粒饲料、颗粒饲料以及膨化饲料的溶失率分别进行分段统计和分析，结

果见表6。在“SC/T 1077-2004，渔用配合饲料通用技术要求”中，对渔用饲料“水

中稳定性（溶失率）”的确定为“鱼类：粉状饲料（面团）≤5%、颗粒饲料≤10%

（浸泡时间5min）、膨化饲料≤10%（浸泡时间20min）”。结合SC/T 1077-2004《渔

用配合饲料通用技术要求》和实际检测结果，本标准规定颗粒饲料（水中浸泡5

分钟）溶失率“≤10.0％”；膨化饲料（水中浸泡20分钟）“≤10.0%”。碎粒饲料

是颗粒饲料破碎筛分后得到的不规则粒状饲料产品，主要是用于鱼苗和鱼种阶段，

鉴于鲫鱼苗种摄食特点和生产工艺现状，将溶失率适当放宽，规定碎粒饲料（水

中浸泡5分钟）溶失率“≤30.0%”。 

 

（3） 主要理化指标 

1）粗蛋白质 

蛋白质是维持鱼类新陈代谢、正常生长发育和繁殖的结构物质和主要的能源

物质之一, 同时作为酶、激素、抗体等的组分参与机体的生理调节功能。饲料中

的蛋白质含量不足会导致鱼体生长缓慢；而过多则会导致过量的蛋白质通过脱氨

基作用提供能量，引起鱼体排泄到水体的氨氮废弃物增加，不利于鱼体健康和生

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蛋白质作为鱼类所必需的最重要的营养素之一，一直都是

鱼类营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有关不同规格鲫鱼蛋白质营养需求的研究取得了一

系列成果（见表7）。



表7 不同生长阶段不同鲫鱼对蛋白质的需要量 

品种 
初 始 体

重（g） 
蛋白源 

蛋白需求 

（%） 

摄食水平 

（%BW/d） 
文献来源 

异育银鲫 2.53 鱼粉 39.3  He et al. (1988) 

高背鲫 4.8 鱼粉 38.4 3.65 钱雪桥（2001） 

中科 3 号 1.85 鱼粉、豆粕 40 1.31 Yun et al.（2015） 

中科 3 号 2.85 鱼粉、酪蛋白 
35.05-

37.15 
 何吉祥等（2014） 

中科 3 号 3.7 鱼粉、酪蛋白 41.4 2.74 Ye et al. (2017) 

中科 3 号 3.18 
大 豆 浓 缩 蛋

白、酪蛋白 
41.4 3.6 Ye et al. (2015) 

中科 3 号 85.2 鱼粉、酪蛋白 36.5 1.92 Ye et al. (2017) 

中科 3 号 87.1 
大 豆 浓 缩 蛋

白、酪蛋白 
37.8 1.37 Ye et al. (2015) 

中科 3 号 180 鱼粉、酪蛋白 36.9 2.33 Tu et al. (2015) 

中科 5 号 6.14 鱼粉、酪蛋白 30.7  许文婕（2017） 

彭泽鲫 1.85 
鱼粉、膨化大

豆、豆粕 
38.79  刘颍（2008） 

彭泽鲫 65.8 
鱼粉、膨化大

豆、豆粕 
31.97  刘颍（2008） 

彭泽鲫 181 
鱼粉、膨化大

豆、豆粕 
<31.97  刘颍（2008） 

方正银鲫 3.10 鱼粉、豆粕 37.1  桑永明等（2018） 

芙蓉鲤鲫 1.88 鱼粉、豆粕 36.0  王金龙等（2013） 

芙蓉鲤鲫 7.7 鱼粉、酪蛋白 41.4 4.23 陈林（2016） 

 

饲料蛋白源种类和质量的差异会影响鱼类的蛋白质需要量, 因此, 某一鱼类

品种的蛋白质需要量不是绝对的（钱雪桥等，2002）。异育银鲫幼鱼基于动物蛋

白源（以白鱼粉和酪蛋白为蛋白源，饲料蛋白水平为25-45%，饲料蛋白能量比为

14.8-27.5 mg/kJ），达到最大生长（SGR为%/d）的饲料蛋白需求为36.0-42.7%（叶

文娟，2013）。异育银鲫基于非鱼粉蛋白源（以大豆浓缩蛋白和酪蛋白为蛋白源，

饲料蛋白水平25-50%，饲料蛋白能量比为16.6-29.1% mg/kJ），达到最大生长（SGR

为2.65%/d）的饲料蛋白需求为40.2-42.9%（Ye et al., 2015）。养成中期异育银鲫

基于动物蛋白源（以白鱼粉和酪蛋白为蛋白源，饲料蛋白水平为20-45%，饲料蛋

白能量比为12.1-23.6 mg/kJ），达到最大生长（SGR为1.71%/d）的饲料蛋白需求

为33.0-36.6%（叶文娟，2013）。养成中期异育银鲫基于非鱼粉蛋白源（以大豆

浓缩蛋白和酪蛋白为蛋白源，饲料蛋白水平为25-50%，饲料蛋白能量比为14.5-

25.2% mg/kJ），达到最大生长（SGR为1.07 %/d）的饲料蛋白需求为33.6-40.5%



（Ye et al., 2016）。育成鱼阶段以鱼粉和酪蛋白为蛋白源，达到最大生长饲料蛋

白需求为36.9%（Tu et al., 2015）。 

 

①  鱼苗配合饲料粗蛋白质含量分布情况 

本项目组共收集到鱼苗配合饲料粗蛋白质数据50个、幼鱼配合饲料数据311

个、育成鱼配合饲料数据1257个。将这些样本的粗蛋白质含量分别进行统计分析

如下。 

 

图 10 鲫鱼鱼苗配合饲料粗蛋白质含量分布 

 

对鱼苗配合饲料的粗蛋白质含量的检测值进行统计分析，如图10所示，鱼苗

商品料的粗蛋白质范围为28.03%-39.82%，分布范围较大。 

表8  鲫鱼鱼苗配合饲料蛋白含量分段统计结果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28 50 100 

≥29 45 90 

≥30 41 82 

≥31 28 56 

≥32 21 42 

≥33 16 32 

≥34 15 30 

≥35 12 24 

≥36 10 20 

样本总数 50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0 10 20 30 40 50 60

粗
蛋
白
质
含
量
（

%
）

饲料样本数

鲫鱼鱼苗配合饲料粗蛋白质含量分布



将鱼苗配合饲料的粗蛋白质含量进行分段统计和分析，结果见表8。根据粗

蛋白质需求研究报道结合养殖生产实际，本标准规定鲫鱼鱼苗配合饲料的粗蛋白

质含量“28%-40%”；在采集的样本中有100%的样本达标。 

 

②  鲫鱼幼鱼配合饲料粗蛋白质分布情况 

 

 

图 11 鲫鱼幼鱼配合饲料粗蛋白质含量分布 

 

对鲫鱼幼鱼配合饲料的粗蛋白质含量进行统计分析，如图11所示，鲫鱼幼鱼

配合饲料的粗蛋白质含量的分布范围为27.85%-40.69%，分布范围较大。 

 

表9  鲫鱼幼鱼配合饲料粗蛋白质含量分段统计结果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27 311 100 

≥28 310 99.68 

≥29 293 94.21 

≥30 270 86.82 

≥31 223 71.7 

≥32 182 58.52 

≥33 151 48.55 

≥34 93 29.90 

≥35 44 14.15 

样本总数 311 

 

将幼鱼配合饲料的粗蛋白质含量进行分段统计和分析，结果见表9。结合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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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粗蛋白质需求研究报道和养殖生产实际，本标准规定鲫鱼幼鱼配合饲料的蛋

白含量“25%-35%”；在采集的样本中有86.50%的样本达标。 

 

③  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粗蛋白质分布情况 

 

图 12 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粗蛋白质含量分布 

 

对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的粗蛋白质含量进行统计分析，如图12所示，鲫鱼育

成鱼配合饲料的粗蛋白质含量的分布范围为24.94%-40.17%，分布范围较大。 

 

表10  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粗蛋白质含量分段统计结果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24 1257 100 

≥25 1256 99.92 

≥26 1255 99.84 

≥27 1253 99.68 

≥28 1249 99.36 

≥29 1168 92.92 

≥30 984 78.28 

≥31 786 62.53 

≥32 607 48.29 

≥33 463 36.83 

样本总数 1257 

 

将育成鱼配合饲料的粗蛋白质含量进行分段统计和分析，结果见表10。结合

此阶段粗蛋白质需求研究报道和养殖生产实际，本标准规定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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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蛋白含量“23%-33%”；在采集的样本中有63.40%的样本达标。 

 

2）赖氨酸 

鲫鱼对蛋白质的需求实际上是对各种氨基酸的需求，鲫鱼配合饲料中必需氨

基酸的含量和平衡是提高饲料蛋白质利用率的重要途径。赖氨酸是以谷物蛋白源

配制鱼类配合饲料时的第一限制性氨基酸。由于谷类原料价格低廉、供应稳定、

容易被温水性鱼类特别是鲫鱼消化吸收利用，故在以谷类蛋白源为原料配置高效

低耗的鲫鱼配合饲料时，其中的赖氨酸含量是很重要的指标。 

如表11所示，周贤君等研究发现异育银鲫（7.85 ±0.03 g）的特定生长率同饲

料中赖氨酸水平的相关性得出其赖氨酸需要量为3.27%, 占饲料蛋白的8.52%（周

贤君等，2006）。基于特定生长率得出养成中期异育银鲫（初重：73.6 ± 2.0 g）

和养成后期异育银鲫（初重：166.8 ± 0.5 g）赖氨酸需求量分别为2.11%和1.75%

（占蛋白6.6%和5.6%），赖氨酸绝对需求量分别为0.60 mg/g BW/d和0.46 mg/g 

BW/d。饲料中赖氨酸水平不足会导致异育银鲫生长受阻、饲料效率、鱼体蛋白

含量和蛋白沉积率显著下降，鱼体脂肪含量和脏体比显著上升（涂永芹， 2015）。

王鑫等（2014）以特定生长率、蛋白质沉积率和肝胰脏谷草转氨酶活性为指标进

行二次回归分析，得出异育银鲫（初重：52.53 ± 0.03 g）对饲料赖氨酸的需求量

分别为1.78%、1.43%和1.51%（分别占饲料蛋白质的5.14%、4.14%和4.44%）。    

 

表11 鲫对饲料赖氨酸和蛋氨酸的需求 

 

养殖品种  营养素 
初始体

重（g) 

饲料蛋白

含量（%） 
需要量（%） 

SGR

（%/d） 
文献 

中科3号 赖氨酸 52.5 34.7 1.78 0.68 王鑫等（2014） 

中科3号 赖氨酸 7.05 37.6 2.44 2.04 Ji et al. (2021) 

中科3号 赖氨酸 7.9 38.45 3.27 1.46 周贤君等（2006） 

中科3号 赖氨酸 73.6 31.3 2.11 1.74 涂永芹（2015） 

中科3号 赖氨酸 166.8 31.2 1.75 1.38 涂永芹（2015） 

中科3号 蛋氨酸 1.7 41.01 
0.69

（0.42Cys） 
1.5 周贤君（2005） 

中科3号 蛋氨酸 2.6 37.2 0.89  贾鹏等（2013） 

中科3号 蛋氨酸 50 33 0.78-0.98  王洪涛 (2016) 

                                           



有关饲料的赖氨酸含量，本项目组共收集到鱼苗配合饲料的数据33个、鱼种

配合饲料数据231个、育成鱼配合饲料数据563个。不同产品样品实际赖氨酸含量

的检测值分布情况见图13-15。 

 

图 13 鲫鱼鱼苗配合饲料赖氨酸含量分布 

 

鱼苗阶段对饲料的蛋白质质量要求较高，因此赖氨酸含量相应也较高。如图

13所示，鲫鱼鱼苗配合饲料的赖氨酸含量范围为1.45%-2.47%，分布范围较大。 

 

图 14 鲫鱼幼鱼配合饲料赖氨酸含量分布 

 

如图14所示，鲫鱼幼鱼配合饲料的赖氨酸含量范围为1.42%-2.39%，分布范

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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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赖氨酸含量分布 

 

如图15所示，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的赖氨酸含量范围为1.09%-2.48%。 

 

表12 鲫鱼各阶段配合饲料赖氨酸含量分段统计 

鱼苗配合饲料 幼鱼配合饲料 育成鱼配合饲料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1.4 33 100 ≥1.4 231 100 ≥1.0 563 100 

≥1.5 32 96.97 ≥1.5 221 95.67 ≥1.1 562 99.82 

≥1.6 28 84.85 ≥1.6 219 94.81 ≥1.2 561 99.64 

≥1.7 27 81.82 ≥1.7 186 80.52 ≥1.3 560 99.47 

≥1.8 24 72.73 ≥1.8 148 64.07 ≥1.4 556 98.76 

≥1.9 15 45.45 ≥1.9 91 39.39 ≥1.5 505 89.70 

≥2.0 11 33.33 ≥2.0 54 23.38 ≥1.6 438 77.8 

≥2.1 7 21.21 ≥2.1 27 11.69 ≥1.7 338 60.04 

≥2.2 2 6.06 ≥2.2 10 4.33 ≥1.8 236 41.92 

样本总

数 
33 

样本总

数 
231 

样本总

数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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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鲫鱼鱼苗配合饲料、幼鱼配合饲料和育成鱼配合饲料的赖氨酸含量分别进

行分段统计和分析，结果见表12。结合相关报道研究结果和饲料统计结果，本标

准规定：鲫鱼鱼苗配合饲料赖氨酸含量“≥1.8%”，如表12所示有72.73%的样本

满足此条件；鲫鱼幼鱼配合饲料赖氨酸含量“≥1.7%”，如表12所示有80.52%的

样本满足此条件。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赖氨酸含量“≥1.5%”，如表12所示有

89.70%的样本满足此条件。 

 

3）赖氨酸/粗蛋白质 

为了避免饲料中出现蛋白质含量高而赖氨酸不足的情况，所以还需要规定

赖氨酸占蛋白的比例要求。有关鲫鱼饲料的赖氨酸/粗蛋白质，本项目组共收集

到鱼苗配合饲料的数据33个、鱼种配合饲料数据231个、育成鱼配合饲料数据

563个。各阶段的赖氨酸/粗蛋白统计见表13。 

表13 鲫鱼各阶段配合饲料赖氨酸/粗蛋白质含量分段统计 

鱼苗配合饲料 幼鱼配合饲料 育成鱼配合饲料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5.0 33 100 ≥4.5 226 100 ≥4.5 560 99.46 

≥5.5 27 81.82 ≥5.0 205 90.71 ≥5.0 537 99.82 

≥6.0 19 57.58 ≥5.5 149 65.93 ≥5.5 348 99.64 

≥6.5 8 24.24 ≥6.0 44 19.47 ≥6.0 158 99.47 

≥7.0 2 6.06 ≥6.5 7 3.10 ≥6.5 28 98.76 

≥7.5 1 3.03 ≥7.0 1 0.44 ≥7.0 3 89.70 

样本总

数 
33 

样本总

数 
226 

样本总

数 
563 

 

将鲫鱼鱼苗配合饲料、幼鱼配合饲料和育成鱼配合饲料的赖氨酸/粗蛋白质

分别进行分段统计和分析，如表13所示，鱼苗配合饲料赖氨酸/粗蛋白质范围为

5.12%-7.53%之间；幼鱼配合饲料赖氨酸/粗蛋白质范围为4.70%-7.13%；育成鱼配

合饲料的赖氨酸/粗蛋白质范围为4.23%-7.19%。结合相关报道研究结果和饲料统

计结果，保证鲫鱼配合饲料蛋白质高时饲料中的赖氨酸含量，本标准规定本标准

规定：鲫鱼鱼苗配合饲料赖氨酸含量“≥5.0%”，如表13所示有100%的样本满



足此条件；鲫鱼幼鱼配合饲料赖氨酸含量“≥4.5%”，如表13所示有100%的样

本满足此条件；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赖氨酸含量“≥4.5%”，如表13所示有99.46%

的样本满足此条件。 

 

4) 蛋氨酸 

蛋氨酸是水产动物正常生长的必需氨基酸，参与蛋白质的合成，以S-腺苷

甲硫氨基酸形式在体内作为主要甲基供体参与多种代谢，并可用于合成多胺以

及肌酸等化合物。在许多植物性蛋白源中，蛋氨酸是第一限制性氨基酸。蛋氨

酸缺乏会导致水产动物氨基酸不平衡，影响机体蛋白质合成，降低饲料利用效

率。研究表明异育银鲫鱼苗（1.67±0.03 g）对饲料中蛋氨酸的需求量是0.69%

（总含硫氨基酸为1.11%），占饲料蛋白的1.68%（总含硫氨基酸为2.71%）（周

贤君，2005）。贾鹏等研究表明异育银鲫（2.60±0.00 g）对饲料中蛋氨酸的需

求量为占饲料干物质的0.89%，即占饲料蛋白的2.17%（贾鹏等，2013）。 

有关饲料的蛋氨酸含量，本项目组共收集到鱼苗配合饲料的数据33个、鱼种

配合饲料数据231个、育成鱼配合饲料数据563个。不同产品样品实际蛋氨酸含量

的检测值分布情况见图16-18。 

 

图 16 鲫鱼鱼苗配合饲料蛋氨酸含量分布 

 

如图16示，鲫鱼鱼苗配合饲料的蛋氨酸的范围是0.42%-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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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鲫鱼幼鱼配合饲料蛋氨酸含量分布 

 

如图17所示，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的蛋氨酸含量范围为0.25%-1.51%。 

 

 

图 18 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蛋氨酸含量分布 

 

如图18所示，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的蛋氨酸含量范围为0.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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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鲫鱼各阶段配合饲料蛋氨酸含量分段统计 

鱼苗配合饲料 幼鱼配合饲料 育成鱼配合饲料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0.4 33 100 
≥0.2 231 100 ≥0.2 563 100 

≥0.3 229 99.13 ≥0.3 539 95.74 

≥0.5 17 51.52 
≥0.4 214 92.64 ≥0.4 246 43.69 

≥0.5 116 50.22 ≥0.5 139 24.69 

≥0.6 4 12.12 

≥0.6 37 16.02 ≥0.6 35 6.22 

≥0.7 6 2.60 ≥0.7 3 0.53 

样本总

数 
33 

样本总

数 
231 

样本总

数 
563 

 

将鲫鱼鱼苗配合饲料、幼鱼配合饲料和育成鱼配合饲料的蛋氨酸含量分别进

行分段统计和分析，结果见表14。结合相关报道研究结果和饲料统计结果，本标

准规定：鲫鱼鱼苗配合饲料蛋氨酸含量“≥0.5%”，如表14所示有51.52%的样本

满足此条件；鲫鱼幼鱼配合饲料蛋氨酸含量“≥0.4%”，如表14所示有92.64%的

样本满足此条件。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蛋氨酸含量“≥0.3%”，如表14所示有

95.74%的样本满足此条件。 

 

5）粗脂肪 

脂类是鱼类生长发育过程中所必需的能量物质，并提供鱼类生长所需的必

需脂肪酸、胆固醇及磷脂类营养物质。饲料中脂肪缺乏或含量不足，可导致鱼

类代谢紊乱，蛋白利用效率下降，发生脂溶性维生素和必需脂肪酸缺乏症。 

鲫对脂肪的需求见表15，以玉米油替代50%鱼油作为脂肪源，以增重率作为

评价指标，异育银鲫鱼苗（初重约3.5 g）、幼鱼（初重约54 g）和育成鱼（初重

约189 g）饲料脂肪最适水平分别在7.41%，12.46%和12.12% （Zhou et al., 2014; 

周建成，2014）。过低的饲料脂肪水平不利于最佳生长性能的发挥，过高的饲料

脂肪水平对生长有抑制作用。适宜的脂水平(8％-12％)可促进异育银鲫幼鱼期和

养成前期的生长,增强脂肪利用率和脂代谢能力（费树站等，2022）。 

 



表 15 鲫对脂肪的需求 

 

养殖品种 营养素 
初始体重

（g) 
需要量（%） 文献 

异育银鲫 粗脂肪 4.5 14.0 Pei et al.（2004） 

中科3号 粗脂肪 3.5 7.3 Zhou et al. (2014） 

中科3号 粗脂肪 55 12.5 周建成 (2014) 

中科3号 粗脂肪 12.2 12.2 郭伟等 (未发表) 

中科3号 粗脂肪 11.3 8 费树站等（2022） 

中科3号 粗脂肪 80 12 费树站等（2022） 

中科3号 粗脂肪 2.85 4.56-8.0 何吉祥等（2014） 

中科3号 粗脂肪 2.05 9.9  

中科3号 粗脂肪 17.0 4.08-6.92 王爱民等（2010） 

额尔齐斯河银鲫 粗脂肪 52.8 8.5-10.4 高攀等（2021） 

方正银鲫 粗脂肪 23.3 7.6 桑永明（2018） 

芙蓉鲤鲫 粗脂肪 2.04 6.94 何志刚等（2016） 

芙蓉鲤鲫 粗脂肪 8.86 14 陈林（2016） 

芙蓉鲤鲫 粗脂肪 55.5 18 陈林（2016） 

 

 

有关饲料的粗脂肪含量，本项目组共收集到鱼苗配合饲料的数据48个、幼鱼

配合饲料数据294个和育成鱼前期配合饲料数据1017个。不同产品样本粗脂肪含

量的检测值分布情况见图18-20。 

 

图 19 鲫鱼鱼苗配合饲料粗脂肪含量分布 

 

如图19所示，鲫鱼鱼苗配合饲料的粗脂肪含量范围为4.30%-9.80%，分布范

围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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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鲫鱼幼鱼配合饲料粗脂肪含量分布 

 

如20所示，鲫鱼幼鱼配合饲料的粗脂肪含量范围为5.0%-12.7%。 

 
图 21 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粗脂肪含量分布 

 

如图21所示，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的粗脂肪含量范围为3.38%-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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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6 鲫鱼各阶段配合饲料粗脂肪含量分段统计 

鱼苗配合饲料 幼鱼配合饲料 育成鱼配合饲料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4.0 48 100 ≥5.0 294 100 ≥4.0 1012 99.51  

≥5.0 46 95.83  ≥6.0 288 97.96  ≥5.0 840 82.60  

≥6.0 40 83.33  ≥7.0 256 87.07  ≥6.0 744 73.16  

≥7.0 35 72.92  ≥8.0 134 45.58  ≥7.0 685 67.35  

≥8.0 22 45.83  ≥9.0 34 11.56  ≥8.0 559 54.97  

≥9.0 6 12.50  ≥10.0 9 3.06  ≥9.0 369 36.28  

样本总

数 
48 

样本总

数 
294 

样本总

数 
1017 

 

将鲫鱼鱼苗配合饲料、幼鱼配合饲料和育成鱼配合饲料的粗脂肪含量分别进

行分段统计和分析，结果见表16。从数据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各个阶段的饲料产

品粗脂肪含量的范围分布均很大，可见鲫鱼商品饲料的油脂应用存在多种策略。

考虑到不同地区水温差异和养殖模式不同，以及本标准对粗脂肪指标确定的是以

“下限”为原则，结合上述相关研究结果和饲料统计结果，本标准规定：鲫鱼鱼

苗配合饲料粗脂肪含量“≥8.0%”，如表16所示有45.83%的样本满足此条件；鲫

鱼幼鱼配合饲料粗脂肪含量“≥7.0%”，如表16所示有87.07%的样本满足此条件；

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粗脂肪含量“≥6.0%”，如表16所示有73.16%的样本满足此

条件。 

 

6）粗灰分 

有关饲料的粗灰分含量，本项目组共收集到鱼苗配合饲料数据48个、幼鱼配

合饲料数据301个和育成鱼配合饲料数据9403个。不同产品样品实际粗灰分含量

的检测值分布情况如图22-24。 



     

图 22 鲫鱼鱼苗配合饲料粗灰分含量分布 

 

如图22所示，鲫鱼鱼苗配合饲料的粗灰分含量范围为7.60%-15.50%，分布

范围非常大。 

 

 
图 23 鲫鱼幼鱼配合饲料粗灰分含量分布 

  

如图23所示，鲫鱼幼鱼配合饲料的粗灰分含量范围为7.17%-13.02%，分布

范围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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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4 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粗灰分含量分布 

 

如图24所示，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的粗灰分含量范围为6.06%-16.10%，分

布范围很广。   

    

                 表17 鲫鱼各阶段配合饲料粗灰分含量分段统计 

鱼苗配合饲料 幼鱼配合饲料 育成鱼配合饲料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9 16 33.33 ≤8 28 9.3 ≤8 66 7.02 

≤10 32 66.67 ≤9 90 29.9 ≤9 204 21.7 

≤11 35 72.92 ≤10 220 73.09 ≤10 406 43.19 

≤12 37 77.08 ≤11 274 91.03 ≤11 638 67.87 

≤13 41 85.42 ≤12 291 96.68 ≤12 812 86.38 

≤14 42 87.50 ≤13 300 99.67 ≤13 920 97.87 

≤15 47 97.92 ≤14 301 100 ≤14 937 99.68 

样本总

数 
48 

样本总

数 
301 

样本总

数 
940 

 

粗灰分是指饲料中的无机盐和杂质含量（如砂、土等），是评价饲料营养物

质浓度高低的指标之一。将鲫鱼鱼苗配合饲料、幼鱼配合饲料和育成鱼配合饲

料的粗灰分含量分别进行分段统计和分析，结果见表17。通过分析后本标准规

定：鲫鱼鱼苗配合饲料粗灰分含量“≤13%”，如表17所示有85.42%的样本满

足此条件；鲫鱼幼鱼配合饲料粗灰分含量“≤13%”，如表17所示有99.67%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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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满足此条件；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粗灰分含量“≤13%”，如表17所示有

97.87%的样本满足此条。 

 

7）粗纤维 

有关饲料的粗纤维含量，本项目组共收集到鱼苗配合饲料数据30个、幼鱼配

合饲料数据75个和育成鱼配合饲料数据370个。不同产品样品实际粗纤维含量的

检测值分布情况如图25-27。 

      

图25 鲫鱼鱼苗配合饲料粗纤维含量分布 

如图25所示，鲫鱼鱼苗配合饲料的粗纤维含量范围为4.37%-9.1%，分布范

围较大。 

 
 图26 鲫鱼幼鱼配合饲料粗纤维含量分布 

0

1

2

3

4

5

6

7

8

9

10

0 5 10 15 20 25 30 35

粗
纤
维
含
量
（

%
）

饲料样本数

鲫鱼鱼苗配合饲料粗纤维含量分布

0

1

2

3

4

5

6

7

8

9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粗
纤

维
含

量
（

%
）

饲料样本数

鲫鱼幼鱼配合饲料粗纤维含量分布



如图26所示，鲫鱼幼鱼配合饲料的粗纤维含量范围为3.9%-7.7%，分布范围

很大。 

 

 
图27 鲫鱼幼鱼配合饲料粗纤维含量分布 

如图27所示，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的粗纤维含量范围为3.3%-10.54%，分布

范围很大。    

 

                       表18 鲫鱼各阶段配合饲料粗纤维含量分段统计 

鱼苗配合饲料 幼鱼配合饲料 育成鱼配合饲料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5 3 10.00 ≤4 1 1.33 ≤5 30 8.11 

≤6 16 53.33 ≤5 20 26.67 ≤6 84 22.7 

≤7 29 96.67 ≤6 56 74.67 ≤7 115 31.08 

≤8 29 96.67 ≤7 65 86.67 ≤8 190 51.35 

≤9 30 100 ≤8 75 100 ≤9 347 93.78 

样本总

数 
30 

样本总

数 
75 

样本总

数 
370 

 

饲料中适量的粗纤维有助于动物的肠道蠕动和饲料的消化、吸收。鲫鱼在

生长过程中存在食性转变，苗种为杂食性，饲料中有一定用量的动物原料；成

鱼阶段为草食性，饲料中绝大部分为植物性原料，植物性原料的粗纤维含量较

高。通过数据统计分析，本标准规定：鲫鱼鱼苗配合饲料粗纤维含量“≤

7%”，如表18所示有96.67%的样本满足此条件；鲫鱼幼鱼配合饲料粗纤维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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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表18所示有100%的样本满足此条件；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粗纤维

含量“≤9%”，如表18所示有93.78%的样本满足此条件。 

 

8）总磷 

磷是鱼体内含量最多的无机元素之一，是构成其骨骼、齿等的主要成份。磷

还是磷脂、核酸、细胞膜和多种辅酶的重要成分，并直接参与细胞的各种生理生

化反应。合理的磷添加量，不仅可以满足鲫鱼的营养需求，还可以降低饲料成本。

有关不同阶段鲫鱼磷需要量的研究报道见表19。 

 

表19 不同生长阶段鲫鱼对饲料磷的需要量 

鲫鱼规格(g) 原料来源 
总磷需求

（%） 

可消化磷需求

（%） 
文献 

6.5 酪蛋白、糊精 0.92-1.22  
汤峥嵘等 

（1998） 

13.48 鱼粉、明胶、淀粉  1.337-1.506 
Xie et al. 

（2016） 

43.80 鱼粉、明胶、淀粉  0.672-1.069 
Xie et al. 

（2017） 

168.4 鱼粉、明胶、淀粉  0.0837-1.025 
谢东东 

（2016） 

有关饲料的总磷含量，本项目组共收集到鲫鱼鱼苗配合饲料数据43个、幼鱼

配合饲料数据278个和育成鱼配合饲料数据561个，不同产品样品实际总磷含量的

检测值分布情况如图27-29。 

  

图28 鲫鱼鱼苗配合饲料总磷含量分布 

0

0.5

1

1.5

2

2.5

3

3.5

0 10 20 30 40 50

总
磷

含
量

（
%
）

饲料样本数

鲫鱼鱼苗配合饲料总磷含量分布



如图28所示，鲫鱼鱼苗配合饲料的总磷含量范围为1.04%-2.92%。 

 
图29 鲫鱼幼鱼配合饲料总磷含量分布 

如图29所示，鲫鱼幼鱼配合饲料的总磷含量范围为0.73%-2.10%。 

 

 

图30 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总磷含量分布 

如图30所示，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的总磷含量范围为0.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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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0 鲫鱼鱼苗配合饲料总磷含量分段统计结果 

条件 % 样本数 比例 %  条件 % 样本数 比例 % 

≥1.0 43 99.15 ≤1.8 42 99.15 

≥1.1 42 97.44 ≤1.7 42 95.73 

≥1.2 42 87.44 ≤1.6 34 88.03 

≥1.3 42 94.87 ≤1.5 20 64.96 

≥1.4 37 89.74 ≤1.4 6 41.88 

≥1.5 25 79.49 ≤1.3 2 24.79 

≥1.6 9 58.97 ≤1.2 2 11.11 

≥1.7 2 39.32 ≤1.1 1 5.13 

1.2≤P≤1.6 33 76.74 1.2≤P≤1.7 41 95.34 

1.3≤P≤1.6 33 76.74 1.3≤P≤1.7 41 95.34 

1.4≤P≤1.6 28 65.12 1.4≤P≤1.7 36 83.72 

样本总数 43 

 

表21 鲫鱼幼鱼配合饲料总磷含量分段统计结果 

条件 % 样本数 比例 %  条件 % 样本数 比例 % 

≥0.8 277 98.77 ≤2.0 277 94.24 

≥0.9 276 97.94 ≤1.9 272 90.95 

≥1.0 259 97.12 ≤1.8 262 80.66 

≥1.1 257 95.06 ≤1.7 252 60.49 

≥1.2 246 90.53 ≤1.6 236 36.63 

≥1.3 224 78.6 ≤1.5 208 23.87 

≥1.4 139 64.2 ≤1.4 143 9.47 

≥1.5 75 43.62 ≤1.3 58 4.94 

≥1.6 42 22.22 ≤1.2 34 3.29 

≥1.7 27 9.47 ≤1.1 22 2.47 

≥1.8 17 6.17 ≤1.0 19 1.23 

≥1.9 8 88.89 ≤0.9 16 92.18 

≥2.0 1 88.07 ≤0.8 1 91.36 

0.9≤P≤1.7 250 89.93 0.9≤P≤1.8 260 93.53 

1.0≤P≤1.7 233 83.81 1.0≤P≤1.8 243 87.41 

1.1≤P≤1.7 231 83.09 1.1≤P≤1.8 241 86.69 

样本总数 277 

 

 

 

 

 

 

 

 



表22 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总磷含量分段统计结果 

条件 % 样本数 比例 %  条件 % 样本数 比例 % 

≥0.9 561 100 ≤2.0 560 99.82 

≥1.0 554 98.75 ≤1.9 555 98.93 

≥1.1 546 97.33 ≤1.8 550 98.04 

≥1.2 522 93.05 ≤1.7 536 95.54 

≥1.3 470 83.78 ≤1.6 480 85.56 

≥1.4 380 67.74 ≤1.5 275 49.02 

≥1.5 297 52.94 ≤1.4 187 33.33 

≥1.6 93 16.58 ≤1.3 98 17.47 

≥1.7 31 5.53 ≤1.2 44 7.84 

≥1.8 11 1.96 ≤1.1 15 2.67 

≥1.9 6 1.07 ≤1.0 8 1.43 

≥2.0 1 0.18 ≤0.9 6 1.07 

0.9≤P≤1.7 536 95.54 0.9≤P≤1.8 552 98.4 

1.0≤P≤1.7 529 94.3 1.0≤P≤1.8 545 97.15 

1.1≤P≤1.7 521 92.87 1.1≤P≤1.8 537 95.72 

样本总数 561 

 

过高的磷含量如果消化利用率低的话，会导致养殖水域总磷输入量的增加，

不利于水域环境的保护。因此，本标准对饲料总磷以“范围值”进行确定。虽然

目前鲫鱼配合饲料大量使用植物原料，其中的植酸磷利用效率低于磷需求研究报

道中实验饲料的磷利用率，但同时水产饲料植酸酶应用技术日益成熟，结合上述

相关研究结果和饲料统计结果，本标准规定：鲫鱼鱼苗配合饲料总磷含量“1.2%-

1.7%”，如表20所示有95.34%的样本满足此条件；鲫鱼幼鱼配合饲料总磷含量

“0.9%-1.8%”，如表21所示有93.53%的样本满足此条件；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

总磷含量“0.9%-1.7%”，如表22所示有95.54%的样本满足此条件。 

 

9）可消化磷 

鲫鱼是无胃鱼，缺乏一个利于磷化合物溶解的酸性环境。此外，鲫鱼的肠道

结构简单，减少了消化酶作用的时间和强度，影响磷的消化率。不同饲料原料的

磷利用率存在明显差异。磷利用率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磷的来源决定的。为

了减少磷排放，在配制饲料时尽量使用可消化磷含量高的蛋白源。生产中常通过

饲料中添加无机磷以满足鱼类对磷的营养需要。 

有关饲料可消化磷含量，本项目组测定鱼苗配合饲料 3 种，幼鱼配合饲料



4 种，育成鱼配合饲料 12 种。 

 

图31 鲫鱼幼鱼配合饲料可消化磷含量分布 

 

如图 31 所示，鲫鱼鱼苗鱼配合饲料可消化磷含量范围为 0.28-0.43%，平均

值为 0.34%。 

 

图32 鲫鱼幼鱼配合饲料可消化磷含量分布 

 

如图 32 所示，鲫鱼幼鱼配合饲料可消化磷含量范围为 0.32-0.72%，平均值

为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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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可消化磷含量分布 

 

如图 33 所示，鲫鱼幼鱼配合饲料可消化磷含量范围为 0.25-0.56%，平均值

为 0.44%。 

 

表23 鲫鱼配合饲料可消化磷含量统计结果 

鱼苗配合饲料 幼鱼配合饲料 育成鱼配合饲料 

条件% 
样本

数 
比例%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条件% 样本数 比例% 

≥0.4 1 33.33 ≥0.4 2 50 ≥0.4 8 66.67 

样本

总数 
3 样本总数 4 

样本总

数 
12 

 

结合上述相关研究结果，本标准规定：鲫鱼鱼苗配合饲料可消化磷含量“≥

0.4%”，如表23所示有33.33%的样本满足此条件；鲫鱼幼鱼配合饲料总磷含量

“≥0.4%”，如表23所示有50%的样本满足此条件；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总磷含

量“≥0.4%”，如表23所示有66.67%的样本满足此条件。 

 

10）组胺 

组胺是有理的组氨酸经微生物的组胺脱羧酶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生物胺，其

在鱼粉中含量的高低是评价鱼粉新鲜度质量的重要指标。饲料中高组胺会使养殖

动物产生不良的生理反应，对动物生长造成负面的影响。研究表明饲组胺水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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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03.50mg/kg 时对黄颡鱼的生理健康、胃黏膜细胞表明结构和肠道黏膜细胞之

间的紧密连接结构有较为明显的损伤作用（何杰等，2018）。 

有关饲料组胺含量，本项目组测定鱼苗配合饲料 4 种，幼鱼配合饲料 5 种，

育成鱼配合饲料 12 种。其中，鱼苗配合饲料 4 种，仅检出 1 种，组胺含量为 29.7 

mg/kg，其余 3 种饲料未检出。幼鱼配合饲料 5 种，仅检出 1 种，组胺含量为 21.9 

mg/kg，其余 4 种未检出。育成鱼配合饲料 12 种，有 5 种饲料未检出，检测出 7

种。 

 

图34 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组胺含量分布 

 

如图 34 所示，育成鱼配合饲料组胺含量范围为 11.3-158 mg/kg，平均值为

57.71 mg/kg，分布范围较大。 

 

表24 鲫鱼配合饲料组胺含量统计结果 

鱼苗配合饲料 幼鱼配合饲料 育成鱼配合饲料 

条件

（mg/kg） 

样本

数 

比

例% 

条件

（mg/kg） 

样本

数 

比

例% 

条件

（mg/kg） 

样本

数 
比例% 

≤50 4 100 ≤50 5 100 ≤50 9 75 

≤100 4 100 ≤100 5 100 ≤100 11 81.82 

≤150 4 100 ≤150 5 100 ≤150 11 81.82 

样本总数 4 样本总数 5 样本总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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鲫鱼是杂食性鱼类，饲料中鱼粉含量较低。因此结合上述相关研究结果和

饲料中的组胺含量，本标准规定：鲫鱼鱼苗配合饲料组胺含量 “≤50 mg/kg”，如

表 24所示有 100%的样本满足此条件；鲫鱼幼鱼配合饲料组胺含量“≤50 mg/kg”，

如表 24 所示有 100%的样本满足此条件；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组胺含量“≤50 

mg/kg”，如表 24 所示有 75%的样本满足此条件。 

 

11）丙二醛 

丙二醛是油脂氧化酸败重要的有毒有害物质之一，可以与蛋白质产生交联作

用，修饰蛋白，从而造成蛋白形态发生改变，导致细胞生理功能改变。因此，饲

料中丙二醛的含量过高会对鱼体细胞造成损伤。在草鱼中的研究发现，丙二醛会

引起肝胰脏应激，并通过干扰正常胆汁酸循环来干扰草鱼对脂肪的消化吸收, 最

终导致草鱼生长性能下降；此外，丙二醛会引起肝胰脏氧化应激, 并可通过损伤

肝胰脏细胞线粒体内部结构来损伤草鱼肝胰脏, 增加其发生脂肪性肝炎机率, 而

鱼油其他氧化产物则是通过影响线粒体膜结构改变线粒体形态来损伤肝胰脏；饲

料丙二醛及鱼油其他氧化产物均会损伤草鱼肠道绒毛和微绒毛来降低其消化吸

收能力, 还可损伤肠道紧密连接结构, 增加肠道通透性（陈科全等，2016）。 

有关饲料丙二醛含量，本项目组测定鱼苗配合饲料4种，幼鱼配合饲料5种，

育成鱼配合饲料12种。 

 

图35 鲫鱼鱼苗配合饲料丙二醛含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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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5所示，鲫鱼鱼苗配合饲料丙二醛含量分布范围为0.19-0.35 mg/kg，平

均丙二醛含量为0.30 mg/kg。 

 

图36 鲫鱼幼鱼配合饲料丙二醛含量分布 

 

如图36所示，鲫鱼鱼苗配合饲料丙二醛含量分布范围为0.12-0.47 mg/kg，平

均丙二醛含量为0.22 mg/kg。 

 

 

图37 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丙二醛含量分布 

 

如图37所示，鲫鱼鱼苗配合饲料丙二醛含量分布范围为0.14-0.90 mg/kg，平

均丙二醛含量为0.37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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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鲫鱼配合饲料丙二醛统计结果 

鱼苗配合饲料 幼鱼配合饲料 育成鱼配合饲料 

条件

（mg/kg） 

样本

数 

比

例% 

条件

（mg/kg） 

样本

数 

比

例% 

条件

（mg/kg） 

样本

数 
比例% 

≤0.2 1 25 ≤0.2 4 80 ≤0.2 3 25 

≤0.3 1 25 ≤0.3 4 80 ≤0.3 8 66.67 

≤0.4 4 100 ≤0.4 4 80 ≤0.4 9 75 

≤0.5 4 100 ≤0.5 5 100 ≤0.5 9 75 

≤0.6 4 100 ≤0.6 5 100 ≤0.6 9 75 

≤0.7 4 100 ≤0.7 5 100 ≤0.7 9 75 

≤0.8 4 100 ≤0.8 5 100 ≤0.8 10 83.33 

≤0.9 4 100 ≤0.9 5 100 ≤0.9 11 91.67 

≤1.0 4 100 ≤1.0 5 100 ≤1.0 12 100 

样本总数 4 样本总数 5 样本总数 12 

 

结合上述相关研究结果和饲料中的丙二醛含量，本标准规定：鲫鱼鱼苗配

合饲料丙二醛含量 “≤1.0 mg/kg”，如表 25 所示有 100%的样本满足此条件；鲫

鱼幼鱼配合饲料丙二醛含量“≤1.0 mg/kg”，如表 25 所示有 100%的样本满足此

条件；鲫鱼育成鱼配合饲料丙二醛含量“≤1.0 mg/kg”，如表 25 所示有 100%的样

本满足此条件。 

 

（4）安全卫生指标 

鲫鱼是国内重要的大宗淡水鱼消费品种，为了保证养殖过程中的鱼体健康

以及食品安全，本标准的鲫鱼配合饲料要符合 GB13078《饲料卫生标准》中相应

的规定。 

 

4.3 检验方法 

检验饲料中的各种成分含量必须通过试验检测，而不同试验方法可能会造成

检测结果的误差，甚至出现不同的检测结果。为了避免上述情况，本标准按相关

国家标准规定的统一试验方法进行。 

 



4.4 检验规则与判定规则 

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机构与鲫鱼配合饲料生产企业的现行规则制定。 

 

4.5 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本标准中产品的标签依据 GB10648 规定制定。包装、运输、贮存等，本标准

主要参考了已经发布的同类标准，如《草鱼配合饲料》、《中华鳖配合饲料》、《鲈

鱼配合饲料》等。依据鲫鱼配合饲料市场分布区域的气候环境特点以及产品性质，

本标准规定保质期为：颗粒配合饲料 45 天，膨化配合饲料 60 天。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

的经济效果 

1.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符合标准制定的相关基本原则，各大集团企业都采用本标

准所规定方法对鲫鱼配合饲料的质量指标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具有较好的重现

性。 

2. 技术经济论证和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充分借鉴国内外相关的标准及企业标准而制定，规定了鲫鱼配合饲料

的混合均匀度、含粉率和溶失率等技术指标，可以使国内鲫鱼配合饲料的质量得

到保证，并且使动物能从饲料中获得充足、全面的营养，而且不污染水质。因此，

该标准的建立有着重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采用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

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我国已颁发的有关饲料的法律、法规均无冲突关系。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标准的制定旨在规范鲫鱼配合饲料的质量与其市场操作行为，其制定过程是

在依据国家相关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前提下，参考了现有饲料生产企业标准，充

分考虑现行市场鲫鱼配合饲料的市场特点（如养殖模式的差异导致对饲料产品的

需求不同）和发展趋势（低蛋白节约饲料资源），因此建议以推荐性标准颁布、

实施。标准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国家相关法规与强制性标准的继续完善，相关指标、

内容可根据国内外鲫鱼营养与配合饲料科学研究的进展、养殖模式的改进和市场

的变化适时予以重新界定。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

法等内容） 

1. 首先应在标准实施前保证标准文本的全面下发和宣传，尤其是在鲫鱼配

合饲料的生产的主要消费区域，让与鲫鱼配合饲料生产、销售、监管相关的机构

与部门都能及时了解鲫鱼配合饲料的最新标准要求。 

2. 标准发布后，要分别就标准的不同使用对象，如生产厂家、质量监督部门、

养殖户等，有侧重点地进行培训和宣传，以期更快运用实施。 

3. 《鲫鱼配合饲料》由行标转至国标，本国家标准发布以后，行标（SC/T 

1076-2004）作废。 

4. 本标准自颁布至实施的过渡期拟定为 2 个月。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鲫鱼配合饲料》（SC/T 1076-2004）作废。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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