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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饲料酶制剂是我国重要的饲料添加剂品种，高效而且安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

广泛推广应用，但是酶制剂卫生等指标还是采用《NY/T 722-2003 饲料用酶制剂通

则》，该标准已经不适应目前饲料酶制剂的发展。2022年6月受托于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全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决定制订本标准，并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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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

的规则起草，起草的单位是浙江大学、武汉新华扬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溢多利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

医研究所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项目任务编号为

20214586-T-469 。

（二）制定背景

我国是饲料产量最大的国家，每年需要消耗大量的饲料，人畜争粮的矛盾日

渐突出，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开发非常规饲料资源已经是大势所趋，同时，原料霉菌

毒素污染日趋严重，新的酶制剂品种开发已经刻不容缓。另一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194号，中国2020年1月起饲料中全面实施禁抗，而酶制剂

是抗生素最有效、最安全的替代品之一，未来需求会非常广泛，制定科学合理的

标准可以规范饲料酶制剂健康发展，目前国内批准使用饲料酶制剂有10余种，原

有的行业标准《NY/T 722-2003饲料用酶制剂通则》已经不能适应目前饲料酶制剂

发展要求，其中引用标准基本已经被新标准替代，酶制剂定义、酶种范围等需要

重新制定，《GB13078-2017饲料卫生标准》不适用酶制剂产品，因此制定新的饲料

用酶制剂通则很有必要。

1. 酶制剂饲料添加剂的作用

饲料添加剂目录中共有16种酶制剂，这些酶制剂产品具有促进生长、改善生长

性能、增强免疫、改善品质、替代抗生素、节能减排、资源开源与节约、消除有毒

有害物质等作用，对我国饲料工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前景和

市场需求。

2. 国内产业状况

国内有许多企业从事酶制剂饲料添加剂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应用，主要包括：

武汉新华扬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蔚蓝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云南博仕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江苏

奕农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根源生物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挑战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枣庄市杰诺生物酶有限公司、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保安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山东康地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希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大禹

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仰韶生化工程有限公司、邢台思倍特生物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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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北京昕大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苏三仪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东莞泛亚太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卫诺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宜昌东阳光生化制药有限公司、北

京盛拓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夏盛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希杰尤特尔（湖南）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诺维信（中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北京奥特奇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等。

3. 生产工艺

饲料添加剂酶制剂产品主要生产方式有液体深层发酵、固态发酵、动物或者植

物提取，以液体发酵为主，每类产品的生产工艺及控制参数差异较大。产品分固体

剂型和液体剂型，其中市场流通以固体最为常见，液体占比较少，有极少企标中提

及包被型产品。混合型饲料添加剂酶制剂产品通过在饲料添加剂酶制剂产品添加载

体稀释而来，是目前市场上销售的主要类型。

4. 标准修订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194号，中国2020年1月起饲料中全面实施

禁抗，而酶制剂是抗生素最有效、最安全的替代品之一，未来需求会非常广泛，

原有的行业标准《NY/T 722-2003饲料用酶制剂通则》已经不能适应目前饲料酶制

剂发展要求，《GB13078-2017饲料卫生标准》不适用酶制剂产品，因此制定新的饲

料用酶制剂通则很有必要。

（三）起草过程

1. 起草阶段

2022年6月16日，标准制定项目任务下达后，项目主持单位组织起草单位成

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并进行了分工，明确了实施进度。

2022年7-8月，本起草小组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有关饲料酶制剂的文献、标

准和方法，调查了国内主要生产单位和主要进口企业的生产及销售现状，并对资

料进行了分析及总结，制定了调研稿，进行部分专家的意见征集，根据反馈的信息，

确定标准的主要制定方向。

2022年9月，本标准制定过程中，采集全国市场上的主要的20家酶制剂企业（

见表1），从中选择51个样品，涉及液体酶、微粒酶、粉状单酶和粉状复合酶，详

见表2，并进行了相关技术指标的分析。结合分析结果，完善了工作组讨论稿。

2022年10月-11月，经起草小组多次讨论，形成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表1 酶制剂样品采集企业

序号 生产企业

1 山东隆科特酶制剂有限公司

2 江苏亦农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3 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云南博仕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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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诺维信（中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6 昆明爱科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 希杰尤特尔（湖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8 武汉新华扬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9 江苏悠恒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0 山西大禹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1 北京挑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2 山东奥克特饲料添加剂有限公司

13 杭州保安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4 东莞泛亚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5 北京卫诺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6 北京盛拓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7 湖南隆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 潍坊康地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9 沧州夏盛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0 北京奥特奇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表2 检测的酶制剂样品

序号 酶制剂品种 分类

液体酶

（6个）

Y1 植酸酶 饲料添加剂

Y2 木聚糖酶 饲料添加剂

Y3 淀粉酶 饲料添加剂

Y4 复合酶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Y5 蛋白酶 饲料添加剂

Y6 蛋白酶 饲料添加剂

微粒酶

（10个）

W7 植酸酶 饲料添加剂

W8 植酸酶 饲料添加剂

W9 植酸酶 饲料添加剂

W10 葡萄糖氧化酶 饲料添加剂

W11 植酸酶 饲料添加剂

W12 植酸酶耐热超微粒 饲料添加剂

W13 植酸酶 饲料添加剂

W14 复合酶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W15 耐高温蛋白酶 饲料添加剂

W16 β-甘露聚糖酶 饲料添加剂

固体复合酶

（11个）

F17 复合酶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F18 复合酶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F19 复合酶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F20 小麦复合酶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F21 饲用复合酶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F22 复合酶 新玉米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F23 仔猪复合酶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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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4 仔猪复合酶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F25 杂粕专用复合酶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F26 畜禽通用复合酶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F27 复合酶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单一固体酶

D28 植酸酶 饲料添加剂

D29 葡萄糖氧化酶 饲料添加剂

D30 木聚糖酶 饲料添加剂

D31 果胶酶 饲料添加剂

D32 蛋白酶 饲料添加剂

D33 甘露聚糖酶 饲料添加剂

D34 纤维素酶 饲料添加剂

D35 碱性蛋白酶 饲料添加剂

D36 纤维素酶 饲料添加剂

D37 β-甘露聚糖酶 饲料添加剂

D38 α-半乳糖甘酶 饲料添加剂

D39 脂肪酶 饲料添加剂

D40 木聚糖酶 饲料添加剂

D41 脂肪酶 饲料添加剂

D42 中性蛋白酶 饲料添加剂

D43 酸性蛋白酶 饲料添加剂

D44 β-葡聚糖酶 饲料添加剂

D45 高温淀粉酶 饲料添加剂

D46 甘露聚糖酶 饲料添加剂

D47 α-半乳糖苷酶 饲料添加剂

D48 β-葡聚糖酶 饲料添加剂

D49 果胶酶 饲料添加剂

D50 纤维素酶 饲料添加剂

D51 葡萄糖氧化酶 饲料添加剂

2.征求意见阶段

根据检测结果，形成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参与标准制定的单位先进行了讨论和协

商，形成征求意见稿，2022年11月开始征求意见，共发送24位征求意见专家， 2022年
11月~2022年12月收到21份有效反馈意见，共返回意见84条，采纳38条，不采纳或者部

分采纳46条。

3.预审阶段

2023年7月12日，召开标准预审会，预审会上专家经审查国家标准《饲料用酶制剂

通则》（预审稿），提出以下修改意见：1.删除前言中的修订内容、第4章；2.卫生指

标按照固体剂型（固体剂型分为饲料添加剂和混合型饲料添加剂）和液体剂型分别描

述，并补充相关数据，进一步考察大肠菌群指标；3.补充毒素的快速检测方法并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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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法；4.编制说明中增加本文件与NY/T722—2003 对比的相关内容；5.按GB/T1.1
—2020、GB/T20001.10—2014 的要求进一步规范标准文本，并进一步完善编制说明。

根据预审要求，从饲料生产企业增加抽取20个样品测定大肠菌群，抽样情况见表3,
不合格产品数共7个，占样本总量的35%，其中混合型饲料添加剂10个样品，不合格样

品5个，不合格率50%，饲料添加剂样品10个，不合格数2个，不合格率20%。

表3 大肠菌群市场抽样情况

序号 按产品类型分 按剂型分 按组成分 大肠菌群含量（MPN/100g）
1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固体 复合酶 75000

2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固体 复合酶 2300

3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固体 单酶 930000

4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固体 单酶 240000

5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固体 复合酶 2300

6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固体 复合酶 11000000

7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固体 复合酶 <300

8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固体 单酶 <300

9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固体 复合酶 360

10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固体 复合酶 11000000

11 饲料添加剂 固体 单酶 <300

12 饲料添加剂 固体 单酶 <300

13 饲料添加剂 固体 单酶 <300

14 饲料添加剂 固体 单酶 1500000

15 饲料添加剂 固体 单酶 230000

16 饲料添加剂 固体 单酶 <300

17 饲料添加剂 固体 单酶 <300

18 饲料添加剂 固体 单酶 2300

19 饲料添加剂 固体 单酶 2300

20 饲料添加剂 固体 单酶 360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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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进行制定编制。

本标准的主要制定内容参考了《NY/T 722-2003饲料用酶制剂通则》和《G
B 13078-2017 饲料卫生标准》等标准，同时考虑了主要饲料用酶制剂生产企业

的质量标准；收集了国内主要酶制剂生产企业和主要进口企业饲料酶制剂样品，

并根据《GB/T 5917.1饲料粉碎粒度测定两层筛筛分法》、《GB/T 6435饲料中



6

水分的测定》、《GB/T 13079饲料中总砷的测定》、《GB/T 13080饲料中铅的

测定原子吸收光谱法》、《GB/T 13081饲料中汞的测定方法》、《GB/T 13082
饲料中镉的测定方法》、《GB/T 13091饲料中沙门氏菌的检测方法》、《GB/T
18869饲料中大肠菌群的测定》、《GB/T 30956-2014饲料中脱氧雪腐镰刀菌烯

醇的测定 免疫亲和柱净化-高效液相色谱法》和《NY/T 2071 饲料中黄曲霉毒

素、玉米赤霉烯酮和T-2毒素的测定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等相关标准对部分

样品进行分析，确定了本文件的相关技术指标。

（二）与NY/T 722-2003相比主要技术内容变化

本文件代替NY/T 722-2003《饲料用酶制剂通则》，与NY/T 722-2003相比，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1.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见3，2003年版的3.1）；

2. 更改了发酵菌种要求（见4.1.1，2003年版的5.1.2）；

3. 更改了提取原料要求（见4.1.2，2003年版的5.1.9）；

4. 增加了载体要求（见4.1.3）；

5. 更改了质量指标（见4.3，2003年版的5.3）；

6. 删除了容重（见2003年版5.3）；

随着酶制剂发酵技术的提升，目前酶的比活力有了很大提高，限制容重反而会

影响酶制剂技术的创新和开发。

7. 更改了卫生指标（见4.4，2003年版的5.4）；

8. 删除了混合均匀度（见2003年版的6.5）；

由于酶活测定方法的限制，同一批酶制剂产品检测结果的差距会很大，限定混合

均匀度没有实际意义。

9. 更改了组批（见7.1，2003年版的7.1）。

（三）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1. 范围

本文件全面界定了饲料用酶制剂的生产、检验和销售等方面的要求，可以规范

饲料酶制剂行业的发展需求，本文件只适用饲料用酶制剂产品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2. 规范性应用文件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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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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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应用的都

是最新版本。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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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对饲料用酶制剂进行了定义，包含了来源、载体、酶品种以及酶制剂的

作用机制，定义内容全面，有利规范行业发展。

4. 分类

目前饲料用酶制剂主要来源为动植物提取和微生物发酵，其中微生物的固体和

液体发酵最常用；组成上分，主要单一酶和复合酶，复合酶可以直接发酵生产，也

可以由单酶混合而成；从酶的物理形状分，主要有液体的和固体，固体在应用中还

存在粉末和微粒状之分，但是粉末和微粒状界定比较难，酶制剂品质上没有区别，

本文件就把粉末和微粒通归为固体；从作用底物来说，目前应用最广的主要营养物

质消化酶（蛋白酶、碳水化合物酶和脂肪酶）、抗营养因子降解酶（木聚糖酶、葡

聚糖酶和植酸酶等）和毒素降解酶（黄曲霉毒素降解酶），本文件基本包含了目前

使用的所有酶类；从饲料添加剂管理来分，涉及饲料添加剂和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增加了混合工艺，一般都添加载体。

表 4 产品分类

分类依据 按来源 按组成 按剂型 按作用底物 按产品类型

类别

动物类、

植物类、

微生物类

单酶制剂、

复合酶制剂

液体、

固体

碳水化合物酶类、

蛋白酶类、

脂肪酶类、

其他酶类

饲料添加剂、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5. 技术要求

5.1 菌种要求

农业农村部对养殖业使用的菌种有严格规定，饲料用酶制剂必须符合《饲料添加

剂品种目录》中的规定。

5.2 原料要求

动物组织提取的酶制剂，动物组织必须符合肉类检疫要求，不能来源病死、变

质的动物组织；植物提取的酶制剂，植物组织不能霉变；饲料酶制剂一般需要添加

载体进行稀释，不是所有载体都可以用到饲料酶制剂中，必须符合《饲料原料目录》

或《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

5.3 外观和性状

固体剂型一般都要求色泽一致、无发霉变质、结块及异味，可以通过感官来

评判，粒度均匀可以测定粒度指标来评判；液体剂型要求具有一定的色泽、无异

味，也能通过感官判定，由于液体中的酶蛋白容易结合一起，出现一定的沉淀，

但不影响质量，因此允许液体酶中有少量絮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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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本文件制定参考的部分企业酶制剂标

收集了国内部分企业制定的企业标准，包括饲料添加剂酶制剂产品和混合型饲料添加剂酶制剂产品，涉及单酶、复合酶、固体酶和液体

酶，技术指标基本参考《NY/T 722-2003 饲料用酶制剂通则》制定，随着酶制剂行业的发展，《NY/T 722-2003 饲料用酶制剂通则》已经

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根据行业发展重新制定国家标准。

表5 饲料添加剂酶制剂企业标准

序

号
企业名称 企标号

砷

mg/kg
铅

mg/kg
镉

mg/kg
汞

mg/kg
沙门氏菌

CFU/25g
大肠菌群

MPN/100g
黄曲霉毒素

B1μg/kg
玉米赤霉烯

酮mg/kg

脱氧雪腐镰

刀菌烯醇

mg/kg
产品

1
山东隆科特

酶制剂有限

公司

Q/371323LKT
003-2022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植酸酶

Q/371323LKT
023-2017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液态植酸酶

Q/371323LKT
001-2018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木聚糖酶

Q/371323LKT
045-2021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蛋白酶

2
江苏奕农生

物股份有限

公司

Q/321322JSY
029-2020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蛋白酶

Q/321322JSY
001-2018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植酸酶

Q/321322JSY
025-2020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葡萄糖氧化

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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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21322JSY
101-2021

≤2.0 ≤10.0 ≤0.5 — 0 ≤3000 ≤10.0 — — 木聚糖酶

3
广东溢多利

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Q/YDL 22-
2018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植酸酶、脂

肪酶、GOD
、木、纤、

4
云南博仕奥

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Q/YBS 001-
2022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蛋白酶

Q/YBS 002-
2022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木聚糖酶

5
昆明爱科特

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Q/KAK 03-
2022

≤2.0 ≤5.0 ≤0.5 ≤0.1 0 ≤3000 ≤10.0 ≤0.5 ≤2.0

Q/KAK 01-
2022

≤2.0 ≤10.0 ≤1.0 ≤0.1 0 ≤3000 ≤10.0 ≤1.0 ≤5.0 木聚糖酶

Q/KAK 16-
2022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葡萄糖氧化

酶

6
武汉新华扬

生物股份有

限公司

Q/XHY 13-
2021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GOD

Q/XHY 05-
2018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植酸酶

Q/XHY 06-
2021

≤2.0 ≤10.0 ≤1 ≤0.1 0 ≤3000 ≤10.0 ≤1.0 ≤5.0 木聚糖酶

7
江苏悠恒生

物技术有限

公司

Q/320621
WCE 05-2020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木聚糖酶

Q/320621
WCE01-2018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8 山西大禹生
Q/DYSW 032
-2019

≤10.0 ≤40.0 ≤0.5 — 0 ≤3000 ≤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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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酶制剂企业标准

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Q/DYSW 031
-2019

≤10.0 ≤40.0 ≤0.5 — 0 ≤3000 ≤10.0 — —

9
杭州保安康

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Q/BAK 05-
2021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10
东莞泛亚太

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Q/APAC 2-
2021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11
黑龙江卫诺

恩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Q/HWS001-
2022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12
山东盛拓达

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Q/370921STD
006-2020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13
潍坊康地恩

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Q/370785KD
N 088-2022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Q/370785KD
N 002-2022

≤2.0 ≤10.0 ≤1 ≤0.1 0 ≤3000 ≤10.0 ≤1.0 ≤5.0 木聚糖酶

14
沧州夏盛酶

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Q/CSS02-
2020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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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企标号
砷，

mg/kg
铅，

mg/kg
镉，

mg/kg
汞，

mg/kg
沙门氏菌，

CFU/25g
大肠菌群，

MPN/100g
黄曲霉毒素

B1，μg/kg
玉米赤霉烯

酮，mg/kg
脱氧雪腐镰刀菌

烯醇，mg/kg

1
山东隆科特酶

制剂有限公司

Q/371323LKT
057-2022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Q/371323LKT
066-2022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2
江苏奕农生物

股份有限公司

Q/321322JSYN
010-2022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Q/321322JSYN
033-2022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3
广东溢多利生

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Q/YDL 43-
2022

≤2.0 ≤5.0 ≤0.5 ≤0.1 0 ≤3000 ≤10.0 ≤0.5 ≤2.0

Q/YDL 13-
2020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4
云南博仕奥生

物技术有限公

司

Q/YBS 015-
2022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5
昆明爱科特生

物科技有限公

司

Q/KAK 35-
2022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Q/KAK 05-
2022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6
希杰尤特尔（

湖南）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Q/430600YTE
001-2022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Q/430600YTE
013-2022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7 武汉新华扬生 Q/XHY 01-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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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Q/XHY 44-

2021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8
江苏悠恒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Q/320621WCE
03-2022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Q/320621
WCE08-2022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9
山西大禹生物

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Q/DYSW 041-
2020

≤

10.0
≤40.0 — — 0 — — — —

Q/DYSW 040-
2020

≤

10.0
≤40.0 — — 0 — — — —

10
北京挑战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Q/HDTZW
0004-2018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Q/HDTZW
0010-2018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11
杭州保安康生

物技术有限公

司

Q/BAK 01-
2021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Q/BAK 06-
2021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12
东莞泛亚太生

物科技有限公

司

Q/APAC 1-
2021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13
黑龙江卫诺恩

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Q/HWS002-
2022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14 山东盛拓达生 Q/370921STD0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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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其他信息

序号 企业名称 企标号 水分 容重 保质期

1
山东隆科特酶制

剂有限公司

Q/371323LKT 057-2022 固态 ≤8% — 12个月

Q/371323LKT 066-2022 固态 ≤8% — 12个月

Q/371323LKT 003-2022 固态 ≤8% — 12个月

Q/371323LKT 023-2017 液态 — ≤1.25g/mL 12个月

Q/371323LKT 001-2018 固态 ≤8% — 12个月

2 江苏奕农生物股 Q/321322JSYN 010- 固态 ≤10% — 12个月

物技术有限公

司

52-2021

15
湖南隆森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Q/HNLS 001-
2022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16
潍坊康地恩生

物科技有限公

司

Q/370785KDN
034-2022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17
沧州夏盛酶生

物技术有限公

司

Q/CSS 05-2022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18
天津奥特奇生

物制品有限公

司

Q/12ATQ 0044
-2022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Q/12ATQ 037-
2020

≤3.0 ≤10.0 ≤0.5 — 0 ≤3000 ≤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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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 2022
Q/321322JSY 029-2020 固态 ≤10% — 12个月

Q/321322JSY 025-2020 固态 ≤10% — 12个月

3
广东溢多利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Q/YDL 43-2022 液态 — —
冷藏（2-8℃）1年；阴凉

处（25℃以下），6个月

Q/YDL 13-2020 固态 — — 12个月

Q/YDL 22-2018 液态 — —
冷藏（2-8℃）1年；阴凉

处（25℃以下），6个月

4
云南博仕奥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Q/YBS 015-2022 固态 ≤10% — 12个月

Q/YBS 002-2022 固态 ≤10% — 12个月

5
昆明爱科特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Q/KAK 35-2022 固态 ≤10% — 见标签标识

Q/KAK 03-2022 固态 ≤10% — 12个月

Q/KAK 16-2022 固态 ≤10% — 12个月

Q/KAK 05-2022 固态 ≤10% — 12个月

6
希杰尤特尔（湖

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Q/430600YTE 001-2022 固态 ≤10% — 12个月

7
武汉新华扬生物

股份有限公司

Q/XHY 05-2018 固态/液态 ≤12%/— — 固态18个月，液态12个月

Q/XHY 06-2021 固态/液态 ≤10%/— — 固态18个月，液态12个月

8
江苏悠恒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Q/320621 WCE01-2018 固态 ≤10% — 12个月

9
山西大禹生物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
Q/DYSW 031-2019 固态 ≤12% — 12个月

10 北京挑战生物技 Q/HDTZW 0004-2018 固态/液态 ≤10%/— — 固态12个月，液态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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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有限公司

11
杭州保安康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Q/BAK 06-2021 固态 ≤10% — 12个月

12
东莞泛亚太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Q/APAC 1-2021 固态 ≤10% — 12个月

13
黑龙江卫诺恩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
Q/HWS002-2022 固态 ≤10% — 12个月

14
山东盛拓达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Q/370921STD 006-
2020

固态 ≤10% — 12个月

15
湖南隆森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Q/HNLS 001-2022 固态/液态 ≤10%/— — 固态12个月，液态6个月

Q/HNLS F010-2022 固态 ≤10% — 12个月

16
潍坊康地恩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Q/370785KDN 034-
2022

固态 ≤12% — 12个月

Q/370785KDN 088-
2022

液态 — — 3个月

17
沧州夏盛酶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
Q/CSS 05-2022 固态/液态 ≤8%/— — 固态12个月，液态6个月

18
天津奥特奇生物

制品有限公司
Q/12ATQ 037-2020 固态 ≤12% — 12个月

6. 固体酶制剂样品水分含量

采用《GB/T 6435 饲料中水分的测定》的方法，测定了45个固体酶制剂样品的水分含量，见表 8。结果表明，水分含量最大值为 8.9%，

最小值为1.7%，标准差为 2.17%，平均值为 5.6%，所有样品的水分小于10.0%。《GB 7300.401-2019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木聚糖酶》

、《GB 7300.402-2020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植酸酶》和《GB7300.403-2022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纤维素酶》中规定水分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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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10.0%，《NY/T 722-2003 饲料用酶制剂通则》中没有规定具体要求，同时参考相关企业标准，本文件规定固体酶制剂（饲料添加剂和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产品水分含量≤10.0%，抽检的45个样品中，不合格产品0个。

表8 45个固体酶制剂样品水分含量

样品编号 w/w % 样品编号 w/w %

W7 4.10 D32 8.40
W8 8.90 D33 8.60
W9 5.90 D34 7.10
W10 6.10 D35 3.30
W11 6.50 D36 6.30
W12 4.68 D37 7.10
W13 4.30 D38 6.60
W14 7.20 D39 6.70
W15 2.80 D40 7.30
W16 6.30 D41 7.50
F17 5.70 D42 4.10
F18 7.20 D43 8.60
F19 2.40 D44 7.10
F20 5.60 D45 7.00
F21 5.50 D46 7.90
F22 4.10 D47 8.00
F23 2.70 D48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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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4 2.20 D49 3.90
F25 1.70 D50 4.40
F26 2.00 D51 8.30

F27 1.80 最大值 8.90

D28 4.50 最小值 1.70

D29 2.30 平均值 5.60

D30 3.40 标准差 2.17

D31 8.00

7. 液体酶制剂样品pH值的测定

7.1标准溶液：

(1) 酒石酸盐标准缓冲溶液：用无二氧化碳水溶剂外消旋酒石酸氢钾(KHC4H4O6 )，并剧烈振摇至饱和溶液， 25℃时， pH=3.56。

(2)磷酸盐标准缓冲溶液：称取磷酸二氢钾(KH2PO4 ) 3.40 g和磷酸氢二钠(Na2HPO4 ) 3.55 g，溶于无二氧化碳的水中，并稀释至 1 L，

25℃时，pH=6.86。其中，磷酸二氢钾和磷酸氢二钠应预先在 120℃±10℃干燥 2 h，也可用专供校准用的混合磷酸盐 pH缓冲剂(25℃，

pH=6.864)。

(3) 硼酸盐标准缓冲溶液：称取四硼酸钠(Na2B4O7 •10H2O) 3.81 g，溶于无二氧化碳水中，并稀释至 1 L，此溶液浓度 c (Na2B4O7

•10H2O) =0.01mol/L，25℃时， pH=9. 18。存放时应防止空气中二氧化碳进入。也可用专供校准用的硼砂 pH缓冲剂(25℃时，pH=9. 18)。

(4)氢氧化钙标准缓冲溶液：于 25℃， 用无二氧化碳水溶解氢氧化钙制成饱和溶液，其浓度 c[1/2Ca(OH)2]应为 0.0400 mol/L~0.0412
mol/L。存放时应防止空气中二氧化碳进入。一旦出现浑浊，应该弃去重配。25℃时，pH=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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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仪器： pH计(Ohaus starter3100)。

7.3 试验步骤

(1)将温度补偿旋钮调至 25 ℃位置，用接近液体酶样品 pH值的两种标准缓冲液矫正 pH计。

(2)用水清洗电极，再用液体酶样品洗涤电极，调整液体酶样品温度并将温度补偿调至 25℃，测定液体酶样品的 pH值。重复测定操

作，直到 pH读数稳定 1min为止，所得结果表示至一位小数。

(3)结果的允许误差，平衡试验之差不得超过 0.1 pH。

按以上pH值的测定方法，测定了全部 6种液体酶制剂样品的pH值，结果见表9。最大值为5.59，最小值为4.44，标准差为 0.44%，平均

值为5.09。《GB 7300.401-2019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木聚糖酶》规定pH值为4.5～6.5，《GB 7300.402-2020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

酶制剂植酸酶》规定pH值为4～6，《GB7300.403-2022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纤维素酶》规定pH值为4～7，《NY/T 722-2003 饲料

用酶制剂通则》没有规定具体要求，随着酶制剂发酵技术的发展，pH范围逐步在扩大，综合考虑未来发酵技术的发展，本文件将液体酶制

剂的pH值限定为 3.0～10.0之间，抽检的6个样品中，不合格产品0个。

表9 6个酶制剂样品（液体）pH值

样品编号 pH

Y1 5.18

Y2 4.78

Y3 5.59

Y4 4.44

Y5 5.03

Y6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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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值 5.59

最小值 4.44

平均值 5.09

标准差 0.44

8. 样品粒度分析

对采集的45个固体酶样品采用《GB/T 5917.1-2008饲料粉碎粒度测定 两层筛筛分法》进行测定，结果见表10，从结果分析可知所有

产品都能过1.4 mm孔径试验筛，W14产品425 μm通过率很低，95.57%不能过。《GB 7300.401-2019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木聚糖酶》

中规定粒度要求1.4 mm孔径试验筛通过率≥80%，《GB 7300.402-2020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植酸酶》中规定颗粒型177 μm～850
μm标准试验筛的筛间物≥80%，粉末型850 μm标准试验筛的筛上物<20%，《GB7300.403-2022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纤维素酶》中

规定粒度要求1.4 mm孔径试验筛通过率≥90%，《NY/T 722-2003 饲料用酶制剂通则》没有规定具体数值。综合考虑，固体酶制剂（饲料

添加剂和混合型饲料添加剂）1.4 mm孔径试验筛通过率须≥80%，抽检的51个样品中，不合格产品0个。

表10 45个酶制剂样品粒度分析结果

样品编号
14目筛

(1.4mm) %
40目筛

(425μm) %
80目筛

（180μm）%
筛底%

W7 0.00 0.00 66.47 33.11

W8 0.00 0.00 70.24 29.01

W9 0.00 0.00 58.44 41.17

W10 0.00 0.00 46.89 52.24

W11 0.00 0.00 69.31 30.44

W12 0.00 0.00 57.49 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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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3 0.00 0.00 74.07 25.31

W14 0.00 95.57 4.23 0.00

W15 0.00 0.00 99.40 0.00

W16 0.00 0.00 96.59 3.40

F17 0.00 0.00 10.02 89.11

F18 0.00 0.00 6.74 92.37

F19 0.00 0.00 12.77 87.00

F20 0.00 0.00 6.54 93.32

F21 0.00 0.00 8.82 91.07

F22 0.00 0.00 6.43 93.24

F23 0.00 0.00 4.79 94.29

F24 0.00 0.00 3.74 96.01

F25 0.00 0.00 4.72 94.57

F26 0.00 0.00 3.24 96.07

F27 0.00 0.00 10.37 88.82

D28 0.00 0.00 16.22 83.70

D29 0.00 0.00 14.75 85.11

D30 0.00 0.00 10.08 89.10

D31 0.00 0.00 13.24 86.47

D32 0.00 0.00 17.73 82.04

D33 0.00 0.00 11.24 88.01

D34 0.00 0.00 13.37 86.02

D35 0.00 0.00 9.85 89.72

D36 0.00 0.00 14.27 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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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7 0.00 0.00 15.35 84.24

D38 0.00 0.00 20.37 78.77

D39 0.00 0.00 15.43 84.02

D40 0.00 0.00 53.40 46.20

D41 0.00 0.00 10.31 89.01

D42 0.00 0.00 7.32 92.07

D43 0.00 0.00 8.43 91.27

D44 0.00 0.00 7.49 92.04

D45 0.00 0.00 8.99 90.81

D46 0.00 0.00 10.23 89.57

D47 0.00 0.00 34.42 65.04

D48 0.00 0.00 28.46 71.09

D49 0.00 0.00 19.89 80.00

D50 0.00 0.00 11.28 88.07

D51 0.00 0.00 9.94 89.44

9. 总砷 (以As计)

挑选51个酶制剂样品，采用《GB/T 13079饲料中总砷的测定》测定其中总砷 (以 As计)含量，结果见表11。结果表明，总砷 (以 As计)
含量最大值为 1.01 mg/kg或mg/L，最小值为 0.06 mg/kg或mg/L，平均值为 0.29 mg/kg或mg/L，标准差为0.22 mg/kg或mg/L。参考《GB
13078-2017饲料卫生标准》中规定“其他矿物质饲料原料≤10 mg/kg”，《GB 7300.401-2019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木聚糖酶》中规定

总砷≤2 mg/kg或mg/L，《GB 7300.402-2020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植酸酶》中规定总砷≤2 mg/kg或mg/L，《GB7300.403-2022饲料

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纤维素酶》中规定总砷≤3 mg/kg或mg/L，《NY/T 722-2003 饲料用酶制剂通则》中规定总砷≤3 mg/kg或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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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本文件将固体酶制剂（饲料添加剂和混合型饲料添加剂）和液体酶制剂的总砷 (以 As计)含量定为≤3 mg/kg或mg/L，抽检的51
个样品中，不合格产品0个。

表11 51个酶制剂样品砷含量

样品编号 As (mg/kg或 mg/L) 样品编号 As (mg/kg或 mg/L)

Y1 0.34 D29 0.1
Y2 0.25 D30 0.12
Y3 0.21 D31 0.22
Y4 0.15 D32 0.19
Y5 0.33 D33 0.21
Y6 0.24 D34 0.24
W7 0.34 D35 0.34
W8 0.21 D36 0.16
W9 0.23 D37 0.17
W10 0.17 D38 0.33
W11 0.32 D39 0.24
W12 0.26 D40 0.09
W13 0.24 D41 0.11
W14 0.12 D42 0.65
W15 0.23 D43 0.25
W16 0.25 D44 0.2
F17 0.12 D45 0.17
F18 0.11 D46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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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9 0.21 D47 0.24
F20 0.76 D48 0.22
F21 0.61 D49 0.25
F22 0.53 D50 0.33
F23 0.06 D51 0.08
F24 0.92 最大值 1.01
F25 1.01 最小值 0.06
F26 0.95 平均值 0.29
F27 0.25 标准差 0.22
D28 0.21

10. 铅 (Pb)

挑选 51个酶制剂样品，采用《GB/T 13080 饲料中铅的测定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了其中的铅含量，结果见表12。结果表明，所测样

品中铅含量最大值为4.912 mg/kg或mg/L，最小值为 0.012 mg/kg或mg/L，标准差为 1.119 mg/kg或mg/L，平均值为0.786 mg/kg或mg/L。参

考《GB 13078-2017饲料卫生标准》中规定“矿物质饲料原料≤15 mg/kg”，《GB 7300.401-2019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木聚糖酶》中

规定铅≤10 mg/kg或mg/L，《GB 7300.402-2020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植酸酶》中规定铅≤5 mg/kg或mg/L，《GB7300.403-2022饲
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纤维素酶》中规定总铅≤10 mg/kg或mg/L，《NY/T 722-2003 饲料用酶制剂通则》中规定总铅≤10 mg/kg或
mg/L。综合考虑，本文件将固体酶制剂（饲料添加剂和混合型饲料添加剂）和液体酶制剂中的铅 (以 Pb计)含量定为≤10 mg/kg或 10
mg/L，抽检的51个样品中，不合格产品0个。

表12 51个酶制剂样品铅含量

样品编号 Pb (mg/kg或 mg/L) 样品编号 Pb (mg/kg或 mg/L)

Y1 0.12 D29 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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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 0.137 D30 1.332
Y3 0.094 D31 0.295
Y4 0.1 D32 0.186
Y5 0.116 D33 0.185
Y6 0.072 D34 0.283
W7 0.369 D35 1.509
W8 0.178 D36 0.295
W9 0.277 D37 0.258
W10 0.454 D38 1.01
W11 0.855 D39 0.23
W12 1.618 D40 0.012
W13 0.343 D41 0.134
W14 0.433 D42 2.912
W15 0.376 D43 0.362
W16 0.147 D44 0.197
F17 0.105 D45 0.168
F18 0.044 D46 0.143
F19 0.479 D47 0.443
F20 4.225 D48 0.182
F21 2.399 D49 0.284
F22 3.584 D50 1.189
F23 0.261 D51 0.212
F24 4.912 最大值 4.912
F25 2.362 最小值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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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6 2.397 平均值 0.786
F27 1.147 标准差 1.119
D28 0.514

11. 汞（Hg）

挑选51个酶制剂样品，采用《GB/T 13081 饲料中汞的测定》的方法测定样品中汞的含量，结果见表13，最大值0.040 mg/kg或mg/L，最

小值0.002 mg/kg或mg/L，平均值0.014 mg/kg或mg/L，标准差0.009 mg/kg或mg/L。参考《GB 13078-2017饲料卫生标准》中规定“其他饲料原

料≤0.1 mg/kg”，《GB 7300.401-2019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木聚糖酶》、《GB 7300.402-2020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植酸酶》

和《GB7300.403-2022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纤维素酶》中都规定汞≤0.1 mg/kg或mg/L，《NY/T 722-2003 饲料用酶制剂通则》中

没有制定汞的要求。综合考虑，本标准规定固体酶制剂（饲料添加剂和混合型饲料添加剂）和液体酶制剂中汞的含量为≤0.1 mg/kg或
mg/L，抽检的51个样品中，不合格产品0个。

表13 51个酶制剂样品汞含量

样品编号 Hg (mg/kg或 mg/L) 样品编号 Hg (mg/kg或 mg/L)

Y1 0.017 D29 0.010

Y2 0.008 D30 0.010

Y3 0.019 D31 0.003

Y4 0.011 D32 0.011

Y5 0.012 D33 0.022

Y6 0.026 D34 0.013

W7 0.012 D35 0.011

W8 0.009 D36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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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9 0.011 D37 0.012

W10 0.013 D38 0.021

W11 0.028 D39 0.015

W12 0.024 D40 0.008

W13 0.011 D41 0.009

W14 0.009 D42 0.040

W15 0.012 D43 0.008

W16 0.013 D44 0.010

F17 0.003 D45 0.006

F18 0.015 D46 0.002

F19 0.021 D47 0.020

F20 0.030 D48 0.008

F21 0.040 D49 0.017

F22 0.040 D50 0.011

F23 0.019 D51 0.009

F24 0.020 最大值 0.040
F25 0.010 最小值 0.002
F26 0.010 平均值 0.014
F27 0.003 标准差 0.009
D28 0.010

12. 镉（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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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51个酶制剂酶样品，采用《GB/T 13082 饲料中镉的测定方法》测定其镉含量，结果见表14。结果表明，51个纤维素酶样品中镉含

量都比较低，最大值 0.142mg/kg或mg/L，最小值 0.001mg/kg或mg/L，标准差 0.033mg/kg或mg/L，平均值 0.029 mg/kg或mg/L。参考《GB
13078-2017饲料卫生标准》中规定“植物性饲料原料≤1 mg/kg”、“其他矿物质饲料原料≤2 mg/kg”，《GB 7300.401-2019饲料添加剂第4部
分：酶制剂木聚糖酶》中规定镉≤1 mg/kg或mg/L，《GB 7300.402-2020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植酸酶》中规定镉≤0.5 mg/kg或
mg/L，《GB7300.403-2022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纤维素酶》中规定镉≤0.5 mg/kg或mg/L，《NY/T 722-2003 饲料用酶制剂通则》

中规定镉≤0.5 mg/kg或mg/L。综合考虑，本文件规定固体酶制剂（饲料添加剂+混合型饲料添加剂）和液体酶制剂中镉的含量为≤0.5
mg/kg或mg/L，抽检的51个样品中，不合格产品0个。

表14 51个酶制剂样品镉含量

样品编号 Cd (mg/kg或 mg/L) 样品编号 Cd (mg/kg或mg/L)

Y1 0.006 D29 0.042
Y2 0.007 D30 0.02
Y3 0.008 D31 0.095
Y4 0.004 D32 0.073
Y5 0.001 D33 0.02
Y6 0.013 D34 0.006
W7 0.002 D35 0.02
W8 0.005 D36 0.008
W9 0.015 D37 0.01
W10 0.142 D38 0.007
W11 0.054 D39 0.005
W12 0.039 D40 0.006
W13 0.085 D41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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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4 0.077 D42 0.015
W15 0.014 D43 0.007
W16 0.005 D44 0.006
F17 0.025 D45 0.002
F18 0.076 D46 0.005
F19 0.126 D47 0.004
F20 0.071 D48 0.007
F21 0.038 D49 0.046
F22 0.045 D50 0.023
F23 0.033 D51 0.02
F24 0.051 最大值 0.142
F25 0.053 最小值 0.001
F26 0.03 平均值 0.029
F27 0.002 标准差 0.033
D28 0.019

13. 沙门氏菌

选择 51个酶制剂样品，采用《GB/T 13091 饲料中沙门氏菌的检测方法》检测其中的沙门氏菌，结果见表15，《GB 13078-2017饲料

卫生标准》、《GB 7300.401-2019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木聚糖酶》、《GB 7300.402-2020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植酸酶》

、《GB7300.403-2022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纤维素酶》和《NY/T 722-2003 饲料用酶制剂通则》中规定沙门氏菌不得检出。本文

件中规定固体酶制剂（饲料添加剂和混合型饲料添加剂）和液体酶制剂中沙门氏菌不得检出，抽检的51个样品中，不合格产品0个。



29

表15 51个酶制剂样品沙门氏菌含量

样品编号 个/25 g或 个/25 mL 样品编号 个/25 g或 个/25 mL

Y1 — D29 —

Y2 — D30 —

Y3 — D31 —

Y4 — D32 —

Y5 — D33 —

Y6 — D34 —

W7 — D35 —

W8 — D36 —
W9 — D37 —

W10 — D38 —

W11 — D39 —

W12 — D40 —

W13 — D41 —

W14 — D42 —

W15 — D43 —

W16 — D44 —

F17 — D45 —
F18 — D46 —
F19 — D47 —

F20 — D48 —

F21 — D49 —

F22 — D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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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3 — D51 —

F24 — 最大值 —

F25 — 最小值 —

F26 — 平均值 —

F27 — 标准差 —

D28 —
—为未检测出沙门氏菌

14. 大肠菌群

选择 51个酶制剂样品，采用《GB/T 18869 饲料中大肠菌群的测定》的方法对其进行大肠菌群进行测定，结果见表16，其中11个样品检测出

大肠杆菌，最大值 11000000MPN/100 g或MPN/100 mL，最小值360 MPN /100 g或MPN/100 mL，平均值1782000 MPN/100 g或MPN/100 mL，
标准差3771000MPN/100 g或MPN/100 mL。《GB 13078-2017饲料卫生标准》中没有制定大肠杆菌标准，《GB 7300.401-2019饲料添加剂第4
部分：酶制剂木聚糖酶》、《GB 7300.402-2020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植酸酶》和《GB7300.403-2022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纤

维素酶》中都规定大肠杆菌群≤3.0 x 103MPN/100 g或MPN/100 mL，《NY/T 722-2003 饲料用酶制剂通则》中规定大肠菌群量≤3 000

MPN/100 g或 MPN/100 mL。综合考虑，本文件中固体酶制剂（饲料添加剂）和液体酶制剂大肠菌群量≤3000 MPN/100 g或 MPN/100 mL，
固体酶制剂（混合型饲料添加剂）中大肠菌群量≤10 000 MPN/100 g或 MPN/100 mL。第一次抽检51个样品中，不合格产品4个，不合格率

7.8%；根据预审要求，从饲料生产企业增加抽样20个样品检测大肠菌群数据，结果见表17，不合格产品数共7个，占样本总量的35%，其中混

合型饲料添加剂10个样品，不合格产品5个，不合格率50%，饲料添加剂样品10个，不合格产品2个，不合格率20%。

表16 51个酶制剂样品大肠菌群含量

样品编号
MPN/100 g或
MPN/100 mL

样品编号
MPN/100 g或
MPN/1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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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 — D29 —

Y2 — D30 —

Y3 — D31 17000
Y4 — D32 —

Y5 — D33 —

Y6 — D34 360

W7 — D35 —
W8 — D36 2300

W9 — D37 —

W10 360 D38 —

W11 — D39 —
W12 — D40 —

W13 — D41 —

W14 2000 D42 —

W15 — D43 —

W16 — D44 —

F17 2300 D45 —

F18 — D46 —

F19 — D47 —
F20 11000000 D48 —
F21 4600000 D49 360
F22 430000 D50 —

F23 — D51 —

F24 — 最大值 1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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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5 — 最小值 360

F26 360 平均值 1782000

F27 — 标准差 3771000

D28 —
—为低于定量限 (300MPN/100 g或MPN/100mL)。

表17 20个酶制剂抽检样品大肠菌群含量

序号 按产品类型分 按剂型分 按组成分 大肠菌群含量（MPN/100g）
1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固体 复合酶 75000

2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固体 复合酶 2300

3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固体 单酶 930000

4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固体 单酶 240000

5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固体 复合酶 2300

6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固体 复合酶 11000000

15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固体 复合酶 <300

7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固体 单酶 <300

8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固体 复合酶 360

9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 固体 复合酶 11000000

10 饲料添加剂 固体 单酶 <300

11 饲料添加剂 固体 单酶 <300

12 饲料添加剂 固体 单酶 <300

13 饲料添加剂 固体 单酶 1500000

14 饲料添加剂 固体 单酶 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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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饲料添加剂 固体 单酶 <300

17 饲料添加剂 固体 单酶 <300

18 饲料添加剂 固体 单酶 2300

19 饲料添加剂 固体 单酶 2300

20 饲料添加剂 固体 单酶 360

15. 黄曲霉毒素 B1

选择51个酶制剂样品，《NY/T 2071 饲料中黄曲霉毒素、玉米赤霉烯酮和T-2毒素的测定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对黄曲霉毒素 B1 含

量进行测定，结果见表 18。其中5个样品中检测出黄曲霉毒素B1的含量，最大值156 μg/kg或μg/L，最小值2.72 μg/kg或μg/L，平均值57.82
μg/kg或μg/L，标准差75.08 μg/kg或μg/L。参考《GB 13078-2017饲料卫生标准》中规定“其他植物性饲料原料黄曲霉毒素B1≤30 μg/kg”，
《GB 7300.401-2019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木聚糖酶》中规定黄曲霉毒素B1制定为≤10 μg/kg或μg/L，GB 7300.402-2020饲料添加剂

第4部分：酶制剂植酸酶》中规定黄曲霉毒素B1制定为≤10 μg/kg或μg/L，《GB7300.403-2022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纤维素酶》中

规定黄曲霉毒素 B1制定为≤10 μg/kg或μg/L，《NY/T 722-2003 饲料用酶制剂通则》中规定黄曲霉毒素 B1制定为≤10 μg/kg或μg/L。综合考

虑，本文件将固体酶制剂（饲料添加剂和混合型饲料添加剂）和液体酶制剂中黄曲霉毒素 B1含量制定为≤10 μg/kg或μg/L，检测的样品中

不合格产品2个，占检测样品的3.9%。

表18 51 个酶制剂样品黄曲霉毒素B1含量

样品编号 AFB1 (μg/kg或 μg/L) 样品编号 AFB1 (μg/kg或 μg/L)

Y1 — D29 —

Y2 — D30 —

Y3 — D31 —

Y4 — D32 —

Y5 — D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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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6 — D34 —

W7 — D35 —

W8 — D36 —

W9 5.08 D37 —

W10 — D38 —

W11 — D39 —

W12 — D40 122
W13 — D41 —

W14 — D42 —

W15 3.3 D43 2.72
W16 — D44 156
F17 — D45 —

F18 — D46 —

F19 — D47 —

F20 — D48 —

F21 — D49 —

F22 — D50 —

F23 — D51 —

F24 — 最大值 156

F25 — 最小值 2.72

F26 — 平均值 57.82

F27 — 标准差 75.08

D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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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低于定量限 (2μg/kg或 μg/L)

16. 玉米赤霉烯酮

选择51个酶制剂样品，采用《NY/T 2071 饲料中黄曲霉毒素、玉米赤霉烯酮和T-2毒素的测定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对玉米赤霉

烯酮含量进行测定，结果见表19，其中24个样品检测出玉米赤霉烯酮，最大值 3.26 mg/kg或 mg/L，最小值0.01 mg/kg或 mg/L，平均值0.1
7 mg/kg或 mg/L，标准差0.64 mg/kg或 mg/L。参考《GB 13078-2017饲料卫生标准》中规定“玉米皮、喷浆玉米皮玉米浆干粉玉米酒糟类产

品玉米赤霉烯酮毒素要求为≤1.5 mg/kg”，《GB 7300.401-2019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木聚糖酶》中规定玉米赤霉烯酮≤1 mg/kg或
mg/L，《GB 7300.402-2020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植酸酶》中规定玉米赤霉烯酮制定为≤0.5 mg/kg或mg/L，《GB7300.403-2022饲
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 纤维素酶》中规定玉米赤霉烯酮制定为≤1 mg/kg或mg/L，《NY/T 722-2003 饲料用酶制剂通则》中没有限定

该指标。综合考虑，本文件将固体酶制剂（饲料添加剂和混合型饲料添加剂）和液体酶制剂中玉米赤霉烯酮含量制定为≤1 mg/kg或 mg/L，
检测的样品中不合格产品1个，占检测样品的1.96%。

表19 51个酶制剂样品玉米赤霉烯酮含量

样品编号
玉米赤霉烯酮

(mg/kg或mg/L)
样品编号

玉米赤霉烯酮

(mg/kg或mg/L)

Y1 — D29 —

Y2 — D30 —

Y3 — D31 0.03

Y4 — D32 0.08

Y5 — D33 —

Y6 — D34 —

W7 — D35 —

W8 — D36 —

W9 0.09 D37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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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0 — D38 0.07
W11 0.016 D39 3.26

W12 0.01 D40 0.07
W13 — D41 0.01

W14 0.02 D42 —
W15 0.04 D43 0.2
W16 0.06 D44 0.06
F17 0.01 D45 —
F18 0.02 D46 0.01
F19 0.01 D47 0.01
F20 0.06 D48 0.04
F21 — D49 0.04
F22 — D50 —
F23 — D51 —

F24 — 最大值 3.26

F25 — 最小值 0.01

F26 — 平均值 0.17

F27 — 标准差 0.64

D28 0.01

—为低于定量限 (10μg /kg或μg /L)。

17.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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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51个酶制剂样品，采用《GB/T 30956-2014饲料中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的测定免疫亲和柱净化-高效液相色谱法》，对脱氧雪腐

镰刀菌烯醇含量进行测定，结果见表20。其中14个样品检测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毒素，其他样品未检测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最大

值为2.5 mg/kg或 mg/L，最小值为0.1 mg/kg或 mg/L，平均值0.59 mg/kg或mg/L，标准差为0.68mg/kg或mg/L，参考《GB 13078-2017饲料

卫生标准》中规定“植物性饲料原料含量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毒素要求为≤5 mg/kg”，《GB 7300.401-2019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木

聚糖酶》中规定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制定为≤5 mg/kg或mg/L，《GB 7300.402-2020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植酸酶》中规定脱氧雪

腐镰刀菌烯醇制定为≤5 mg/kg或 mg/L，《GB7300.403-2022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 纤维素酶》中规定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制定为

≤5 mg/kg或 mg/L，《NY/T 722-2003 饲料用酶制剂通则》中没有限定该指标。综合考虑，本标准将固体酶制剂（饲料添加剂和混合型饲

料添加剂）和液体酶制剂中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含量制定为≤5 mg/kg或mg/L，抽检样品中不合格率为0。

表20 51个酶制剂样品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含量

样品编

号
DON (mg/kg或mg/L) 样品编号 DON (mg/kg或mg/L)

Y1 — D29 —

Y2 — D30 —

Y3 — D31 1.7
Y4 — D32 0.7

Y5 — D33 —

Y6 2.5 D34 —

W7 — D35 0.3
W8 — D36 —

W9 — D37 —

W10 — D38 —

W11 — D39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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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2 — D40 —

W13 — D41 —

W14 0.2 D42 —

W15 0.2 D43 0.1

W16 — D44 —

F17 0.4 D45 —

F18 0.5 D46 —

F19 — D47 —
F20 0.2 D48 0.5
F21 — D49 0.4
F22 — D50 —

F23 0.3 D51 —

F24 — 最大值 2.5

F25 — 最小值 0.1

F26 — 平均值 0.59

F27 — 标准差 0.68

D28 —
—为低于定量限 (0.1 mg/kg或mg/L)。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因为酶制剂产品的载体主要来源是饲料原料，本文件制定过程中参考了《GB 13078-2017饲料卫生标准》，并与现行的酶制剂强制性

标准《GB 7300.401-2019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木聚糖酶》、《GB 7300.402-2020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植酸酶》和《GB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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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2022饲料添加剂第4部分：酶制剂纤维素酶》进行比较，从而制定科学合理的指标，同时参考《NY/T 722-2003 饲料用酶制剂通则》，

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的实施对促进我国饲料酶制剂大发展和出口具有推动作用。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文件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五、采标情况，是否合规引用或采用国际国外标准

本文件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文件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制订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与相关的各种基础标准相衔接，

遵循政策性和协调性原则。

本文件制订过程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与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没有冲突，

同时满足《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新饲料添加剂申报材料要求》的相关要求。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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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没有涉及相关专利。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委员会积极组织学习国家标准，加大对标准的宣传及贯彻力度，作为企业之间的桥梁，做好沟通工作，推动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因

饲料添加剂产品涉及人体、畜禽健康安全，根据《标准化法》的有关要求，建议将本文件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同时废止《NY/T 722-2003 饲

料用酶制剂通则》。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