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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制定背景、起草过程等

（一）任务来源

项目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立项，计划编号为 20213535-T-326。该标准为

TC274全国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由 XXXX负责起草。

（二）制定背景

我国是世界肉鸭养殖与鸭肉消费第一大国，约占全世界 80%。近年来，我国

肉鸭年出栏量超过 40亿只，鸭肉产量近 1000万吨，肉鸭养殖业的产值超过 1400

亿元，饲料消耗量超过 3000万吨。我国鸭肉消费具有极显著的区域性特点，不

同鸭肉食品类型需要特定的肉鸭品种提供支撑，但是，不同肉鸭品种的营养素需

要量数据差异较大。因此，制定肉鸭营养需要量国家标准，能够为肉鸭饲料精准

配制提供科学技术参数，对充分发挥肉鸭品种的遗传潜能，改善肉鸭健康水平，

提高饲料利用率、节约饲料资源，减少 N、P、Cu等矿物元素排放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本标准立足于我国肉鸭产业发展现状，针对肉鸭饲料配制技术需求提出，

旨在规范我国肉鸭养殖及饲料工业生产行为，实现精准配方，精细饲喂，保障肉

鸭健康和食品安全，并减少排泄，以推动我国肉鸭产业向安全、高效、环保方向

发展。

2012 年我国颁布了第一版《肉鸭饲养标准》（NY/T 2122-2012）。该标准规

定了北京鸭、肉蛋兼用型鸭、番鸭及半番鸭各生长阶段营养需要量及鸭常用饲料

原料营养价值，对我国肉鸭饲料配制及肉鸭饲料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科学理

论指导，填补了我国肉鸭饲料配制无标准可循的空白。但是，随着肉鸭产业的发

展，肉鸭养殖已经从水面放养完全转变为离水旱养模式。网上平养、立体笼养、

生物发酵床饲养已经成为我国肉鸭饲养的主要模式，这与 2012年第一版《肉鸭

饲养标准》颁布时水养和旱养共存的肉鸭养殖模式大相径庭。同时，《肉鸭饲养

标准》中的技术内容、数据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有待提高，需要修正、补充和完善。

另一方面，鸭饲料营养价值评定技术持续更新，基于仿生酶法产生的饲料酶水解

物能值，能够更准确、快速的表达鸭饲料原料的有效能值。其测定结果不受内源

因素的干扰、耗时短、变异小，具有良好的可重复性和精度。试验表明，鸭饲料

酶水解物能值与代谢能具有强相关性（R2=0.99，P<0.01）。近年来积累了大量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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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原料的酶水解物能值值数据，鸭饲料酶水解物能体系及其数据已经成熟。

近年来，国内外肉鸭营养与饲料领域的科学研究十分活跃，取得重要进展，

积累了大量科学数据，为制定我国肉鸭营养需要量标准提供了充足的技术储备。

不同生长阶段北京鸭、肉蛋兼用型鸭、番鸭及半番鸭的能量、蛋白质、氨基酸、

维生素、矿物元素等营养素需要量不断更新，并获得了大量的研究数据。据统计，

2012年至今，肉鸭营养需要量及饲料营养价值相关研究发表文章 300多篇。近

年来肉鸭营养与饲料领域的研究完善和更新不同生长阶段鸭的营养需要和常用

饲料营养价值数据库，对指导我国养鸭业的健康发展，改善饲料配制技术，提高

生产性能和饲料利用效率，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三）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按项目任务要求，承担单位于 2021年 9月成立了标准制定工作组，制定了

实施计划。具体人员分工见下表。

标准制定小组人员名单与分工

标准制定工作组进行了广泛调研，收集了各种相关研究文献 300多篇。在标

准起草团队十多年有关肉鸭营养需要研究的基础上，广泛查阅国内外有关鸭营养

需要研究的文献资料、标准和权威部门出版物，同时结合我国鸭养殖业的实际情

况，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评价。形成了《肉鸭营养需要量》标准的基本框

架。

标准制定工作组在大量资料查证的基础上，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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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本着严格遵循科学

依据，并且实用的原则，进行了标准制定草案编写，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形成

了初步制定草案，草案经过多次讨论、修改，2023年 8月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

稿。

2.定向征求意见

2023年 8月，由 XXXX组织意见和建议征集，以函审的方式广泛征求相关

科研院所的专家和有关企业技术人员的意见，共向 33个单位征求了意见，收到

23个单位的意见（包括 13个科研院所、4所高校和 6个企业）；起草单位对征求

到的 125条意见进行汇总处理，其中采纳 50条，不采纳 72条，部分采纳 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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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标准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了标准预审稿。

3.预审阶段

2023年 10月 8日，XXXX组织专家对预审稿进行了认真审查。专家组由齐

广海（组长）、王宝维、张克英、戴求仲、郑春田、闻治国、刘国兵、王顺祥、

刘波、燕磊、左鑫组成。在听取了起草专家汇报的基础上，专家组审查了标准文

本及编制说明，提出了“核实鸭表观代谢能与酶水解物能值之间的数值差异”、

“适当下调不同生长阶段肉鸭粗蛋白质和能量需要量”、“提高肉鸭硒需要量至

0.3mg/kg”、“补充完善鸭饲料原料营养价值参数”、“核实肉鸭及种鸭胆碱需要量

参数”等修改意见。专家组一致同意审查通过，同时建议标准起草单位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一

步规范标准文本后形成公开征求意见稿，报全国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

处。预审专家意见汇总表见附件 1。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本标准编制原则

（1）实用性。本标准主要依据国内肉鸭营养需要试验数据及研究结果进行

编制，采用适宜推荐量，考虑我国养鸭生产实际和最佳经济效益，不过分追求过

高营养水平。

（2）科学性和先进性。采用国内近十年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提供鸭常用

饲料原料的表观代谢能和酶水解物能值，将饲料的酶水解物能值应用到鸭饲料配

制中，提高饲料原料的营养价值评定效率。

（3）系统性。标准中涵盖不同生长阶段北京鸭、番鸭与半番鸭、肉蛋兼用

肉鸭的主要营养素需要量参数，系统全面，可操作性强。

（二）制定本标准的主要依据

（1）《肉鸭饲养标准》（农业行业标准 NY/T 2122-2012）；《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DB35/T 1085-2010）；《临

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笼养蛋鸭饲养管理技术规程》（DB34/T

3008-2017）；《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中国番鸭（嘉积鸭）种

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4

（2）以我国近十年来在鸭营养需要量与饲料原料营养价值评定研究正式发

表的研究成果（详见参考文献）为主，尤其是标准起草团队多年试验研究建立的

数据库，适当参考国外有关研究资料。

（3）编制成员广泛查找资料，调研鸭饲料厂和养殖场，充分考虑我国鸭养

殖业的生产实践与配方设计经验，力求达到内容符合实际、可操作性强，确保本

标准内容丰富、具体、易操作。（4）编制标准所依据的参考文献主要是近年来在

《Poultry Science》、《Animal Fe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British Poultry

Science》、《动物营养学报》、《畜牧兽医学报》、《中国畜牧杂志》等国内外本领域

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有关研究论文和成果，代表了肉鸭营养研究的最新进展，充分

体现了饲养标准的先进性和指导性。

（三）标准制定的主要内容及制定依据

标准制定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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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001.4－2015《标准编写规则 第 4部分：试验方法标

准》和 GB/T 20001.10－2014《标准编写规则 第 10部分：产品标准》中给出的

规则起草，同时，参考了标委会给出的模板进行编写，以增强标准结构和制定的

规范性。

1. 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根据我国肉鸭的主要品种类别（主要包括：北京鸭、番鸭与半番鸭、

肉蛋兼用型肉鸭），提供了其营养需要量，确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北京鸭系列白羽肉鸭、番鸭、半番鸭和肉蛋兼用型鸭的营养

需要量及肉鸭常用饲料原料的营养价值。

本文件适用于饲料企业、各种类型养殖场（户）肉鸭饲粮配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节根据本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参照已颁布的标准和文件，整理为本标

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现行有效，具体如下：

GB/T 10647 饲料工业术语

NY/T 823 家禽生产性能名词术语和度量计算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标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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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营养需要量 nutrient requirements

动物在维持正常生理活动、机体健康和达到特定生产性能时对营养素需要的

最低数量。

理由及依据：本定义参考了《饲料工业术语》（GB/T 10647-2008）中关于营

养需要量的定义，将原定义中最后的“也称最低需要量”去掉，修改为术语中的

“营养需要量”。

标准内容：

3.2

肉鸭 meat-type duck

用于提供肉产品的鸭品种（配套系）。

注：包括北京鸭系列白羽肉鸭、肉蛋兼用型肉鸭及番鸭与半番鸭。

理由及依据：本定义参考了《肉鸭饲养标准》（NY/T 2122-2012）和蛋鸭营

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中的定义。

标准内容：

3.3

表观代谢能 apparent metabolizable energy, AME

摄入饲料总能减去粪能和尿能后的能值。

理由及依据：本定义参考了《饲料工业术语》（GB/T 10647-2008）中关于表

观代谢能的定义。

标准内容：

3.4

酶水解物能值 enzyme hydrolysate gross energy, EHGE

基于鸭消化道酶谱配制人工消化液，饲料原料在人工仿鸭消化道内环境下消

化后，饲料总能减去未消化残渣总能后的能值。

理由及依据：本定义参考了单胃动物仿生消化系统操作手册（2011）和赵峰

等（2012）中关于酶水解物能值的定义。

标准内容：

3.5

真可利用氨基酸 true available amino acids, TA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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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饲料中能被动物消化吸收并利用的氨基酸。

注：摄入饲料中氨基酸量减去排泄物氨基酸量再加上排泄物中内源氨基酸

量。

理由及依据：本定义参考了《黄羽肉鸡营养需要量》（NY/T 3645-2020）和

《饲料工业术语》（GB/T 10647-2008）中关于真可利用氨基酸的定义。

4. 北京鸭营养需要量

本标准技术参数主要包括：能量（表观代谢能和酶水解物能值）、粗蛋白质、

赖氨酸、蛋氨酸、精氨酸、色氨酸、苏氨酸、异亮氨酸、钙、非植酸磷、铁、铜、

锌、锰、食盐、维生素等营养需要量；鸭不同阶段体重与采食量；肉鸭常用饲料

原料的常规营养成分、氨基酸含量及饲料氨基酸真利用率等。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确定的依据如下：

4.1 商品代北京鸭营养需要量

4.1.1 能量与粗蛋白质需要量

4.1.1.1鸭饲料代谢能与酶水解物能值的关系

目前，家禽能量需要主要为饲料代谢能需要。在本标准中，商品代北京鸭能

量需要量表示为表观代谢能（AME）和酶水解物能值（EHGE）。考虑到能量与

蛋白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在获得能量需要的同时，往往能同时获得肉鸭蛋

白的需要。商品代北京鸭能量蛋白需要量数据的确定主要参考了标准起草团队研

究数据、已发表论文的数据、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等。数据具体引用情况见表 1。

饲料 EHGE与 AME具有强相关性。尽管体外消化法有不同的限制条件，体

外消化过程中消化酶种类不如动物体内丰富，但根据家禽肠液中淀粉酶、脂肪酶、

糜蛋白酶和胰蛋白酶活性制备的肠液可反映体内肠液 90%以上的活性（赵峰，

2006；赵江涛，2008）。如果对体内消化有影响的因素考虑周全，将其量化到回

归方程上，就可以对动物饲料的有效能值进行较为准确的估测（叶宏涛等，2007），

也可以通过数学模型将体外消化法测定的 EHGE矫正到ME。研究表明，体外消

化法测定的 EHGE与代谢试验测定的ME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赵峰（2006）

发现体外消化法测定 30个定标玉米的鸭 EHGE与AME和 TME存在良好的相关

性，相关系数 r分别为 0.936和 0.938。杨霞(2016)采用仿生消化法和代谢试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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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玉米DDGS的鸡EHGE与其AME和TME均呈极显著正相关，r分别为 0.973、

0.927；玉米的鸡 EHGE与其 AME和 TME均呈极显著正相关，r分别为 0.99和

0.84。付趁等（2017）发现不同种玉米的鸡 EHGE 与 TME 呈显著线性相关，r

为 0.97。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了不同配比和梯度的混合饲粮和饲料原料的鸭 EHGE 与

AME和 TME，分析其相关性并建立数学回归模型。结果表明：（1）由玉米和玉

米蛋白粉、豆粕和麸皮分别作为高能组和低能组配制 CP均为 20%的 6种混合饲

粮，鸭 EHGE与 AME和 TME呈极显著线性正相关（r=0.998，P<0.0001；r=0.997，

P<0.0001）；（2）采用豆皮和去皮豆粕配制成 CP分别为 36%、38%、40%、42%

和 44%的 5种调制豆粕，鸭 EHGE与 AME和 TME呈显著线性正相关（r=0.956，

P=0.011；r=0.968，P=0.007）；（3）5种调制豆粕与玉米淀粉配制成 CP均为 20%

的5种混合饲粮，鸭EHGE与AME和TME呈显著线性正相关（r=0.967，P=0.0071；

r=0.978，P=0.042）；（4）5个代表性玉米 DDGS的鸭 EHGE与 AME和 TME呈

极显著线性正相关（r=0.995，P=0.0004；r=0.996，P=0.0003）；（5）将 5个代表

性玉米 DDGS 分别与玉米淀粉配制成 CP 均为 20%的 5 种混合饲粮，鸭 EHGE

与 AME和 TME呈极显著线性正相关（r=0.998，P<0.0001；r=0.999，P<0.0001）。

以上结果表明，原料以及混合饲粮的鸭 EHGE与 AME和 TME均呈显著线性正

相关，可建立回归模型以鸭 EHGE 估测 AME 和 TME，从而提高饲料有效能的

测定效率。

混合饲料 EHGE 的可加性研究。可加性是畜禽饲料配制的基础，家禽饲料

中配制的代谢能、CP、氨基酸、矿物质等的总量均以可加性为理论依据。体外

消化法测定的 EHGE 与生物学法测定的ME 之间具有良好的相关性，这一理论

基础是 EHGE可行性的前提条件，如果 EHGE 能够替代ME 成为饲料配制中能

量指标，也需要像饲料配制过程中计算ME总量一样，需要具备可加性。有研究

表明，通过体外消化法测定混合饲料的 EHGE具有可加性，Fang等（2012）测

定由不同产地玉米、豆粕、麸皮组成的混合饲料，发现体外消化能计算值与计算

值差异不显著（P>0.05）；赵峰等(2015)测定由玉米、大豆粕、棉籽粕、小麦麸四

种单一原料及其按一定比例组合成 8种混合原料 EHGE 实测值与计算值差异均

不显著（P>0.05）；Zhao等（2014）测定玉米、豆粕和棉籽粕组成的混合饲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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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GE实测值与计算值差异不显著（P>0.05），偏差变化范围为 0.28~0.57%。以

上研究表明，混合饲粮的 EHGE具有可加性。

标准起草团队测定了不同配比和梯度混合饲粮的鸭 EHGE，分析混合饲粮

EHGE的可加性。结果表明：（1）由豆皮和去皮豆粕按不同比例配制 5种调制豆

粕的 EHGE 实测值与计算值差异不显著，差值变化范围为 0.05~0.11 MJ/kg，计

算值与实测值的相对误差为 0.42~1.21%；（2）由玉米淀粉和玉米 DDGS配制的

混合饲粮的 EHGE 计算值和实测值的差值变化范围为 0.06~0.32 MJ/kg，相对误

差为 0.39~2.33%；（3）由豆皮、去皮豆粕和玉米淀粉组成的混合饲粮的 EHGE

计算值与实测值的差值变化范围为 0.61~0.79 MJ/kg，相对误差为 4.12~5.55%；（4）

由玉米、豆粕和麸皮组成的混合饲粮的 EHGE 计算值和实测值的差值变化范围

为 0.28~0.79 MJ/kg，计算值与实测值的相对误差为 2.00~5.44%；（5）由玉米、

麸皮和玉米蛋白粉组成的混合饲粮的 EHGE 计算值和实测值的差值变化范围为

0.08~0.66 MJ/kg，相对误差为 0.56~4.38%；（6）由不同来源的玉米、豆粕和麸皮

组成的混合饲粮的 EHGE的计算值和实测值的差值变化范围为 0.01~0.18 MJ/kg，

相对误差为 0.07~1.30%；（7）由玉米、豆粕、麸皮和玉米蛋白粉四种原料组成

的 CP含量均为 20%的 6种混合饲粮，其 EHGE计算值和实测值的差值变化范围

为 0.61~1.29 MJ/kg，相对误差为 5.91~8.70%。由此可见，两种、三种、四种原

料混合饲粮的 EHGE计算值和实测值的相对误差分别在 2.5%、6%和 9%以内，

表明鸭混合饲粮的 EHGE 具有可加性。EHGE 可加性会随着混合饲粮中原料数

目、种类、产地不同而产生差异，其中可加性会随着混合饲粮中原料数目的增加

而减弱。

标准起草团队进一步通过饲养试验确定生长前期北京鸭 EHGE 需要量。饲

养试验设置 6个 EHGE水平的试验饲粮，分别为 2747、2859、2989、3079、3227、

3315kcal/kg（实测值，以 88%干物质为计算基础），每个水平设置 8个重复，每

个重复 8只 1日龄雄性北京鸭。以 14日龄试验鸭体重为指标，通过折线模型拟

合 0~14日龄北京鸭 EHGE需要量 2992kcal/kg（88% DM）。

本标准中鸭常用饲料原料的表观代谢能与酶水解物能值见表 2，可以看出，

能量饲料的鸭酶水解物能值与表观代谢能比较接近，而多数蛋白饲料的鸭酶水解

物能值高于表观代谢能。标准起草团队以玉米-豆粕型饲粮为基础，经过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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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酶水解物能值需要量约高于表观代谢能 100kcal/kg（玉米的酶水解物能值与表

观代谢能值相当，而豆粕的酶水解物能值值比表观代谢能值高 400kcal/kg，而豆

粕用量约为 20%~30%），故本标准中鸭酶水解物能值需要量均高于表观代谢能

100kcal/kg。

表 1 商品代北京鸭能量、粗蛋白质需要量数据制定依据

生长阶段（周

龄）

能量

(MJ/kg)
能量

（kcal/kg）
粗蛋白质

(%)
数据来源

0-2 11.93 2850 19.5 标准制定值

0-2 12.14 2900 20.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12.958 3100 21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0-3
12.63 3022 20.5

Xie等，2010；赵健楠，2010；标准

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0-2 11.90 2843 20.27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0-2
12.35-12.5
9

2950-3007 Wickramasuriya等，2015

0-2 11.72 2800 王彦茹，2017
0-2 11.30 2700 18 Sritiawthai等，2013
0-2 19.68 Xie等，2017
0-2 20-22 Joshi等，2015
0-3 20.63 Cho等，2020
3-5 12.14 2900 17.5 标准制定值

3-7
12.57-12.6
7

3008-3030 18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3-5 12.14 2900 17.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3-4 12.14 2900 18.42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3-5
12.68-13.7
5

3029-3285 19 Zeng等，2015

3-5 12.34 16.5 徐志昊，2022
3-6 12.35 2950 16.5 Liu 等，2019
3-5 15 Xie等，2017
4-6 11.93 16.0 Wu等，2019
6(自由采食) 12.35 2950 16.0 标准制定值

6-7 12.35 2950 16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12.32 2943 16.93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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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18 孟庆辉，2011
6（填鸭） 12.56 3000 13.0 标准制定值

6－7（填鸭） 12.56 3000 14.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表 2. 鸭常用饲料原料表观代谢能与酶水解物能值对比

序号

No.
中国饲料号

CFN
饲料名称

Feed Name
鸭表观代谢能 AME 鸭酶水解物能值 EHGE
Mcal/kg MJ/kg Mcal/kg MJ/kg

1 4-07-0279 玉米 3.30 13.81 3.28 13.73
2 4-07-0280 玉米 3.29 13.75 3.21 13.42
3 4-07-0272 高粱 3.07 12.83 3.19 13.33
4 4-07-0270 小麦 3.19 13.33 3.18 13.29
5 4-07-0277 大麦(皮) 2.96 12.37 2.76 11.54
6 4-07-0273 稻谷 2.84 11.89 2.94 12.31
7 4-04-0067 木薯干 3.11 13.00 2.95 12.33
8 4-08-0105 次粉 2.87 12.05 2.60 10.86
9 4-08-0069 小麦麸 1.74 7.27 1.76 7.37
10 4-08-0070 小麦麸 1.70 7.11 1.61 6.74
11 4-08-0041 米糠 2.77 11.58 2.63 10.99

12 5-10-0103 去皮大豆粕 2.69 11.24 3.13 13.08

13 5-10-0102 大豆粕 2.60 10.87 2.97 12.41

14 5-10-0117 棉籽粕 2.07 8.65 2.25 9.41

15 5-10-0183 菜籽饼 2.23 9.32 2.22 9.28

16 5-10-0121 菜籽粕 2.21 9.23 2.32 9.70

17 5-10-0115 花生仁粕 2.82 11.79 3.05 12.75

18 5-10-0130 棕榈仁饼 1.64 6.85 1.32 5.52

19 5-11-0002 玉米蛋白粉 3.63 15.19 3.88 16.22

20 4-10-0244 玉米胚芽粕 1.67 6.98 2.04 8.53

21 5-11-0007 玉米 DDGS 2.50 10.45 2.83 11.83

22 5-13-0045 鱼粉(CP62.5%) 3.42 14.30 3.65 15.26
23 5-13-0037 羽毛粉 3.16 13.23 2.52 10.53

4.1.2 氨基酸营养需要量

标准中氨基酸需要量分为饲料中总氨基酸水平和真可利用氨基酸。由于饲料

蛋白质水平影响到家禽氨基酸需要量，在文献数据比较及氨基酸需要量制定过程

中考虑到饲料粗蛋白质与氨基酸需要量之间的比例关系。本标准氨基酸需要量数

据的制定主要参考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已发表论文的数据、山东省地方标准《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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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等。数据具体引用情况见表 3。

表 3 商品代北京鸭氨基酸需要量数据制定依据

生长阶段

（周龄）
氨基酸

粗 蛋 白

质

(%)

需要量

(%)
数据来源

0-2
蛋氨酸

19.5
0.45

标准制定值
蛋氨酸+胱氨酸 0.82

0-2
蛋氨酸

20.26
0.46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蛋氨酸+胱氨酸 0.74

0-3
蛋氨酸

21.1
0.47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蛋氨酸+胱氨酸 0.81

0-3
蛋氨酸

20.1
0.481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蛋氨酸+胱氨酸 0.806

0-2
蛋氨酸

20.0
0.45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蛋氨酸+胱氨酸 0.80

0-2
蛋氨酸

20.0
0.4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蛋氨酸+胱氨酸 0.80

0-2
蛋氨酸

20.27
0.47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

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蛋氨酸+胱氨酸 0.84

0-3 蛋氨酸 20.0 0.362-0.468% Wu等，2021
0-3 蛋氨酸+胱氨酸 18.0 0.70 Yoo等，2017
1-5 蛋氨酸 17.0 0.64 郭亮，2017；Guo等，2017
0-2 蛋氨酸 18.9 0.44 汪世珍，2015
0-3 蛋氨酸 20.5 0.37-0.47 汪世珍，2015

0-3
蛋氨酸

19.7
0.45

Zhao等，2018
蛋氨酸+胱氨酸 0.76

0-2
蛋氨酸

19.7
0.45

Zhang等，2019
蛋氨酸+胱氨酸 0.78

3-5
蛋氨酸

17.5
0.40

标准制定值
蛋氨酸+胱氨酸 0.72

3-5
蛋氨酸

18.0
0.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蛋氨酸+胱氨酸 0.70

3-4
蛋氨酸

18.42
0.43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

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蛋氨酸+胱氨酸 0.76

3-7
蛋氨酸

17
0.38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蛋氨酸+胱氨酸 0.69

3-5
蛋氨酸

18.5
0.43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蛋氨酸+胱氨酸 0.73

3-5 蛋氨酸 18.1-18.4 0.41-0.48 Zeng等，2015
3-6 蛋氨酸 17 0.39-0.50 Wu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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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蛋氨酸 15.94 0.334 汪世珍，2015

3-6
蛋氨酸

14.8
0.30

Zhao等，2018
蛋氨酸+胱氨酸 0.57

3-5
蛋氨酸

17.8
0.28

Zhang等，2019
蛋氨酸+胱氨酸 0.57

6(自由采食)
蛋氨酸

16.0
0.35

标准制定值
蛋氨酸+胱氨酸 0.65

6-7(育肥)
蛋氨酸

16.0
0.3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蛋氨酸+胱氨酸 0.60

4-6
蛋氨酸

16.93
0.36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

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蛋氨酸+胱氨酸 0.62

6(填鸭)
蛋氨酸

13.0
0.30

标准制定值
蛋氨酸+胱氨酸 0.55

6－7 (填鸭)
蛋氨酸 14.5 0.3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蛋氨酸+胱氨酸 0.55
0-2 赖氨酸 19.5 1.10 标准制定值

1-3 赖氨酸 20.3 1.07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0-2 赖氨酸 20.26 1.1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0-2 赖氨酸 20.0 1.1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0-2 赖氨酸 20.27 1.20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

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0-3 赖氨酸 19.65 0.94-0.98 Wen等，2017
0-3 赖氨酸 12.2-18.2 0.65-1.01 Wickramasuriya 等，2016
0-3 赖氨酸 20.1 1.10 张再明等，2011
3-5 赖氨酸 17.5 0.85 标准制定值

3-5 赖氨酸 18.0 0.8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3-4 赖氨酸 1.00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

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6(自由采食) 赖氨酸 16.0 0.70 标准制定值

6-7
(育肥)

赖氨酸 16.0 0.6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5-6 (育肥) 赖氨酸 16.93 0.75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

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6-7 赖氨酸 16.10 0.68-0.83 Helmbrecht等，2015
6 (填鸭) 赖氨酸 13.0 0.60 标准制定值

6－7(填鸭) 赖氨酸 14.5 0.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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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AAA 053-2020）
0-2 苏氨酸 19.5 0.72 标准制定值

0-3 苏氨酸 20.26 0.70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0-3 苏氨酸 16.04 0.63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0-3 苏氨酸 20.0 0.66-0.78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0-2 苏氨酸 20.0 0.7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0-2 苏氨酸 20.27 0.82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

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0-2 苏氨酸 21.11 0.90-0.98 Zhang等，2016
0-2 苏氨酸 17.5-20.5 0.60-0.63 Jiang等，2017
0-3 苏氨酸 18.98 0.67 Xie等，2014
0-3 苏氨酸 20 0.79 郭锋等，2012
0-3 苏氨酸 21.5 0.84-0.86 毕晔，2017
0-3 苏氨酸 19-21 0.67-0.73 江勇，2018
0-3 苏氨酸 19.12 0.705 Bi等，2018
0-3 苏氨酸 17.65 0.60 江勇，2020
3-5 苏氨酸 17.5 0.60 标准制定值

3-5 苏氨酸 18.0 0.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3-4 苏氨酸 18.42 0.72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

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3-5 苏氨酸 17.5 0.52-0.60 Zhang等，2014
6(育肥) 苏氨酸 16.0 0.55 标准制定值

6-7
(育肥)

苏氨酸 16.0 0.5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5-6
(育肥)

苏氨酸 16.93 0.62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

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6(填鸭) 苏氨酸 13.0 0.47 标准制定值

6－7(填鸭) 苏氨酸 14.5 0.5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0-2 色氨酸 19.5 0.20 标准制定值

0-2 色氨酸 20.26 0.20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0-2 色氨酸 18.05 0.223-0.226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0-2 色氨酸 16.04 0.24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0-2 色氨酸 20.0 0.2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0-2 色氨酸 20.27 0.22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

肉鸭饲养标准》（DB37/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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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2-2017）
0-2 色氨酸 18.05 0.169-0.172 谢明等，2012
0-3 色氨酸 18.10 0.168-0.169 Xie等，2014
3-5 色氨酸 17.5 0.18 标准制定值

3-5 色氨酸 18.0 0.19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3-4 色氨酸 18.42 0.20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

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6(育肥) 色氨酸 16.0 0.16 标准制定值

6-7
(育肥)

色氨酸 16.0 0.16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5-6
(育肥)

色氨酸 16.93 0.17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

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6(填鸭) 色氨酸 13.0 0.14 标准制定值

6-7(填鸭) 色氨酸 14.5 0.1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0-2 精氨酸 19.5 1.0 标准制定值

0-2 精氨酸 20.0 0.9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0-3 精氨酸 22.02 0.95-1.16 Wang等，2013
0－3 精氨酸 20.0 0.95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0-3 精氨酸 20.1 0.91-0.95 张再明等，2011
3-5 精氨酸 17.5 0.85 标准制定值

3-5 精氨酸 18.0 0.8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6 (育肥) 精氨酸 16.0 0.70 标准制定值

6-7(育肥) 精氨酸 16.0 0.7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6 (填鸭) 精氨酸 13.0 0.60 标准制定值

6-7 (填鸭) 精氨酸 14.5 0.7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0-2 异亮氨酸 19.5 0.72 标准制定值

0-3 异亮氨酸 20.26 0.70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0-3 异亮氨酸 16.04 0.63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0-2 异亮氨酸 20.0 0.7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3-5 异亮氨酸 17.5 0.57 标准制定值

3-5 异亮氨酸 18.0 0.57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6(育肥) 异亮氨酸 16.0 0.45 标准制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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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育肥) 异亮氨酸 16.0 0.4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6(填鸭) 异亮氨酸 13.0 0.40 标准制定值

6-7 (填鸭) 异亮氨酸 14.5 0.4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4.1.3 矿物元素营养需要量

在本标准中，钙需要量为饲料中总钙水平，而磷需要量为非植酸磷水平及总

磷，食盐及微量元素需要量均为饲料中该元素的化学含量水平。同时，考虑到钙

磷比例失调可导致家禽骨骼生长异常及腿病，在制定钙磷需要量时考虑到了钙与

非植酸磷之间的比例关系。考虑到饲料中磷的分析以总磷分析为主，本标准给出

了北京鸭总磷需要量，且总磷需要量数据是依据饲料原料中非植酸磷水平占总磷

水平的 2/3估算出来的。本标准北京鸭矿物元素需要量数据的制定主要参考了起

草团队研究数据、已发表论文的数据、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

（DB37/T 3002-2017）等。数据具体引用情况见表 4。

表 4 商品代北京鸭矿物元素需要量数据制定依据

生长阶段

（周龄）

钙

(%)
非植酸磷

(%)
数据来源

0-2 0.90 0.42 标准制定值

0-2 0.84 0.40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0-2 0.90 0.4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0.94 0.57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0-2 0.46 Zhang等，2021
0-3 0.40~0.46 Xu等，2019
0-2 0.59 王菊，2019
0-2 0.37~0.45 代述均，2017
0-3 0.37~0.45 Dai等，2018
3－5 0.85 0.40 标准制定值

3-6 0.75 0.36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3－5 0.85 0.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3－4 0.92 0.54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3-5 0.90 Zhang等，2022
3-7 0.70 Zhang等，2019
3-6 0.72 0.37 谢明等，2009
0-3 0.40~0.46 Xu等，2019
0-2 0.39 Wu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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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58 王菊，2019
6(育肥) 0.80 0.35 标准制定值

6-7(育肥) 0.80 0.3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5-6 0.89 0.43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3-7 0.70 Zhang等，2019
3-6 0.72 0.37 谢明等，2009
3-5 0.34 Wu等，2021
6(填鸭) 0.80 0.30 标准制定值

6-7(填鸭) 0.80 0.3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生长阶段

（周龄）
微量元素

需要量

(mg/kg)
数据来源

0-2 铜 8.0 标准制定值

0-2 铜 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铜 11.0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0-4 铜 6.0 李向辉等，2019
0-2 铜 10.0 燕磊等，2019
3-5 铜 8.0 标准制定值

3－5 铜 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3-4 铜 11.0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5-8 铜 6.0 李向辉等，2019
3-6 铜 10.0 燕磊等，2019
6(育肥) 铜 8.0 标准制定值

6-7(育肥) 铜 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5-6(育肥) 铜 10.0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3-6 铜 10.0 燕磊等，2019
6(填鸭) 铜 8.0 标准制定值

6-7(填鸭) 铜 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锰 100 标准制定值

0-2 锰 10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锰 100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0-4 锰 90 吴艳玲，2019
0-5 锰 90 Yang等，2021
3-5 锰 80 标准制定值

3-5 锰 10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3-4 锰 90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0-5 锰 90 Yang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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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育肥) 锰 80 标准制定值

6-7(育肥) 锰 10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5-6(育肥) 锰 80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6(填鸭) 锰 80 标准制定值

6-7(填鸭) 锰 10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钠 0.15% 标准制定值

0-2 氯 0.12% 标准制定值

0-2 钠 0.1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氯 0.1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氯化钠 0.16%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3-5 钠 0.15% 标准制定值

3-5 氯 0.12% 标准制定值

3-5 钠 0.1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3-5 氯 0.1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3-4 氯化钠 0.15%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6(育肥) 钠 0.15% 标准制定值

6(育肥) 氯 0.12% 标准制定值

6-7(育肥) 钠 0.1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6-7(育肥) 氯 0.1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5-6 氯化钠 0.14%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6(填鸭) 钠 0.15% 标准制定值

6(填鸭) 氯 0.12% 标准制定值

6-7(填鸭) 钠 0.1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6-7(填鸭) 氯 0.1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硒 0.30mg/kg 标准制定值

0-3 硒 0.24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0-2 硒 0.3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硒 0.27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0-7 硒 0.40 Baltic等，2015
0-7 硒 0.30 李红英等，2018
3-5 硒 0.30 标准制定值

3-5 硒 0.3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3-4 硒 0.27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0-7 硒 0.40 Baltic等，2015
6(育肥) 硒 0.30 标准制定值

6-7(育肥) 硒 0.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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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育肥) 硒 0.22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0-7 硒 0.40 Baltic等，2015
6(填鸭) 硒 0.20 标准制定值

6-7(填鸭) 硒 0.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铁 60 标准制定值

0-2 铁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铁 60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0-2 铁 71.3-82.8 Xie等，2019
0-5 铁 60 余海花，2020
3-5 铁 60 标准制定值

3-5 铁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3-4 铁 55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3-5 铁 75.0-89.4 Xie等，2019
0-5 铁 60 余海花，2020
6(育肥) 铁 60 标准制定值

6-7(育肥) 铁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6-7(育肥) 铁 50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6(填鸭) 铁 60 标准制定值

6-7(填鸭) 铁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锌 60 标准制定值

0-2 锌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锌 80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0-2 锌 56 Attia等，2013
0-5 锌 91.32 Wen等，2018；Wen等，2019
0-5 锌 65 石天虹等，2018
0-3 锌 72 崔虎等，2023
0-5 锌 60 张芸菡，2020
0-5 锌 83 唐煌尧，2020
0-5 锌 83 Chang等，2020
0-5 锌 60 Wang等，2023
0-5 锌 121.5 文敏，2019
0-2 锌 120 梅佳，2021
3-5 锌 60 标准制定值

3-5 锌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3-4 锌 80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3-5 锌 56 Attia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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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锌 60 张芸菡，2020
0-5 锌 83 唐煌尧，2020
0-5 锌 83 Chang等，2020
0-5 锌 60 Wang等，2023
0-5 锌 121.5 文敏，2019
6(育肥) 锌 60 标准制定值

6-7(育肥) 锌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5-6(育肥) 锌 70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6-8 锌 56 Attia等，2013
6(填鸭) 锌 60 标准制定值

6-7(填鸭) 锌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碘 0.30 标准制定值

0-2 碘 0.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碘 1.7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0-2 碘 7.4 李婧，2022
3-5 碘 0.30 标准制定值

3-5 碘 0.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3-4 碘 1.7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0-5 碘 9.6 李婧，2022
6(育肥) 碘 0.30 标准制定值

6-7(育肥) 碘 0.3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5-6(育肥) 碘 1.1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6(填鸭) 碘 0.30 标准制定值

6-7(填鸭) 碘 0.3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1.4 维生素营养需要量

在本标准中，维生素（除胆碱外）需要量均为饲料中额外添加的维生素量，

不包含饲料原料中已含有的维生素水平。同时，考虑到维生素之间的拮抗作用及

在储存过程中的氧化损失，部分维生素需要量比肉鸭最适或最低维生素需要量数

据略有升高。本标准维生素需要量数据的制定主要参考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已

发表论文的数据、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等。数据具体引用情况见表 5。

表 5 商品代北京鸭维生素需要量数据制定依据

生 长 阶 段 维生素 需要量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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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龄）

0-2 维生素 A 4000 IU/kg 标准制定值

0-3 维生素 A 2500-1000IU/kg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0-2 维生素 A 4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维生素 A 8700 IU/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0-3 维生素 A 2606-4371 IU/kg Feng等，2019
0-3 维生素 A 3700IU/kg 冯宇隆等，2020

3-5 维生素 A 3000 IU/kg 标准制定值

3-5 维生素 A 3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3-5 维生素 A 8200 IU/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6(育肥) 维生素 A 2500 IU/kg 标准制定值

6-7(育肥) 维生素 A 25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5-6(育肥) 维生素 A 6200 IU/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6(填鸭) 维生素 A 2500 IU/kg 标准制定值

6-7(填鸭) 维生素 A 25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维生素 D3 2000 IU/kg 标准制定值

0-3 维生素 D3 1300IU/kg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0-2 维生素 D3 2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维生素 D3 2480 IU/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0-2 维生素 D3 1850 IU/kg 石文标等，2013
0-2 维生素 D3 3000 IU/kg 朱建军等，2011
3-5 维生素 D3 2000 IU/kg 标准制定值

3-5 维生素 D3 2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5-6 维生素 D3 2480 IU/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4-6 维生素 D3 261-316 IU/kg 石文标等，2013
3-5 维生素 D3 3000 IU/kg 朱建军等，2011
3-5 维生素 D3 440 IU/kg 高可欣等，2023
6(育肥) 维生素 D3 2000 IU/kg 标准制定值

6-7(育肥) 维生素 D3 2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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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育肥) 维生素 D3 2480 IU/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6(填鸭) 维生素 D3 2000 IU/kg 标准制定值

6-7(填鸭) 维生素 D3 2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维生素 E 20 IU/kg 标准制定值

0-3 维生素 E 12.54IU/kg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0-2 维生素 E 2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维生素 E 10 IU/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0-3 维生素 E 10 IU/kg Xie等，2018
3-5 维生素 E 10IU/kg 标准制定值

0-3 维生素 E 12.54IU/kg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3-5 维生素 E 20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3-4 维生素 E 9IU/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6(育肥) 维生素 E 10 IU/kg 标准制定值

0-3 维生素 E 12.54IU/kg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6-7(育肥) 维生素 E 1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5-6(育肥) 维生素 E 8 IU/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6(填鸭) 维生素 E 10 IU/kg 标准制定值

6-7(填鸭) 维生素 E 1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维生素 K 2.0mg/kg 标准制定值

0-2 维生素 K 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维生素 K 6.0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0-3 维生素 K 0.5mg/kg 申仲健等，2021
0-2 维生素 K 2.0mg/kg 申仲健等，2021

3-5 维生素 K 2.0mg/kg 标准制定值

3-5 维生素 K 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3-4 维生素 K 6.0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6(育肥) 维生素 K 2.0mg/kg 标准制定值

6-7(育肥) 维生素 K 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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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育肥) 维生素 K 6.0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6(填鸭) 维生素 K 2.0mg/kg 标准制定值

6-7(填鸭) 维生素 K 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胆碱 1000mg/kg 标准制定值

0-2 胆碱 100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胆碱 1240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0-3 胆碱 810-823mg/kg Wen等，2014
0-2 胆碱 1300mg/kg 闻治国等，2014
3-5 胆碱 1000mg/kg 标准制定值

3-5 胆碱 100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3-4 胆碱 1240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4-6 胆碱 950-1130mg/kg Wen等，2014
6(育肥) 胆碱 1000mg/kg 标准制定值

6-7(育肥) 胆碱 100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5-6(育肥) 胆碱 1240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6(填鸭) 胆碱 1000mg/kg 标准制定值

6-7(填鸭) 胆碱 100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硫胺素 2.0mg/kg 标准制定值

0-2 硫胺素 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硫胺素 2.5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0-24 硫胺素 1.71mg/kg 杨静等，2013
3-5 硫胺素 1.5mg/kg 标准制定值

3-5 硫胺素 1.5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3-5 硫胺素 2.2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6(育肥) 硫胺素 1.5mg/kg 标准制定值

6-7(育肥) 硫胺素 1.5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5-6(育肥) 硫胺素 2.2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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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填鸭) 硫胺素 1.5mg/kg 标准制定值

6-7(填鸭) 硫胺素 1.5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填肥期 硫胺素 2.0mg/kg
北京市地方标准《北京鸭 第一部

分：商品鸭集约化养殖规范》

（DB11/T 012.1-2007）
0-2 核黄素 10mg/kg 标准制定值

0-2 核黄素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核黄素 11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0-3 核黄素 3.27-5.20mg/kg Tang等，2013
0-3 核黄素 2.79-4.18mg/kg Tang等，2014
3-5 核黄素 10mg/kg 标准制定值

3-5 核黄素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3-4 核黄素 10.5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3-5 核黄素 2.31-3.57mg/kg Tang等，2015
3-6 核黄素 2.24-2.66mg/kg 唐静等，2017
6(育肥) 核黄素 10mg/kg 标准制定值

6-7(育肥) 核黄素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育肥) 核黄素 9.5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6(填鸭) 核黄素 10mg/kg 标准制定值

6-7(填鸭) 核黄素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烟酸 50mg/kg 标准制定值

0-3 烟酸 66mg/kg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0-2 烟酸 5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烟酸 70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0-3 烟酸 75mg/kg
Xie 等，2014；标准起草团队研究

数据

3-5 烟酸 50mg/kg 标准制定值

3-6 烟酸 86mg/kg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3-5 烟酸 5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3-4 烟酸 60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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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育肥) 烟酸 50mg/kg 标准制定值

6-7(育肥) 烟酸 5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5-6(育肥) 烟酸 45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6(填鸭) 烟酸 50mg/kg 标准制定值

6-7(填鸭) 烟酸 5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泛酸 11mg/kg 标准制定值

0-2 泛酸 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泛酸 18.5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0-3 泛酸 11 mg/kg Tang等，2020
3-5 泛酸 10mg/kg 标准制定值

3-5 泛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3-4 泛酸 12.5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3-6 泛酸 10-12 mg/kg Tang等，2020
6(育肥) 泛酸 10mg/kg 标准制定值

6-7(育肥) 泛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5-6(育肥) 泛酸 10.5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3-6 泛酸 10-12 mg/kg Tang等，2020
6(填鸭) 泛酸 10mg/kg 标准制定值

6-7(填鸭) 泛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吡哆醇 4.0mg/kg 标准制定值

0-2 吡哆醇 4.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吡哆醇 4.0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0-4 吡哆醇 4.0-4.37mg/kg Xie等，2014
0-3 吡哆醇 3.17mg/kg 谢明等，2014
3-5 吡哆醇 3.0mg/kg 标准制定值

3-5 吡哆醇 3.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3-4 吡哆醇 3.5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6(育肥) 吡哆醇 3.0mg/kg 标准制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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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育肥) 吡哆醇 3.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5-6(育肥) 吡哆醇 3.0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6(填鸭) 吡哆醇 3.0mg/kg 标准制定值

6-7(填鸭) 吡哆醇 3.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维生素 B12 0.02mg/kg 标准制定值

0-2
维生素 B12

0.02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维生素 B12

0.0225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0-3 维生素 B12 0.02mg/kg Ahmad等，2019
3-5 维生素 B12 0.02mg/kg 标准制定值

3-5 维生素 B12 0.02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3-4 维生素 B12 0.0205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6(育肥) 维生素 B12 0.02mg/kg 标准制定值

5-6(育肥) 维生素 B12 0.02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5-6(育肥) 维生素 B12 0.0185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6(填鸭) 维生素 B12 0.02mg/kg 标准制定值

6-7(填鸭) 维生素 B12 0.02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生物素 0.20mg/kg 标准制定值

0-2 生物素 0.15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生物素 0.20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0-3 生物素 0.20mg/kg 朱勇文等，2012
0-2 生物素 0.186mg/kg 朱勇文等，2012
0-4 生物素 0.21mg/kg 朱勇文等，2013
3-5 生物素 0.15mg/kg 标准制定值

3-5 生物素 0.15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3-4 生物素 0.19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6(育肥) 生物素 0.15mg/kg 标准制定值

6-7(育肥) 生物素 0.15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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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育肥) 生物素 0.15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6(填鸭) 生物素 0.15mg/kg 标准制定值

6-7(填鸭) 生物素 0.15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叶酸 1.0mg/kg 标准制定值

0-2 叶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叶酸 1.5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3-5 叶酸 1.0mg/kg 标准制定值

3-5 叶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3-5 叶酸 1.5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6(育肥) 叶酸 1.0mg/kg 标准制定值

6-7(育肥) 叶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5-6(育肥) 叶酸 1.5mg/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

标准》（DB37/T 3002-2017）
6 (填鸭) 叶酸 1.0mg/kg 标准制定值

6-7(填鸭) 叶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2 北京鸭种鸭营养需要量

目前关于北京鸭种鸭营养需要方面的研究极少。在本标准中，北京鸭种鸭各

阶段的能量、粗蛋白质、钙、磷、锰、硒、核黄素需要量主要参考了已发表论文

的数据、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

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

（DB37/T 3002-2017），见表 6、7。北京鸭种鸭其他营养素需要量完全参考了团

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见表 8。

表 6 北京鸭种鸭能量和粗蛋白质需要量数据制定依据

生 长 阶

段 （ 周

龄）

能 量

(MJ/kg)
能 量

（kcal/kg）
粗 蛋 白

(%)
数据来源

0-3 11.93 2850 19.5 标准制定值

0-3 11.93 2850 20.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11.72 2800 19.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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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43/T 898-2014）
4-8 11.93 2850 17.5 标准制定值

4-8 11.93 2850 17.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11.50 2750 17.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9-22 11.30 2700 15.0 标准制定值

9-22 11.30 2700 15.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24 11.30 2700 孟润泽等，2017

9-18 11.30 2700 16.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23-26 11.72 2800 17.0 标准制定值

23-26 11.72 2800 1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7-45 11.51 2750 18.0 标准制定值

27-45 11.51 2750 19.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10.88 2600 18.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19-39 10.46 2500 17.07 夏伟光等，2014
38-50 11.30 2700 18 王爽等，2016
29-45 10.26 2451 19 Xia等，2019
29-38 10.73-11.29 2563-2700 黄璇等，2018
21-29 16-18 黄璇等，2014
40-58 19.5 Indarsih等，2018
46-75 11.29 2700 18.5 标准制定值

46-70 11.29 2700 20.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10.88 2600 17.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38-50 11.30 2700 18 王爽等，2016
29-45 10.26 2451 19 Xia等，2019
40-58 19.5 Indarsih等，2018

表 7 北京鸭种鸭钙、磷、锰、碘、硒、核黄素、维生素 E和色氨酸需要量数据制定依据

生长阶段

（周龄）

钙

(%)
非植酸磷

(%)
数据来源

0-3 0.90 0.40 标准制定值

0-3 0.90 0.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0.85 0.38 标准制定值

4-8 0.85 0.38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8

9-22 0.80 0.30 标准制定值

9-22 0.80 0.3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19-22 2.50 0.32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20-33 3.2-3.6 0.40 Xia等，2015
17-64 0.33-0.38 张罕星等，2015
22-28 2.79-2.98 0.29 黄璇等，2016
23-26 2.00 0.38 标准制定值

23-26 2.00 0.38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7-45 3.20 0.38 标准制定值

27-45 3.10 0.38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5 3.30 0.38 标准制定值

46-70 3.10 0.38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锰
100
mg/kg

标准制定值

0-3 锰 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4 锰 90 吴艳玲，2019

0-2 锰 100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0-3 锰 9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3 碘 0.30 标准制定值

0-3 碘 0.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碘 1.7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0-3 硒 0.30 标准制定值

0-3 硒 0.24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0-2 硒 0.2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2 硒 0.27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0-7 硒 0.40 Baltic等，2015
0-7 硒 0.30 李红英等，2018
4-8 硒 0.30 标准制定值

4-8 硒 0.2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7 硒 0.40 Baltic等，2015
9-22 硒 0.30 标准制定值

9-22 硒 0.2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7 硒 0.40 Baltic等，2015
23-45 核黄素 15mg/kg 标准制定值

23-45 核黄素 15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核黄素 12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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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 核黄素 12mg/kg 王爽等，2014
40-49 核黄素 8.8mg/kg Zhang等，2020
46-75 核黄素 15mg/kg 标准制定值

46-72 核黄素 15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核黄素 12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40-49 核黄素 8.8mg/kg Zhang等，2020
0-3 泛酸 11mg/kg 标准制定值

0-3 泛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泛酸 11mg/kg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4-8 泛酸 11mg/kg 标准制定值

4-8 泛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3-5 泛酸 11mg/kg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9-22 泛酸 11mg/kg 标准制定值

9-22 泛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3-5 泛酸 11mg/kg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4-8 维生素 E 10IU/kg 标准制定值

0-3 维生素 E
12.54IU/k
g

Xie等，2018

3-4 维生素 E 9IU/kg
山东省地方标准《樱桃谷肉鸭饲养标准》（DB37/T
3002-2017）

0-3 色氨酸 0.20% 标准制定值

0-2 色氨酸 0.2% 标准起草团队研究数据

0-2 色氨酸
0.169-0.17
2%

谢明等，2012

0-3 色氨酸
0.168-0.16
9%

Xie等，2014

0-3 色氨酸 0.2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表 8 北京鸭种鸭营养需要量数据制定依据行业标准《肉鸭饲养标准》（NY/T2122-2012）

营养指标 Nutrient
育雏期

0周～3周
育成前期

4周～8周
育成后期

9周～22周

产蛋前期

23周～26
周

产蛋中期

27周～45
周

产蛋后期

46周～75
周

钠，% 0.15 0.15 0.15 0.15 0.15 0.15

氯，% 0.12 0.12 0.12 0.12 0.12 0.12

赖氨酸，% 1.05 0.85 0.65 0.80 0.95 1.00

蛋氨酸，% 0.45 0.40 0.35 0.40 0.45 0.45

蛋氨酸+胱氨酸，% 0.80 0.70 0.60 0.70 0.75 0.75

苏氨酸，% 0.75 0.60 0.50 0.60 0.65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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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氨酸，% 0.18 0.16 0.20 0.20 0.22

精氨酸，% 0.95 0.80 0.70 0.90 0.90 0.95

异亮氨酸，% 0.72 0.55 0.45 0.57 0.68 0.72

维生素 A，IU/kg 6000 3000 3000 8000 8000 8000

维生素 D3，IU/kg 2000 2000 2000 3000 3000 3000

维生素 E，IU/kg 20 10 30 30 40

维生素 K3，mg/kg 2.0 1.5 1.5 2.5 2.5 2.5

硫胺素，mg/kg 2.0 1.5 1.5 2.0 2.0 2.0

核黄素，mg/kg 10 10 10 15 15 15

烟酸，mg/kg 50 50 50 50 60 60

泛酸，mg/kg 20 20 20

吡哆醇，mg/kg 4.0 3.0 3.0 4.0 4.0 4.0

维生素 B12，mg/kg 0.02 0.01 0.01 0.02 0.02 0.02

生物素，mg/kg 0.20 0.10 0.10 0.20 0.20 0.20

叶酸，mg/kg 1.0 1.0 1.0 1.0 1.0 1.0

胆碱，mg/kg 1000 1000 1000 1500 1500 1500

铜，mg/kg 8.0 8.0 8.0 8.0 8.0 8.0

铁，mg/kg 60 60 60 60 60 60

锰，mg/kg 80 80 100 100 100

锌，mg/kg 60 60 60 60 60 60

硒，mg/kg 0.30 0.30 0.30

碘，mg/kg 0.30 0.30 0.40 0.40 0.40

5. 番鸭营养需要量

5.1 商品代番鸭营养需要量

番鸭主要用于本品种肉鸭生产以及番鸭与其他品种肉鸭杂交生产半番鸭。目

前关于番鸭、半番鸭营养需要的研究相对较少。在本标准中，番鸭育雏期（0～3

周龄）、生长期（4～7周龄）、育肥期（8周龄～出栏）营养需要主要参考已发表

论文的数据、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DB35/T 1085-2010）、团

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商品代番鸭能量与粗蛋白质、氨基

酸、矿物元素及维生素需要量数据制定依据分别见表 9、10、11、12。在本标准

中，半番鸭营养需要数据可参考商品代番鸭营养需要参数执行。

表 9 商品代番鸭能量和粗蛋白质需要量制定依据

生长阶段 (周
龄)

能 量

(MJ/kg)
能 量

（kcal/kg）
粗蛋白

质(%)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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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11.93 2850 19.0 标准制定值

0-3 12.14 2900 20.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12.13 2900 20-21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0-3 12.09 2888 19.48 王福林等，2017
0-3 12.10 2890 19.31 张建华等，2012
0-3 11.4 2723 21 陈明等，2012
0-3 11.72 2800 20.49 张玲等，2018
0-3 11.89 2840 18.54 张艳娜，2011
0-3 18-19 李忠荣等，2015
4-7 11.72 2800 16.5 标准制定值

4-8 11.93 2850 17.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12.13 2900 17-18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11.71 2800 17.64 张建华等，2012
4-6 11.92 2850 19.25 张玲等，2018
4-7 11.72 2800 15.0 戴求仲等，2013
4-8 12.39 2960 16.49 张艳娜，2011
5-8 19.0 Dong等，2023
4-8 15-16 李忠荣等，2015
8-出栏 11.72 2800 14.5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11.93 2850 15.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12.13 2900 14-15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7-出栏 12.32 2943 16.10 张玲等，2018
6-12 18.0 Abdel-Hamid和 Abdelfattah, 2020
8-10 17.0 Dong等，2023
8-10 12.97 3098 Linh等，2022

表 10 商品代番鸭氨基酸营养需要量数据制定依据

生长阶段

(周龄)
氨基酸

粗蛋白

(%)
需要量

(%)
数据来源

0-3
蛋氨酸

19.0
0.45

标准制定值
蛋氨酸+胱氨酸 0.80

0-3
蛋氨酸

20.0
0.4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蛋氨酸+胱氨酸 0.80

0-3
蛋氨酸

20.0
0.4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

规范》（DB35/T 1085-2010）蛋氨酸+胱氨酸 0.80
4-7 蛋氨酸 16.5 0.40 标准制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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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氨酸+胱氨酸 0.75

4-8
蛋氨酸 17.5 0.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蛋氨酸+胱氨酸 0.75

4-6
蛋氨酸 17-18 0.35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

规范》（DB35/T 1085-2010）蛋氨酸+胱氨酸 0.65

8-出栏
蛋氨酸

14.5
0.35

标准制定值
蛋氨酸+胱氨酸 0.60

9-出栏
蛋氨酸

15.0
0.3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蛋氨酸+胱氨酸 0.60

7-出栏
蛋氨酸

14-15
0.35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

规范》（DB35/T 1085-2010）蛋氨酸+胱氨酸 0.65
0-3 赖氨酸 19.0 1.05 标准制定值

0-3 赖氨酸 20.0 1.0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赖氨酸 20-21 1.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

规范》（DB35/T 1085-2010）
4-7 赖氨酸 16.5 0.80 标准制定值

4-8 赖氨酸 17.5 0.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赖氨酸 17-18 0.9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

规范》（DB35/T 1085-2010）
8-出栏 赖氨酸 14.5 0.65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赖氨酸 15.0 0.6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出栏 赖氨酸 14-15 0.8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

规范》（DB35/T 1085-2010）
8-10 赖氨酸 19.0 1.1 Linh 等，2022
0-3 苏氨酸 19.0 0.75 标准制定值

0-3 苏氨酸 20.0 0.7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苏氨酸 16.5 0.60 标准制定值

4-7 苏氨酸 17.5 0.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5-8 苏氨酸 0.80 Dong等，2023
8-出栏 苏氨酸 14.5 0.45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苏氨酸 15.0 0.4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10 苏氨酸 0.60 Dong等，2023
0-3 色氨酸 19.0 0.20 标准制定值

0-3 色氨酸 20.0 0.2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色氨酸 20-21 0.24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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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DB35/T 1085-2010）

4-7 色氨酸 16.5 0.18 标准制定值

4-8 色氨酸 17.5 0.18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色氨酸 17-18 0.2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

规范》（DB35/T 1085-2010）
8-出栏 色氨酸 14.5 0.16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色氨酸 15.0 0.16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色氨酸 14-15 0.16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

规范》（DB35/T 1085-2010）
0-3 精氨酸 19.0 0.90 标准制定值

0-3 精氨酸 20.0 0.9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精氨酸 16.5 0.80 标准制定值

4-8 精氨酸 17.5 0.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出栏 精氨酸 14.5 0.65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精氨酸 15.0 0.6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异亮氨酸 19.0 0.70 标准制定值

0-3 异亮氨酸 20.0 0.7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异亮氨酸 16.5 0.55 标准制定值

4-8 异亮氨酸 17.5 0.5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出栏 异亮氨酸 14.5 0.50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异亮氨酸 15.0 0.5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表 11 商品代番鸭矿物元素需要量数据制定依据

生长阶段

(周龄)
钙

(%)
非植酸磷

(%)
数据来源

0-3 0.9 0.42 标准制定值

0-3 0.9 0.4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1.0 0.45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0-3 1.05 0.6 张玲等，2018
0-3 0.74 0.50 张艳娜，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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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0.60 Costa等，2019
4-7 0.85 0.38 标准制定值

4-8 0.85 0.38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0.90 0.4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6 1.03 0.60 张玲等，2018
4-8 0.72 0.40 张艳娜，2011
6-10 0.55 Costa等，2019
8-出栏 0.8 0.30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0.8 0.3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0.8 0.35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7-出栏 0.92 0.45 张玲等，2018
6-10 0.55 Costa等，2019
11-14 0.50 Costa等，2019
生长阶段

(周龄)
矿物元素

需要量

(mg/kg)
数据来源

0-3 铜 8.0 标准制定值

0-3 铜 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铜 10.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铜 8.0 标准制定值

4-8 铜 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铜 10.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出栏 铜 8.0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铜 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铜 10.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0-3 铁 60 标准制定值

0-3 铁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铁 5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铁 60 标准制定值

4-8 铁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铁 5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出栏 铁 60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铁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铁 5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0-3 锰 100 标准制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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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锰 10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锰 8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锰 80 标准制定值

4-8 锰 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锰 8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出栏 锰 80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锰 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锰 8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0-3 锌 60 标准制定值

0-3 锌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锌 6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锌 40 标准制定值

4-8 锌 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锌 6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出栏 锌 40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锌 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锌 4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0-3 硒 0.30 标准制定值

0-3 硒 0.2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硒 0.25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8 硒 0.30 标准制定值

4-8 硒 0.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硒 0.25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出栏 硒 0.30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硒 0.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硒 0.25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0-3 碘 0.30 标准制定值

0-3 碘 0.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碘 0.45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碘 0.30 标准制定值

4-8 碘 0.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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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碘 0.45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出栏 碘 0.30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碘 0.3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碘 0.45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0-3 钠 0.15% 标准制定值

0-3 氯 0.12% 标准制定值

0-3 钠 0.1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氯 0.1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钠 0.16%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0-3 氯 0.14%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钠 0.15% 标准制定值

4-7 氯 0.12% 标准制定值

4-8 钠 0.1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氯 0.1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钠 0.16%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6 氯 0.16%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出栏 钠 0.15%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氯 0.12%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钠 0.1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出栏 氯 0.1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钠 0.16%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7-出栏 氯 0.16%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表 12 商品代番鸭维生素需要量数据制定依据

生长阶段

(周龄)
维生素 需要量 数据来源

0-3 维生素 A 4000 IU/kg 标准制定值

0-3 维生素 A 4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维生素 A
10000
IU/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维生素 A 3000 IU/kg 标准制定值

4-8 维生素 A 3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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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维生素 A 9000 IU/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出栏 维生素 A 2500 IU/kg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维生素 A 25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维生素 A 7000 IU/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0-3 维生素 D3 2000 IU/kg 标准制定值

0-3 维生素 D3 2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维生素 D3 2500 IU/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维生素 D3 2000 IU/kg 标准制定值

4-8 维生素 D3 2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维生素 D3 2200 IU/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出栏 维生素 D3 1000 IU/kg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维生素 D3 1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出栏 维生素 D3 2000 IU/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0-3 维生素 E 20 IU/kg 标准制定值

0-3 维生素 E 2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维生素 E 30 IU/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维生素 E 10 IU/kg 标准制定值

4-8 维生素 E 1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维生素 E 25 IU/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出栏 维生素 E 10 IU/kg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维生素 E 1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维生素 E 20 IU/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0-3 维生素 K 2.0 mg/kg 标准制定值

0-3 维生素 K 2.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维生素 K 2.0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维生素 K 2.0 mg/kg 标准制定值

4-8 维生素 K 2.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维生素 K 2.0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出栏 维生素 K 2.0 mg/kg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维生素 K 2.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维生素 K 1.5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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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35/T 1085-2010）

0-3 硫胺素 2.0 mg/kg 标准制定值

0-3 硫胺素 2.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硫胺素 2.5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硫胺素 1.5 mg/kg 标准制定值

4-8 硫胺素 1.5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硫胺素 2.0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出栏 硫胺素 1.5 mg/kg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硫胺素 1.5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硫胺素 1.5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0-3 核黄素 12.0 mg/kg 标准制定值

0-3 核黄素 12.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核黄素 8.0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核黄素 8.0 mg/kg 标准制定值

4-8 核黄素 8.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核黄素 6.0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出栏 核黄素 8.0 mg/kg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核黄素 8.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核黄素 4.0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0-3 烟酸 50 mg/kg 标准制定值

0-3 烟酸 5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烟酸 40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烟酸 30 mg/kg 标准制定值

4-8 烟酸 3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烟酸 35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出栏 烟酸 30 mg/kg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烟酸 3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烟酸 30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0-3 泛酸 11mg/kg 标准制定值

0-3 泛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泛酸 12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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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泛酸 11mg/kg Tang等，2020

4-7 泛酸 11mg/kg 标准制定值

4-8 泛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泛酸 11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3-6 泛酸 11mg/kg Tang等，2020

8-出栏 泛酸 11mg/kg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泛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泛酸 10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0-3 吡哆醇 3.0mg/kg 标准制定值

0-3 吡哆醇 3.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吡哆醇 6.0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吡哆醇 3.0mg/kg 标准制定值

4-8 吡哆醇 3.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吡哆醇 5.0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出栏 吡哆醇 3.0mg/kg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吡哆醇 3.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吡哆醇 4.5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0-3 维生素 B12 0.02mg/kg 标准制定值

0-3 维生素 B12 0.02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维生素 B12 0.02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维生素 B12 0.02mg/kg 标准制定值

4-8 维生素 B12 0.02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维生素 B12 0.015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出栏 维生素 B12 0.02mg/kg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维生素 B12 0.02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维生素 B12 0.015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0-3 生物素 0.20 mg/kg 标准制定值

0-3 生物素 0.2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生物素 0.15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生物素 0.10 mg/kg 标准制定值

4-8 生物素 0.1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生物素 0.10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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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35/T 1085-2010）

8-出栏 生物素 0.10 mg/kg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生物素 0.1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生物素 0.10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0-3 叶酸 1.0mg/kg 标准制定值

0-3 叶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叶酸 1.2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叶酸 1.0mg/kg 标准制定值

4-8 叶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叶酸 1.0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出栏 叶酸 1.0mg/kg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叶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叶酸 0.8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0-3 胆碱 1000mg/kg 标准制定值

0-3 胆碱 100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胆碱 350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胆碱 1000mg/kg 标准制定值

4-8 胆碱 100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胆碱 300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出栏 胆碱 1000mg/kg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胆碱 100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胆碱 250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5.2 番鸭种鸭营养需要量

目前关于番鸭种鸭营养需要的研究较少。在本标准中，番鸭种鸭育雏期（0～

3周龄）、育成前期（4～7周龄）、育成后期（8周龄～26周龄）、产蛋期（27～

65周龄）营养需要主要参考已发表论文的数据、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

管理规范》（DB35/T 1085-2010）、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鸭）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番鸭种鸭能量与粗蛋白质、氨基酸、矿物元素及维生素需要量数据制定依据分别

见表 13、1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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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番鸭种鸭能量和粗蛋白质需要量制定依据

生长阶段 (周
龄)

能 量

(MJ/kg)
能 量

（kcal/kg）
粗蛋白

质(%)
数据来源

0-3 11.72 2800 19.0 标准制定值

0-3 12.14 2900 20.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12.13 2900 20-21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0-3 12.10 2900 20.0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鸭）

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0-3 12.09 2888 19.48 王福林等，2017
0-3 12.10 2890 19.31 张建华等，2012
0-3 11.4 2723 21 陈明等，2012
0-3 11.72 2800 20.49 张玲等，2018
0-3 11.89 2840 18.54 张艳娜，2011
0-3 18-19 李忠荣等，2015
4-7 11.72 2800 17.0 标准制定值

4-8 11.93 2850 17.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12.13 2900 17-18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6 11.9 2850 17.5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鸭）

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4-7 11.71 2800 17.64 张建华等，2012
4-6 11.92 2850 19.25 张玲等，2018
4-7 11.72 2800 15.0 戴求仲等，2013
4-8 12.39 2960 16.49 张艳娜，2011
5-8 19.0 Dong等，2023
4-8 15-16 李忠荣等，2015
8-26 11.30 2700 14.0 标准制定值

9-26 11.30 2700 14.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12.13 2900 14-15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26 11.30 2700 14.0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鸭）

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7-出栏 12.32 2943 16.10 张玲等，2018
6-12 18.0 Abdel-Hamid和 Abdelfattah, 2020
8-10 17.0 Dong等，2023
8-10 12.97 3098 Linh等，2022
13 12.32 2943 16 唐现文等，2014
27-65 11.30 2700 17.0 标准制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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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5 11.30 2700 1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7-65 11.30 2700 17.5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鸭）

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表 14 番鸭种鸭氨基酸营养需要量数据制定依据

生长阶段

(周龄)
氨基酸

粗蛋白

(%)
需要量

(%)
数据来源

0-3
蛋氨酸

19.0
0.45

标准制定值
蛋氨酸+胱氨酸 0.80

0-3
蛋氨酸

20.0
0.4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蛋氨酸+胱氨酸 0.80

0-3
蛋氨酸

20.0
0.4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

规范》（DB35/T 1085-2010）蛋氨酸+胱氨酸 0.80

0-3 蛋氨酸 20.0 0.45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

鸭）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4-7
蛋氨酸

17.0
0.40

标准制定值
蛋氨酸+胱氨酸 0.75

4-8
蛋氨酸 17.5 0.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蛋氨酸+胱氨酸 0.75

4-6
蛋氨酸 17-18 0.35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

规范》（DB35/T 1085-2010）蛋氨酸+胱氨酸 0.65

4-6 蛋氨酸 17.5 0.40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

鸭）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8-26
蛋氨酸

14.0
0.30

标准制定值
蛋氨酸+胱氨酸 0.55

9-26
蛋氨酸

14.5
0.3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蛋氨酸+胱氨酸 0.55

7-出栏
蛋氨酸

14-15
0.35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

规范》（DB35/T 1085-2010）蛋氨酸+胱氨酸 0.65

8-26 蛋氨酸 14.0 0.30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

鸭）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27-65
蛋氨酸

17.0
0.40

标准制定值
蛋氨酸+胱氨酸 0.72

27-65
蛋氨酸

18.0
0.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蛋氨酸+胱氨酸 0.72

27-65 蛋氨酸 17.5 0.40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

鸭）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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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6 蛋氨酸 18.0 0.43 冯艳，2019
0-3 赖氨酸 19.0 1.05 标准制定值

0-3 赖氨酸 20.0 1.0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赖氨酸 20-21 1.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

规范》（DB35/T 1085-2010）

0-3 赖氨酸 20.0 1.05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

鸭）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4-7 赖氨酸 17.0 0.80 标准制定值

4-8 赖氨酸 17.5 0.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赖氨酸 17-18 0.9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

规范》（DB35/T 1085-2010）

4-7 赖氨酸 17.5 0.80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

鸭）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8-26 赖氨酸 14.0 0.60 标准制定值

9-26 赖氨酸 14.5 0.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出栏 赖氨酸 14-15 0.8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

规范》（DB35/T 1085-2010）

8-26 赖氨酸 14.0 0.60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

鸭）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8-10 赖氨酸 19.0 1.1 Linh 等，2022
27-65 赖氨酸 17.0 0.85 标准制定值

27-65 赖氨酸 18.0 0.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7-65 赖氨酸 17.5 0.85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

鸭）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30-36 赖氨酸 18.0 0.89 冯艳，2019
0-3 苏氨酸 19.0 0.75 标准制定值

0-3 苏氨酸 20.0 0.7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苏氨酸 20.0 0.75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

鸭）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4-7 苏氨酸 17.0 0.60 标准制定值

4-7 苏氨酸 17.5 0.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苏氨酸 17.5 0.60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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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5-8 苏氨酸 0.80 Dong等，2023
8-26 苏氨酸 14.0 0.45 标准制定值

9-26 苏氨酸 14.5 0.4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26 苏氨酸 14.0 0.45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

鸭）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8-10 苏氨酸 0.60 Dong等，2023
27-65 苏氨酸 17.0 0.60 标准制定值

27-65 苏氨酸 18.0 0.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7-65 苏氨酸 17.5 0.60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

鸭）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0-3 色氨酸 19.0 0.20 标准制定值

0-3 色氨酸 20.0 0.2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色氨酸 20-21 0.24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

规范》（DB35/T 1085-2010）

0-3 色氨酸 20.0 0.20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

鸭）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4-7 色氨酸 17.0 0.18 标准制定值

4-8 色氨酸 17.5 0.18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色氨酸 17-18 0.2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

规范》（DB35/T 1085-2010）

4-6 色氨酸 17.5 0.18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

鸭）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8-26 色氨酸 14.0 0.16 标准制定值

9-26 色氨酸 14.5 0.16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色氨酸 14-15 0.16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

规范》（DB35/T 1085-2010）

8-26 色氨酸 14.0 0.16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

鸭）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27-65 色氨酸 17.0 0.18 标准制定值

27-65 色氨酸 18.0 0.18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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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2020）

27-65 色氨酸 17.5 0.18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

鸭）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0-3 精氨酸 19.0 0.90 标准制定值

0-3 精氨酸 20.0 0.9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精氨酸 20.0 0.90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

鸭）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4-7 精氨酸 17.0 0.80 标准制定值

4-8 精氨酸 17.5 0.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精氨酸 17.5 0.80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

鸭）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8-26 精氨酸 14.0 0.65 标准制定值

9-26 精氨酸 14.5 0.6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26 精氨酸 14.0 0.65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

鸭）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27-65 精氨酸 17.0 0.80 标准制定值

27-65 精氨酸 18.0 0.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7-65 精氨酸 17.5 0.80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

鸭）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0-3 异亮氨酸 19.0 0.70 标准制定值

0-3 异亮氨酸 20.0 0.7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异亮氨酸 20.0 0.70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

鸭）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4-7 异亮氨酸 17.0 0.55 标准制定值

4-8 异亮氨酸 17.5 0.5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异亮氨酸 17.5 0.55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

鸭）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8-26 异亮氨酸 14.0 0.42 标准制定值

9-26 异亮氨酸 14.5 0.4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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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异亮氨酸 14.0 0.42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

鸭）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27-65 异亮氨酸 17.0 0.68 标准制定值

27-65 异亮氨酸 18.0 0.68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7-65 异亮氨酸 17.5 0.68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

鸭）种鸭管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表 15 番鸭种鸭矿物元素需要量数据制定依据

生长阶段

(周龄)
钙

(%)
非植酸磷

(%)
数据来源

0-3 0.90 0.42 标准制定值

0-3 0.90 0.4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1.0 0.45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0-3 0.90 0.42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鸭）种鸭管

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0-3 1.05 0.6 张玲等，2018
0-3 0.74 0.50 张艳娜，2011
0-5 0.60 Costa等，2019
4-7 0.85 0.38 标准制定值

4-8 0.85 0.38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0.90 0.4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6 0.85 0.38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鸭）种鸭管

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4-6 1.03 0.60 张玲等，2018
4-8 0.72 0.40 张艳娜，2011
6-10 0.55 Costa等，2019
8-26 0.80 0.30 标准制定值

9-26 0.80 0.3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13 1.0 0.60 唐现文等，2014

7-出栏 0.8 0.35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26 0.80 0.30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鸭）种鸭管

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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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出栏 0.92 0.45 张玲等，2018
6-10 0.55 Costa等，2019
11-14 0.50 Costa等，2019
27-65 3.30 0.38 标准制定值

27-65 3.30 0.38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7-65 3.30 0.38
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鸭）种鸭管

理技术规程》（DB46/T 56-2023）
生长阶段

(周龄)
矿物元素

需要量

(mg/kg)
数据来源

0-3 铜 8.0 标准制定值

0-3 铜 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铜 10.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铜 8.0 标准制定值

4-8 铜 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铜 10.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26 铜 8.0 标准制定值

9-26 铜 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铜 10.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27-65 铜 8.0 标准制定值

27-65 铜 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铁 60 标准制定值

0-3 铁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铁 5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铁 60 标准制定值

4-8 铁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铁 5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26 铁 60 标准制定值

9-26 铁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铁 5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27-65 铁 60 标准制定值

27-65 铁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锰 100 标准制定值

0-3 锰 10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锰 8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锰 80 标准制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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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锰 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锰 8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26 锰 80 标准制定值

9-26 锰 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锰 8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27-65 锰 100 标准制定值

27-65 锰 10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锌 60 标准制定值

0-3 锌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锌 6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锌 40 标准制定值

4-8 锌 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锌 6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26 锌 40 标准制定值

9-26 锌 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锌 40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27-65 锌 60 标准制定值

27-65 锌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30-36 锌 40 Huang等，2020
0-3 硒 0.30 标准制定值

0-3 硒 0.2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硒 0.25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8 硒 0.30 标准制定值

4-8 硒 0.2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硒 0.25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26 硒 0.30 标准制定值

9-26 硒 0.2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硒 0.25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27-65 硒 0.3 标准制定值

27-65 硒 0.3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5-37 硒 0.5 蔡碧玉，2016
0-3 碘 0.30 标准制定值

0-3 碘 0.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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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碘 0.45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碘 0.30 标准制定值

4-8 碘 0.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碘 0.45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26 碘 0.30 标准制定值

9-26 碘 0.3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碘 0.45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27-65 碘 0.40 标准制定值

27-65 碘 0.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钠 0.15% 标准制定值

0-3 氯 0.12% 标准制定值

0-3 钠 0.1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氯 0.1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钠 0.16%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0-3 氯 0.14%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钠 0.15% 标准制定值

4-7 氯 0.12% 标准制定值

4-8 钠 0.1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氯 0.1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钠 0.16%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6 氯 0.16%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26 钠 0.15% 标准制定值

8-26 氯 0.12% 标准制定值

9-26 钠 0.1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26 氯 0.1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钠 0.16%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7-出栏 氯 0.16%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27-65 钠 0.15% 标准制定值

27-65 氯 0.12% 标准制定值

27-65 钠 0.1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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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5 氯 0.1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表 16 番鸭种鸭维生素需要量数据制定依据

生长阶段

(周龄)
维生素 需要量 数据来源

0-3 维生素 A 4000 IU/kg 标准制定值

0-3 维生素 A 4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维生素 A
10000
IU/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维生素 A 3000 IU/kg 标准制定值

4-8 维生素 A 3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维生素 A 9000 IU/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26 维生素 A 3000 IU/kg 标准制定值

9-26 维生素 A 3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维生素 A 7000 IU/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27-65 维生素 A 8000 IU/kg 标准制定值

27-65 维生素 A 8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维生素 D3 2000 IU/kg 标准制定值

0-3 维生素 D3 2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维生素 D3 2500 IU/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维生素 D3 2000 IU/kg 标准制定值

4-8 维生素 D3 2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维生素 D3 2200 IU/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26 维生素 D3 1000 IU/kg 标准制定值

9-26 维生素 D3 1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出栏 维生素 D3 2000 IU/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27-65 维生素 D3 3000 IU/kg 标准制定值

27-65 维生素 D3 3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维生素 E 20 IU/kg 标准制定值

0-3 维生素 E 2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维生素 E 30 IU/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维生素 E 10 IU/kg 标准制定值

4-8 维生素 E 1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维生素 E 25 IU/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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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35/T 1085-2010）

8-26 维生素 E 10 IU/kg 标准制定值

9-26 维生素 E 1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维生素 E 20 IU/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27-65 维生素 E 30 IU/kg 标准制定值

27-65 维生素 E 3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维生素 K 2.0 mg/kg 标准制定值

0-3 维生素 K 2.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维生素 K 2.0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维生素 K 2.0 mg/kg 标准制定值

4-8 维生素 K 2.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维生素 K 2.0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26 维生素 K 2.0 mg/kg 标准制定值

9-26 维生素 K 2.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维生素 K 1.5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27-65 维生素 K 2.5 mg/kg 标准制定值

27-65 维生素 K 2.5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硫胺素 2.0 mg/kg 标准制定值

0-3 硫胺素 2.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硫胺素 2.5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硫胺素 1.5 mg/kg 标准制定值

4-8 硫胺素 1.5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硫胺素 2.0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26 硫胺素 1.5 mg/kg 标准制定值

9-26 硫胺素 1.5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硫胺素 1.5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27-65 硫胺素 2.0 mg/kg 标准制定值

27-65 硫胺素 2.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核黄素 12.0 mg/kg 标准制定值

0-3 核黄素 12.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核黄素 8.0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核黄素 8.0 mg/kg 标准制定值

4-8 核黄素 8.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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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核黄素 6.0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26 核黄素 8.0 mg/kg 标准制定值

9-26 核黄素 8.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核黄素 4.0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27-65 核黄素 15.0 mg/kg 标准制定值

27-65 核黄素 15.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烟酸 50 mg/kg 标准制定值

0-3 烟酸 5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烟酸 40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烟酸 30 mg/kg 标准制定值

4-8 烟酸 3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烟酸 35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26 烟酸 30 mg/kg 标准制定值

9-26 烟酸 3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烟酸 30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27-65 烟酸 50 mg/kg 标准制定值

27-65 烟酸 5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泛酸 11mg/kg 标准制定值

0-3 泛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泛酸 12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0-3 泛酸 11mg/kg Tang等，2020

4-7 泛酸 11mg/kg 标准制定值

4-8 泛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泛酸 11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3-6 泛酸 11mg/kg Tang等，2020

8-26 泛酸 11mg/kg 标准制定值

9-26 泛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泛酸 10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27-65 泛酸 20mg/kg 标准制定值

27-65 泛酸 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吡哆醇 3.0mg/kg 标准制定值

0-3 吡哆醇 3.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吡哆醇 6.0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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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35/T 1085-2010）

4-7 吡哆醇 3.0mg/kg 标准制定值

4-8 吡哆醇 3.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吡哆醇 5.0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26 吡哆醇 3.0mg/kg 标准制定值

9-26 吡哆醇 3.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吡哆醇 4.5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27-65 吡哆醇 4.0mg/kg 标准制定值

27-65 吡哆醇 4.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维生素 B12 0.02mg/kg 标准制定值

0-3 维生素 B12 0.02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维生素 B12 0.02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维生素 B12 0.02mg/kg 标准制定值

4-8 维生素 B12 0.02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维生素 B12 0.015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26 维生素 B12 0.02mg/kg 标准制定值

9-26 维生素 B12 0.02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维生素 B12 0.015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27-65 维生素 B12 0.02mg/kg 标准制定值

27-65 维生素 B12 0.02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生物素 0.20 mg/kg 标准制定值

0-3 生物素 0.2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生物素 0.15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生物素 0.10 mg/kg 标准制定值

4-8 生物素 0.1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生物素 0.10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26 生物素 0.10 mg/kg 标准制定值

9-26 生物素 0.1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生物素 0.10 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27-65 生物素 0.20 mg/kg 标准制定值

27-65 生物素 0.20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叶酸 1.0mg/kg 标准制定值

0-3 叶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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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叶酸 1.2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叶酸 1.0mg/kg 标准制定值

4-8 叶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叶酸 1.0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26 叶酸 1.0mg/kg 标准制定值

9-26 叶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叶酸 0.8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27-65 叶酸 1.0mg/kg 标准制定值

27-65 叶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胆碱 1000mg/kg 标准制定值

0-3 胆碱 100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胆碱 350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4-7 胆碱 1000mg/kg 标准制定值

4-8 胆碱 100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 胆碱 300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8-26 胆碱 1000mg/kg 标准制定值

9-26 胆碱 100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7-出栏 胆碱 250mg/kg
福建省地方标准《半番鸭饲养管理规范》

（DB35/T 1085-2010）
27-65 胆碱 1500mg/kg 标准制定值

27-65 胆碱 150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6. 肉蛋兼用型肉鸭营养需要量

6.1 商品代肉蛋兼用型肉鸭营养需要量

目前，肉蛋兼用型地方品种肉鸭营养需要已有一些研究报道。在本标准中，

商品代肉蛋兼用型肉鸭育雏期（0～3周龄）、生长期（4～7 周龄）、育肥期（8

周龄～出栏）能量、粗蛋白质、氨基酸、矿物元素及维生素需要量数据主要参考

已发表论文的数据、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商品代肉蛋兼用型肉鸭能量、粗

蛋白质、氨基酸、矿物元素及维生素需要量数据制定依据见表 17、18、19、20。

表 17 商品代肉蛋兼用型肉鸭能量和粗蛋白质需要量数据制定依据

生 长 阶 能量 能量 粗蛋白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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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周龄)
(MJ/kg) （kcal/kg） (%)

0-3 11.72 2800 19.0 标准制定值

0-3 12.14 2900 20.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11.72 2800 19.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2-3 12.43 2970 23.09 汪水平等，2013
0-3 11.50 2700 Feng等，2022
0-4 11.70 2795 18.0 Wang等，2010
4-7 11.30 2700 17.0 标准制定值

4-7 11.70 2800 17.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11.50 2750 17.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6-13 12.05 2878 徐铁山等，2020
5-9 13.0 3106 17.0 冯凯玲等，2014
4-8 11.87 2836 17.57 汪水平等，2013
5-10 11.80 2819 15.3 陶勇等，2017
5-9 13.0 3106 17.0 叶慧等，2013
8-出栏 11.30 2700 14.0 标准制定值

8-出栏 12.12 2900 15.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出栏 11.72 2800 15.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9-10 12.15 2903 16.16 汪水平等，2013

表 18 商品代肉蛋兼用型肉鸭氨基酸需要量数据制定依据

生长阶段

(周龄)
氨基酸

粗蛋白

(%)
需要量

(%)
数据来源

0-3
蛋氨酸

19.0
0.40

标准制定值
蛋氨酸+胱氨酸 0.78

0-3
蛋氨酸

20.0
0.4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蛋氨酸+胱氨酸 0.78

0-3
蛋氨酸

19.0
0.4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

养需要》（DB43/T 898-2014）蛋氨酸+胱氨酸 0.80
0-3 蛋氨酸 19.57 0.38-0.43 邬爱姬等，2013

4-7
蛋氨酸

17.0
0.38

标准制定值
蛋氨酸+胱氨酸 0.70

4-7
蛋氨酸

17.0
0.38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蛋氨酸+胱氨酸 0.70

4-8
蛋氨酸

17.0
0.4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

养需要》（DB43/T 898-2014）蛋氨酸+胱氨酸 0.73

8-出栏
蛋氨酸

14.0
0.35

标准制定值
蛋氨酸+胱氨酸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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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出栏
蛋氨酸

15.0
0.3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蛋氨酸+胱氨酸 0.60

9-出栏
蛋氨酸

16.0
0.34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

养需要》（DB43/T 898-2014）蛋氨酸+胱氨酸 0.61
7-9 蛋氨酸 16.44 0.38 叶慧等，2013
7-9 蛋氨酸 16.76 0.35-0.40 邬爱姬等，2013
0-3 赖氨酸 19.0 1.05 标准制定值

0-3 赖氨酸 20.0 1.0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0-3 赖氨酸 19.0 1.1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

养需要》（DB43/T 898-2014）
0-3 赖氨酸 19.57 1.01 叶慧等，2013
4-7 赖氨酸 17.0 0.85 标准制定值

4-7 赖氨酸 17.0 0.8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4-8 赖氨酸 17.0 0.8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

养需要》（DB43/T 898-2014）
4-6 赖氨酸 17.38 0.87 叶慧等，2013
4-6 赖氨酸 17.0 0.95 林谦等，2014
6-10 赖氨酸 18.0 0.80~0.92 李闯等，2020
8-出栏 赖氨酸 14.0 0.65 标准制定值

8-出栏 赖氨酸 15.0 0.6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9-出栏 赖氨酸 16.0 0.6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

养需要》（DB43/T 898-2014）
7-9 赖氨酸 16.76 0.72 叶慧等，2013
7-10 赖氨酸 16.0 0.85 林谦等，2014
7-10 赖氨酸 16.0 0.95 林谦等，2016
6-10 赖氨酸 18.0 0.80~0.92 李闯等，2020
0-3 苏氨酸 19.0 0.75 标准制定值

0-3 苏氨酸 20.0 0.7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0-3 苏氨酸 19.0 0.73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

养需要》（DB43/T 898-2014）
4-7 苏氨酸 17.0 0.60 标准制定值

4-7 苏氨酸 17.0 0.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4-7 苏氨酸 17.0 0.6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

养需要》（DB43/T 898-2014）
3-8 苏氨酸 17.0 0.68~0.71 黄璇等，2020
8-出栏 苏氨酸 14.0 0.50 标准制定值

8-出栏 苏氨酸 15.0 0.5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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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AAA 053-2020）

8-出栏 苏氨酸 16.0 0.5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

养需要》（DB43/T 898-2014）
3-8 苏氨酸 17.0 0.68~0.71 黄璇等，2020
0-3 色氨酸 19.0 0.18 标准制定值

0-3 色氨酸 20.0 0.2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0-3 色氨酸 19.0 0.2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

养需要》（DB43/T 898-2014）
0-4 色氨酸 18.39 0.30 王福明，2014
4-7 色氨酸 17.0 0.16 标准制定值

4-7 色氨酸 17.0 0.18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4-8 色氨酸 17.0 0.18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

养需要》（DB43/T 898-2014）
8-出栏 色氨酸 14.0 0.14 标准制定值

8-出栏 色氨酸 15.0 0.16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9-出栏 色氨酸 16.0 0.16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

养需要》（DB43/T 898-2014）
0-3 精氨酸 19.0 0.90 标准制定值

0-3 精氨酸 20.0 0.9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0-3 精氨酸 19.0 0.9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

养需要》（DB43/T 898-2014）
1-5 精氨酸 19.0 1.15~1.20 孙悦等，2022
4-7 精氨酸 17.0 0.80 标准制定值

4-7 精氨酸 17.0 0.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4-8 精氨酸 17.0 0.8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

养需要》（DB43/T 898-2014）
1-5 精氨酸 19.0 1.15~1.20 孙悦等，2022
8-出栏 精氨酸 14.0 0.70 标准制定值

8-出栏 精氨酸 15.0 0.7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9-出栏 精氨酸 15.0 0.7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

养需要》（DB43/T 898-2014）
0-3 异亮氨酸 19.0 0.70 标准制定值

0-3 异亮氨酸 20.0 0.7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4-7 异亮氨酸 17.0 0.55 标准制定值

4-7 异亮氨酸 17.0 0.5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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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AAA 053-2020）
8-出栏 异亮氨酸 14.0 0.50 标准制定值

8-出栏 异亮氨酸 15.0 0.4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表 19 商品代肉蛋兼用型肉鸭矿物质元素需要量数据制定依据

生长阶段

（周龄）

钙

(%)
非植酸磷

(%)
数据来源

0-3 0.85 0.38 标准制定值

0-3 0.9 0.4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0.9 0.4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4-7 0.80 0.35 标准制定值

4-7 0.85 0.38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0.85 0.36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8-出栏 0.80 0.30 标准制定值

8-出栏 0.80 0.3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出栏 0.80 0.32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7-11 0.60-0.996 李闯等，2015
生长阶段

(周龄)
矿物元素

需要量

(mg/kg)
数据来源

0-3 钠 0.15% 标准制定值

0-3 氯 0.12% 标准制定值

0-3 钠 0.1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氯 0.1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钠 0.14%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3 氯 0.12%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4-7 钠 0.15% 标准制定值

4-7 氯 0.12% 标准制定值

4-7 钠 0.1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氯 0.1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钠 0.14%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4-8 氯 0.12%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8-出栏 钠 0.15% 标准制定值

8-出栏 氯 0.12% 标准制定值

8-出栏 钠 0.1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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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出栏 氯 0.1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出栏 钠 0.14%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9-出栏 氯 0.12%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3 铜 8.0 标准制定值

0-3 铜 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铜 8.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4-7 铜 8.0 标准制定值

4-7 铜 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铜 8.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8-出栏 铜 8.0 标准制定值

8-出栏 铜 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出栏 铜 8.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3 铁 60 标准制定值

0-3 铁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铁 6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4-7 铁 60 标准制定值

4-7 铁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铁 6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8-出栏 铁 60 标准制定值

8-出栏 铁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出栏 铁 6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3 锰 100 标准制定值

0-3 锰 10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锰 9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4-7 锰 80 标准制定值

4-7 锰 10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锰 9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8-出栏 锰 80 标准制定值

8-出栏 锰 10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出栏 锰 9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3 锌 40 标准制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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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锌 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锌 6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4-7 锌 40 标准制定值

4-7 锌 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锌 6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5-9 锌 75 王福明，2014
8-出栏 锌 40 标准制定值

8-出栏 锌 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出栏 锌 6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3 硒 0.30 标准制定值

0-3 硒 0.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硒 0.2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9 硒 0.2 李建柱等，2015
4-7 硒 0.30 标准制定值

4-7 硒 0.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硒 0.2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9 硒 0.2 李建柱等，2015
8-出栏 硒 0.30 标准制定值

8-出栏 硒 0.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出栏 硒 0.2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9 硒 0.2 李建柱等，2015
0-3 碘 0.30 标准制定值

0-3 碘 0.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碘 0.4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4-7 碘 0.30 标准制定值

4-7 碘 0.3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碘 0.3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8-出栏 碘 0.30 标准制定值

8-出栏 碘 0.3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出栏 碘 0.3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表 20 商品代肉蛋兼用型肉鸭维生素需要量制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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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阶段

(周龄)
维生素 需要量 数据来源

0-3 维生素 A 4000IU/kg 标准制定值

0-3 维生素 A 4000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维生素 A 3800I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4-7 维生素 A
3000
IU/kg

标准制定值

4-7 维生素 A 3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维生素 A 2800 I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8-出栏 维生素 A
2500
IU/kg

标准制定值

8-出栏 维生素 A 25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出栏 维生素 A 2300 I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3 维生素 D3
2000
IU/kg

标准制定值

0-3 维生素 D3 2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维生素 D3 2000 I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4-7 维生素 D3
2000
IU/kg

标准制定值

4-7 维生素 D3 2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维生素 D3 2000 I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8-出栏 维生素 D3
1000
IU/kg

标准制定值

8-出栏 维生素 D3 1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出栏 维生素 D3 1500 I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3-6 维生素 D3
261-316
IU/kg

石文标等，2013

0-3 维生素 E 20IU/kg 标准制定值

0-3 维生素 E 20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维生素 E 20I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4-7 维生素 E 20IU/kg 标准制定值

4-7 维生素 E 20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维生素 E 20I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8-出栏 维生素 E 10IU/kg 标准制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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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出栏 维生素 E 10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出栏 维生素 E 10I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3 维生素 K 2.0mg/kg 标准制定值

0-3 维生素 K 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维生素 K 2.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4-7 维生素 K 2.0mg/kg 标准制定值

4-7 维生素 K 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维生素 K 2.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8-出栏 维生素 K 2.0mg/kg 标准制定值

9-出栏 维生素 K 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出栏 维生素 K 2.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3 硫胺素 2.0mg/kg 标准制定值

0-3 硫胺素 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硫胺素 2.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4-7 硫胺素 1.5mg/kg 标准制定值

4-7 硫胺素 1.5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硫胺素 1.5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8-出栏 硫胺素 1.5mg/kg 标准制定值

8-出栏 硫胺素 1.5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出栏 硫胺素 1.5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3 核黄素 8.0mg/kg 标准制定值

0-3 核黄素 8.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核黄素 8.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4-7 核黄素 8.0mg/kg 标准制定值

4-7 核黄素 8.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核黄素 8.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8-出栏 核黄素 8.0mg/kg 标准制定值

8-出栏 核黄素 8.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出栏 核黄素 8.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3 烟酸 50mg/kg 标准制定值

0-3 烟酸 5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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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烟酸 45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4-7 烟酸 30mg/kg 标准制定值

4-7 烟酸 3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烟酸 4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8-出栏 烟酸 30mg/kg 标准制定值

8-出栏 烟酸 3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出栏 烟酸 4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3 泛酸 11mg/kg 标准制定值

0-3 泛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泛酸 1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3 泛酸 11mg/kg Tang等，2020

4-7 泛酸 11mg/kg 标准制定值

4-7 泛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泛酸 1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3-6 泛酸 11mg/kg Tang等，2020

8-出栏 泛酸 11mg/kg 标准制定值

8-出栏 泛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出栏 泛酸 1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3 吡哆醇 3.0mg/kg 标准制定值

0-3 吡哆醇 3.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吡哆醇 3.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4-7 吡哆醇 3.0mg/kg 标准制定值

4-7 吡哆醇 3.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吡哆醇 3.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8-出栏 吡哆醇 3.0mg/kg 标准制定值

8-出栏 吡哆醇 3.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出栏 吡哆醇 3.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3 维生素B12 0.02 mg/kg 标准制定值

0-3 维生素B12 0.02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维生素B12 0.02 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4-7 维生素B12 0.02 mg/kg 标准制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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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维生素B12 0.02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维生素B12 0.02 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8-出栏 维生素B12 0.02 mg/kg 标准制定值

8-出栏 维生素B12 0.02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出栏 维生素B12 0.02 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3 生物素 0.15mg/kg 标准制定值

0-3 生物素 0.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生物素 0.15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4-7 生物素 0.15mg/kg 标准制定值

4-7 生物素 0.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生物素 0.15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8-出栏 生物素 0.15mg/kg 标准制定值

8-出栏 生物素 0.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出栏 生物素 0.15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3 叶酸 1.0mg/kg 标准制定值

0-3 叶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叶酸 1.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4-7 叶酸 1.0mg/kg 标准制定值

4-7 叶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叶酸 1.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8-出栏 叶酸 1.0mg/kg 标准制定值

8-出栏 叶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出栏 叶酸 1.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3 胆碱 1000mg/kg 标准制定值

0-3 胆碱 100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胆碱 100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4-7 胆碱 1000mg/kg 标准制定值

4-7 胆碱 100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胆碱 85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8-出栏 胆碱 1000mg/kg 标准制定值

8-出栏 胆碱 100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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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出栏 胆碱 85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6.2 肉蛋兼用型肉种鸭营养需要量

肉蛋兼用型肉种鸭育雏期（0～3周龄）、生长期（4～7周龄）、种鸭育成期

（8～18周龄）、产蛋前期（19～22 周龄）、产蛋中期（23～45周龄）和产蛋后

期（46～72周龄）能量、粗蛋白质、氨基酸、矿物元素及维生素需要量数据制

定主要参考了已发表论文的数据、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国家标准《蛋鸭营养

需要量》（GB/T 41189-2021）。肉蛋兼用型肉种鸭能量、粗蛋白质、氨基酸、矿

物元素及维生素需要量数据制定依据见表 21、22、23、24。

表 21 肉蛋兼用型肉种鸭能量和粗蛋白质需要量数据制定依据

生 长 阶

段

(周龄)

能量

(MJ/kg)
能量

（kcal/kg）
粗蛋白质

(%)
数据来源

0-3 11.72 2800 19.0 标准制定值

0-3 11.93 2850 19.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0-3 11.72 2800 19.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0-4 11.93 2850 19.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0-4 11.70 2795 18.0 Wang等，2010
4-7 11.30 2700 17.0 标准制定值

4-7 11.72 2800 17.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4-8 11.50 2750 17.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5-12 11.30 2700 16.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8-18 11.30 2700 14.0 标准制定值

8-18 11.30 2700 15.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9-18 11.30 2700 16.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13-开产 11.30 2700 14.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6-18 10.88 2600 17.07 夏伟光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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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11.08 2650 16.0 标准制定值

19-22 11.51 2750 1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19-22 11.08 2650 18.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 蛋 初

期
10.67 2550 16.5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23-45 11.08 2650 17.0 标准制定值

23-45 11.30 2700 17.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23-45 10.88 2600 18.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 蛋 高

峰期
10.67 2550 17.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23-37 10.98 2623 18.17 罗欢等，2016
19-39 10.46 2500 17.07 夏伟光等，2014
38-50 11.30 2700 18 王爽等，2016
29-45 10.26 2451 19 Xia等，2019
29-38 10.73-11.29 2560-2700 黄璇等，2018
21-29 16-18 黄璇等，2014
46-72 11.08 2650 17.0 标准制定值

46-72 11.30 2700 17.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 T/CAAA
053-2020）

46-72 10.88 2600 17.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 蛋 后

期
10.67 2550 17.5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9-39 10.46 2500 18.26 夏伟光等，2014
38-50 11.30 2700 18 王爽等，2016
50-62 14.5 Zhang等，2021

表 22 肉蛋兼用型肉种鸭氨基酸需要量数据制定依据

生长阶段

(周龄)
氨基酸

粗蛋白

(%)
需要量(%) 数据来源

0-3
蛋氨酸

19.0
0.40

标准制定值
蛋氨酸+胱氨酸

0.78

0-3
蛋氨酸

19.5
0.4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蛋氨酸+胱氨酸 0.78

0-3
蛋氨酸

19.0
0.4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蛋氨酸+胱氨酸 0.80
0-4 蛋氨酸 19.0 0.45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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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41189-2021）蛋氨酸+胱氨酸 0.78
0-4 蛋氨酸 19.65 0.614-0.7 李珍珍，2014

4-7
蛋氨酸

17.0
0.35

标准制定值
蛋氨酸+胱氨酸 0.70

4-7
蛋氨酸

17.0
0.38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蛋氨酸+胱氨酸 0.70

4-8
蛋氨酸

17.0
0.4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蛋氨酸+胱氨酸 0.73

5-12
蛋氨酸

16.0
0.4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蛋氨酸+胱氨酸 0.68

8-18
蛋氨酸

14.0
0.30

标准制定值
蛋氨酸+胱氨酸 0.60

8-18
蛋氨酸

15.0
0.3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蛋氨酸+胱氨酸 0.55

9-18
蛋氨酸

16.0
0.34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蛋氨酸+胱氨酸 0.61

13-开产
蛋氨酸

14.0
0.3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蛋氨酸+胱氨酸 0.56

19-22
蛋氨酸

16.0
0.38

标准制定值
蛋氨酸+胱氨酸 0.65

19-22
蛋氨酸

17.0
0.38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蛋氨酸+胱氨酸 0.68

19-22
蛋氨酸

17.0
0.4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蛋氨酸+胱氨酸 0.70

产蛋初期
蛋氨酸

16.5
0.4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蛋氨酸+胱氨酸 0.68

开产期
蛋氨酸

17.0
0.40

阮栋等，2012
蛋氨酸+胱氨酸 0.67

23-45
蛋氨酸

17.0
0.38

标准制定值
蛋氨酸+胱氨酸 0.70

23-45
蛋氨酸

17.0
0.38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蛋氨酸+胱氨酸 0.70

23-45
蛋氨酸

18.0
0.42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蛋氨酸+胱氨酸 0.75
产蛋高峰

期

蛋氨酸
17.0

0.4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蛋氨酸+胱氨酸 0.69
30-38 蛋氨酸 18.0 0.41-0.43 黄璇等，2015
19-33 蛋氨酸 17.0 0.40 阮栋等，2012

30-38
蛋氨酸

18.0
0.41-0.43

黄璇等，2015
蛋氨酸+胱氨酸 0.74

19-46
蛋氨酸

17.0
0.41

Fouad等，2016
蛋氨酸+胱氨酸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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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蛋氨酸

17.0
0.40

Ruan等，2018
蛋氨酸+胱氨酸 0.75

25-41 蛋氨酸 16.5 0.41 Zhang等，2023

46-72
蛋氨酸

17.0
0.40

标准制定值
蛋氨酸+胱氨酸 0.72

46-72
蛋氨酸

17.5
0.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蛋氨酸+胱氨酸 0.72

46-72
蛋氨酸

17.5
0.42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蛋氨酸+胱氨酸 0.75

产蛋后期
蛋氨酸

17.5
0.41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蛋氨酸+胱氨酸 0.70
56-65 蛋氨酸 17.0 0.41% 黄璇等，2021
0－3 赖氨酸 19.0 1.00 标准制定值

0－3 赖氨酸 19.5 1.0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赖氨酸 19.0 1.0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

0－4 赖氨酸 19.0 1.01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4-7 赖氨酸 17.0 0.80 标准制定值

4-7 赖氨酸 17.0 0.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赖氨酸 17.0 0.8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

5-12 赖氨酸 17.0 0.85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8-18 赖氨酸 14.0 0.65 标准制定值

8-18 赖氨酸 15.0 0.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18 赖氨酸 16.0 0.6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

13-开产 赖氨酸 14.0 0.75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12-18 赖氨酸 15.5 0.75 蒋桂韬等，2014
12-18 赖氨酸 15.5 0.55 林谦等，2014
19-22 赖氨酸 16.0 0.80 标准制定值

19-22 赖氨酸 17.0 0.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19-22 赖氨酸 17.0 0.8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

产蛋初期 赖氨酸 16.5 0.87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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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5 赖氨酸 17.0 0.85 标准制定值

23-45 赖氨酸 17.0 0.8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赖氨酸 18.0 0.8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
产蛋高峰

期
赖氨酸 17.0 0.9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22-28 赖氨酸 17 0.65-0.95 林谦等，2014
30-38 赖氨酸 18 0.92-0.96 黄璇等，2016
22-38 赖氨酸 17 0.80 Fouad等，2018
19-45 赖氨酸 17.25 0.86 Ruan等，2019
30-38 赖氨酸 18.0 0.92-0.96 黄璇等，2016
46-72 赖氨酸 17.0 0.85 标准制定值

46-72 赖氨酸 17.5 0.8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赖氨酸 17.5 0.8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

产蛋后期 赖氨酸 17.5 0.93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0－3 苏氨酸 19.0 0.70 标准制定值

0－3 苏氨酸 19.5 0.7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苏氨酸 19.0 0.73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

0－4 苏氨酸 19.0 0.71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4-7 苏氨酸 17.0 0.60 标准制定值

4-7 苏氨酸 17.0 0.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苏氨酸 17.0 0.6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

5-12 苏氨酸 16.0 0.6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8-18 苏氨酸 14.0 0.50 标准制定值

8-18 苏氨酸 15.0 0.5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18 苏氨酸 16.0 0.5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

13-开产 苏氨酸 14.0 0.53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19-22 苏氨酸 16.0 0.60 标准制定值

19-22 苏氨酸 17.0 0.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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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2020）

19-22 苏氨酸 17.0 0.6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

产蛋初期 苏氨酸 16.5 0.63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23-45 苏氨酸 17.0 0.60 标准制定值

23-45 苏氨酸 17.0 0.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苏氨酸 18.0 0.6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
产蛋高峰

期
苏氨酸 17.0 0.65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30-38 苏氨酸 17.6 0.67-0.69 黄璇等，2017
17-45 苏氨酸 16.0 0.58 Fouad等，2017
46-72 苏氨酸 17.0 0.65 标准制定值

46-72 苏氨酸 17.5 0.6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苏氨酸 17.5 0.6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

产蛋后期 苏氨酸 17.5 0.67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0－3 色氨酸 19.0 0.20 标准制定值

0－3 色氨酸 19.5 0.2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色氨酸 19.0 0.2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

0－4 色氨酸 19.0 0.21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0-4 色氨酸 17.95 0.28 刘肖挺等，2012
4-7 色氨酸 17.0 0.18 标准制定值

4-7 色氨酸 17.0 0.18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色氨酸 17.0 0.18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

5－12 色氨酸 16.0 0.18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8-18 色氨酸 14.0 0.16 标准制定值

8-18 色氨酸 15.0 0.16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18 色氨酸 16.0 0.16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

13－开产 色氨酸 14.0 0.16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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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 色氨酸 15.27 0.25-0.267 张括等，2019
19-22 色氨酸 16.0 0.20 标准制定值

19-22 色氨酸 17.0 0.2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19-22 色氨酸 17.0 0.2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

产蛋初期 色氨酸 16.5 0.19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23-45 色氨酸 17.0 0.18 标准制定值

23-45 色氨酸 17.0 0.18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色氨酸 18.0 0.21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
产蛋高峰

期
色氨酸 17.0 0.2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17-37 色氨酸 16.28 0.20 张罕星等，2016
22-38 色氨酸 17.0 0.20~0.30 张亚男等，2023
22-38 色氨酸 17.0 0.29~0.31 Zhang等，2023
46-72 色氨酸 17.0 0.20 标准制定值

46-72 色氨酸 17.5 0.2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色氨酸 17.5 0.21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

产蛋后期 色氨酸 17.5 0.21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0-3 精氨酸 19.0 0.95 标准制定值

0-3 精氨酸 19.5 0.9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精氨酸 19.0 0.9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

0-4 精氨酸 19.0 0.92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0-4 精氨酸 19.55 1.13-1.22 姜丽丽，2014
4-7 精氨酸 17.0 0.80 标准制定值

4-7 精氨酸 17.0 0.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精氨酸 17.0 0.8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

5-12 精氨酸 16.0 0.8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8-18 精氨酸 14.0 0.65 标准制定值

8-18 精氨酸 15.0 0.6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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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2020）

8-18 精氨酸 16.0 0.7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

13-开产 精氨酸 14.0 0.7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19-22 精氨酸 16.0 0.80 标准制定值

19-22 精氨酸 17.0 0.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19-22 精氨酸 17.0 0.8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

产蛋初期 精氨酸 16.5 0.87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产蛋初期 精氨酸 18.56 1.50-1.52 舒燕等，2018
17-31 精氨酸 17.0 1.06-1.22 Xia等，2016
23-45 精氨酸 17.0 0.85 标准制定值

23-45 精氨酸 17.0 0.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精氨酸 18.0 0.9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
产蛋高峰

期
精氨酸 17.0 0.9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17-31 精氨酸 17.0 1.06-1.22 Xia等，2016
46-72 精氨酸 17.0 0.85 标准制定值

46-72 精氨酸 17.5 0.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精氨酸 17.5 0.9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

要》（DB43/T 898-2014）

产蛋后期 精氨酸 17.5 0.93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0－3 异亮氨酸 19.0 0.68 标准制定值

0-3 异亮氨酸 19.5 0.68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4 异亮氨酸 19.0 0.65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4-7 异亮氨酸 17.0 0.55 标准制定值

4-7 异亮氨酸 17.0 0.5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5-12 异亮氨酸 16.0 0.55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8-18 异亮氨酸 14.0 0.40 标准制定值

8-18 异亮氨酸 15.0 0.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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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开产 异亮氨酸 14.0 0.48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19-22 异亮氨酸 16.0 0.55 标准制定值

19-22 异亮氨酸 17.0 0.5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产蛋初期 异亮氨酸 16.5 0.63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23-45 异亮氨酸 17.0 0.65 标准制定值

23-45 异亮氨酸 17.0 0.6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产蛋高峰

期
异亮氨酸 17.0 0.65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46-72 异亮氨酸 17.0 0.65 标准制定值

46-72 异亮氨酸 17.5 0.6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产蛋后期 异亮氨酸 17.5 0.67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 41189-2021）

表 23 肉蛋兼用型肉种鸭矿物元素需要量数据制定依据

生长阶段

（周龄）

钙

(%)
非植酸磷

(%)
数据来源

0-3 0.85 0.38 标准制定值

0-3 0.90 0.4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0.90 0.4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4 0.90 0.42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7 0.80 0.35 标准制定值

4-7 0.80 0.38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0.85 0.36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5-12 0.85 0.38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8-18 0.80 0.30 标准制定值

8-18 0.80 0.3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18 0.80 0.32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13-开产 0.80 0.35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7-11 0.6 李闯等，2015
19-22 2.50 0.30 标准制定值

19-22 2.00 0.3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19-22 2.50 0.32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产蛋初期 3.0 0.29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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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3 3.2-3.6 0.40 Xia等，2015
17-64 0.33-0.38 张罕星等，2015
22-28 2.79-2.98 0.29 黄璇等，2016
23-45 3.20 0.35 标准制定值

23-45 3.10 0.38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3.30 0.3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产蛋高峰期 3.60 0.35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23-37 3.47 罗欢等，2016
21-58 3.48-4.0 0.40 Xia等，2019
20-33 3.2-3.6 0.40 Xia等，2015
30-38 3.5 黄璇等，2017
17-64 0.33-0.38 张罕星等，2015
30-38 3.46 0.30-0.35 黄璇等，2020
46-72 3.30 0.35 标准制定值

46-72 3.20 0.38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3.40 0.3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产蛋后期 3.80 0.37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生长阶段

（周龄）
矿物元素

需要量

(mg/kg)
数据来源

0-3 钠 0.15% 标准制定值

0-3 氯 0.12% 标准制定值

0-3 钠 0.1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氯 0.1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钠 0.14%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3 氯 0.12%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4 钠 0.15%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0-4 氯 0.12%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7 钠 0.15% 标准制定值

4-7 氯 0.12% 标准制定值

4-7 钠 0.1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氯 0.1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钠 0.14%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4-7 氯 0.12%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5-12 钠 0.15%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5-12 氯 0.12%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8-18 钠 0.15% 标准制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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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 氯 0.12% 标准制定值

8-18 钠 0.1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18 氯 0.1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18 钠 0.14%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8-18 氯 0.12%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13-开产 钠 0.15%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3-开产 氯 0.12%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9-22 钠 0.15% 标准制定值

19-22 氯 0.12% 标准制定值

19-22 钠 0.1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19-22 氯 0.1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19-22 钠 0.14%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19-22 氯 0.12%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产蛋初期 钠 0.22%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产蛋初期 氯 0.22%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23-45 钠 0.15% 标准制定值

23-45 氯 0.12% 标准制定值

23-45 钠 0.1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氯 0.1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钠 0.14%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23-45 氯 0.12%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产蛋高峰期 钠 0.22%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产蛋高峰期 氯 0.22%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30-42 氯化钠 0.21%-0.32% 黄璇等，2015
46-72 钠 0.15% 标准制定值

46-72 氯 0.12% 标准制定值

46-72 钠 0.15%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氯 0.12%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钠 0.14%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46-72 氯 0.12%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产蛋后期 钠 0.22%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产蛋后期 氯 0.22%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0-3 铜 8.0 标准制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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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铜 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铜 8.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4 铜 8.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7 铜 8.0 标准制定值

4-7 铜 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铜 8.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5-12 铜 8.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8-18 铜 8.0 标准制定值

8-18 铜 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18 铜 8.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13-开产 铜 8.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9-22 铜 8.0 标准制定值

19-22 铜 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19-22 铜 8.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产蛋初期 铜 15.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7-45 铜 4.6 Fouad等，2016
23-45 铜 8.0 标准制定值

23-45 铜 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铜 8.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产蛋高峰期 铜 2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7-45 铜 4.6 Fouad等，2016
46-72 铜 8.0 标准制定值

46-72 铜 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铜 8.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产蛋后期 铜 2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0-3 铁 60 标准制定值

0-3 铁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铁 6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4 铁 6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7 铁 60 标准制定值

4-7 铁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铁 6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5-12 铁 6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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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 铁 60 标准制定值

8-18 铁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18 铁 6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13-开产 铁 6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8-22 铁 60 标准制定值

18-22 铁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18-22 铁 6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产蛋初期 铁 5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7-30 铁 52.2 夏伟光等，2016
23-45 铁 60 标准制定值

23-45 铁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铁 6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产蛋高峰期 铁 5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6-72 铁 60 标准制定值

46-72 铁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铁 6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产蛋后期 铁 5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50-60 铁 <77.3 黄璇等，2015
0-3 锰 100 标准制定值

0-3 锰 10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锰 9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4 锰 8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7 锰 80 标准制定值

4-7 锰 10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锰 9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5-12 锰 10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8-18 锰 80 标准制定值

8-18 锰 8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18 锰 9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13-开产 锰 10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9-22 锰 100 标准制定值

19-22 锰 10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19-22 锰 10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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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蛋初期 锰 10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7-36 锰 19.1 Fouad等，2016
17-35 锰 102.5~112.5 Zhang等，2020
23-45 锰 100 标准制定值

23-45 锰 10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锰 10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产蛋高峰期 锰 10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7-35 锰 102.5~112.5 Zhang等，2020
46-72 锰 100 标准制定值

46-72 锰 10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锰 10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产蛋后期 锰 10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5-64 锰 70~110 Zhang等，2022
0-3 锌 60 标准制定值

0-3 锌 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锌 6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4 锌 6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0-4 锌 89 苏莉娜和王安，2012
4-7 锌 60 标准制定值

4-7 锌 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锌 6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5-12 锌 6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8-18 锌 60 标准制定值

8-18 锌 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18 锌 6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13-开产 锌 6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8-16 锌 60 Rusli等，2023
19-22 锌 70 标准制定值

19-22 锌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19-22 锌 7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产蛋初期 锌 67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23-45 锌 70 标准制定值

23-45 锌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锌 7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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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蛋高峰期 锌 65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23-40 锌 67-82 Chen等，2017
21-40 锌 97.7-107.7 Zhang等，2020
产蛋高峰期 锌 40 张巍等，2008
46-72 锌 70 标准制定值

46-72 锌 6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锌 7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产蛋后期 锌 65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5-65 锌 80 Zhang等，2022
0-3 硒 0.30 标准制定值

0-3 硒 0.2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硒 0.2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4 硒 0.2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0-4 硒 0.22 张伟明等，2012
0-4 硒 0.20 袁艺森，2014
4-7 硒 0.30 标准制定值

4-7 硒 0.2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硒 0.2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5-12 硒 0.2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8-18 硒 0.30 标准制定值

8-18 硒 0.2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18 硒 0.2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13-开产 硒 0.2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8-22 硒 0.30 标准制定值

18-22 硒 0.3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18-22 硒 0.2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产蛋前期 硒 0.25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产蛋初期 硒 0.18 Chen等，2015
23-45 硒 0.30 标准制定值

23-45 硒 0.3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硒 0.2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产蛋高峰期 硒 0.25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27-51 硒 0.24 Chen等，2015
29-36 硒 0.40 黄璇等，2017
20-27 硒 0.24 徐闰胜，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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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 硒 0.16 Xia等，2022
32-36 硒 0.40 Zhang等，2020
23-49 硒 0.19~0.30 Xia等，2020
46-72 硒 0.30 标准制定值

46-72 硒 0.3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硒 0.25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产蛋后期 硒 0.25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0-3 碘 0.30 标准制定值

0-3 碘 0.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碘 0.4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0-4 碘 0.4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7 碘 0.30 标准制定值

4-7 碘 0.3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碘 0.3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5-12 碘 0.3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8-18 碘 0.30 标准制定值

8-18 碘 0.3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18 碘 0.3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13-开产 碘 0.3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8-22 碘 0.40 标准制定值

18-22 碘 0.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18-22 碘 0.4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产蛋初期 碘 0.4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23-45 碘 0.40 标准制定值

23-45 碘 0.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碘 0.4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产蛋高峰期 碘 0.4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6-72 碘 0.40 标准制定值

46-72 碘 0.40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碘 0.40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

产蛋后期 碘 0.40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表 24 肉蛋兼用型肉种鸭维生素需要量数据制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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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阶段

(周龄)
维生素 需要量 数据来源

0-3 维生素 A 4000IU/kg 标准制定值

0-3 维生素 A 4000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维生素 A 3800I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0-4 维生素 A 5000IU/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7 维生素 A 3000IU/kg 标准制定值

4-7 维生素 A 3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维生素 A 2800 I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5-12 维生素 A 5000IU/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11 维生素 A 5500 IU/kg 张养东等，2009

8-18 维生素 A 3000IU/kg 标准制定值

8-18 维生素 A 3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18 维生素 A 2300 I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13-开产 维生素 A 5000IU/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11 维生素 A 5500 IU/kg 张养东等，2009
18-22 维生素 A 8000IU/kg 标准制定值

18-22 维生素 A 8000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18-22 维生素 A 6500I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蛋初期 维生素 A 8000IU/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20-36 维生素 A 8000IU/kg 王爽等，2016
23-45 维生素 A 8000IU/kg 标准制定值

23-45 维生素 A 8000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维生素 A 6500I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 蛋 高 峰

期
维生素 A 8000IU/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6-72 维生素 A 8000IU/kg 标准制定值

46-72 维生素 A 8000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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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2020）

46-72 维生素 A 6500I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蛋后期 维生素 A 8000IU/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0-3 维生素 D3 2000IU/kg 标准制定值

0-3 维生素 D3 2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维生素 D3 2000 I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0-4 维生素 D3 2000 IU/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0-4 维生素 D3 523-560 IU/kg 解俊美等，2012

0-4 维生素 D3 512-550IU/kg 解俊美和王安，2012

4-7 维生素 D3 2000IU/kg 标准制定值

4-7 维生素 D3 2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维生素 D3 2000 I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5-12 维生素 D3 2000 IU/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5-12 维生素 D3
1500-3000
IU/kg

王丽等，2009

8-18 维生素 D3 2000IU/kg 标准制定值

8-18 维生素 D3 2000 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18 维生素 D3 1000 I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13-开产 维生素 D3 1500 IU/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9-22 维生素 D3 2000IU/kg 标准制定值

19-22 维生素 D3 2000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19-22 维生素 D3 2500I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蛋初期 维生素 D3 2500 IU/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7-20 维生素 D3 800IU/kg 王爽等，2013
23-45 维生素 D3 3000IU/kg 标准制定值

23-45 维生素 D3 2000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维生素 D3 2500I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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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43/T 898-2014）
产 蛋 高 峰

期
维生素 D3 2500 IU/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6-72 维生素 D3 3000IU/kg 标准制定值

46-72 维生素 D3 3000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维生素 D3 2500I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蛋后期 维生素 D3 3000 IU/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0－3 维生素 E 20IU/kg 标准制定值

0-3 维生素 E 20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维生素 E 20I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0-4 维生素 E 20IU/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0-4 维生素 E 18.5-20.5IU/kg 王思维等，2013
0-4 维生素 E 220IU/kg 庞婧和王安，2007
4-7 维生素 E 10IU/kg 标准制定值

4-7 维生素 E 10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维生素 E 20I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5-12 维生素 E 20IU/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11 维生素 E 15-20IU/kg 武江利等，2008
4-11 维生素 E 15-20IU/kg 武江利等，2009
8-18 维生素 E 10IU/kg 标准制定值

8-18 维生素 E 10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18 维生素 E 10I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13-开产 维生素 E 20IU/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11 维生素 E 15-20IU/kg 武江利等，2008
4-11 维生素 E 15-20IU/kg 武江利等，2009
19-22 维生素 E 20IU/kg 标准制定值

19-22 维生素 E 20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19-22 维生素 E 25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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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蛋初期 维生素 E 20IU/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7-41 维生素 E 18.75IU/kg 王爽等，2022
23-45 维生素 E 20IU/kg 标准制定值

23-45 维生素 E 20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维生素 E 25I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 蛋 高 峰

期
维生素 E 20IU/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7-41 维生素 E 18.75IU/kg 王爽等，2022
46-72 维生素 E 20IU/kg 标准制定值

46-72 维生素 E 20IU/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维生素 E 25IU/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蛋后期 维生素 E 20IU/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0－3 维生素 K 2.0mg/kg 标准制定值

0-3 维生素 K 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维生素 K 2.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0-4 维生素 K 2.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7 维生素 K 2.0mg/kg 标准制定值

4-7 维生素 K 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维生素 K 2.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4-12 维生素 K 2.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8-18 维生素 K 2.0mg/kg 标准制定值

8-18 维生素 K 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18 维生素 K 2.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13-开产 维生素 K 2.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9-22 维生素 K 2.5mg/kg 标准制定值

19-22 维生素 K 2.5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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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维生素 K 2.5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蛋初期 维生素 K 2.5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23-45 维生素 K 2.5mg/kg 标准制定值

23-45 维生素 K 2.5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维生素 K 2.5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 蛋 高 峰

期
维生素 K 2.5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6-72 维生素 K 2.5mg/kg 标准制定值

46-72 维生素 K 2.5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维生素 K 2.5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蛋后期 维生素 K 2.5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0-3 硫胺素 2.0mg/kg 标准制定值

0-3 硫胺素 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硫胺素 2.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0-4 硫胺素 2.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7 硫胺素 1.5mg/kg 标准制定值

4-7 硫胺素 1.5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硫胺素 1.5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5-12 硫胺素 1.5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8-18 硫胺素 1.5mg/kg 标准制定值

8-18 硫胺素 1.5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18 硫胺素 1.5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13-开产 硫胺素 1.5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9-22 硫胺素 2.0mg/kg 标准制定值

19-22 硫胺素 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19-22 硫胺素 2.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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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43/T 898-2014）

产蛋前期 硫胺素 3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23-45 硫胺素 2.0mg/kg 标准制定值

23-45 硫胺素 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硫胺素 2.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 蛋 高 峰

期
硫胺素 3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22-42 硫胺素 1.0mg/kg Chen等，2018
46-72 硫胺素 2.0mg/kg 标准制定值

46-72 硫胺素 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硫胺素 2.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蛋后期 硫胺素 3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0-3 核黄素 10mg/kg 标准制定值

0-3 核黄素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核黄素 8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0-4 核黄素 1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7 核黄素 10mg/kg 标准制定值

4-7 核黄素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核黄素 8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5-12 核黄素 9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8-18 核黄素 10mg/kg 标准制定值

8-18 核黄素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18 核黄素 8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13-开产 核黄素 9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9-22 核黄素 15mg/kg 标准制定值

19-22 核黄素 15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19-22 核黄素 12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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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43/T 898-2014）

产蛋前期 核黄素 6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23-45 核黄素 15mg/kg 标准制定值

23-45 核黄素 15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核黄素 12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 蛋 高 峰

期
核黄素 6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22-34 核黄素 12mg/kg 王爽等，2014
46-72 核黄素 15mg/kg 标准制定值

46-72 核黄素 15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核黄素 12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蛋后期 核黄素 6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0－3 烟酸 50mg/kg 标准制定值

0-3 烟酸 5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烟酸 45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0-4 烟酸 5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7 烟酸 30mg/kg 标准制定值

4-7 烟酸 3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烟酸 4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5-12 烟酸 3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8-18 烟酸 30mg/kg 标准制定值

8-18 烟酸 3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18 烟酸 4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13-开产 烟酸 3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9-22 烟酸 50mg/kg 标准制定值

19-22 烟酸 5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19-22 烟酸 5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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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43/T 898-2014）

产蛋前期 烟酸 27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6-20 烟酸 62mg/kg 王爽等，2014
23-45 烟酸 50mg/kg 标准制定值

23-45 烟酸 5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烟酸 55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 蛋 高 峰

期
烟酸 27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24-40 烟酸 45mg/kg 王爽等，2023
46-72 烟酸 50mg/kg 标准制定值

46-72 烟酸 5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烟酸 55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蛋后期 烟酸 27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0-3 泛酸 11mg/kg 标准制定值

0-3 泛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泛酸 1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0-4 泛酸 1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0-3 泛酸 11mg/kg Tang等，2020
4-7 泛酸 11mg/kg 标准制定值

4-7 泛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8 泛酸 1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5-13 泛酸 1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3-6 泛酸 11mg/kg Tang等，2020
8-18 泛酸 11mg/kg 标准制定值

8-18 泛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9-18 泛酸 1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13-开产 泛酸 1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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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泛酸 20mg/kg 标准制定值

19-22 泛酸 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19-22 泛酸 2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蛋前期 泛酸 2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23-45 泛酸 20mg/kg 标准制定值

23-45 泛酸 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泛酸 2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 蛋 高 峰

期
泛酸 2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6-72 泛酸 20mg/kg 标准制定值

46-72 泛酸 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泛酸 2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蛋后期 泛酸 2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0-3 吡哆醇 3.0mg/kg 标准制定值

0-3 吡哆醇 3.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吡哆醇 3.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0-4 吡哆醇 2.5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7 吡哆醇 3.0mg/kg 标准制定值

4-7 吡哆醇 3.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吡哆醇 3.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5-12 吡哆醇 2.5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8-18 吡哆醇 3.0mg/kg 标准制定值

8-18 吡哆醇 3.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18 吡哆醇 3.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13-开产 吡哆醇 2.5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9-22 吡哆醇 4.0mg/kg 标准制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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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吡哆醇 4.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19-22 吡哆醇 4.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蛋前期 吡哆醇 2.5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23-45 吡哆醇 4.0mg/kg 标准制定值

23-45 吡哆醇 4.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吡哆醇 4.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 蛋 高 峰

期
吡哆醇 2.5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6-72 吡哆醇 4.0mg/kg 标准制定值

46-72 吡哆醇 4.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吡哆醇 4.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蛋后期 吡哆醇 2.5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0-3 维生素 B12 0.02mg/kg 标准制定值

0-3 维生素 B12 0.02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维生素 B12 0.02 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0-4 维生素 B12 0.02 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7 维生素 B12 0.02mg/kg 标准制定值

4-7 维生素 B12 0.02 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维生素 B12 0.02 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5-12 维生素 B12 0.02 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8-18 维生素 B12 0.02mg/kg 标准制定值

8-18 维生素 B12 0.02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18 维生素 B12 0.02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13-开产 维生素 B12 0.02 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9-22 维生素 B12 0.02mg/kg 标准制定值

19-22 维生素 B12 0.02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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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2020）

19-22 维生素 B12 0.02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蛋前期 维生素 B12 0.02 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23-45 维生素 B12 0.02mg/kg 标准制定值

23-45 维生素 B12 0.02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维生素 B12 0.02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 蛋 高 峰

期
维生素 B12 0.02 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6-72 维生素 B12 0.02mg/kg 标准制定值

46-72 维生素 B12 0.02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维生素 B12 0.02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蛋后期 维生素 B12 0.02 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0-3 生物素 0.20mg/kg 标准制定值

0-3 生物素 0.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生物素 0.15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0-4 生物素 0.2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7 生物素 0.20mg/kg 标准制定值

4-7 生物素 0.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生物素 0.1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5-12 生物素 0.2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8-18 生物素 0.10mg/kg 标准制定值

8-18 生物素 0.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18 生物素 0.1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13-开产 生物素 0.2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9-22 生物素 0.20mg/kg 标准制定值

19-22 生物素 0.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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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生物素 0.2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蛋前期 生物素 0.1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23-45 生物素 0.20mg/kg 标准制定值

23-45 生物素 0.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生物素 0.2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 蛋 高 峰

期
生物素 0.2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6-72 生物素 0.20mg/kg 标准制定值

46-72 生物素 0.2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生物素 0.2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蛋后期 生物素 0.2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0-3 叶酸 1.0mg/kg 标准制定值

0-3 叶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叶酸 1.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0-4 叶酸 1.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7 叶酸 1.0mg/kg 标准制定值

4-7 叶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叶酸 1.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5-12 叶酸 1.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8-18 叶酸 1.0mg/kg 标准制定值

8-18 叶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18 叶酸 1.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13-开产 叶酸 1.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9-22 叶酸 1.0mg/kg 标准制定值

19-22 叶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19-22 叶酸 1.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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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43/T 898-2014）

产蛋前期 叶酸 1.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8-32 叶酸 1.0mg/kg 夏伟光等，2016
23-45 叶酸 1.0mg/kg 标准制定值

23-45 叶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叶酸 1.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 蛋 高 峰

期
叶酸 1.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8-32 叶酸 1.0mg/kg 夏伟光等，2016
46-72 叶酸 1.0mg/kg 标准制定值

46-72 叶酸 1.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叶酸 1.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蛋后期 叶酸 1.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0-3 胆碱 1000mg/kg 标准制定值

0-3 胆碱 100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0-3 胆碱 100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0-4 胆碱 120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4-7 胆碱 1000mg/kg 标准制定值

4-7 胆碱 100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7 胆碱 85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5-12 胆碱 120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8-18 胆碱 1000mg/kg 标准制定值

8-18 胆碱 100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8-18 胆碱 85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13-开产 胆碱 120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19-22 胆碱 1500mg/kg 标准制定值

19-22 胆碱 150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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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胆碱 120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蛋前期 胆碱 100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23-45 胆碱 1500mg/kg 标准制定值

23-45 胆碱 150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23-45 胆碱 120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 蛋 高 峰

期
胆碱 100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22-42 胆碱 1000mg/kg 马维英等，2014
46-72 胆碱 1500mg/kg 标准制定值

46-72 胆碱 1500mg/kg
团体标准《鸭饲养标准》（T/CAAA
053-2020）

46-72 胆碱 1200mg/kg
湖南省地方标准《临武鸭营养需要》

（DB43/T 898-2014）

产蛋后期 胆碱 1000mg/kg
国家标准《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

7. 肉鸭生产性能

北京鸭的遗传基础较为稳定，生产性能较为一致。本标准给出了商品代北京

鸭及其种鸭体重及采食量等生产性能数据，北京鸭体重及采食量数据为国家家禽

测定中心（北京）测定的数据，而北京鸭种鸭体重及采食量数据为标准起草单位

XXXX对北京鸭种鸭生产性能实际测定数据。

我国饲养的番鸭品种繁多，体型差异很大，且公母鸭差异较大。针对我国番

鸭生产现状，本标准将商品代番鸭分为大型、中型、小型三种类型，分别给出了

大型番鸭、中型番鸭和小型番鸭的生产性能（包括体重和耗料量）数据。其中大

型番鸭主要采用广东温氏培育的“天露白羽番鸭”为代表的生产性能数据，并结

合了参考文献中的数据；中型番鸭主要参考安徽省地方标准《番鸭商品代饲养管

理技术规程》（DB34/T 2885-2017）中的番鸭生产性能数据，并结合了安徽安庆

永强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饲养的番鸭相关数据以及参考文献中的数据；小型番

鸭主要参考海南省地方标准《中国番鸭（嘉积鸭）种鸭饲养管理技术规程》

（DB46/T 56-2023）、琼海嘉积鸭肉鸭饲养管理技术规程（T/HNBX 167-2023）

中的番鸭生产性能数据，并结合了小型番鸭生产上的数据以及参考文献中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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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半番鸭是由作为父本的番鸭与作为母本的北京鸭及其品种肉鸭杂交而生产

的，其遗传基础不稳定，生产性能差异较大。可参考番鸭的生产性能数据。

我国肉蛋兼用型肉鸭涉及品种繁多，生产性能难以统一。针对以上生产现状，

本标准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临武鸭，提供了以临武鸭为代表的生产性能数据，主

要参考了临武鸭营养需要（DB43/T 898-2014）中的数据，并结合了生产中的性

能数据以及参考文献中的数据。

8. 饲料原料成分及营养价值表

在资料性附录 A 中给出了肉鸭常用饲料原料成分及营养价值表。其中，表

A.1给出了鸭常用饲料原料列表。表 A.2给出了 43种鸭常用饲料原料描述及营

养价值，表中饲料原料营养价值均为原样基础。表 A.3给出了 9种鸭常用油脂的

特性与能值。表 A.4给出了不同来源氨基酸添加剂中粗蛋白质、氨基酸含量及能

值。表 A.5给出了鸭常量矿物质饲料中矿物元素含量。表 A.6给出了不同来源微

量元素添加剂中微量元素含量。表 A.7给出了鸭常用维生素来源及其有效成分含

量。表 A.3、表 A.4、表 A.5、表 A.6、表 A.7中技术内容等效采用了国家标准《蛋

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中资料性附录 A 中 A.3、表 A.4、表 A.5、

表 A.6、表 A.7中技术内容。在表 A.3中，米糠油表观代谢能、脂肪酸组成及不

饱和脂肪酸与饱和脂肪酸比值数据参考高帅（2021）和何瑞涛（2020）的研究数

据。

表 A.2中各种饲料原料概略养分及碳水化合物、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

脂肪酸等养分含量等效采用《蛋鸭营养需要量》（GB/T 41189-2021）中资料性附

录 A中 A.2中对应饲料原料的数值。

饲料原料氨基酸真利用率数据是主要基于鸭禁食排空强饲的全收粪法所获

得的数据。其中，表 A.2中玉米、小麦、皮大麦、稻谷、木薯干、次粉、小麦麸、

米糠、米糠粕、豆粕、棉籽粕、菜籽粕、花生粕、芝麻粕、玉米酒精糟及可溶物、

鱼粉、血粉、羽毛粉、棕榈仁饼、椰子饼、玉米胚芽粕等饲料原料鸭氨基酸真利

用数据等效采用《蛋鸭营养需要量》（GB/T41189-2021）中资料性附录 A中 A.2

中对应饲料原料的数值。高粱、向日葵仁粕、白酒糟、啤酒糟等饲料原料鸭氨基

酸真利用率参考宋代军（2000）的研究数据。糙米鸭氨基酸真利用率参考彭皓

（2003）的研究数据。此外，在表 A.2中，饲料原料有效能值包括表观代谢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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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水解物能值。同时，按肉鸭品种依据现有数据给出相应的有效能。标准起草团

队的饲料原料鸭表观代谢能值采用禁食排空强饲法进行测定。鸭饲料原料酶水解

物能值均为采用仿生消化系统（机器型号 SDS-2，产自湖南中本智能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按照单胃动物仿生消化系统操作手册（2011）和赵峰等（2012）中描述

的方法进行测定。各种饲料原料表观代谢能、酶水解物能值等有效能值的制定依

据来源于文献资料报道、标准起草团队自测值等。同时，充分考虑到了制定依据

中有效能值测定的饲料原料与表 A.2 中饲料原料在干物质含量和粗蛋白质含量

之间的差异。鸭饲料原料表观代谢能值和酶水解能值制定依据见表 25和表 26。

鸭饲料原料氨基酸真利用率数值制定依据见表 27-表 29。

表 25 鸭饲料原料表观代谢能值制定依据

肉鸭品种 原料
干物质

(%)
粗蛋白质

(%)
表观代谢能

(Mcal/kg)
数据来源

北京鸭 玉米 86 8.0 3.29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玉米 100 8.5 3.67 赵峰等（2007）
北京鸭 玉米 100 8.5 3.68 赵峰等（2007）
北京鸭 玉米 100 9.4 3.83 赵峰等（2007）
北京鸭 玉米 100 10.2 3.77 赵峰等（2007）
北京鸭 玉米 100 8.6 3.84 赵峰等（2007）
北京鸭 玉米 100 8.1 3.83 赵峰等（2007）
北京鸭 玉米 86.8 8.27 3.85 尹丽婷等（2022）
樱桃谷鸭 玉米 87.79 9.52 2.91 鲁继峰（2022）
樱桃谷鸭 玉米 88.62 9.11 3.17 鲁继峰（2022）
樱桃谷鸭 玉米 88.19 9.05 2.89 鲁继峰（2022）
樱桃谷鸭 玉米 86.98 7.62 2.98 鲁继峰（2022）
樱桃谷鸭 玉米 89.08 8.61 3.28 鲁继峰（2022）
樱桃谷鸭 玉米 89.77 8.09 3.10 鲁继峰（2022）
樱桃谷鸭 玉米 89.92 8.56 3.21 鲁继峰（2022）
樱桃谷鸭 玉米 88.49 7.92 3.03 鲁继峰（2022）
樱桃谷鸭 玉米 88.86 6.97 3.28 鲁继峰（2022）
樱桃谷鸭 玉米 88.79 10.19 3.01 鲁继峰（2022）
樱桃谷鸭 玉米 88.9 8.29 3.32 鲁继峰（2022）
樱桃谷鸭 玉米 87.07 8.25 2.94 鲁继峰（2022）
樱桃谷鸭 玉米 88.35 8.72 3.12 鲁继峰（2022）
樱桃谷鸭 玉米 88.16 8.27 3.12 鲁继峰（2022）
樱桃谷鸭 玉米 89.01 10.51 3.30 鲁继峰（2022）
肉蛋兼用型鸭 玉米 86 8 3.24 标准制定值

临武鸭 玉米 86.1 6.95 3.24
《临武鸭营养需要

量 》 （ DB43/T



97

898-2014）
天府肉鸭 玉米 86 8.12 3.31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7.53 3.33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7.85 3.09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7.07 3.28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7.84 3.23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7.09 3.27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7.89 3.29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7.71 3.08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7.03 3.25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7.81 3.30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7.89 3.25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8.15 3.17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7.98 3.27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7.68 3.39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7.91 3.27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8.19 3.27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7.25 3.35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8.13 3.26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7.98 3.25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8.19 3.25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8.08 3.26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7.10 3.21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7.97 3.18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8.16 3.24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8.39 3.17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8.05 3.21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7.71 3.18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8.10 3.18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7.90 3.25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7.13 3.24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8.08 3.19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8.07 3.18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8.40 3.16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8.02 3.13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8.04 3.16 米成林（2015）
天府肉鸭 玉米 86 8.34 3.20 米成林（2015）
番鸭 玉米 86 8.0 3.09 标准制定值

番鸭 玉米 100 10.96 3.38 汪珩（2019）
番鸭 玉米 100 10.31 3.59 汪珩（2019）
番鸭 玉米 100 11.25 3.50 汪珩（2019）
北京鸭 高粱 88 8.7 3.07 标准制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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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鸭 高梁 100 11.6 3.49
标准起草团队实测

值

北京鸭 高粱 87.92 9.56 3.87 尹丽婷等（2022）
肉蛋兼用型鸭 高粱 88 8.7 3.06 标准制定值

中畜 CMD 小型

白羽肉鸭
高粱 89.54 9.41 3.11 彭祥伟(2014)

番鸭 高粱 88 8.7 3.15 标准制定值

番鸭 高粱 100 10.52 3.23 汪珩（2019）
番鸭 高粱 100 9.82 3.60 汪珩（2019）
番鸭 高粱 100 10.79 3.53 汪珩（2019）
番鸭 高粱 100 11.46 3.61 汪珩（2019）
番鸭 高粱 100 10.02 3.57 汪珩（2019）
北京鸭 小麦 88 13.4 3.19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小麦 88.56 13.36 3.63 尹丽婷等（2022）
樱桃谷鸭 小麦 100 14.45 3.15 于梦超（2017）
樱桃谷鸭 小麦 87.98 14.46 3.15 Liang等（2023）
肉蛋兼用型鸭 小麦 88 13.4 2.97 标准制定值

临武鸭 小麦 86.7 14.07 2.94
《临武鸭营养需要

量 》 （ DB43/T
898-2014）

北京鸭 皮大麦 87 11 2.96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大麦 88.79 9.13 2.96 尹丽婷等（2022）
肉蛋兼用型鸭 皮大麦 87 11 2.89 标准制定值

临武鸭 大麦 87.7 10.45 2.91
《临武鸭营养需要

量 》 （ DB43/T
898-2014）

番鸭 皮大麦 87 11 2.78 标准制定值

番鸭 大麦 100 9.81 3.15 汪珩（2019）
番鸭 大麦 100 10.97 3.24 汪珩（2019）
番鸭 大麦 100 11.74 3.14 汪珩（2019）
番鸭 大麦 100 9.33 3.11 汪珩（2019）
北京鸭 稻谷 86 7.8 2.84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稻谷 87 7.9 2.97
标准起草团队实测

值

北京鸭 稻谷 87 9.1 2.92
标准起草团队实测

值

北京鸭 稻谷 87 7.0 2.78
标准起草团队实测

值

北京鸭 稻谷 87 7.8 2.78
标准起草团队实测

值

北京鸭 稻谷 86.79 7.11 2.76 陈玉洁等（2013）
肉蛋兼用型鸭 稻谷 86 7.8 2.73 标准制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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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武鸭 稻谷 89.5 8.32 2.84
《临武鸭营养需要

量 》 （ DB43/T
898-2014）

北京鸭 糙米 87 8.8 3.39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糙米 87 8.8 3.39

《肉鸭饲养标准》

(NY/T2122-2012)
《鸭饲养标准》

T/CAAA053-2020
肉蛋兼用型鸭 糙米 87 8.8 3.55 标准制定值

中畜 CMD 小型

白羽肉鸭
糙米 91.09 9.28 3.72 彭祥伟(2014)

北京鸭 碎米 87.4 7.7 3.32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碎米 88 10.4 3.34

《肉鸭饲养标准》

(NY/T2122-2012)
《鸭饲养标准》

T/CAAA053-2020
肉蛋兼用型鸭 碎米 87.4 7.7 3.34 标准制定值

临武鸭 碎米 86.5 8.67 3.32
《临武鸭营养需要

量 》 （ DB43/T
898-2014）

北京鸭 黑麦 88 9.5 2.63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黑麦 88 9.5 2.63

《肉鸭饲养标准》

(NY/T2122-2012)
《鸭饲养标准》

T/CAAA053-2020
北京鸭 木薯干 87 2.5 3.11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木薯干 87 2.5 3.11

《肉鸭饲养标准》

(NY/T2122-2012)
《鸭饲养标准》

T/CAAA053-2020
北京鸭 木薯干 95.1 1.1 2.58 聂新志等（2008）
肉蛋兼用型鸭 木薯干 87 2.5 2.60 标准制定值

海南鸭 木薯干 95.1 1.1 2.84 聂新志等（2008）
北京鸭 次粉 87 13.6 2.87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次粉 87 13.6 2.87

《肉鸭饲养标准》

(NY/T2122-2012)
《鸭饲养标准》

T/CAAA053-2020
肉蛋兼用型鸭 次粉 87 13.6 2.46 标准制定值

临武鸭 次粉 89.5 12.5 2.53
《临武鸭营养需要

量 》 （ DB43/T
89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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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武鸭 次面粉 87.5 15.12 3.17
《临武鸭营养需要

量 》 （ DB43/T
898-2014）

北京鸭 小麦麸 88 15.6 1.74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小麦麸 87.1 14.8 1.70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小麦麸 87 18.7 2.24 尹丽婷等（2022）

樱桃谷鸭 小麦麸 89.27 16.20 1.75

山东省地方标准

《樱桃谷饲养标

准 》 (DB37/T
3002-2017)

樱桃谷鸭 小麦麸 89.48 15.03 1.73

山东省地方标准

《樱桃谷饲养标

准 》 (DB37/T
3002-2017)

樱桃谷鸭 小麦麸 89.69 13.50 1.73

山东省地方标准

《樱桃谷饲养标

准 》 (DB37/T
3002-2017)

北京鸭 小麦麸 88.0 15.6 1.75
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41189-2021)

北京鸭 小麦麸 87.1 14.3 1.73
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41189-2021)
北京鸭 小麦麸 87.12 18.3 2.25 尹丽婷等（2022）
肉蛋兼用型鸭 小麦麸 88 15.6 1.93 标准制定值

临武鸭 麦麸 88.8 17.15 1.78
《临武鸭营养需要

量 》 （ DB43/T
898-2014）

北京鸭 米糠 87 12.8 2.77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米糠 90.08 13.56 3.37 尹丽婷等（2022）
北京鸭 全脂米糠 89.95 13.82 3.01 陈宣名(2017)
北京鸭 全脂米糠 88.98 13.93 2.77 陈宣名(2017)
北京鸭 全脂米糠 88.13 12.75 2.83 陈宣名(2017)
北京鸭 全脂米糠 89.24 9.98 2.94 陈宣名(2017)
北京鸭 全脂米糠 88.37 12.01 3.22 陈宣名(2017)
北京鸭 全脂米糠 88.96 11.01 2.74 陈宣名(2017)
北京鸭 全脂米糠 88.73 10.92 2.95 陈宣名(2017)
北京鸭 全脂米糠 87.5 12.48 2.84 陈宣名(2017)
北京鸭 全脂米糠 87.74 11.97 2.82 陈宣名(2017)
北京鸭 全脂米糠 89.92 12.7 3.11 陈宣名(2017)
北京鸭 全脂米糠 89.84 9.08 2.86 陈宣名(2017)
北京鸭 全脂米糠 86.98 12.59 3.09 陈宣名(2017)
北京鸭 全脂米糠 89.52 12.85 2.87 陈宣名(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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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鸭 全脂米糠 88.33 11.37 2.86 陈宣名(2017)
北京鸭 全脂米糠 89.65 12.25 3.07 陈宣名(2017)
北京鸭 全脂米糠 90.23 13.04 3.01 陈宣名(2017)
北京鸭 全脂米糠 90 12.17 2.89 陈宣名(2017)
北京鸭 全脂米糠 89.59 13.65 3.02 陈宣名(2017)
北京鸭 全脂米糠 86.55 11.49 2.78 陈宣名(2017)
北京鸭 全脂米糠 90.53 12.61 3.06 陈宣名(2017)
北京鸭 全脂米糠 88.68 12.61 3.16 陈宣名(2017)
北京鸭 全脂米糠 89.35 12.77 3.19 陈宣名(2017)
北京鸭 全脂米糠 90.25 12.52 3.05 陈宣名(2017)
北京鸭 全脂米糠 90.19 13.59 3.09 陈宣名(2017)
肉蛋兼用型鸭 米糠 87 12.8 2.96 标准制定值

临武鸭 米糠 90.9 13.62 3.09
《临武鸭营养需要

量 》 （ DB43/T
898-2014）

北京鸭 米糠粕 87 15.1 1.85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米糠粕 87 15.1 1.85

《肉鸭饲养标准》

(NY/T2122-2012)
《鸭饲养标准》

T/CAAA053-2020
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41189-2021)

肉蛋兼用型鸭 米糠粕 87 15.1 1.92 标准制定值

临武鸭 米糠粕 90.4 14.93 2.00
《临武鸭营养需要

量 》 （ DB43/T
898-2014）

北京鸭 大豆 87 35.5 3.29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大豆 87 35.5 3.29

《肉鸭饲养标准》

(NY/T2122-2012)
《鸭饲养标准》

T/CAAA053-2020

北京鸭 大豆 87 35.5 3.11
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41189-2021)
肉蛋兼用型鸭 大豆 87 35.5 2.99 标准制定值

中畜 CMD 小型

白羽肉鸭
大豆 91.51 41.81 3.14 彭祥伟(2014)

北京鸭 豌豆 86.4 20.7 2.83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豌豆 88.0 23.1 3.16
《肉鸭饲养标准》

(NY/T2122-2012)
肉蛋兼用型鸭 豌豆 86.4 20.7 2.81 标准制定值

中畜 CMD 小型 豌豆 89.6 22.96 3.12 彭祥伟(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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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羽肉鸭

北京鸭
大 豆 粕

CP44%
89 44.2 2.60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大 豆 粕

CP47%
89 47.9 2.69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大豆粕 88.38 47.47 3.67 尹丽婷等（2022）
北京鸭 豆粕 100 50.2 3.04 赵峰等(2009)
北京鸭 豆粕 100 53.34 3.03 赵峰等(2009)
北京鸭 豆粕 100 54.14 3.19 赵峰等(2009)
北京鸭 豆粕 100 51.76 2.92 赵峰等(2009)
北京鸭 豆粕 100 53.59 3.03 赵峰等(2009)
北京鸭 豆粕 100 49.76 3.04 赵峰等(2009)
北京鸭 豆粕 100 52.72 3.13 赵峰等(2009)
北京鸭 豆粕 100 50.79 2.88 赵峰等(2009)
北京鸭 豆粕 100 53.54 2.96 赵峰等(2009)
北京鸭 豆粕 100 56.7 2.95 赵峰等(2009)
北京鸭 豆粕 100 50.54 2.74 赵峰等(2009)
北京鸭 豆粕 100 54.18 2.89 赵峰等(2009)

北京鸭 豆粕 87 43.6 2.89
标准起草团队测定

值

北京鸭 豆粕 87 46.5 3.10
标准起草团队测定

值

北京鸭 豆粕 92 42.7 3.07
标准起草团队测定

值

北京鸭 豆粕 91 44.9 3.28
标准起草团队测定

值

肉蛋兼用型鸭
大 豆 粕

CP44%
89 44.2 2.58 标准制定值

临武鸭 大豆粕 88.15 42.61 2.56 张旭等（2016）
临武鸭 大豆渣 90.98 33.64 3.04 张旭等（2016）
天府肉鸭 豆粕 89.04 48.78 2.61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91.55 46.06 2.31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87.13 45.74 2.42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89.64 44.36 2.33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90.82 44.91 2.36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89.35 45.48 2.44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89.37 45.93 2.64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90.35 45.67 2.46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87.67 43.69 2.49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88.19 46.57 2.52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87.61 44.86 2.31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87.28 45.91 2.37 李杰（2015）



103

天府肉鸭 豆粕 86.93 40.66 2.13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89.59 49.68 2.75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88.12 44.09 2.54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87.01 48.02 2.67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88.03 44.42 2.43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87.84 44.93 2.56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88.42 43.49 2.33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87.89 42.68 2.26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88.27 45.88 2.68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88.03 44.04 2.31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87.82 43.58 2.17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88.01 43.62 2.34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87.63 43.53 2.45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87.38 48.31 2.77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87.52 47.91 2.69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88.91 40.90 2.28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85.90 40.89 2.20 李杰（2015）
天府肉鸭 豆粕 89.25 45.08 2.53 李杰（2015）

番鸭
大 豆 粕

CP44%
89 44.2 2.68 标准制定值

番鸭 豆粕 100 49.26 2.78 汪珩（2019）
番鸭 豆粕 100 47.18 2.94 汪珩（2019）
番鸭 豆粕 100 47.97 2.94 汪珩（2019）
番鸭 豆粕 100 49.36 3.07 汪珩（2019）
番鸭 豆粕 100 48.78 2.79 汪珩（2019）
番鸭 豆粕 100 49.62 3.17 汪珩（2019）
北京鸭 棉籽粕 90 43.5 2.07 标准制定值

樱桃谷鸭 棉粕 89.69 41.26 1.80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棉粕 90.13 37.52 1.74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棉粕 89.05 46.41 2.29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棉粕 89.40 42.91 2.21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棉粕 87.61 41.58 1.91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棉粕 91.49 38.38 1.71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棉粕 90.48 38.95 1.73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棉粕 90.42 41.97 2.18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棉粕 90.73 37.45 1.44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棉粕 89.78 41.04 2.23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棉粕 89.49 45.47 1.93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棉粕 89.59 42.77 1.65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棉粕 89.42 43.90 1.93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棉粕 90.17 43.41 1.68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棉粕 89.59 40.23 1.33 杨琳（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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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谷鸭 棉粕 90.73 44.59 2.05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棉粕 89.87 40.26 1.32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棉籽粕 90.48 47.09 2.95 尹丽婷等（2022）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9.80 43.57 10.05 孟红梅等（2017）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5.50 2.67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3.02 2.15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2.59 2.44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3.29 2.40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3.24 2.36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2.55 2.30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0.68 1.97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3.45 2.31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7.91 2.55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4.78 2.69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2.10 2.22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5.56 2.57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38.58 2.26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7.44 2.76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50.16 2.72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2.34 2.30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2.37 2.47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38.57 1.92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3.02 2.31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4.13 2.46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3.82 2.47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39.05 2.01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7.34 2.93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8.22 2.84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3.93 2.36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8.04 2.75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7.87 2.36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38.16 2.09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5.52 2.42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3.13 2.38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1.75 2.33 孟红梅（2016）
樱桃谷鸭 棉籽粕 86 42.24 2.43 孟红梅（2016）
肉蛋兼用型鸭 棉籽粕 90 43.5 2.05 标准制定值

临武鸭 棉籽粕 86.97 50.85 2.28 张旭等（2016）
番鸭 棉籽粕 90 43.5 1.98 标准制定值

番鸭 棉粕 100 32.94 1.84 汪珩（2019）
番鸭 棉粕 100 49.49 1.85 汪珩（2019）
番鸭 棉粕 100 54.06 2.02 汪珩（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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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鸭 棉粕 100 54.47 2.31 汪珩（2019）
番鸭 棉粕 100 54.18 2.26 汪珩（2019）
临武鸭 棉籽粕 86.97 50.85 1.98 张旭等（2016）
北京鸭 菜籽饼 88 35.7 2.23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菜籽粕 88 38.6 2.21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双低菜籽粕 88 33.7 2.28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菜籽饼 93.13 33.6 3.00 尹丽婷等（2022）
樱桃谷鸭 菜籽粕 100 - 2.28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菜籽粕 100 - 2.58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菜籽粕 100 - 2.63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菜籽粕 100 - 2.80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菜籽粕 100 - 2.84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菜籽粕 100 - 2.90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菜籽粕 100 - 2.61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菜籽粕 100 - 2.48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菜籽粕 100 - 2.44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菜籽粕 100 - 2.54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菜籽粕 100 - 2.24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菜籽粕 100 - 2.46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菜籽粕 100 - 2.19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菜籽粕 100 - 2.34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菜籽粕 100 - 2.07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菜籽粕 100 - 2.15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菜籽粕 100 - 2.62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菜籽粕 100 - 2.22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菜籽粕 100 - 2.36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菜籽粕 100 - 2.46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菜籽粕 100 - 2.90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菜籽粕 100 - 2.59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菜籽粕 100 - 2.17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7.69 42.82 2.11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92.02 46.65 2.45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93.73 37 2.35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2 43.57 1.85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9.32 44.43 1.77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9.63 40.31 2.45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8.45 37.25 2.16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93.06 33.42 2.44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8.64 38.48 2.12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8.7 42.85 2.35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9.54 38.75 2.31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9.19 41.96 1.93 于爽（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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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谷鸭 菜籽粕 91.24 39.8 2.40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7.79 37.08 1.95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55 41.64 1.85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91.31 37.83 2.47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91.53 41.78 2.74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91.4 39.84 2.50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9.84 36.8 2.18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9.32 36.26 2.00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8.6 41.56 1.84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9.01 44.24 2.08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9.35 36.12 2.06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7.96 35.7 2.14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93.04 42.59 2.31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7.97 37.08 1.95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55 41.64 1.85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91.31 37.38 2.47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91.53 41.78 2.74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91.4 39.84 2.50 于爽（2020）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37.32 2.33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38.85 2.23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38.58 2.20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39.25 2.22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40.06 2.58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37.59 2.46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38.82 2.59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36.62 2.48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42.29 2.18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42.28 2.60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40.60 2.57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42.33 2.33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41.55 2.18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41.90 2.22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46.33 2.37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36.32 2.59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42.08 2.61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42.08 2.41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42.24 2.58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42.01 2.61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42.29 2.03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42.51 2.63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40.11 2.41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35.85 2.22 王泽法（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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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38.55 2.44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38.33 2.45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36.03 2.61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35.59 2.16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35.05 2.31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37.27 2.33 王泽法（2016）
樱桃谷鸭 菜籽粕 86 37.39 2.20 王泽法（2016）
肉蛋兼用型鸭 菜籽粕 88 38.6 1.89 标准制定值

肉蛋兼用型鸭 菜籽饼 88 35.7 1.89 标准制定值

临武鸭 菜籽粕 88.03 38.26 1.89 张旭等（2016）
临武鸭 菜籽粕 92.61 36.97 1.99 张旭等（2016）
番鸭 菜籽饼 88 35.7 2.02 标准制定值

番鸭 双低菜籽粕 88 33.7 2.27 标准制定值

番鸭 菜粕 100 38.27 2.56 汪珩（2019）
番鸭 菜粕 100 39.64 2.29 汪珩（2019）
番鸭 菜粕 100 41.01 2.30 汪珩（2019）
北京鸭 花生仁粕 88 47.8 2.82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花生仁粕 92.1 49.12 2.95
标准起草团队测定

值

北京鸭 花生仁粕 88 47.8 3.00

《肉鸭饲养标准》

(NY/T2122-2012)
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41189-2021)
肉蛋兼用型鸭 花生仁粕 88 47.8 2.44 标准制定值

临武鸭 花生仁粕 91.16 40.57 2.53 张旭等（2016）

北京鸭

向日葵仁粕

（ 壳 仁 比

16:84）
88 36.5 2.38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向日葵仁粕

（ 壳 仁 比

24:76）
88 33.6 2.17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向日葵仁粕

（ 壳 仁 比

16:84）
88 36.5 2.38

《肉鸭饲养标准》

(NY/T2122-2012)
《鸭饲养标准》

T/CAAA053-2020
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41189-2021)

北京鸭

向日葵仁粕

（ 壳 仁 比

24:76）
88 33.6 2.17

《肉鸭饲养标准》

(NY/T2122-2012)
《鸭饲养标准》

T/CAAA053-2020
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4118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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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鸭 葵籽粕 89.92 30.29 1.64 杨琳（2017）
肉鸭 葵籽粕 89.17 30.7 1.67 杨琳（2017）
肉鸭 葵籽粕 92.38 28.03 1.78 杨琳（2017）
肉鸭 葵籽粕 90.06 30.07 1.76 杨琳（2017）
肉鸭 葵籽粕 92.06 27.28 1.88 杨琳（2017）
肉鸭 葵籽粕 89.86 31.53 1.63 杨琳（2017）
北京鸭 亚麻仁粕 88 32.2 1.93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亚麻饼粕 88 32.2 1.90

《肉鸭饲养标准》

(NY/T2122-2012)
《鸭饲养标准》

T/CAAA053-2020
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41189-2021)
樱桃谷鸭 亚麻饼粕 93.52 36.9 1.02 翟双双（2016）
樱桃谷鸭 亚麻饼粕 88.46 35.66 1.32 翟双双（2016）
樱桃谷鸭 亚麻饼粕 87.87 41.47 1.21 翟双双（2016）
樱桃谷鸭 亚麻饼粕 87.54 33.42 1.06 翟双双（2016）
樱桃谷鸭 亚麻饼粕 95.03 34.72 2.21 翟双双（2016）
樱桃谷鸭 亚麻饼粕 90.67 36.38 1.87 翟双双（2016）
北京鸭 芝麻饼 92 39.2 2.41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芝麻饼 92 39.2 2.41

《肉鸭饲养标准》

(NY/T2122-2012)
《鸭饲养标准》

T/CAAA053-2020
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41189-2021)

肉蛋兼用型鸭 芝麻饼 92 39.2 1.82 标准制定值

临武鸭 芝麻粕 1号 92.8 46.93 1.63 张旭等（2016）
临武鸭 芝麻粕 2号 93.35 49.86 1.85 张旭等（2016）

北京鸭
玉米蛋白粉

CP56.3%
88 56.3 3.63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玉米蛋白粉 91.2 51.3 3.63

《肉鸭饲养标准》

(NY/T2122-2012)
《鸭饲养标准》

T/CAAA053-2020

北京鸭 玉米蛋白粉 88 56.3 3.65
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41189-2021)

北京鸭 玉米蛋白粉 87 50.1 3.79
标准起草团队测定

值

肉蛋兼用型鸭
玉米蛋白粉

CP56.3%
88 56.3 3.48 标准制定值

中畜 CMD 小型 玉米蛋白粉 92.17 67.13 3.64 彭祥伟（2014）



109

白羽肉鸭

北京鸭 玉米胚芽粕 90 16.7 1.67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玉米胚芽饼 90 16.7 1.86

《肉鸭饲养标准》

(NY/T2122-2012)
《鸭饲养标准》

T/CAAA053-2020
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41189-2021)
樱桃谷鸭 玉米胚芽粕 100 23.5 1.36 舒维成（2017）
樱桃谷鸭 玉米胚芽粕 100 21.3 1.79 舒维成（2017）
樱桃谷鸭 玉米胚芽粕 100 20.9 2.01 舒维成（2017）
樱桃谷鸭 玉米胚芽粕 100 21.3 1.76 舒维成（2017）
樱桃谷鸭 玉米胚芽粕 100 22.4 1.57 舒维成（2017）
樱桃谷鸭 玉米胚芽粕 100 29.5 2.80 舒维成（2017）
肉蛋兼用型鸭 玉米胚芽粕 90 16.7 2.01 标准制定值

中畜 CMD 小型

白羽肉鸭
玉米胚芽粕 91.77 20.26 2.05 彭祥伟（2014）

北京鸭

玉米酒精糟

及 可 溶 物

DDGS
89.2 27.5 2.50 标准制定值

樱桃谷鸭 玉米 DDGS 100 25.8 2.62 舒维成（2017）
樱桃谷鸭 玉米 DDGS 100 28.9 2.85 舒维成（2017）
樱桃谷鸭 玉米 DDGS 100 29.5 2.12 舒维成（2017）
樱桃谷鸭 玉米 DDGS 100 28.8 2.66 舒维成（2017）
樱桃谷鸭 玉米 DDGS 100 27.2 2.88 舒维成（2017）
樱桃谷鸭 玉米 DDGS 100 28.2 2.35 舒维成（2017）
樱桃谷鸭 玉米 DDGS 88.55 26.89 3.53 尹丽婷等（2022）
樱桃谷鸭 玉米 DDGS 80.75 17.48 2.68 Ding et al.（2022）

肉蛋兼用型鸭

玉米酒精糟

及 可 溶 物

DDGS
89.2 27.5 2.79 标准制定值

临武鸭 DDGS 90.8 24.52 2.84
《临武鸭营养需要

量 》 （ DB43/T
898-2014）

北京鸭
鱼 粉

CP53.5%
90 53.5 3.22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鱼粉 62.5% 90 62.5 3.42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鱼 粉

CP53.5%
90 53.5 3.22

《肉鸭饲养标准》

(NY/T2122-2012)
《鸭饲养标准》

T/CAAA053-2020
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4118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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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鸭 鱼粉 62.5% 90 62.5 3.3

《肉鸭饲养标准》

(NY/T2122-2012)
《鸭饲养标准》

T/CAAA053-2020
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41189-2021)

北京鸭 鱼粉 92.15 78.09 3.66
标准起草团队测定

值。

北京鸭 鱼粉 93.12 67.34 3.54
标准起草团队测定

值。

肉蛋兼用型鸭 鱼粉 62.5% 90 62.5 3.45 标准制定值

中畜 CMD 小型

白羽肉鸭
鱼粉 91.34 72.47 3.50 彭祥伟（2014）

中畜 CMD 小型

白羽肉鸭
鱼粉 91.11 68.74 3.54 彭祥伟（2014）

北京鸭 血粉 88 82.8 3.47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血粉 88 82.8 3.47

《肉鸭饲养标准》

(NY/T2122-2012)
《鸭饲养标准》

T/CAAA053-2020
北京鸭 羽毛粉 88 77.9 3.16 标准制定值

樱桃谷鸭 羽毛粉 100 91.05 3.28 赖安强等（2016）
樱桃谷鸭 羽毛粉 100 87.31 2.94 赖安强等（2016）
樱桃谷鸭 羽毛粉 100 91.06 2.89 赖安强等（2016）
北京鸭 肉骨粉 93.0 50.0 2.68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肉骨粉 93.0 50.0 2.68

《肉鸭饲养标准》

(NY/T2122-2012)
《鸭饲养标准》

T/CAAA053-2020
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41189-2021)
北京鸭 棕榈仁饼 90.6 14.8 1.64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棕榈仁饼 90.6 14.8 1.52

《鸭饲养标准》

T/CAAA053-2020
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41189-2021)
肉鸭 棕榈粕 100 14.15 1.26 杨琳（2017）
肉鸭 棕榈粕 100 14.9 1.64 杨琳（2017）
肉蛋兼用型鸭 棕榈仁饼 90.6 14.8 1.37 标准制定值

江南 1号蛋鸭 棕榈粕 90.52 16.33 1.32 易文根（2017）
北京鸭 椰子饼 91.2 20.5 1.44 标准制定值

樱桃谷鸭 椰子粕 95 15.51 1.11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椰子粕 93 16.27 1.54 杨琳（2017）



111

樱桃谷鸭 椰子粕 92 21.12 1.74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椰子粕 91 19.72 1.91 杨琳（2017）
樱桃谷鸭 椰子粕 93 19.76 0.90 杨琳（2017）
北京鸭 玉米淀粉 99 0.3 3.54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玉米淀粉 100 0.5 3.56
标准起草团队测定

值

北京鸭 玉米淀粉 100 0.27 3.65 魏杰（2019）
北京鸭 啤酒酵母 91.7 52.4 1.96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啤酒酵母 91.7 52.4 1.96

《肉鸭饲养标准》

(NY/T2122-2012)
《鸭饲养标准》

T/CAAA053-2020
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41189-2021)

北京鸭
苜 蓿 草 粉

CP17%
87 17.2 1.35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苜蓿草粉 87 17.2 1.35

《肉鸭饲养标准》

(NY/T2122-2012)
《鸭饲养标准》

T/CAAA053-2020
蛋鸭营养需要量

(GB/T41189-2021)
北京鸭 白酒糟 89.13 16.43 2.22 标准制定值

樱桃谷鸭 白酒糟 100 18.43 2.49 田璐（2017）
樱桃谷鸭 白酒糟 85.63 18.43 2.49 田璐（2017）
肉蛋兼用型鸭 白酒糟 89.13 16.43 1.93 标准制定值

临武鸭 白酒糟 92.4 15.73 2.00
《临武鸭营养需要

量 》 （ DB43/T
898-2014）

番鸭 白酒糟 89.13 16.43 0.00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啤酒糟 92 26.5 2.58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啤酒糟 93.15 29.08 2.61
标准起草团队测定

值

肉蛋兼用型鸭 啤酒糟 92 26.5 2.86 标准制定值

中畜 CMD 小型

白羽肉鸭
啤酒糟 93.5 35.11 2.91 彭祥伟（2014）

建昌鸭 啤酒糟 95.4 21.5 2.41 左志安（2003）
北京鸭 喷浆玉米皮 91.1 20.8 1.58 标准制定值

樱桃谷鸭 喷浆玉米皮 100 21.5 1.35 舒维成（2017）
樱桃谷鸭 喷浆玉米皮 100 19.3 0.91 舒维成（2017）
樱桃谷鸭 喷浆玉米皮 100 25.1 1.58 舒维成（2017）
樱桃谷鸭 喷浆玉米皮 100 17 1.45 舒维成（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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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谷鸭 喷浆玉米皮 100 21.1 1.37 舒维成（2017）
樱桃谷鸭 喷浆玉米皮 100 19.5 1.97 舒维成（2017）
樱桃谷鸭 喷浆玉米皮 100 22.7 2.03 舒维成（2017）

表 26 鸭饲料原料酶水解物能值制定依据

肉鸭品种 原料
干物质

(%)
粗蛋白质

(%)
酶水解物能值

(Mcal/kg)
数据来源

北京鸭
普通玉米 CP
8.0%

86 8.0 3.21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玉米 88.72 8.05 3.03 李辉等（2010）
北京鸭 玉米 87.15 7.9 2.93 彭运智等（2020）
北京鸭 玉米 88.97 8.04 3.27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 89.2 8.01 3.36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 89.38 8.6 3.26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 88.51 8.17 3.19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 88.69 7.18 3.26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 88.75 7.52 3.28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 89.38 7.14 3.30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 88.24 7.89 3.20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 87.43 7.26 3.18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 86.85 8.21 3.27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 88.69 10.37 3.35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 88.63 7.83 3.33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 84.89 7.38 3.12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 82.25 7.88 3.08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 88.28 9.57 3.14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 91.1 7.56 3.52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 86.74 6.78 3.48 陈玉洁（2011）
北京鸭 玉米 87.66 5.81 2.98 陈玉洁（2011）
北京鸭 玉米 84.69 8.4 2.50 陈玉洁（2011）
北京鸭 玉米 85.11 6.54 2.41 陈玉洁（2011）
北京鸭 玉米 87 8.3 2.27 陈玉洁（2011）

番鸭
普通玉米 CP
8.0%

86 8.0 3.05 标准制定值

番鸭 玉米 100 10.96 3.65 汪珩（2019）
番鸭 玉米 100 10.31 3.53 汪珩（2019）
番鸭 玉米 100 11.25 3.57 汪珩（2019）
北京鸭 高粱 88 8.7 3.19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高粱 88.42 8.38 3.22
标准起草团队测

定值

北京鸭 高粱 88.69 7.8 3.21
标准起草团队测

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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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鸭 高粱 87.51 8.55 3.33 彭运智等（2020）
番鸭 高粱 88 8.7 3.13 标准制定值

番鸭 高粱 100 10.52 3.67 汪珩（2019）
番鸭 高粱 100 9.82 3.68 汪珩（2019）
番鸭 高粱 100 10.79 3.42 汪珩（2019）
番鸭 高粱 100 11.46 3.37 汪珩（2019）
番鸭 高粱 100 10.02 3.58 汪珩（2019）
北京鸭 小麦 88 13.4 3.18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小麦 89.05 12.74 3.21
标准起草团队测

定值

北京鸭 小麦 87.43 11 2.56 陈玉洁（2011）
北京鸭 小麦 82.44 10.23 2.61 陈玉洁（2011）
北京鸭 小麦 88.03 13.38 2.83 陈玉洁（2011）
北京鸭 小麦 87.88 13.05 2.56 陈玉洁（2011）
北京鸭 小麦 86.51 14.53 2.46 陈玉洁（2011）
北京鸭 皮大麦 87 11 2.76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大麦 90.53 9.6 2.90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大麦 89.12 9.76 2.79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大麦 87.17 12.47 2.98 陈玉洁（2011）
北京鸭 大麦 86.97 9.19 2.79 陈玉洁（2011）
北京鸭 大麦 86.99 14.26 2.75 陈玉洁（2011）
北京鸭 大麦 88.67 9.52 2.34 陈玉洁（2011）
北京鸭 大麦 87 11.58 2.57 陈玉洁（2011）
番鸭 皮大麦 87 11 2.81 标准制定值

番鸭 大麦 100 9.81 3.08 汪珩（2019）
番鸭 大麦 100 10.97 3.16 汪珩（2019）
番鸭 大麦 100 11.74 3.29 汪珩（2019）
番鸭 大麦 100 9.33 3.39 汪珩（2019）
番鸭 大麦 100 9.26 3.22 汪珩（2019）
北京鸭 稻谷 86 7.8 2.94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稻谷 87 7.9 2.64
标准起草团队测

定值

北京鸭 稻谷 87 9.1 2.94
标准起草团队测

定值

北京鸭 稻谷 87 7.0 2.56
标准起草团队测

定值

北京鸭 稻谷 87 7.8 2.85
标准起草团队测

定值

北京鸭 稻谷 100 6.11 1.74 陈玉洁等（2013）
北京鸭 稻谷 100 8.78 1.97 陈玉洁等（2013）
北京鸭 稻谷 100 6.35 2.00 陈玉洁等（2013）
北京鸭 稻谷 100 8.49 1.51 陈玉洁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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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鸭 稻谷 100 5.8 1.58 陈玉洁等（2013）
北京鸭 稻谷 87.52 6.11 1.74 陈玉洁（2011）
北京鸭 稻谷 89.02 8.78 1.97 陈玉洁（2011）
北京鸭 稻谷 85.46 6.35 2.00 陈玉洁（2011）
北京鸭 稻谷 86.8 8.47 1.51 陈玉洁（2011）
北京鸭 稻谷 85.14 5.8 1.58 陈玉洁（2011）
北京鸭 次粉 87 13.6 2.6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小麦次粉 90.12 15.76 2.93
标准起草团队测

定值

北京鸭 小麦次粉 89.25 16.91 2.73
标准起草团队测

定值

北京鸭 小麦次粉 89.03 15.54 2.60
标准起草团队测

定值

北京鸭
小 麦 麸

CP15.6%
88 15.6 1.76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小 麦 麸

CP14.8%
87.1 14.8 1.61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小麦麸 90.12 16.77 1.86
标准起草团队测

定值

北京鸭 小麦麸 87 15.1 1.62
标准起草团队测

定值

北京鸭 小麦麸 100 20.4 2.07 李辉等（2010）
北京鸭 小麦麸 87.71 18.05 2.10 彭运智等（2020）
北京鸭 米糠 87 12.8 2.63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米糠 89.14 13.15 3.20 魏杰（2019）
北京鸭 米糠 84.59 13.29 2.62 魏杰（2019）
北京鸭 米糠 90.18 11.76 1.74 魏杰（2019）
北京鸭 米糠 90.32 13.28 2.31 魏杰（2019）
北京鸭 米糠 90.6 12.41 2.75 魏杰（2019）
北京鸭 米糠 88.37 12.3 2.63 魏杰（2019）
北京鸭 米糠 90.01 13.74 2.53 魏杰（2019）

北京鸭
大 豆 粕 CP
44%

89.0 44.2 2.97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去皮大豆粕

CP 48%
89.0 47.9 3.13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豆粕 100 48.82 3.17 李辉等（2010）
北京鸭 豆粕 89.69 43.98 3.05 彭运智等（2020）
北京鸭 豆粕 100 50.2 3.38 赵峰(2011)
北京鸭 豆粕 100 53.34 3.20 赵峰(2011)
北京鸭 豆粕 100 54.14 3.39 赵峰(2011)
北京鸭 豆粕 100 52.65 3.33 赵峰(2011)
北京鸭 豆粕 100 52.09 3.15 赵峰(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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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鸭 豆粕 100 51.04 3.10 赵峰(2011)
北京鸭 豆粕 100 49.92 3.22 赵峰(2011)
北京鸭 豆粕 100 51.76 3.20 赵峰(2011)
北京鸭 豆粕 100 53.59 3.33 赵峰(2011)
北京鸭 豆粕 100 52.97 3.22 赵峰(2011)
北京鸭 豆粕 100 49.76 3.20 赵峰(2011)
北京鸭 豆粕 100 52.72 3.35 赵峰(2011)
北京鸭 豆粕 100 52.21 3.26 赵峰(2011)
北京鸭 豆粕 100 51.69 3.09 赵峰(2011)
北京鸭 豆粕 100 50.43 3.17 赵峰(2011)
北京鸭 豆粕 100 49.93 2.99 赵峰(2011)
北京鸭 豆粕 100 50.79 3.00 赵峰(2011)
北京鸭 豆粕 100 53.54 3.16 赵峰(2011)
北京鸭 豆粕 100 56.7 3.47 赵峰(2011)
北京鸭 豆粕 100 55.01 3.46 赵峰(2011)
北京鸭 豆粕 100 54.66 3.39 赵峰(2011)
北京鸭 豆粕 100 54.15 3.29 赵峰(2011)
北京鸭 豆粕 100 53.08 3.21 赵峰(2011)
北京鸭 豆粕 100 50.54 3.15 赵峰(2011)
北京鸭 豆粕 100 54.18 3.33 赵峰(2011)
北京鸭 豆粕 89.36 46.83 3.02 魏杰（2019）
北京鸭 豆粕 91.6 46.97 3.05 魏杰（2019）
北京鸭 豆粕 91.6 45.32 2.71 魏杰（2019）
北京鸭 豆粕 91.27 44.06 3.07 魏杰（2019）
北京鸭 豆粕 89.78 45.9 2.94 魏杰（2019）
北京鸭 豆粕 88.89 47.15 3.09 魏杰（2019）
北京鸭 豆粕 91.41 43.23 3.04 魏杰（2019）
北京鸭 豆粕 89.14 43.21 2.96 魏杰（2019）
北京鸭 豆粕 91.12 47.03 3.15 魏杰（2019）
北京鸭 豆粕 90.25 43.03 2.99 魏杰（2019）
北京鸭 豆粕 92.68 44.41 3.05 魏杰（2019）

番鸭
大 豆 粕 CP
44%

89.0 44.2 2.94 标准制定值

番鸭 豆粕 100 47.18 3.28 汪珩（2019）
番鸭 豆粕 100 47.97 2.97 汪珩（2019）
番鸭 豆粕 100 49.36 3.36 汪珩（2019）
番鸭 豆粕 100 48.78 3.32 汪珩（2019）
番鸭 豆粕 100 49.62 3.24 汪珩（2019）
北京鸭 棉籽粕 90.0 43.5 2.25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棉籽粕 73 1 90.91 47.35 2.34
标准起草团队测

定值

北京鸭 棉籽粕 63 1 90.76 44.38 2.27 标准起草团队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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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值

北京鸭 棉粕 100 53.46 2.62 郑卫宽(2009)
北京鸭 棉粕 100 42.38 1.86 郑卫宽(2009)
北京鸭 棉粕 100 50.34 2.41 郑卫宽(2009)
北京鸭 棉粕 100 54.37 2.64 郑卫宽(2009)
北京鸭 棉粕 100 51.71 2.52 郑卫宽(2009)
北京鸭 棉粕 100 38.58 2.00 郑卫宽(2009)
北京鸭 棉粕 100 41.86 1.99 郑卫宽(2009)
北京鸭 棉粕 100 53.12 2.74 郑卫宽(2009)
北京鸭 棉粕 100 52.62 2.65 郑卫宽(2009)
北京鸭 棉粕 100 43.22 2.30 郑卫宽(2009)
北京鸭 棉粕 100 41.95 2.08 郑卫宽(2009)
北京鸭 棉粕 100 43.47 1.97 郑卫宽(2009)
北京鸭 棉粕 100 41.34 2.09 郑卫宽(2009)
北京鸭 棉粕 100 39.84 2.01 郑卫宽(2009)
北京鸭 棉粕 100 44.46 2.78 郑卫宽(2009)
北京鸭 棉粕 100 40.78 2.17 郑卫宽(2009)
北京鸭 棉粕 100 42.58 2.11 郑卫宽(2009)
北京鸭 棉粕 100 40.33 2.03 郑卫宽(2009)
北京鸭 棉粕 100 39.48 1.94 郑卫宽(2009)
北京鸭 棉籽粕 100 41.38 1.69 李辉等（2010）

北京鸭 棉粕 87 37.9 2.20
标准起草团队测

定值

北京鸭 棉粕 87 35.4 2.36
标准起草团队测

定值

北京鸭 棉粕 87 35.7 2.29
标准起草团队测

定值

北京鸭 菜籽饼 88 35.7 2.22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菜籽粕 88 38.6 2.32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菜籽粕 89.8 38.94 2.00
标准起草团队测

定值

北京鸭 菜籽粕 90.63 39.01 2.39
标准起草团队测

定值

北京鸭 菜籽粕 88.82 36.93 2.48 彭运智等（2020）

北京鸭 菜籽粕 87 37.8 2.55
标准起草团队测

定值

北京鸭 菜籽粕 87 36.9 2.61
标准起草团队测

定值

北京鸭 菜籽粕 87 35.5 2.62
标准起草团队测

定值

北京鸭 花生粕 88 47.8 3.05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花生粕 91.77 49.1 3.32 魏杰（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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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鸭 花生粕 91.4 44.8 2.82 魏杰（2019）
北京鸭 花生粕 90.92 46.0 3.00 魏杰（2019）
北京鸭 花生粕 91.5 44.5 3.25 魏杰（2019）
北京鸭 花生粕 91.7 51.8 3.39 魏杰（2019）
北京鸭 花生粕 91.77 45.0 3.33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蛋白粉

CP56.3%
88 56.3 3.88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玉米蛋白粉 93.05 59 3.95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蛋白粉 91.7 59.08 4.04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蛋白粉 92.72 57.7 4.27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蛋白粉 93.64 59 4.32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蛋白粉 92.54 60.41 4.15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蛋白粉 91.78 59.52 4.08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胚芽粕 90 20.8 2.04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玉米胚芽粕 91.61 21.68 1.89
标准起草团队测

定值

北京鸭 玉米胚芽粕 92.64 25.81 2.28
标准起草团队测

定值

北京鸭

玉米酒精糟

及 可 溶 物

DDGS
89.2 27.5 2.83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玉米 DDGS 90.3 25.84 2.59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 DDGS 91.26 25.32 3.17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 DDGS 92.52 27.2 3.38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 DDGS 90.81 26.15 2.85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 DDGS 91.61 26.5 3.11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 DDGS 92.23 26.74 3.14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 DDGS 90.83 30.12 2.77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 DDGS 91.95 26.24 3.24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 DDGS 90.61 26.55 2.71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 DDGS 91.54 26.83 2.72 魏杰（2019）
北京鸭 玉米 DDGS 88.71 25.77 2.79 魏杰（2019）

北京鸭
鱼粉 CP
62.5%

90 62.5 3.65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鱼粉 94.58 72.9 3.83
标准起草团队制

定值

北京鸭 鱼粉 93.85 66.35 3.81
标准起草团队制

定值

北京鸭 鱼粉 92.41 65.88 3.75
标准起草团队制

定值

北京鸭 羽毛粉 88 77.9 2.52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水解羽毛粉 92.27 82.55 2.41 标准起草团队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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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值

北京鸭 棕榈仁饼 90.6 14.8 1.32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棕榈仁饼 92.37 16.29 1.33
标准起草团队测

定值

北京鸭 玉米淀粉 99 0.3 3.51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玉米淀粉 100.0 0.31 3.51
标准起草团队测

定值

北京鸭 白酒糟 89.13 16.43 2.46 标准制定值

北京鸭 白酒糟 100 18.43 2.76 田璐等（2017）

表 27 鸭饲料原料氨基酸真可利用率制定依据

饲料原

料

玉米

CP
8.0%

小麦 皮大麦 稻谷 木薯干 次粉
小麦麸

CP15.6%
米糠

米

糠

粕

大

豆

粕

CP
44%

赖氨酸 79.1 96.9 68.3 - 75.4 84.7 88.3 79.9 74 90
蛋氨酸 89.1 95 81.2 92.9 84.7 85 83.2 83.9 59.9 90.5
胱氨酸 82.2 97.8 84.2 92.6 90.7 88.6 93.5 80.4 84.4 73.6
苏氨酸 84.9 97 79.8 100 79.5 87.2 90.1 78.2 79.8 88.1
色氨酸 100 - 91.9 97.2 - 95.2 90.5 - - 95.4
精氨酸 86.7 98 80.2 - 85.9 90.9 92.4 93.3 75 94.7
亮氨酸 91.2 92.8 81.8 94.1 72.9 87.3 87.6 79.7 79.5 89
异 亮 氨

酸
82.2 90.4 78.8 87.2 69.5 86.2 87.7 74.72 86.4 89

苯 丙 氨

酸
88.8 94.9 85.2 89.1 70.2 89.3 88.8 79.5 76.4 90.9

酪氨酸 85.8 97.1 83.9 89.1 78.5 86.4 87.8 91.2 65.4 92.3
组氨酸 96.3 97.2 81.4 90.4 93.6 93.5 90.8 92.1 98.7 92.3
缬氨酸 84.5 93.3 77.3 93.7 73.5 85.2 86.8 78 67.6 86.5
甘氨酸 - - - 88.6 - - - 79.4 - 75.8
丙氨酸 93.7 95.6 66.5 - 69.2 80.7 86.1 83.9 67.8 84.7
天 冬 氨

酸
80.8 95.2 73.3 89.2 82.7 82.4 85.8 81 76.4 89.3

谷氨酸 90.4 98.1 89.7 90.4 80.7 93 93.2 87 95.6 90.8
脯氨酸 88.8 90.8 90.2 91 86.6 94.3 94 76 80.7 89.4
丝氨酸 84.9 99.2 81 89.6 85.7 87.6 91.5 81.9 84.3 90
数 据 来

源

蛋鸭营养需要量(GB/T41189-2021)

表 28 鸭饲料原料氨基酸真可利用率制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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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 料 原

料

去皮大

豆粕

CP
48%

棉籽粕
菜 籽

粕

双 低

菜 籽

粕

花 生

仁粕

芝 麻

饼

玉 米

胚 芽

粕

玉米酒

精糟及

可溶物

鱼粉

CP
53.5
%

鱼 粉

CP
62.5
%

赖氨酸 84.8 72.8 71.9 80.1 - 52.4 74.9 80 95 95.6
蛋氨酸 79.5 76.5 95 88.6 88.8 - 92.1 92.6 97.2 -
胱氨酸 - 80.2 - 80.3 90.5 - 71.3 71.7 87.7 -
苏氨酸 89.5 77.3 76.4 77 91 60.4 77.5 80.4 94.4 97.1
色氨酸 - - - 95.5 90.6 - - - - -
精氨酸 94.3 93.1 87.5 87 - 77.3 90.9 90.5 95.8 98
亮氨酸 91.1 82.2 83.6 83.5 94.7 66.3 88.3 91.5 96.4 97.9
异 亮 氨

酸
85 80.5 74.8 80.8 89.41 65.7 86.1 87.1 95.3 97.83

苯 丙 氨

酸
89.9 90.3 82.3 83.9 92.8 69.8 86.6 88.6 95.7 98.77

酪氨酸 89.1 87 78.4 81 92.8 63.7 90 91.9 93.6 100
组氨酸 88.8 87.4 77 85.8 92.1 63.4 91.9 93.9 94.8 96.7
缬氨酸 85.6 83.1 75.4 79 90.1 65.8 87.5 86.1 94.7 96.2
甘氨酸 - 74.9 - 65.7 90.6 51.2 76.7 74.8 94.6 -
丙氨酸 82.5 76.2 75.3 79.7 - 72.2 87.9 92.5 94.1 97.5
天 冬 氨

酸
90.4 83.4 75.3 79.8 88.8 53.9 80.1 83.2 93 99.5

谷氨酸 92.7 89.1 88.5 87 92.9 66.6 86.4 90.2 94.2 99.1
脯氨酸 94.7 82.3 78.7 77.1 93.5 64.8 81.8 85.5 93.1 97
丝氨酸 93.6 83.8 78.3 78 92 64 79.8 79.9 95 98.4
数 据 来

源

蛋鸭营养需要量(GB/T41189-2021)

表 29 鸭饲料原料氨基酸真可利用率制定依据

饲 料 原

料

血粉 羽毛粉 棕 榈

仁饼

椰 子

饼

白 酒

糟

啤 酒

糟

高粱 向日葵仁

粕（壳仁

比 24:76）

糙米

赖氨酸 85 81.9 55.4 69.6 66.8 80 90.9 84.4 100

蛋氨酸 86 83.8 - 65.7 48.8 85.5 93.3 100 94.2
胱氨酸 - 67.9 - 86.5 - - - - -
苏氨酸 89 84.2 67.1 69.1 59.3 84.4 91.4 95.4 92.9
色氨酸 - - - - - - - - -
精氨酸 90 89.7 88 84.4 70.5 91 95.2 98.4 100
亮氨酸 82 87.6 74.8 82.1 57.8 86.1 97.1 92.1 97.3
异 亮 氨

酸
82 89.1 76.34 79.9 52.4 82.9 94.3 91.6 98.9

苯 丙 氨 82 90.6 79.82 74.9 59 88.2 98.8 94.3 100



120

酸

酪氨酸 82 85.2 72.7 75.6 63.8 84 96.6 89.8 98
组氨酸 85 63.8 53.9 80 45.6 80.2 94.7 91.2 100
缬氨酸 79 85.2 74.3 71.9 41.7 83.4 92.7 92.3 96.3
甘氨酸 88 87.4 50.3 58.5 - 84.3 95.1 - 96.9
丙氨酸 81 81.9 66.8 71.5 51.7 75.8 94 88.9 100
天 冬 氨

酸
- 68.4 65.6 69.3 55.1 83 96.7 92.2 98.5

谷氨酸 85 81.6 72.6 78.4 61 87.8 96.8 96.6 100
脯氨酸 92 89.7 71.8 72.5 58.4 82.6 96.8 82.1 92.2
丝氨酸 91 88 73.4 72 66.6 86.3 95.4 94.2 100
数 据 来

源

蛋鸭营养需要量(GB/T41189-2021) 宋代军(1999) 彭 皓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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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标准起草团队（XXXX）长期从事肉鸭营养与饲料营养价值评定方面的研究

工作，系统研究了不同生长阶段北京鸭能量、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矿物元

素等营养素需要量；并系统评价了 30多种鸭饲料原料的营养价值，试验证明鸭

饲料酶水解物能与代谢能具有强相关性（R2=0.99，P<0.01），并积累了大量鸭饲

料原料的酶水解物能值数据。累计发表肉鸭营养需要量相关论文 100多篇，其中

SCI论文 70多篇。为验证本标准中营养需要量参数适用于肉鸭生产，我们分别

在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塞飞亚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河

北东风养殖有限公司、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多个肉鸭饲料企业、养殖企

业进行了广泛的试验验证，确保本标准中提供的数据可用于生产中。

本标准主要规定了北京鸭、番鸭、半番鸭和肉蛋兼用型鸭的营养需要量，并

给出了肉鸭常用饲料原料成分及营养价值表。本标准适用于饲料企业、各种类型

养殖场（户）肉鸭饲粮配制。本标准立足于我国肉鸭产业发展现状，针对肉鸭饲

料配制技术需求提出，旨在规范我国肉鸭养殖及饲料工业生产行为，实现精准配

方，精细饲喂，保障肉鸭健康、食品安全和源头减排，并推动我国肉鸭产业向安

全、高效、环保方向发展。

（一）经济效益

近年来我国年肉鸭出栏量超过 40亿只，年产值约 1400亿元；肉鸭饲料年消

耗量超过 3000万吨。本标准的实施可为肉鸭饲料生产企业和养殖场的饲料配制

提供科学的技术参数，提高饲料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二）社会效益

本标准的实施可为鸭饲料生产企业和养殖场的饲料配制提供科学的技术参

数，提高饲料利用效率，提高鸭的健康水平，并有助于从源头控制鸭产品的质量

安全，实现鸭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生态效益

本标准的实施可为鸭饲料生产企业和养殖场的饲料配制提供科学的技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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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提高鸭饲料利用效率，减少 N、P、Cu等矿物元素排放，具有显著的生态效

益。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

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国外目前尚无专门的肉鸭营养需要量标准。美国肉鸭营养需要量标准包含在

美国 NRC（1994）家禽营养需要量中，其中关于北京鸭营养需要量数据见表 30。

该推荐量存在很多问题：（1）营养素推荐量不完善，数据不能涵盖肉鸭的主要营

养素需要量。北京鸭仅分了三个阶段：育雏期、生长期和种鸭产蛋期，没有区分

商品代北京鸭和种鸭。而且仅仅提供了北京鸭的营养需要量参数，不包含番鸭半

番鸭及肉蛋兼用型肉鸭。（2）数据欠科学，数据来源与参考文献陈旧，大部分数

据来源于上世纪早期的文献，完全不能代表肉鸭营养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3）

国外肉鸭产业规模小，鸭肉消费量少，因此，有关肉鸭营养与饲料研究的资料更

少。因此，NRC(1994)中推荐量完全不适用于我国目前的肉鸭生产。

表 30 美国 NRC（1994）推荐的北京鸭营养需要量数据

营养指标 Nutrient
育雏期

0周～2周
生长期

3周～7周
种鸭产蛋期

表观代谢能，kcal/kg 2900 3000 2900
粗蛋白质，% 22 16 15
赖氨酸，% 0.90 0.65 0.60
蛋氨酸，% 0.40 0.30 0.27
蛋氨酸+胱氨酸，% 0.70 0.55 0.50
苏氨酸，% / / /
色氨酸，% 0.23 0.17 0.14
精氨酸，% 1.1 1.0 /
异亮氨酸，% 0.63 0.46 0.38
亮氨酸，% 1.26 0.91 0.76
缬氨酸，% 0.78 0.56 0.47
钙，% 0.65 0.60 2.75
非植酸磷，% 0.40 0.30 /
钠，% 0.15 0.15 0.15
氯，% 0.12 0.12 0.12
镁，mg/kg 500 500 500
铜，mg/kg / / /
铁，mg/kg / / /
锰，mg/kg 50 / /
锌，mg/kg 60 / /
硒，mg/kg 0.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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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mg/kg / / /
维生素 A，IU/kg 2500 2500 2500
维生素 D3，IU/kg 400 400 900
维生素 E，IU/kg 10 10 10
维生素 K，mg/kg 0.5 0.5 0.5
硫胺素，mg/kg / / /
核黄素，mg/kg 4.0 4.0 4.0
烟酸，mg/kg 55 55 55
泛酸，mg/kg 11.0 11.0 11.0
吡哆醇，mg/kg 2.5 2.5 3.0
维生素 B12，mg/kg / / /
生物素，mg/kg / / /
叶酸，mg/kg / / /
胆碱，mg/kg / / /
注：“/”表示数据未提供。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

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美国 NRC(1994)中推荐的北京鸭营养需要量参数存在数据陈旧、严重缺失等

诸多问题，完全不适用于我国目前的肉鸭生产。我国的《肉鸭饲养标准》农业行

业标准 NY/T2122-2012于 2012年发布，详细规定了肉鸭各生长阶段主要营养素

需要量及肉鸭常用饲料原料的营养价值。本标准对该行业标准的技术内容进行了

补充、更新和完善，并未参考 NRC(1994)中的数据。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

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标准

营养需要参数等定量性营养指标的制定符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第 1224号公告中《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及《饲料卫

生标准》的要求。

与本标准相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如下：

（1）农业行业标准 NY/T2122-2012《肉鸭饲养标准》，详细规定了肉鸭各生

长阶段主要营养素需要量及肉鸭常用饲料原料的营养价值。本标准对该行业标准

http://www.zclw.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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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内容进行了补充、更新和完善，技术内容更为全面。

（2）国家标准 GB/T 41189-2021《蛋鸭营养需要量》，本标准与该标准互补，

完善鸭饲料配制参数。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不存在重大分歧意见。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经查，未识别到与本标准技术内容有关的专利。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

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实施要求：因本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供肉鸭饲料企业、养殖户在配制肉

鸭饲料时采纳。标准的实施需要全方位、多渠道宣贯。

组织措施：由主管部门、TC 秘书处或组织起草单位组织、策划，开展标准

宣贯。

技术措施：制定宣贯计划、编制宣贯文件和标准解读文件等，在书刊杂志、

网站、微信公账号等媒介报道标准制定、发布和实施情况。

过渡办法：本标准与现行的农业行业标准 NY/T2122-2012《肉鸭饲养标准》

衔接较好，对于大部分重要技术参数未进行重大修改。因此不需要过渡期调整，

建议再发布半年后实施。通过宣贯，引导技术内容逐步应用到肉鸭产业的饲料配

制。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没有需要说明无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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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预审会议审查意见汇总处理表

标准名称： 肉鸭营养需要量 共 5 页

标准项目承担单位： XXXX

序号
标准章条

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 处理意见 备注

1 封面 B 43改为 CCS B43 专家组 已采纳

2 目次
表 A.6删除“及其生物学

利用率”
专家组 已采纳

3 3.2

“各种不同来源的北京

鸭”修改为“北京鸭、樱

桃谷鸭等快大型肉鸭”

专家组 部分采纳

修改为：

北京鸭系

列白羽肉

鸭

4 4.1

“商品代北京鸭满足需要

量时达到的生长性能应符

合表 3的要求”改为“以

达到表 3的生产性能”

专家组 已采纳

5 4.2

“北京鸭种鸭满足需要量

时达到的生长性能应符合

表 8的要求”改为“以达

到表 8的生产性能”

专家组 已采纳

6 表 1

育肥期（6-7周龄）北京鸭

自由采食和填饲的氨基酸

需要按照蛋白质比例进行

调整。

专家组 已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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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表 1

0-2 周龄北京鸭代谢能和

粗蛋白偏高，建议适当下

调 。 建 议 调 整 为

2850kcal/kg和 19.5%。

专家组 已采纳

8 表 2
“矿物质元素”改为“矿

物质”，其他表格类同。
专家组 已采纳

9 表 2
“总钙”改为“钙”，其他

表格类同。
专家组 已采纳

10 表 2

肉鸭胆碱需要量应包括原

料中的量，否则加上原料

中的胆碱含量会过高。建

议再表注中说明胆碱需要

量包括饲料原料中的含

量，其他表格类同。

专家组

已采纳，表注中

“维生素（除胆

碱外）需要量不

包括饲料原料中

提 供 的 维 生 素

量”。

11 表 3
核实 35-42 日龄增重和采

食量数据。
专家组 已采纳

已核实并

完善。

12 表 4
建议适当降低种鸭育雏期

的粗蛋白水平。
专家组 已采纳

13 表 6
建议适当调低种鸭产蛋期

粗蛋白质水平。
专家组 已采纳

14 表 7

建议提高种鸭产蛋后期钙

水平，产蛋中期 3.2%，后

期 3.3%。

专家组 已采纳

15 表 8
调整表头，公鸭母鸭在第

一行，指标在第二行。
专家组 已采纳

16 表 9

建议调低育雏期粗蛋白水

平至 19.0%；建议调低生

长 期 能 量 降 低 至

2800kcal/kg。

专家组 已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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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表 10

建议提高番鸭硒的水平，

至 0.30mg/kg。还有表 12、

14、16。

专家组 已采纳

18 表 11

建议调低番鸭种鸭育雏期

的粗蛋白质水平至 19%，

调低产蛋期粗蛋白水平至

17%。

专家组 已采纳

19 表 13

建议调低商品代肉蛋兼用

型肉鸭育雏期表观代谢能

需要量至 2800kcal/kg，调

低 生 长 期 能 量 至

2700kcal/kg。

专家组 已采纳

20 表 14

商品代肉蛋兼用型肉鸭非

植酸磷需要量偏高，建议

调低。

专家组 已采纳
已调整为

0.38%。

21 表 16

建议下调肉蛋兼用型肉种

鸭育雏期非植酸磷需要

量。

专家组 已采纳
已调整为

0.38%。

22 表 17
建议适当下调兼用型肉种

鸭产蛋期粗蛋白质水平。
专家组 已采纳

23 附录 A

表格内容上下要居中，英

文翻译，统一格式。

能值部分，“肉鸭品种”改

为“肉鸭类型”。

专家组 已采纳

24 附录 A
补充半番鸭饲料原料能值

参考番鸭的说明。
专家组 已采纳

25 附录 A.2
高粱氨基酸真可利用率数

据缺乏，补充。
专家组 已采纳 已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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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提出单位为专家组。

26 附录 A.2
核对鸭饲料原料的表观代

谢能、酶水解物总能数据。
专家组 已采纳

已核对并

调整

27 表 A.3

鸭常用油脂的特性与能

值，标注为“北京鸭表观

代谢能值”。更正标注方

式。

专家组 已采纳

28 表 A.3 补充米糠油。 专家组 已采纳

29 表 A.6

注意补充新批准的微量元

素添加剂。表头“矿物元

素”改为“微量元素”；“矿

物元素含量”改为“元素

含量”。

专家组 已采纳

30 表 A.7

维生素应该按照顺序排

列，与需要量表格顺序一

致。

专家组 已采纳

31 编制说明

完善编制说明，进一步完

善主要技术指标的制定依

据。

专家组
采纳，已修改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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