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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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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

本文件代替DB64/T 1503-2017《家禽养殖环节饲料安全使用规范》。

本文件与DB64/T 1503-2017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修改了范围（见1）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2）

——修改了术语和定义（见3）

删除了3.1饲料；3.2饲料原料；3.3饲料添加剂；3.3.1营养性饲料添加剂；3.3.2非营养性饲料添

加剂；3.4添加剂预混合饲料；3.5浓缩饲料；3.6配合饲料

增加了家禽养殖环节（见3.1）；增加了家禽饲料安全（见3.2）

——删除了4.要求

删除了4.1饲料原料；4.2饲料添加剂；4.3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浓缩饲料；配合饲料；4.4其他要求。

——增加了安全要求（见4）

增加了卫生（见4.1）；增加了饮水（见4.2）；增加了感官（见4.3）；增加了质量（见4.4）；增

加了要求（见4.5）；增加了其他（见4.6）

——删除了5标签、包装、贮存、运输

——增加了组织运行（见5）

增加了饲料组织原则（见5.1）；增加了储备（见5.2）；增加了采购（见5.3）；增加了标签（见

5.4）；增加了包装（见5.5）；增加了贮存（见5.6）；增加了运输（见5.7）

——删除了6.使用

——增加了规范使用（见6）

增加了商品饲料（见6.1）；增加了自配料（见6.2）；增加了其他（见6.3）

——删除了7.安全

——增加了安全管理（见7）

本标准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宁夏回族自治区饲料工作站、宁夏大学、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宁夏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

究所（有限公司）、宁夏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牧工作站、宁夏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银川市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彭阳县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彭阳县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由张娟、赵薇、周颖、王华、刘维平、邓占钊、张国俊、张虎、张艳梅、王洁、

徐军、辛国省、李兰兰、朱红芳、刘自新、蒋秋斐、陈亚飞、艾琦、梅宁安、张辉、高巧仙、马玉梅。

本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B64/T 1503—2017

——DB64/T 1503—2023（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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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养殖环节饲料安全使用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禽养殖环节饲料安全使用的术语和定义、安全要求、组织运行、规范使用、安全管

理。

本标准适用于家禽养殖环节饲料使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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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0648 饲料标签

GB/T 10647 饲料工业术语

GB/T 25171 畜禽养殖环境与废弃物管理术语

GB/T 32148 家禽健康养殖规范

NY/T·471-2023 绿色食品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

NY/T 391-202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2016年第3号修订 《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2017年第8号修订 《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2017年第8号修订 《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17年第676号修订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17年第687号修订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20年第726号修订 《兽药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2002年第176号 《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物品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2006年第67号 《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2009年第1218号 《关于禁止在饲料中人为添加三聚氰胺和饲料中三聚

氰胺限量规定的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2010年第1519号 《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水中使用的物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2017年第8号修订 《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2017年第2625号 《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2019年第168号 《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2019年第193号 《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他化合物清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2019年第194号 《关于停止生产、进口、经营、使用部分药物饲

料添加剂的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2020年第307号 《养殖者自配料行为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2020年第250号 《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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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0 年第 356 号修订 《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2023年第692号修订 《饲料原料目录》

3 术语和定义

GB/T 10647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家禽养殖环节 Poultry farming link

指相对于饲料生产、销售之外关联养殖的主要环节，包括家禽饲料的采购、运输、装卸、储存、使

用和废料处理等。

家禽饲料安全 Poultry feed safety

家禽饲料安全是指饲料在制备、运输、使用及转化为畜产品（肉和蛋）的过程中,对家禽的健康、

正常生长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健康和生活不会产生负面影响的特性。

4 安全要求

卫生

饲料卫生指标应符合GB 13078的相关规定。

饮水

水质要求应符合NY/T 391-2021规定。

感官

产品应色泽一致，无发酵霉变、结块及异味、异嗅，不得使用过期产品。

质量

饲料按照产品标准的规定进行相关分析、检验，饲料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应符合标签或标准中所规

定的含量，饲料的营养水平应符合 GB/T 32148的规定。

要求

4.5.1 日粮中所用的原料均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3 年第 692 号修订 《饲料原料目

录》及修订目录所规定的品种。

4.5.2 日粮中所用的饲料添加剂均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0 年第 356 号《饲料添加剂

品种目录》及修订目录所规定的品种，取得产品批准文号的新饲料添加剂产品，或取得进口登记证的进

口产品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2016 年第 3 号修订《新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2017 年第 8 号修订 《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

4.5.3 所用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2017 年第 8 号修订《饲料质量安全管理

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2019 年第 168 号《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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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国务院令 2017 年第 676 号《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质量均应符合相应的标准。

其他

4.6.1 饲料原料及饲料产品中三聚氰胺添加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1218 号《关于禁止在

饲料中人为添加三聚氰胺和饲料中三聚氰胺限量规定的公告》执行。

4.6.2 禁止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2019 年第 176 号《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水中使用的

药物品种目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2010 年第 1519 号《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水中使用的物质》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2019 年第 193 号《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他化合物清单》中规定

的药物及其制剂。

4.6.3 禁止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 2019 年第 194 号《关于停止生产、进口、经营、使

用部分药物饲料添加剂的公告》中药物作为饲料添加剂或使用含有此类药物的饲料。

4.6.4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2017 年第 8 号《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的要求使用

转基因饲料及饲料原料。

5 组织运行

原则

5.1.1 合法合规

要求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供货商具有合法资质、证照齐全，应充分做好饲料采购的背景调查。

5.1.2 安全优质

饲料组织应质、量并重，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使用应对家禽机体健康无不良影响，所生产的产品安

全、优质、营养,有利于消费者健康。

5.1.3 绿色环保

家禽养殖过程中所使用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及其代谢产物，应对环境无不良影响，有利于生态环境

保护和养殖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5.1.4 节粮增效

注重日粮营养平衡和科学配比，并充分利用地源性非粮饲料资源，缓解人畜争粮之间的矛盾，提高

饲料资源利用率。

5.1.5 减抗替代

提倡优先使用天然饲料原料、天然植物饲料添加剂、微生物制剂、酶制剂和有机微量元素等，替代

或减少使用药物及饲料药物添加剂。

储备

应根据家禽饲养规模和饲料市场实际，制定年度饲料储备计划，保证供应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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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

5.3.1 应查验饲料原料、商品饲料供应商的资质，内容包括营业执照，饲料生产许可证，产品的批准

文号、产品标准、检验合格证等。

5.3.2 商品饲料应有产品检验合格证和产品标签。

5.3.3 自配料使用的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混合型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和浓缩饲料应为

合法饲料生产企业的合格产品。

标签

饲料产品应在包装物上附有饲料标签，标签应符合 GB 10648中的有关规定。

包装

饲料包装应完整，无漏洞，无污染和异味。

贮存

5.6.1 饲料的贮存应符合产品的贮存要求。

5.6.2 饲料应堆放整齐、标识明确，坚持“先进先出”原则。

5.6.3 饲料要有完整的采购、使用记录，做好产地来源、出入库、用料、库存等档案记录。

5.6.4 做好饲料留样保存工作，饲料来源信息标记清楚，留样标签应注明准确的名称来源产地形状、

接收日期、接收人等有关信息,保持可追溯性。

5.6.5 接收、处理和贮存应保持安全有序,防止误用和交叉污染。

5.6.6 含有维生素、酶制剂等热敏物质的饲料应在低温下避光保存，避免营养物质损失。

5.6.7 化学品（农药、兽药、消毒剂等）的存放和混合要远离饲草、饲料储存区域。

5.6.8 贮存场地不得使用化学灭鼠药和杀鸟剂。

5.6.9 饲料应分类贮存在通风、干燥的库房内，做好防火、防潮、防雨、防鸟、防鼠、防虫害和防霉

变等。

5.6.10 过期饲料、变质饲料和废料应明确标识，专区存放并及时清理出库，做无害化处理。

运输

5.7.1 运输过程应防止污染，防止包装破损、日晒、雨淋，禁止与有毒有害物质共运，保持包装的完

整。

5.7.2 不应使用运输畜禽等动物的车辆运输饲料产品。

5.7.3 饲料运输工具和装卸场地应定期清洗和消毒，消毒药品的使用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2020 年第 726 号《兽药管理条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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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规范使用

商品饲料

6.1.1 商品饲料应有产品检验合格证和产品标签。

6.1.2 严禁使用发霉变质的饲料。

6.1.3 微量元素及国家主管行政部门批准的微生物制剂、酶制剂和植物提取物，按照规定剂量进行取

用饲喂，避免超剂量使用发生中毒。

6.1.4 包装打开后应及时取用。

6.1.5 遵照产品标签所规定的用法、用量及注意事项等。

自配饲料

6.2.1 自配料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2020 年第 307 号《养殖者自配料行为规范》执行，

不得对外提供；不得以代加工、租赁设施设备以及其他任何方式对外提供配制服务。

6.2.2 不得在自配料中超出适用动物范围和最高限量使用饲料添加剂，严禁在自配料中添加禁用药物、

禁用物质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6.2.3 每年应不定期检测或委托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自配料的主成分和卫生指标的检测。

6.2.4 合理使用饲料原料，含有抗营养因子的应科学使用。

其他

6.3.1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2006 年第 67 号《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相关规建立

完整的饲料使用记录，应保留至少 2 年。

6.3.2 添加剂及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的使用应遵照产品标签所规定的用法、用量及注意事项等。

6.3.3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应与一定比例的能量饲料和蛋白饲料混合均匀后方可使用；浓缩饲料应与一

定比例的能量饲料混合均匀后方可使用。

6.3.4 微量元素及国家主管行政部门批准的微生物制剂、酶制剂和植物提取物，按照规定剂量进行取

用饲喂，避免超剂量使用发生中毒。

6.3.5 饲料、饲料添加剂经营者不得对饲料、饲料添加剂进行拆包、分装，不得对饲料、饲料添加剂

进行再加工或者添加任何物质。

6.3.6 为防止生产过程中的交叉污染，盛放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含有

药物饲料添加剂的产品及其中间产品的器具或者包装物应当明确标识，不得交叉混用。

7 安全管理

建立健全家禽养殖环节饲料使用的安全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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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家禽养殖、饲料配制相关人员，应具有畜牧兽医相关专业学历或家禽养殖相关经验，运输、

装卸人员应具有相关证照。所有人员经过岗位培训和考核，并定期接受相关法律法规、专业知识等培训，

能够熟练掌握本岗位操作相关知识与技能。

建立可追溯体系，确保产品安全。

严格执行运输和装卸工具及饲料使用设施设备的维护、检查和规范操作制度，确保其在运行使用

过程中的安全稳定。

制定安全应急预案，并按规定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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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常用家禽药物添加剂

Commonly used poultry drug additives

名称 作用与用途 添加量 休药期

二硝托胺 抗球虫药。用于鸡球虫病。 每 1000 kg配合饲料，鸡 125 g。蛋鸡产蛋期禁用。 3日

土霉素钙预混剂 四环素类抗生素 以土霉素计。混饲：每 1kg 配合饲料，鸡、鸭

0.1-0.3g。

鸡 7日，鸭 7日

山花黄芩提取物

散

抗炎、抑菌，促生长。用

于促进肉鸡生长。

混饲：每 1kg配合饲料，鸡 0.5g。可长期添加使

用。

无需制定

马度米星铵预混

剂

抗球虫药。用于预防鸡球

虫病。

以马度米星计。每 1000 kg配合饲料，鸡 5 g。蛋

鸡产蛋期禁用。

鸡 5日

甲基盐霉素预混

剂

抗球虫药。用于防治鸡球

虫感染。

以甲基盐霉素计。每 1000 kg配合饲料，防治鸡球

虫病：鸡 60-80g。

鸡 5日

甲基盐霉素、尼

卡巴嗪预混剂

抗球虫病。用于预防鸡球

虫感染。

以有效成分计。每 1000 kg配合饲料，鸡，甲基盐

霉素、尼卡巴嗪各 30-50g。蛋鸡产蛋期禁用。

鸡 5日

吉他霉素预混剂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用于

鸡促生长

以吉他霉素计。每 1000 kg配合饲料，鸡 5-10 g。 鸡 7日

地克珠利预混剂 抗球虫药。用于预防禽球

虫病。

以地克珠利计。每 1000 kg配合饲料，禽 1 g。蛋

鸡产蛋期禁用。

禽 5日

亚甲基水杨酸杆

菌肽预混剂

多肽类抗生素。用于促进

肉鸡及肉鸭生长

以杆菌肽计。每 1000 kg配合饲料，肉鸡 5-40 g；

肉鸭 5-50 g，肉鸭连续使用不超过 42天。

肉鸡 0日，肉鸭 0

日

那西肽预混剂 抗生素类药。用于鸡促生

长，提高饲料转化率。

以那西肽计。每 1000kg配合饲料，鸡 2.5g。 鸡 7日

杆菌肽锌预混剂 多肽类抗生素。用于促进

畜禽生长。

以杆菌肽计。每 1000 kg配合饲料，禽 16周龄以

下 4-40 g。

禽 0日

阿维拉霉素预混

剂

寡糖类抗生素。预防由产

气荚膜梭菌引起的肉鸡坏

死性肠炎。

以阿维拉霉素计。每 1000 kg配合饲料，用于提肉

鸡的平均日增重和饲料报酬率、预防肉鸡坏死性

肠炎：肉鸡 5-10g。

肉鸡 0日

金霉素预混剂 抗生素类药。用于肉鸡促

生长。

以金霉素计。每 1000kg配合饲料，肉鸡 20-50g。 鸡 7日

盐酸氨丙啉乙氧

酰胺苯甲酯预混

剂

抗球虫药。用于鸡球虫病。 以有效成分计。每 1000 kg配合饲料，鸡，盐酸氨

丙啉 125 g、乙氧酰胺苯甲酯 8 g。

鸡 3日

盐酸氨丙啉乙氧

酰胺苯甲酯磺胺

喹恶啉预混剂

抗球虫药。用于鸡球虫病。 以有效成分计。每 1000 kg配合饲料，鸡，盐酸氨

丙啉 100 g、乙氧酰胺苯甲酯 5 g、磺胺喹恶啉 60 g。

鸡 7日

盐酸氯苯胍预混

剂

抗球虫药。用于鸡球虫病。 以盐酸氯苯胍计。每 1000 kg配合饲料，鸡 30-60

g；兔 100-150 g。

鸡 5日

盐霉素预混剂 抗球虫药。用于预防鸡球

虫病。

以盐霉素计。每 1000 kg配合饲料，鸡 60 g。 鸡 5日

莫能菌素预混剂 抗球虫药。用于预防鸡球 以莫能菌素计。每 1000 kg配合饲料，鸡 100-125g。 鸡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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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病。

恩拉霉素预混剂 多肽类抗生素。预防鸡革

兰氏阳性菌感染，促进鸡

生长。

以恩拉霉素计。每 1000kg配合饲料，鸡 1-5g。 鸡 7日

海南霉素钠预混

剂

聚醚类抗球虫药。用于防

治鸡球虫病。

以海南霉素计。每 1000 kg配合饲料，鸡 5-7.5 g。 鸡 7日

黄霉素预混剂 抗生素类药。用于促进畜

禽生长。

以黄霉素计。每 1000 kg配合饲料，肉鸡 5.0g。 鸡 0日

维吉尼亚霉素预

混剂

抗生素类药。用于鸡促生

长。

以维吉尼亚霉素计。每 1000 kg 配合饲料，鸡

5-20g。

鸡 1日

博落回散 抗菌、消炎、开胃、促生

长。用于促生长。

以博落回提取物计。每 1000 kg 配合饲料，仔鸡

1.125-1.875 g，成年鸡 0.75-1.125g；肉鸭 0.75-1.125

g。

无需制定

氯羟吡啶预混剂 抗球虫药。用于治疗鸡球

虫病。

以氯羟吡啶计。每 1000kg配合饲料，鸡 125g。 鸡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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