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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饲料添加剂 第6部分：非蛋白氮 磷酸氢二铵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饲料添加剂 第6部分：非蛋白氮 磷酸氢二铵》是由全

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下达的产品标准制订任务，国

家标准项目编号为20100288-Q-469。制订该标准的起草单位

为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二、标准制订的目的、意义及必要性 

氮和磷是动物生长所必需的元素之一，磷酸氢二铵添加

剂在反刍动物饲粮中的应用逐渐广泛，需求量逐年提高。为

维护广大用户的利益、提高产品质量、保证饲料安全，应有

相应的产品质量标准对饲料级磷酸氢二铵的质量进行监控。

现行的《饲料级 磷酸氢二铵》化工行业标准是2005年制定的，

颁布实施至今已有6年的时间。标准中的一些内容已现陈旧，

不能适应实际生产管理和用户要求，无法正确检验和评价产

品质量，因此，有必要对《饲料级 磷酸氢二铵》标准进行新

的制定。本标准的制定对于完善饲料工业标准体系，促进饲

料和养殖行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主要工作过程 

饲料所于2011年初接受全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下达的饲料级磷酸氢二铵产品标准制定任务，经过精心筹

备，2011年4月至5月，组织相关单位召开了标准制订工作会

议，明确分工，落实任务，讨论标准制订要点，确定工作方



案。 

1.标准编写格式的修订：按照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关

于强制性标准实行条文强制的若干规定”、GB/T 1.1-2009

《标准工作导则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和GB/T 

20001.4-2001《标准工作导则第四部分：化学分析方法》中

给出的规定起草，以增强标准结构和编写的规范性。 

2.将磷酸氢二铵含量要求规定为96.0%～102.0%。 

3.增加总磷含量要求，规定为≥22.5%。 

4.将总氮含量要求规定为≥20%。 

5.将pH值要求规定为1%磷酸氢二铵溶液的pH值为7.6-

8.2。 

6.将粒度要求规定为Ф1.0mm≥95%。 

四、制定本标准的原则 

1.有利于合格的磷酸氢二铵产品应用于饲料中。 

2.有利于企业技术进步，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改善经 

营管理。 

3.确保标准的可操作性，方便质量监督部门进行监督和 

评判。 

4.避免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出现以次充好的现象。 

五、确定标准的主要内容 

1.技术内容说明 

1.1指标项目的设立 

化工行业标准《饲料级 磷酸氢二铵》共设立了磷酸氢二铵

（以P计）质量分数、氮（N）质量分数、氟（F）质量分数、



砷（As）质量分数、铅（Pb）质量分数、水分、pH值（50g/L

溶液）和粒度共八项指标。本次标准制订根据实际生产需要

及市场需要，在参考了国外先进标准的基础上，为了与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保持一致，使生产厂家在日常生产

中更好操作，将磷酸氢二铵主含量表示方法修改为以（NH4）

2HPO4计；pH值改为以1%水溶液测定值计；参考GB/T 10209.4

的规定，拟将细度指标改用粒度表示；删去重金属（以铅计）

含量指标及分析方法；增加总磷含量指标；其他指标沿用原

标准中所设。具体指标及参数见表1，国内外磷酸氢二铵产品

标准的比较如表2所示。 

表 1 要求 

项    目 指    标 

磷酸氢二铵[（NH4）2HPO4]/%                   96．0～102．0 

总磷 (以 P计) /%                                 ≥ 22．5 

总氮（以 N计）/%                                 ≥ 20．0 

氟化物（以 F计）/mg/kg                          ≤ 20 

铅（Pb）/mg/kg                                   ≤ 4 

砷（As）/mg/kg                                   ≤ 20 

水分/%                                            ≤ 0．3 

pH值（1%水溶液） 7．6～8．2 

粒度（通过 1mm试验筛）/%                        ≥ 95 



表 2.我国标准与国外标准比较 

 中国化工行业标准 食品添加剂联合专业委员会 美国食品化学法典 日本工业规格 本标准 

外观 白色晶体 白色晶体或白色晶状粉末 白色晶体、白色晶状粉末或颗粒 白色结晶、白色结晶性粉末 白色颗粒状或粉末状 

纯度 / 96.0%-102.0% 96.0%-102.0% 99.0%以上 96.0%-102.0% 

溶解性 / 易溶于水 易溶于水 / 易溶于水 

磷酸氢二铵（以 P 计） 22.7%±0.4 / / / ≥22.5% 

氮 ≥19% / / / ≥20.0% 

砷 ≤0.002% ≤3mg/kg ≤3mg/kg ≤1mg/kg ≤20mg/kg 

氟 ≤0.05% ≤10mg/kg ≤10mg/kg / ≤20mg/kg 

铅 ≤0.002% ≤4mg/kg ≤4mg/kg ≤0.001% ≤4mg/kg 

水分 ≤0.3% / / / ≤0.3% 

pH 值 ≥7.0(50g/L 溶液) 7.6-8.4（1：100 水溶液） 7.6-8.2(1:100 水溶液) 7.8-8.3(50g/L 溶液,25℃) 7.6-8.2(1%水溶液) 

粒度 100%（过 6mm 筛） / / / 95%（过 1mm 筛） 

铵离子鉴别 加过量氢氧化钠 加过量氢氧化钠 加过量氢氧化钠 加过量氢氧化钠 加过量氢氧化钠 

磷酸根鉴别 硝酸银沉淀 硝酸银沉淀 硝酸银沉淀 硝酸银沉淀 硝酸银沉淀 

磷酸氢二铵含量测定 重量法 容量法 容量法 / 重量法 

氮含量测定 凯氏定氮 凯氏定氮 凯氏定氮 / 凯氏定氮 

氟含量测定 离子选择性电极法 离子选择性电极法 离子选择性电极法   / 离子选择性电极法 

砷含量测定 

银盐法（仲裁法） 

氢化物原子荧光光度法 氢化物原子荧光光度法 / 氢化物原子荧光光度法 硼氢化物还原光度法 

氢化物原子荧光光度法 

铅含量测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 

原子吸收光谱法 原子吸收光谱法 / 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 
双硫腙比色法 

水分含量测定 
卡尔费休法 

卡尔费休法 卡尔费休法 / 
卡尔费休法 

真空烘箱法 真空烘箱法 

pH 值测定 电位法 电位法 电位法 / 电位法 

粒度测定 6mm 筛 / / / 1mm 筛 



1.2含量检测方法的确立 

1.2.1磷酸氢二铵含量 

目前现行的饲料级磷酸氢二铵标准中主含量是以磷计，

含量为 22.7±0.4%，而美国食品化学法典和食品添加剂联合

专业委员会的规定中均为以磷酸氢二铵计，含量为 96～102%。

新颁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磷酸氢二钠》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磷酸二氢铵》中关于主含

量的规定也是以磷酸盐计，而不是以磷计。所以，为与食品

添加剂标准相一致，且积极采用国际先进标准，在制订本标

准时，决定将理化指标中磷酸氢二铵含量一项改用磷酸氢二

铵计。经过对 13 份样品的验证试验，如表 7 所示，将磷酸氢

二铵含量定为不小于 96%，不大于 102%。 

1.2.2总磷含量 

国外的标准中均未对该项指标做出明确规定，我国现行

饲料级磷酸氢二铵标准中主含量是以磷计，含量为22.7±

0.4%，本标准将磷酸氢二铵含量定为不小于96%，不大于102%，

实际测定磷酸氢二铵含量的重量法测定的是磷酸根的含量，

故将总磷含量（以P计）规定为≥22.5%。 

1.2.3总氮含量 

国外的标准中均未对该项指标做出明确规定，我国现行

饲料级磷酸氢二铵标准中对氮含量的规定为≥19%，工业磷

酸氢二铵的规定为≥18%。理论上磷酸氢二铵中氮含量为

21.2%，按照磷酸氢二铵含量不小于96%，不大于102%计算的

话，产品中总氮含量应不小于20.35%。如表8对样品进行测定



的结果说明，13份样品中有11份样品的氮含量达到20%以上，

故将该指标定为不小于20%。 

1.2.4水分 

国外的标准中均未对该项指标做出明确规定，我国现行

饲料级磷酸氢二铵标准中对水分含量的规定为≤0.3%。对8

份样品分别用三种不同的方法进行测定，结果见表4所示。故

仍沿用水分含量≤0.3%。 

1.2.5pH值 

我国现行的饲料级磷酸氢二铵标准中关于 pH 值的规定

为 50g/L 溶液的 pH 值≥7.0，这与日本工业规格中规定的溶

液浓度相同，但日本标准中的 pH 值为一个范围区间（7.8～

8.3）；美国食品化学法典和食品添加剂联合专业委员会关于

pH值的规定均为1%水溶液的pH值在7.6～8.2和7.6～8.4。

食品添加剂磷酸二氢铵国家标准中 pH 值也为 1%水溶液的测

定值，且规定了水溶液的范围区间。收集到的样品的生产企

业检验报告中 pH 值一项也为 1%水溶液的测定值。为与食品

添加剂标准相一致，且积极采用国际先进标准，将饲料级磷

酸氢二铵的 pH值定为 1%水溶液的测定值，指标控制为 7.6～

8.2。 

1.2.6氟化物、铅和砷 

    铅和砷为饲料产品卫生指标，征求意见稿中限量拟依然

参照饲料的标准，氟含量≤1800mg/kg，铅含量≤30mg/kg，

砷含量因实际检测的13份样品中大多超过卫生标准限量，故

拟将砷含量定为≤30mg/kg。预审会专家们一致建议氟含量



沿用现行化工行业标准磷酸氢二铵中的规定≤500mg/kg，铅

含量≤10mg/kg，砷含量≤20mg/kg。终审会专家建议卫生指

标应在实际测定结果基础上适当严格，故将氟化物指标调整

为≤20mg/kg，铅指标调整为≤4mg/kg，砷指标仍规定为≤

20mg/kg。氟、铅、砷的检测方法分别参照国标GB/T 13079  

饲料中总砷的测定、GB/T 13080 饲料中铅的测定和GB/T 

13083 饲料中氟的测定。 

1.3试验方法的确定 

1.3.1沿用国标和行标中测定磷含量的方法作为测定方

法。 

分别采用了重量法和容量法对搜集到的样品进行了测

定，对三个有标示含量的样品的测定结果如表3所示，全部样

品的测定结果如表7所示。从表3和表7的结果可知，重量法测

定磷酸氢二铵含量的重复性很好，其相对标准偏差在0.03%

左右，6次平行测定结果的最大相差≤0.11%。我们将磷酸氢

二铵测定结果的允许差由原来的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绝对差

值不得大于0.2%改为0.4%，这样基本能满足检测的需要。 

表3  重量法和容量法测定磷酸氢二铵含量重复性试验比较（n=6） 

样

品 

编

号 

标示 

含量 

（％

） 

测定含量 

（％） 

平均值 

（％） 

标准偏差 

（％） 

相对标准偏

差 

（％） 

最大相差 

（％） 

重量

法 

容量

法 

重量

法 

容量

法 

重量

法 

容量

法 

重量

法 

容量

法 

重量

法 

容量

法 

1 98％ 

98．48 98．30 

98．52 98．28 0．04 0．03 0．03 0．03 0．08 0．08 

98．48 98．32 

98．56 98．30 

98．52 98．28 

98．52 98．26 

98．56 98．24 

2 99％ 99．45 98．68 99．51 98．74 0．04 0．06 0．03 0．06 0．11 0．16 



99．56 98．64 

99．52 98．76 

99．48 98．80 

99．50 98．78 

99．52 98．76 

3 99％ 99．28 98．06 99．27 98．13 0．03 0．05 0．03 0．04 0．08 0．12 

美国食品化学法典和食品添加剂联合专业委员会规定

的磷酸氢二铵测定方法均为容量法。采用容量法测定含量，

其试验误差较重量法大，对三个有标示量的产品检测的结果

只有一个达到标示量，不能准确反映样品真实含量。因此，

本标准中不采用该方法作为磷酸氢二铵产品主含量的测定

方法用于产品质量控制。 

1.3.2水分 

本标准中水分测定依据的是GB/T 10209.3 磷酸一铵、

磷酸二铵的测定方法 第3部分：水分。对8份磷酸氢二铵样品

进行试验，试验证明卡尔•费休法（通用方法）和减压干燥的

方法均可行。三种方法的试验结果比较见表5，8份供试样品

测得的水分含量均为≤0.3%，故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

的方法。 

表4  三种方法测定水分的结果比较 

样品 

水分（%） 

常压干燥法

（50℃） 

减压干燥法

（50℃） 
卡尔费休法 

磷酸氢二铵  1 0.22 0.052 0.28 

磷酸氢二铵  2 0.045 0.050 0.03 

磷酸氢二铵  3 0.20 0.068 0.21 

磷酸氢二铵  4 0.18 0.050 0.14 

磷酸氢二铵  5 0.065 0.040 1.6 

磷酸氢二铵  6 0.040 0.040 0.06 

磷酸氢二铵  7 0.090 0.040 0.04 

磷酸氢二铵  8 0.040 0.020 0.09 



 

1.3.3铅含量 

分别用GB/T 13080-2004和GB 5009.12-2010中铅测定的

方法对搜集到的13份样品中铅含量进行了测定，结果如表5

所示。用GB/T 13080-2004（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时，大多

数样品因铅含量较低，均未检出。故采用GB 5009.12-2010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对全部样品进行检测，结果如表5所示。

全部13个样品的铅含量均能达到国际限量的标准，即≤

4mg/kg。故为了保持饲料标准体系的一致性，本标准规定铅

含量检测方法为采用GB/T 13080-2004方法进行测定。 

表5 两种方法测定铅含量的结果比较 

 铅含量（mg/kg） 
 GB/T 3774-2005 GB 5009.12-2010 

1 未检出 0.10 

2 未检出 0.93 

3 0.19 0.18 

4 0.11 0.49 

5 未检出 ＜0．10 

6 未检出 ＜0．10 

7 未检出 0.10 

8 0.15 0.28 

9 未检出 ＜0．10 

10 未检出 ＜0．10 

11 未检出 ＜0．10 

12 未检出 ＜0．10 

13 未检出 ＜0．10 

1.3.4pH值 

磷酸氢二铵水溶液呈弱碱性，将样品分别配制成50g/L

和1%的水溶液，分别测定了两种不同浓度磷酸氢二铵水溶液

的pH值。1%水溶液比50g/L溶液容易达到终点，且重复6次的



pH值均落在7.6～8.2的范围内，结果如表6显示，1%水溶液的

pH值比50g/L溶液的pH值略低。 

1.3.5粒度 

征求意见稿中粒度指标参照HG/T 3774-2005 饲料级 磷

酸氢二铵的规定进行检测，为全部通过6mm筛。终审会专家提

出该规定过于粗放，建议修改为过1mm筛，本标准采纳了专家

意见，将粒度指标调整为95%通过1mm试验筛。 

表6 两种不同浓度磷酸氢二铵水溶液pH测定结果比较 

溶液浓度 pH值 

50g/L 8.008 8.000 8.003 8.005 7.961 7.977 

1% 7.905 7.925 7.919 7.926 7.932 7.932 

1.3.6保质期 

    磷酸氢二铵产品保质期参考 HG/T 3774-2005《饲料级 

磷酸氢二铵》，在规定的贮存条件下，原包装产品的保质期为

6个月。 

1.4小结 

本标准明确规定了磷酸氢二铵的适用范围、产品各项技术

指标，并规定该产品的检验规则及包装、贮存、运输方法，

为保证该产品质量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六、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

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确定了本标准的技术指标和检测方法之后，我们搜集了

13 份不同厂家的样品，覆盖黑龙江、广西、江苏、天津、四

川、武汉、上海、广州等省，其中四川省采集样品 6 份。因

目前市场上没有饲料级的磷酸氢二铵产品，所以搜集到的样



品均为化工级产品，基本覆盖了目前国内的主要磷酸氢二铵

生产厂家的产品。对这 13 份样品我们进行了方法验证，结果

见表 7 和表 8。 

表 7 为磷酸氢二铵含量的方法验证试验，结果表明，重

量法稳定性较好，三次平行试验结果的绝对相差不大于 0.3%。

原化工行业标准中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绝对差值不得大于 0.2%

是以磷为最终计算结果规定的，实际样品测定中我们是以磷

酸氢二铵为最终计算结果的。如将最终结果换算成以磷计，

三次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均不大于 0.1%，较 0.2%的规定更

为严格，故根据实际试验测定结果，将磷酸氢二铵测定结果

的允许差规定为 0.4%，这样基本能满足检测的需要，适用于

饲料级磷酸氢二铵含量测定。 

我们对13份样品进行了全部技术要求的验证，结果见表

7和表8。结果表明，各技术指标都合格的只有5号、6号、10

号、和11号4份样品，其它样品均为不合格产品。其中，1号、

2号和3号样品磷酸氢二铵含量用重量法测定未合格，总磷含

量未合格；13号样品的总氮含量、pH值均未达标，总砷含量

也远超过卫生限量标准规定；出现这种现象应与保存不当有

关，磷酸氢二铵在空气中易失去铵变为磷酸二氢铵，未达标

的样品可能部分失去铵变为磷酸氢二铵和磷酸二氢铵的混

合物。13份样品的水分、pH和铅含量指标均为合格（13号样

品较特殊，除外）。1号、2号、7号、8号、9号、12号和13号

砷含量超标。氟化物4号样品超标。 

 



表 7  磷酸氢二铵含量测定结果（%） 

样品编号 样品来源 磷酸氢二铵含量 平均值 最大绝对相差 

1 黑龙江某化工厂 

95．4 

95．5 0．2 95．6 

95．4 

2 广西某化工厂 

95．0 

95.0 0．2 95．1 

94．9 

3 江苏某化工厂 

77．1 

76．5 1．4 76．8 

75．7 

4 天津某化工厂 

98．5 

98．5 0．2 98．4 

98．6 

5 四川某化工厂 

99．4 

99．6 0．3 99．7 

99．6 

6 武汉某化工厂 

99．2 

99．4 0．3 99．5 

99．4 

7 上海某化工厂 

99．5 

99．6 0．3 99．8 

99．5 

8 广州某化工厂 

99．6 

99．6 0．3 99．7 

99．4 

9 四川某化工厂 

99．5 

99．5 0．1 99．6 

99．5 

10 四川某化工厂 

99．8 

99．7 0．2 99．6 

99．6 

11 四川某化工厂 

99．2 

99．2 0．2 99．3 

99．1 

12 四川某化工厂 

98．3 

98．3 0．1 98．4 

98．3 

13 四川某化工厂 

98．0 

97．9 0．2 97．8 

97．8 



表 8  其它技术指标测定结果 

样

品

编

号 

样品来源 

总磷 

（%） 总氮 

（%） 

水分 

（%） 
pH值 

氟 

（mg/kg） 

铅 

（mg/kg） 

砷 

（mg/kg） 

1 黑龙江某

化工厂 

22.43 
20．84 0．28 

7．92 
1．6 0．10 22．73 

2 广西某化

工厂 

22.30 
20．86 0．03 

7．88 
5．0 0．93 51．69 

3 江苏某化

工厂 

18.02 
16．80 0．21 

7．92 
2．0 0．18 19．82 

4 天津某化

工厂 

23.14 
20．68 0．14 

7．70 
587 0．49 12．04 

5 四川某化

工厂 

23.27 
21．01 0．06 

7．92 
1．6 ＜0．10 12．98 

6 武汉某化

工厂 

23.28 
20．93 0．04 

7．93 
0．18 ＜0．10 0．28 

7 上海某化

工厂 

23.31 
20．57 0．09 

7．70 
7．3 0．10 34．51 

8 广州某化

工厂 

23.30 
20．92 0．04 

7．90 
10．6 0．28 34．35 

9 四川某化

工厂 

23.38 
20．89 0．045 

7．93 
3.8 ＜0．10 39．84 

10 四川某化

工厂 

23.41 
20．87 0．025 

7．88 
5.0 ＜0．10 19．91 

11 四川某化

工厂 

23.58 
20．86 0．025 

7．88 
5.5 ＜0．10 0．25 

12 四川某化

工厂 

23.49 
20．86 0．11 

7．90 
7.2 ＜0．10 23．95 

13 四川某化

工厂 

23.53 
16．36 0．27 

6．64 
19.2 ＜0．10 88．04 

七、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综合考虑化工行业标准实施过程中用户

及检测部门的意见和建议，结合现行饲料添加剂管理及使用

相关规定，参考了中国药典、美国食品化学法典、食品添加

剂联合专业委员会规定、相关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国家标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主要生产企业提供的产品质量标准。本



标准与这些文件中的规定相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本标准的编写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比敖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国家强制性标准，凡是在我国境内生产

和销售的用于饲料添加剂的磷酸氢二铵产品，其质量都应符

合本标准的规定，以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应广泛组织宣传贯彻，指导饲料添加剂

磷酸氢二铵的生产，有助于生产企业提高产品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