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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饲料用螺旋藻粉》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项目背景及任务来源、起草单位、起草人

水产饲料严重依赖鱼粉、豆粕等主要蛋白源，而我国鱼粉和大豆高度依赖进

口。目前全球鱼粉资源短缺，大豆供给也成为我国受制于人的“卡脖子”问题，

且饲料用粮无法占用更多耕地。因此，开展新型非粮蛋白源的研发，对于突破我

国饲料原料短缺的瓶颈，促进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

要的意义。藻类资源是近些年新兴发展起来的研究热点。因其生长周期短，营养

丰富，可以不占用耕地、进行工厂规模化养殖，而具有广阔发展前景。螺旋藻蛋

白含量达 55%-75%，且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可以改善动物体的品质和健康。螺

旋藻渣是螺旋藻粉提取了藻蓝蛋白后的副产物，其蛋白含量与豆粕相当，低于螺

旋藻粉。从寻求新型蛋白源和促进水产养殖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制定本标准

为国家相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为螺旋藻生产企业和饲料企业提供技术支持非常

必要。该标准的修订，将更加有利于规范饲料用螺旋藻的质量，促进饲料用螺旋

藻行业和水产养殖的健康发展。

本标准任务来源于 2023 年国家标准复审修订计划项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关于下达 2023 年国家标准复审修订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3〕64 号），

项目计划编号为 20233794-T-469，代替标准号为 GB/T 17243-1998。本标准由全

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国藻业协会微藻分会、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所、江苏藻链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再回首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北海生巴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福清新大泽螺

旋藻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正屹藻业有限公司、江苏大北农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海大集团。

标准主要起草人：刘昊昆、朱晓鸣、刘翠、葛保胜、解绶启、宋立荣、秦松、

张琪、韩冬、张凤枰、高志刚、苏勇宁、薛命雄、肖玉朋、张宏彬、金俊琰、周

建成、陈家林、张志敏。



表 1 标准起草人员名单

姓名 所在单位 承担任务

刘昊昆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

标准起草负责人，负责标准修订的组织、实施

和编写工作

朱晓鸣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

共同确定技术参数；组织市场调研，组织收集

资料和样品，负责起草标准的编制说明

刘翠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
负责收集资料和标准草案的起草

葛保胜
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

组织收集资料和样品，市场调研及标准相关材

料的编写工作

解绶启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
组织项目工作，共同确定技术参数

宋立荣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
螺旋藻粉中微囊藻毒素检测验证工作

秦松

中国藻业协会微藻

分会，中国科学院

海岸带研究所

组织收集资料、市场调研和样品

张琪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
螺旋藻粉样品藻蓝蛋白和β-胡萝卜素检测

韩冬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
标准征求意见收集

张凤枰 通威集团 标准编写格式的指导

高志刚
江苏藻链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
江苏地区样品检测

苏勇宁
内蒙古再回首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
内蒙古地区样品检测

薛命雄
北海生巴达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广西地区样品检测

肖玉朋
福清新大泽螺旋藻

有限公司
海南地区样品检测

张宏彬
鄂尔多斯市正屹藻

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地区样品检测

金俊琰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
样品分析

周建成
江苏大北农水产科

技有限公司
标准征求意见收集

陈家林 广东海大集团 标准征求意见收集



张志敏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
样品分析

（二）工作过程

1. 起草阶段

（1）项目启动，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接到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3 年国家标准复审修订计划的通知》后，2024 年 1 月，项目主持单位中国科

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和中国藻业协会微藻分会组织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制定

标准工作计划，明确参加起草单位和人员及其职责分工，研讨标准框架和提纲，

确定标准编制工作进度安排及要求。

（2）收集、查阅资料，编制标准讨论稿。2024 年 2 月至 2024 年 5 月，起草组

人员整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技术资料。同时，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咨询国内相

关专家，交流标准技术要点，修改标准讨论稿。

（3）通过企业交流，行业调研，进一步修改标准文本。2024 年 9 月，通过企业

咨询，收集资料和技术分析，进一步完善标准内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征求意见阶段（待补充）

2024 年 11 月 8 日发出标准征求意见稿，收回专家意见 28 份，共提出 119

条意见。起草组综合考虑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对标准文本进行了修改，形成

了公开征求意见稿。

3.审查阶段（待补充）

4.报批阶段（待补充）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1、遵循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和法规。

2、格式上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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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GB/T 20001.10-2014《标准编写规则第 10 部分：产品标准》

的要求。

3、在原来国家标准的基础上，主要从感官、理化指标的角度对产品质量及相

关的检测方法进行了规定，采用的检测方法主要参考了 GB 2762-2017《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1964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藻

类及其制品》等方法，均为现行有效的国家及行业标准中规定的方法。

4、充分考虑标准技术的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做到经济

合理。

5、密切结合我国国情，严格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参考行业标准，同时也考

虑到与其它相关标准相协调。

（二）标准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1、标准名称饲料用螺旋藻粉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3 年国家标准复审修订计划的通

知》国标委发〔2023〕64 号）的要求确定。

2、适用范围

螺旋藻粉主要以规模化人工培养的钝顶螺旋藻(Arthrospira platensis)或极大

螺旋藻(Arthrospira maxima)，经喷雾干燥制成的螺旋藻干粉。原标准中规定“经

瞬时高温喷雾干燥制成”，修改为“喷雾干燥”。

3、术语和定义

根据藻类分类学的研究进展，颤藻科改微鞘藻科（Microcleaceae），螺旋藻

（节旋藻）应当属于颤藻目（Oscillatoriales）、微鞘藻科（Microcleaceae），

本文件中据此更新了螺旋藻的定义，并在原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螺旋藻鲜藻在

显微镜下的形态照片。

4、技术要求

4.1 镜检

在原标准形态描述的基础上，增加了螺旋藻干粉在显微镜下的形态照片，增

加了微囊藻鲜藻在显微镜下的形态照片。

4.2 产品感官要求

感官指标是检验螺旋藻粉质量的重要内容，根据专家建议，将粒度指标调整

到了产品的理化指标中。将对气味指标的要求，修改为“带螺旋藻固有气味，无

异味”，与食用螺旋藻标准一致。

5、产品理化指标

5.1 粒度



原标准规定粒度为 0.25mm，没有给出范围，也没有明确粒度的检验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粒度的检验方法，使用电动振筛机进行振荡，振荡频率设定为每分

钟 150 次，振幅为 5 mm，将取好的试样 10.0 g 置于孔径 250 μm 的标准筛内，

固定好筛网，开启振筛机振荡 5分钟，试样全部通过筛网。规定了粒度≤0.25mm

的范围。

5.2 水分

原标准中规定水分限量为≤7.0 g/100g。螺旋藻藻粉的水分含量反映了藻粉

的干燥程度。藻粉水分过高，易结块和变蓝，以及易滋生微生物；干燥过程中，

干燥温度较高或者藻体在塔内停留时间过长，则会导致藻粉水分过低，使藻粉颜

色呈灰黄色。另外，藻粉在运输和储藏过程中也易发生受潮现象，导致水分偏高。

标准起草组先后收集螺旋藻样品共计 36 份，其中螺旋藻粉样品 27 份，提取

藻蓝蛋白后的藻渣 9份，检测其水分的含量(见附表 1），螺旋藻粉的生产厂家分

布于内蒙古、海南、广西、福建、浙江、江苏等地。检测发现样品水分范围为

3.67 g/100g―7.68 g/100g，其中有 3份样品水分高于 7.0g/100g，占样品总比

例的 8.33%。

综合考虑技术环节和检测数据，本次修订保留原标准中水分限量的规定，不

作修改。

5.3 粗灰分

原标准中规定灰分限量为≤10.0 g/100g。螺旋藻的灰分含量主要反映了螺

旋藻藻粉中杂质含量的高低，也含有一些矿物质元素等，主要与螺旋藻养殖池周

边环境、采收时的洗涤次数以及洗涤程度等有关。对螺旋藻粉中灰分的含量，标

准起草组先后收集螺旋藻样品共计 36 份进行了检测，其中 27 份螺旋藻粉和 9

份提取藻蓝蛋白后的藻渣(见附表 1），藻粉生产厂家分别位于内蒙古、海南、广

西、福建、浙江、江苏等地，检测发现 3份藻渣样品灰分＞10 g/100g，藻粉样

品灰分范围为 4.96 g/100g―10.18 g/100g，其中有 1 份样品灰分高于 10.0

g/100g，占藻粉样品总比例的 3.70 %。考虑到我国南方螺旋藻养殖以露天跑道

池为主等因素，同时参考检测数据，本次修订保留原标准中灰分限量的规定，不

作修改。

5.4 粗蛋白质



原标准中规定总蛋白含量为≥50.0 g/100g。

标准起草组共收集螺旋藻样品 36 份（27 份藻粉+9 份藻渣），检测粗蛋白的

含量(见附表 1），其中除了 3份藻渣样品总蛋白含量低于 50.0 g/100g 外，其它

样品的总蛋白含量均高于 50.0 g/100g。

《食用螺旋藻粉质量通则》（GB/T 16919-2022）规定螺旋藻总蛋白质含量

≥ 55.0 g/100g。中国云南地方标准规定螺旋藻蛋白质含量为≥ 62.0 g/100g。

综合考虑，标准起草组认为，原标准中总蛋白含量的规定比较合理，本次修

订保留原标准中蛋白质含量的规定，不作修改。

5.5 粗脂肪

原标准中未规定螺旋藻粉的粗脂肪含量，未将其列入理化指标。标准起草组

检测了收集到的 36 份螺旋藻样品的粗脂肪含量（见附表 1），发现不同地域、不

同季节、不同养殖方式所检测到的螺旋藻样品的粗脂肪含量均很低，其含量范围

为 0.29 g/100g -4.79 g/100g。综合考虑，标准起草组认为原标准中不规定粗

脂肪的含量比较合理，本次修订不作修改。

5.6 藻蓝蛋白

本标准中新增加的指标，按 SN/T 1113的规定检测。藻蓝蛋白是一类普遍存

在于蓝藻中具有光合作用的捕光色素蛋白，具有抗肿瘤、抗氧化、提高机体免疫

力等多种生理功能，目前广泛应用于食品添加剂、药物开发等领域。藻蓝蛋白也

是螺旋藻粉的主要活性成份，与藻粉的质量密切相关，故本标准增加了对藻蓝蛋

白指标的要求。标准起草组收集了不同生产厂家生产的螺旋藻样品 36 份（27 份

藻粉+9 份藻渣），对该部分样品的藻蓝蛋白含量进行了检测（见附表 2），发现不

同地域、不同季节、不同养殖方式所检测得到的螺旋藻藻蓝蛋白含量之间差异较

大，其藻蓝蛋白含量范围为 1.55 g/100g -13.13 g/100g，其中 9份藻渣的藻蓝

蛋白含量低于 3.0 g/100g，29 份螺旋藻粉样品的藻蓝蛋白含量范围为 4.46

g/100g -13.13 g/100g。综合考虑，标准起草组认为饲料用螺旋藻粉中藻蓝蛋白

含量规定为≥3.0g/100g 较为合理。

5.7 β-胡萝卜素

本标准中新增加的指标，按 GB 5009.83 的规定检测。螺旋藻粉中的类胡萝

卜素不仅具有抗氧化能力，而且是养殖动物优质天然的着色剂，螺旋藻粉可作为



饲料添加剂改善养殖动物的体色。胡萝卜素也与藻粉的质量密切相关，故本标准

增加了对β-胡萝卜素指标的要求。标准起草组收集了不同生产厂家生产的螺旋

藻样品 36 份（27 份藻粉+9 份藻渣），对该部分样品的β-胡萝卜素含量进行了检

测（见附表 3），发现不同地域、不同季节、不同养殖方式所检测得到的螺旋藻

β-胡萝卜素含量之间差异较大，其β-胡萝卜素含量范围为 0.12 g/kg -4.23

g/kg，其中β-胡萝卜素含量低于 0.2 g/kg 的样品 1份。综合考虑，标准起草组

认为饲料用螺旋藻粉中β-胡萝卜素含量规定为≥0.2g/kg 较为合理。

6、产品安全指标

饲料原料和饲料产品中的安全指标应符合《饲料卫生标准》（GB 13078）的

规定。本标准不再对安全指标进行规定。

（三）本标准与原标准主要技术指标比较

表 2本标准与原标准 GB/T 17243-1998 技术指标对比表

项目 GB/T 17243-1998 本标准

4.1 鉴别检查
螺旋藻细胞不少于 80%，显微镜检

不得检出有毒藻类（微囊藻等）

鉴别检查改为镜检，增加了螺旋藻鲜

藻、螺旋藻粉和微囊藻的显微镜下形态

照片。“显微镜检不得检出有毒藻类（主

要为微囊藻）”

4.2 感官指标 色泽、气味、外观 指标未作修改，调整粒度到理化指标

4.3 理化指标 水分、粗蛋白质、粗灰分、粒度
调整粒度到理化指标，规定了粒度的范

围，粒度≤ 0.25 mm

4.3 理化指标 未对藻蓝蛋白作规定 新增藻蓝蛋白 ≥ 3.0 g/100g

4.3 理化指标 未对类胡萝卜素作规定 新增β-胡萝卜素含量 ≥ 0.20 g/kg

4.4 重金属限量
铅 ≤ 6 mg/kg、汞 ≤ 0.1 mg/kg、

砷 ≤ 1.0 mg/kg、镉 ≤ 0.5 mg/kg

删除了涉及安全卫生指标和要求的相

关内容，修改为卫生指标应符合 GB

13078 和 GB 4789.38的规定

4.5 微生物要求

菌落总数 ≤ 5×104个/g

大肠菌群 ≤ 90 个/g、霉菌 ≤ 40

个/g、致病菌（沙门氏菌）不得检

出

删除了涉及安全卫生指标和要求的相

关内容，修改为安全卫生指标应符合

GB 13078 的规定

5.1 取样 未对取样方法作规定
新增取样方法按 GB/T 14699.1 规定执

行

5.2.4 粒度 未对粒度检验方法作规定 新增了粒度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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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符合标准制定的相关基本原则，我们根据本标准规定的指

标对制标螺旋藻粉样本进行综合达标分析，综合达标率见表 3。

表 3 样本综合达标率统计结果

粗蛋白 藻蓝蛋白 β-胡萝卜素

藻粉 藻渣 藻粉 藻渣 藻粉 藻渣

总样品数 27 9 27 9 27 9

达标样品数 27 6 27 0 26 9

达标率 100% 66.7% 100% 0 96.3% 100%

藻粉综合达标率 96.3%

（二）技术经济论证和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的修订充分借鉴国内外相关的标准及企业标准。

螺旋藻的蛋白含量高并且营养丰富，作为人类食品和动物饲料的优质蛋白质

来源，受到广泛的关注，在动物饲料中针对主要养殖动物开展了大量研究。在对

鸡的研究中发现，日粮中添加 50g/kg-100g/kg 的螺旋藻不会影响生长，但提高

了抗病性能。屠宰前一周通过在饲料中添加 1%螺旋藻进行营养强化能够显著改

善肉鸡的肌肉颜色。饲料中添加螺旋藻可以显著提高杂交断奶猪的生长速度，并

提高种猪的生育能力。在反刍动物的研究中发现每天饲喂 2g-200g 的螺旋藻可以

改善奶牛的产奶性能，饲喂 2g-10g 的螺旋藻能够提高新生羊羔的生长性能。在

鱼类的研究中发现，当以鱼粉为单一蛋白源时，螺旋藻粉能替代 20%鱼粉蛋白（鱼

粉含量的 10.06%）而对异育银鲫的生长无显著影响。在黄颡鱼幼鱼饲料，添加

12%螺旋藻替代 41.68％的鱼粉，可以获得最佳的生长速率，当螺旋藻添加量为

20.74%替代 72.03%的鱼粉可以得到较好的色素沉着。由此可见，螺旋藻在动物



养殖领域是一种富有前途的新型饲料源，有助于动物养殖的提质增效和可持续性

的提高，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四、采用的国际标准

无。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文件为推荐性国家标准，按照推荐性国家标准制定、推广应用，尽量提高

采标率。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组织学习国家标准，加大对标准的宣传及贯彻力度，标准委员会作为企业之

间的桥梁，做好沟通，推进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九、废止或替代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代替 GB/T 17243-1998《饲料用螺旋藻粉》，GB/T 17243-1998《饲

料用螺旋藻粉》废止。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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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饲料用螺旋藻粉理化指标的检测结果

序

号
产品批号 产地

水分 灰分 粗蛋白 粗脂肪

（g/100g） （g/100g） （g/100g） （g/100g）
1 2023061304 云南 6.98 7.71 65.91 0.94
2 2023061404 云南 7.00 7.50 65.88 0.76
3 2023061506 云南 7.21 7.47 66.11 1.24
4 202304010 云南 7.68 7.77 68.26 2.71
5 202306021 云南 6.87 6.74 68.17 1.94
6 202307005 云南 6.45 9.34 66.13 1.87
7 20230910-1 广西 6.70 5.07 70.63 0.72
8 20230921-1 广西 6.44 4.96 63.16 0.48
9 20231002-1 广西 6.66 5.03 61.85 0.67
10 YJS20230910 内蒙古 4.27 7.64 68.48 2.79
11 YJS20230909 内蒙古 6.88 6.90 66.35 3.60
12 YJS20230908 内蒙古 6.41 6.00 68.07 2.11
13 2023092022 海南 6.66 6.70 68.09 1.75
14 2023092823 海南 6.90 6.34 69.01 1.87
15 2023100524 海南 5.98 6.41 68.80 2.14
16 SP012023090601 内蒙古 6.19 8.41 60.93 1.16
17 SP012023091102 内蒙古 5.27 8.27 61.59 1.49
18 SP012023082702 内蒙古 5.76 8.22 63.74 0.94
19 20230915 福建 6.44 7.99 61.43 1.58
20 20230925 福建 7.00 6.13 68.08 3.48
21 20230926 福建 6.93 10.18 65.45 1.89
22 20230928 江苏 6.31 6.21 70.82 0.62
23 20230928 江苏 6.43 6.30 71.44 0.54
24 20231006 江苏 4.56 6.46 69.97 1.25
25 20231006 江苏 4.40 6.48 71.10 1.30
26 20231013 江苏 4.15 6.54 71.20 0.68
27 20231013 江苏 3.67 6.57 71.78 1.02
28 YJS20230906（藻渣） 内蒙古 6.56 30.78 42.37 4.39
29 YJS20230905（藻渣） 内蒙古 6.79 27.64 48.41 0.29
30 YJS20230907（藻渣） 内蒙古 6.64 30.67 42.82 2.70
31 ZJBM01（藻渣） 浙江 5.78 8.71 58.02 4.79
32 ZJBM02（藻渣） 浙江 7.28 9.09 53.67 4.65
33 ZJBM03（藻渣） 浙江 5.91 7.99 58.20 4.35
34 ZJBM04（藻渣） 浙江 6.18 8.58 59.03 4.23
35 ZJBM05（藻渣） 浙江 6.13 8.66 58.99 4.25
36 ZJBM06（藻渣） 浙江 5.92 8.65 58.66 4.34



附表 2 饲料用螺旋藻粉藻蓝蛋白指标的检测结果

序号 产品批号 产地
藻蓝蛋白

(g/100g)
1 2023061304 云南 5.28
2 2023061404 云南 4.46
3 2023061506 云南 5.08
4 202304010 云南 4.98
5 202306021 云南 10.17
6 202307005 云南 7.81
7 20230910-1 广西 8.96
8 20230921-1 广西 10.44
9 20231002-1 广西 9.83
10 YJS20230910 内蒙古 13.10
11 YJS20230909 内蒙古 9.12
12 YJS20230908 内蒙古 11.85
13 2023092022 海南 9.74
14 2023092823 海南 13.13
15 2023100524 海南 10.98
16 SP012023090601 内蒙古 10.44
17 SP012023091102 内蒙古 9.38
18 SP012023082702 内蒙古 9.98
19 20230915 福建 7.09
20 20230925 福建 10.32
21 20230926 福建 8.82
22 20230928 江苏 10.27
23 20230928 江苏 10.16
24 20231006 江苏 8.41
25 20231006 江苏 8.79
26 20231013 江苏 7.39
27 20231013 江苏 8.17
28 YJS20230906（藻渣） 内蒙古 2.58
29 YJS20230905（藻渣） 内蒙古 2.15
30 YJS20230907（藻渣） 内蒙古 2.08
31 ZJBM01（藻渣） 浙江 1.87
32 ZJBM02（藻渣） 浙江 2.63
33 ZJBM03（藻渣） 浙江 1.66
34 ZJBM04（藻渣） 浙江 1.78
35 ZJBM05（藻渣） 浙江 1.55
36 ZJBM06（藻渣） 浙江 1.85



附表 3 饲料用螺旋藻粉β-胡萝卜素指标的检测结果

序号 产品批号 产地
β胡萝卜素

(g/kg)
1 2023061304 云南 0.99
2 2023061404 云南 0.58
3 2023061506 云南 0.61
4 202304010 云南 1.14
5 202306021 云南 1.80
6 202307005 云南 2.36
7 20230910-1 广西 1.13
8 20230921-1 广西 1.40
9 20231002-1 广西 1.56
10 YJS20230910 内蒙古 2.46
11 YJS20230909 内蒙古 0.49
12 YJS20230908 内蒙古 0.12
13 2023092022 海南 1.20
14 2023092823 海南 1.39
15 2023100524 海南 2.29
16 SP012023090601 内蒙古 4.23
17 SP012023091102 内蒙古 3.63
18 SP012023082702 内蒙古 3.78
19 20230915 福建 0.68
20 20230925 福建 1.08
21 20230926 福建 1.23
22 20230928 江苏 2.38
23 20230928 江苏 2.30
24 20231006 江苏 1.68
25 20231006 江苏 1.65
26 20231013 江苏 1.69
27 20231013 江苏 1.76
28 YJS20230906（藻渣） 内蒙古 0.30
29 YJS20230905（藻渣） 内蒙古 2.67
30 YJS20230907（藻渣） 内蒙古 2.01
31 ZJBM01（藻渣） 浙江 0.48
32 ZJBM02（藻渣） 浙江 0.67
33 ZJBM03（藻渣） 浙江 0.41
34 ZJBM04（藻渣） 浙江 0.34
35 ZJBM05（藻渣） 浙江 0.32
36 ZJBM06（藻渣） 浙江 0.37



附表 4饲料用螺旋藻粉重金属指标的检测结果

序号 产品批号 产地
As 含量 Cd含量 Pb含量 Hg含量

（mg/kg） （mg/kg） （mg/kg） （mg/kg）
1 2023061304 云南 1.54 0.141 0.451 0.0040
2 2023061404 云南 0.833 0.186 0.905 0.0054
3 2023061506 云南 0.778 0.185 0.939 0.0063
4 202304010 云南 0.778 ND 1.32 0.014
5 202306021 云南 0.542 ND 0.496 0.0045
6 202307005 云南 0.753 ND 1.3 0.0063
7 20230910-1 广西 ND 0.0654 0.418 0.0069
8 20230921-1 广西 0.0855 ND 0.632 0.012
9 20231002-1 广西 0.686 0.0703 0.922 0.022
10 YJS20230910 内蒙古 0.695 0.122 0.326 0.012
11 YJS20230909 内蒙古 0.769 ND 0.188 0.0060
12 YJS20230908 内蒙古 0.139 ND ND 0.0026
13 2023092022 海南 0.384 ND 0.795 0.023
14 2023092823 海南 0.136 ND 0.41 0.018
15 2023100524 海南 0.297 ND 0.648 0.044
16 SP012023090601 内蒙古 1.11 ND 0.267 0.0042
17 SP012023091102 内蒙古 1.02 ND 0.249 0.0033
18 SP012023082702 内蒙古 1.18 ND 0.23 0.0032
19 20230915 福建 0.233 0.0594 0.246 0.013
20 20230925 福建 0.131 0.0931 0.286 0.013
21 20230926 福建 0.158 0.0729 0.286 0.011
22 20230928 江苏 0.365 0.0547 0.349 0.014
23 20230928 江苏 0.328 ND 0.292 0.015
24 20231006 江苏 0.314 ND 0.296 0.015
25 20231006 江苏 0.323 ND 0.321 0.015
26 20231013 江苏 0.328 ND 0.264 0.015
27 20231013 江苏 0.36 ND 0.282 0.015
28 YJS20230906（藻渣） 内蒙古 0.952 ND 0.37 0.0049
29 YJS20230905（藻渣） 内蒙古 1.58 ND 0.591 0.0076
30 YJS20230907（藻渣） 内蒙古 0.962 ND 0.281 0.0053
31 ZJBM01（藻渣） 浙江 1.25 ND 0.864 0.0071
32 ZJBM02（藻渣） 浙江 0.796 ND 0.549 0.0036
33 ZJBM03（藻渣） 浙江 1.38 ND 0.919 0.0066
34 ZJBM04（藻渣） 浙江 1.29 ND 0.88 0.0070
35 ZJBM05（藻渣） 浙江 1.34 ND 0.887 0.0071
36 ZJBM06（藻渣） 浙江 1.28 ND 0.89 0.00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