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畜禽饮用和产品加工用水》（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制定背景、起草过程等 

1 任务来源 

项目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立项，计划编号为 20221498-Q-326。该标准为 TC274 全

国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全国畜

牧总站、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负责起草。首席专家为谢明研究员。 

2 制定背景 

水是畜禽动物最重要的营养物质，是所有生命过程所必需的。水质会影响动物的增重和

健康，家畜水质的管理是优质牧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畜产品加工过程的重要介质。

水成分对动物生理机能的影响取决于许多相互作用因素，包括浓度、摄食率、接触时间和牲

畜类型。按农业部无公害畜产品产地环境评价要求，在畜产品产地环境认证中评价标准采用

《无公害食品 产地环境评价准则》(NY/T5295 - 2004)，畜禽饮用水检测不合格率较高，因

此，对畜禽养殖用水的标准进行规范是必须且重要的。 

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对畜产品的

质量要求日益提高，对与畜牧生产相关的环境影响的要求也日益提高。畜禽养殖过程中，环

境、饲料、饮水等因素直接影响着畜禽产品质量，而畜禽饮用水作为维持畜禽生命活动与保

持生产性能的重要基础物质之一，其品质直接影响了畜禽的活力与健康，也与人类的食品安

全息息相关，因此，畜禽饮用水水质检测是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产地认证的重要环节。畜禽加

工生产过程中，人畜用水、饲料调制，畜禽舍、工艺设施与工具的清洗和消毒，以及畜禽产

品的加工过程也需要大量的水，只有在水的质和量上满足畜禽养殖生产需要，才能保证最终

生产出安全、优质的畜禽产品，这也对畜禽饮用水及加工用水认证检测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 

通过制定畜禽养殖和屠宰加工用水相关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是实现畜禽养殖绿色、安全和健

康的最有效途径。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指出，

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建立健全动物防疫体系，提升畜禽屠宰加工行业整体水平，全面提

升绿色养殖水平。因此，制定《畜禽饮用和产品加工用水》，确保畜禽的安全健康成长，减

少疫病的产生和传播，维护畜禽养殖环境质量，也能推进养殖企业从源头确保畜禽产品的食

品安全，促进畜禽产业健康、绿色高质量发展。 

3 起草过程 

2023 年 8 月，根据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的要求，在全国畜牧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

书处的管理下成立本标准编制，主要承担单位包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所、全国畜牧总站、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和兽医研究所、山东省畜产品质量安全中

心、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 6 家单位，根据各自的研究

优势，初步分工如下表所示。 

标准编制任务分工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负责起草工作内容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总负责，确定标准技术内容，起草标准文

本和编制说明，完成标准制定所有程序。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所 

调研和分析畜禽饮用及屠宰加工用水水质

质量安全现状。协助起草编制说明， 

3 全国畜牧总站 
为畜禽饮用及屠宰加工用水水质安全提供

政策咨询。规范标准文本写作格式。 



 

 

4 山东省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 
调研和分析山东省畜禽饮用及屠宰加工用

水水质质量安全现状。 

5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畜禽饮用及屠宰加工用水水质指标监

测数据。 

6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畜禽饮用及屠宰加工用水水质指标监

测数据。 

     2024 年 12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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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修订国 家标准时，还包括修订前后技术

内容的对比。 

（一）总体编制原则 

本次标准制定过程中将根据 NY5028-2008《无公害食品 畜禽产品加工用水水质》和

NY5027-2008《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农业行业标准，基于目前畜牧安全大环境的

发展，抗生素等药物的禁用，以及实际抽样检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定和修订各指标的标

准限值。同时，参考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在调查与长期定位试验的基础上，以科学

数据为依据，由多个部门联合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畜禽养殖用水水质标准。 

本标准以通用性、科学性、经济适用性、可操作性为原则，以保障畜禽饮用和产品加工用水

的质量安全为目标。 

（二）主要技术内容及制定依据 

本标准规定了畜禽饮用和产品加工用水的水质要求、水质检验方法和检验规则。本标准

适用于畜禽养殖和畜禽产品加工过程中的畜禽饮用水、屠宰生产加工和畜禽产品深加工用水

水质的要求。本标准技术内容的确定主要参考了生猪、鸡、鸭、奶牛、肉牛、羊等畜禽饲养

管理规范相关的现行有效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以及团体标准中对畜禽饮用水水质的要求以及

生猪、肉鸡、肉鸭、肉牛、羊等畜禽屠宰加工管理规范相关的现行有效国家标准、地方标准

以及团体标准中对屠宰加工用水水质的要求，调研了国内畜禽养殖标准 245 项，其中对畜禽

饮用水水质要求的规范性引用标准主要为《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和《无公害食

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NY 5027)。同时，对 18 项国内畜禽屠宰加工管理的标准进行调研发

现，国内对畜禽屠宰加工用水水质要求的规范性引用文件主要为《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和《无公害食品 畜禽产品加工用水水质》（NY5028）。国内畜禽养殖标准中水质要

求调研基本情况见表 2，国内畜禽屠宰加工标准中水质要求调研情况见表 3。 

表 2 国内畜禽养殖标准中水质要求调研情况 

畜禽类型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 团体标准 合计 

家禽 9 8 4 3 24 

鸡 6 10 49 6 71 

鸭 0 2 34 3 39 

生猪 4 8 26 1 39 

奶牛 1 6 13 0 20 

肉牛 0 3 9 0 12 

羊 0 5 31 4 40 



 

 

合计 20 42 166 17 245 

 

表 3 国内畜禽屠宰加工标准中水质要求调研情况 

畜禽类型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 团体标准 合计 

畜禽 4 0 2 0 6 

鸡 0 1 1 0 2 

鸭 0 0 2 1 3 

生猪 1 2 0 0 3 

奶牛 0 0 0 0 0 

肉牛 0 0 0 0 0 

羊 0 0 4 0 4 

合计 5 3 9 1 18 

 

1.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畜禽饮用和产品加工用水的水质要求、水质检验方法和检验规则。本标准

适用于畜禽养殖和畜禽产品加工过程中的畜禽饮用水、屠宰生产加工和畜禽产品深加工用水

水质的要求。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的国家标准均为现行有效标准，且与标准文本引用一致。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中的术语与定义均为标准中出现的需要解释的重要指标。该部分给出了“畜禽饮用

水”、“屠宰加工用水 ”、“畜禽制品深加工用水”等术语与定义。“畜禽饮用水”术语定义参

考了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中“生活饮用水”的表述。“屠宰加

工用水 ”和“畜禽制品深加工用水”分别采用了农业行业标准《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

质》(NY 5027-2008)和农业行业标准《无公害食品 畜禽产品加工用水水质》(NY 5028-2008)。 

4.畜禽饮用水水质 

畜禽饮用水水质指标主要为反映畜禽饮用水基本状况的指标。该指标种类的设置主要参考了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和《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2017）中水质常

规指标的种类。在本标准中，畜禽饮用水水质指标种类设置主要包括感官性状及一般化学指

标、微生物指标和毒理指标。其中，感官及一般化学指标包括色、浑浊度、臭和味、总硬度、

pH、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铝等 9 项。微生物指标总大肠杆菌菌群和菌落总数

等 2 项。毒理学指标包括硝酸盐、亚硝酸盐、氰化物、氟化物、砷、汞、铅、铬、镉等 9

项。考虑到铜、铁、锌、锰为畜禽生长发育所必需的微量矿物元素，且需通过饲料人工补充。

故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和《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2017）不同

未被作为水质指标列出。另一方面，畜禽饮用水水质指标限量除了参考农业行业标准《无公

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NY 5027-2008)外，也重点参考了国家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

（GB14848-2017）第三类水和第四类水水质的要求。在国家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

（GB14848-2017）中，第三类水定义为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重点，以 GB5749-2006 为依据，

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及工农业用水。第四类水定义为地下水化学组分含量较高、

以农业和工业用水质量要求以及一定水平的人体健康风险为依据，适用于农业和部分工业用

水，适当处理后可作为生活饮用水。目前，畜禽养殖中畜禽饮用水多为井水等地下水水源，

而非自来水等生活饮用水水源。文冬光等（2012）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淮河流域、

华北平原等我国东部主要平原区完成区域地下水污染调查面积共计 46.6 万 km2，采集地下



 

 

水的水样近 13000 点。以浅层地下水样品为主，达到 9990 组，深层地下水样品数为 2807

组，测试指标为,70 项。地下水水质检测发现，我国东部主要平原可以直接饮用Ⅰ-Ⅲ类水%

或经适当处理可以饮用Ⅳ类水的地下水资源占 47.9%，不能直接饮用的地下水资源（Ⅴ类水）%

占 52.1%。中国东部平原地下水Ⅰ-Ⅴ类水样品比例分布见表 4。同时，张航等（2023）在江

西省 2021 年地下水水质现状分析评价中发现，在 2021 年收集到的江西省 47 口地下水监

测井的实测数据，利用地下水单项组分和综合评价法，进行了地下水水质现状的评价，确定

了水质类别和级别，评价为 V 类水和极差水占比均达到了 50%以上。江西省地下水各水质

类别占监测井总数的百分比见图 1。由此可见，在我国地下水资源中，达到地下水 V 类及

以上水质要求，不处理或经处理可达到生活饮用水水质要求的适合于农业用水的地下水资源

仅为我国地下水资源的 50%。由此可见，作为畜禽饮用水的水质要求至少应达到地下水 V 类

水的水质要求。 

表 4 中国东部平原地下水Ⅰ-Ⅴ类水样品比例分布 

 

 

图 1 江西省地下水各水质类别占监测井总数的百分比 

 

 

另一方面，通过收集查阅相关文献初步调研我国各地地下水水质状况。表 5 汇总了北京、湖

北、新疆、云南、河南、河北、上海、山西、辽宁、江苏等地地下水水质指标的实测值。为

本标准中畜禽饮用水水质指标限量 

表 5 全国各地地下水水质指标实测值 

指标 限量 

色/度 - - - - - - - 7 - - - 



 

 

浑浊度/NTU - - - - 3   16 - - - 

pH - - 7.7 8.1  7.4 7.5  6.7  8.1 

铁/（mg/L） <0.03 - 0.223 - - 0.701  1.454 - 0.283 - 

锰/（mg/L） <0.01 - 0.199 - - 0.104  0.109 - - - 

铜/（mg/L） <0.008 - - - - 0.005 - - - - - 

锌/ （mg/L） 0.017 - - - - 0.107 - - - - - 

氯化物/ （mg/L） 19 112 76 654 - 133 58 172 - - 397 

硫酸盐/ （mg/L） 41 168 110 298 - 225 169 - 423 192 92 

溶解性总固体 （/ 

mg/L） 
347 810 611 2609 - 1003 - - 764 - 862 

总硬度 （/ mg/L） 310 567 380 - - 524 467 - 369 344 138 

氨（以 N 计）/

（mg/L） 
0.06 0.24 0.27 - - 1.08  0.7 0.11 - - 

砷/（mg/L） <0.001 - 0.005 - - 0.005 0.001 0.008 - 0.073 - 

镉/（mg/L） - - 0 - - 0.001 - - - - - 

铬(六价)/（mg/L） - - 0.004 - - 0.005 - - - - - 

铅/（mg/L） - - 0.01 - - 0.002 - - - - - 

汞/（mg/L） - - 0 - - 0 - - - - - 

氰化物/（mg/L） <0.002 -  - -  - - - - - 

氟化物/ （mg/L） 0.23 - 0.545 2 - 0.38 0.235 - 0.301 1.407 - 

硝酸盐氮/（mg/L） 7 23 53 137 - 16 46 - 2 10 - 

总大肠杆菌菌群

/CFU/100ml 
- 65 - - 474 - - - - - - 

细菌总数/CFU/ml - 36 - - 40 - - 68 15 - - 

样品来源 北京东北部 北京西南部 湖北 新疆 
云

南 
河南 河北 上海 山西 辽宁 

江

苏 

 

的制定提供依据。表 6 给出了本标准制定的畜禽饮用水水质指标及限量与最新颁布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及农业

行业标准《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NY 5027-2008)参考值的比较。 

表 6 畜禽饮用水水质指标及限量制定值与相关标准的比较 

指标 标准制定值 NY5027-2008 NY5027-2008 GB/T14848-2017 

三类水 

GB/T14848-2017 

四类水 

GB 5749-2022 



 

 

  

畜 禽 

   

色 25 ≤30° 

 

15 25 15 

浑浊度 10 ≤20° 

 

3 10 1 

臭和味 无 不得有异臭、异味 无 无 无 

总硬度(以 CaCO3

计)，mg/L 

1500 ≤1 500 450 650 450 

pH 5.5~9.0 5.5~9.0 6.5~8.5 6.5~8.5 5.5-6.6/8.5-9.0 6.5~8.5 

溶解性总固体，

mg/L 

2000 ≤4 000 ≤2 000 1000 2000 1000 

硫酸盐（以 SO42-

计），mg/L 

350 ≤500 ≤250 250 350 250 

总大肠菌群，

MPN/100 mL 

100 成年畜 100，幼畜和禽 10 3 100 不应检出 

硝酸盐（以 N 计），

mg/L 

30 ≤10.0 ≤3.0 20 30 10 

氰化物，mg/L 0.2 ≤0.20 ≤0.05 0.05 0.1 0.05 

氟化物（以 F-计），

mg/L 

2 ≤2.0 ≤2.0 1 2 1 

砷，mg/L 0.2 ≤0.20 ≤0.20 0.01 0.05 0.01 

汞，mg/L 0.002 ≤0.01 ≤0.001 0.001 0.002 0.001 

铅，mg/L 0.1 ≤0.10 ≤0.10 0.01 0.1 0.01 

镉，mg/L 0.01 ≤0.05 ≤0.01 0.005 0.01 0.005 

铬（六价），mg/L 0.1 ≤0.10 ≤0.05 0.05 0.1 0.05 

 

5.屠宰加工用水水质 

屠宰加工用水是在特定的屠宰车间内将畜禽屠宰加工成胴体或初分割过程中需要的生

产性用水。畜禽饮用水水质指标种类设置主要包括感官性状及一般化学指标、微生物指标和

毒理指标。其中，感官及一般化学指标包括色、浑浊度、臭和味、总硬度、pH、溶解性总

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铝等 9 项。微生物指标总大肠杆菌菌群和菌落总数等 2 项。毒理学

指标包括硝酸盐、亚硝酸盐、氰化物、氟化物、砷、汞、铅、铬、镉等 9 项。该生产性用水

拟参考农业行业标准《无公害食品 畜禽产品加工用水水质》(NY 5028-2008)，结合国家标

准《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Ⅲ类地下水水质标准进行制定。表 7 给出了本

标准制定的畜禽饮用水水质指标及限量与最新颁布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22)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及农业行业标准《无公害食品 畜

禽产品加工用水水质》(NY 5028-2008)参考值的比较。 

表 7 畜禽加工用水水质指标及限量制定值与相关标准的比较 

指标 标准制定值 NY5028-2008 
GB/T14848-2017

三类水 

GB/T14848-2017

四类水 

GB 

5749-2022 

色 20 ≤20° 15 25 15 

浑浊度 10 ≤10° 3 10 1 

臭和味 无 
不得有异臭、

异味 
无 无 无 



 

 

总硬度(以 CaCO3 计)，

mg/L 
550 ≤550 450 650 450 

pH 5.5~9.0 5.5~9.0 6.5~8.5 5.5-6.6/8.5-9.0 6.5~8.5 

溶解性总固体，mg/L 1500 ≤1500 1000 2000 1000 

硫酸盐（以 SO42-计），mg/L 300 ≤300 250 350 250 

总大肠菌群，MPN/100 mL 10 ≤10 3 100 不应检出 

硝酸盐（以 N 计），mg/L 20 ≤20.0 20 30 10 

氰化物，mg/L 0.05 ≤0.05 0.05 0.1 0.05 

氟化物（以 F-计），mg/L 1 ≤1.2 1 2 1 

砷，mg/L 0.05 ≤0.05 0.01 0.05 0.01 

汞，mg/L 0.001 ≤0.001 0.001 0.002 0.001 

铅，mg/L 0.05 ≤0.05 0.01 0.1 0.01 

镉，mg/L 0.01 ≤0.01 0.005 0.01 0.005 

铬（六价），mg/L 0.05 ≤0.05 0.05 0.1 0.05 

 

6.畜禽制品深加工用水 

畜禽制品深加工用水为，将畜禽产品（包括肉、蛋、奶）加工成制品（成品）或半制品

（初级产品或分割制品）过程中需要的生产性用水，包括添加水和原料洗涤用水。考虑到畜

禽加工制品或半制品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及由此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该类型用水水质建议

应符合最新颁布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对水质的要求。 

7. 检验方法 

本标准中规定的水质指标检验方法均拟采用《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 5750.12)中

对应指标的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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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保证畜禽养殖饮用水和畜禽屠宰加工用水质量安全，确保畜禽的

安全健康成长，减少疫病的产生和传播，维护畜禽养殖环境质量，也能推进养殖企业从源头

确保畜禽产品的食品安全，促进畜禽产业健康、绿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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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外尚无专门的畜禽饮用水和产品加工用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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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未引用或采用国际国外标准。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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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未明确涉及某一具体专利，但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

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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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供畜禽养殖及屠宰加工企业在畜禽养殖和屠宰加工

过程中时采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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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http://www.zclw.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