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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及标准修订背景 

（一）任务来源 

按照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24 年下达的任务要求，由国粮武

汉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国家饲料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武汉）]、

全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江苏江山制药有限公司负

责完成国家标准 GB 34463-2017《饲料添加剂 L-抗坏血酸钙》的修

订工作。 

项目名称：饲料添加剂  第 2 部分：维生素及类维生素  L-抗坏血

酸钙。 

标准性质：强制性国家标准。 

项目编号：20241046-Q-326。 

标准修订单位：国粮武汉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国家饲料质

量检验检测中心（武汉）]、全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江苏江山制药有限公司。 

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二）标准修订背景 

饲料添加剂 L-抗坏血酸钙是以 L-抗坏血酸和钙盐（碳酸钙等）

为原料，经过化学合成得到产物。L-抗坏血酸钙作为维生素营养强

化剂，具有抗坏血酸和活性钙的双重功效。经证实，其安全隐患极



低，属于公认安全的物质，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无需制定 L-抗坏血

酸钙每日允许摄入量(ADI)[1]。 

据报道，L-抗坏血酸钙不仅能有效防止坏血病等维生素 C 缺乏

而引起的各种疾病，也能治疗诸如佝偻病等与钙代谢有关的疾病。

由于 L-抗坏血酸钙的溶解性和电离度比其他钙盐高，与目前已知的

其他钙盐(如葡萄糖酸钙等)相比，L-抗坏血酸钙更易被机体吸收，使

血液中的钙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应用在果蔬加工品中可有效抑制

果蔬褐变，减弱果实软化程度，无副作用。因此 L-抗坏血酸钙可作

为一种多功能的营养强化剂和抗氧化剂被应用于食品和饲料工业上。 

由本单位牵头制订的饲料添加剂 L-抗坏血酸钙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34463-2017，经过近 6 年的实施，在执行过程中也发现一些问题：

（1）第 4 章 4.1 鉴别试验中缺少红外分光光度法鉴别及测定方法；

（2）第 4 章“4.2.4 结果的计算”中“0.1066——每毫升 1 mol/L 碘

滴定溶液相当于 L-抗坏血酸钙(C12H14CaO12·2H2O)的质量克数”表

述欠妥。此外，新修订的 GB 13078-2017《饲料卫生标准》删除了饲

料添加剂产品的有关内容，使得饲料添加剂产品没有了强制标准来

控制安全风险。L-抗坏血酸钙作为重要的饲料添加剂产品，目前工

艺较为成熟，并且大量出口东南亚及欧美市场，为保障产品的质量

安全、消除安全隐患，需要将饲料添加剂 L-抗坏血酸钙进行修订、

并修订为全文强制性国家标准。 

（三）主要工作过程 

1. 成立标准起草小组 



计划任务下达后，国粮武汉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国家饲料

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武汉）]高度重视，组织单位技术骨干成立标准

起草小组，细化工作内容，对标准起草工作进行分工，明确任务职

责（见表 1），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员和任务分工 

姓 名 任务分工 

邵 瑞 项目主持人，负责项目的全面工作。 

杜 言 组织项目工作和制定实施方案，协助调研和收集全国样品。 

陈析羽 
负责收集文献资料和参与调研，共同确定技术参数及标准编制说明

的撰写与修改。 

陈梦莹 调研和收集全国样品，参与技术指标参数的确定。 

聂晓明 调研和收集全国样品。 

王博媛 协助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调研，及标准草案的意见收集。 

黄 婷 对收集的样品进行实验室分析。 

2. 查询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 

2024年 6月～7月，查阅了国内外有关标准和参考文献等技术资

料，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参考资料作为标准起草中的主要技术参考文

本。 

3. 调研国内饲料添加剂 L-抗坏血酸钙生产工艺情况和使用情况，采

集有代表性样品 

2024 年 8 月～10 月，对国内山东、辽宁、黑龙江、江苏等地的

8 家主要生产企业进行调研，了解饲料添加剂 L-抗坏血酸钙的生产

工艺和使用情况，前后共采集有代表性的样品共 15 份。 

4. 进行论证实验，确定标准主要技术指标的合理性 

2024 年 10～11 月，针对所采集的样品进行各项技术指标和卫生

指标测定，确定指标内容和范围。 



5. 编写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5 年 1 月，根据收集和查阅的相关资料文献以及实验测定结

果，最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写标准文本内容和编制说明。 

6. 定向征求专家意见 

2025 年 1 月，前后向生产企业、使用企业、科研院所、饲料质

量安全检测机构等发送“征求意见稿”X 份，收到回函 X 份，合并

相同意见后共计 X 条，采纳 X 条，未采纳 X 条。在此基础上修改征

求意见稿，形成标准预审稿。 

（四）产品基本概况 

1. L-抗坏血酸钙理化性质 

L-抗坏血酸钙为白色或淡黄色结晶粉末，无臭，溶于水，微溶

于乙醇，不溶于乙醚。L-抗坏血酸钙具有补充抗坏血酸及补钙的双

重功能，在食品、保健功能食品及饲料领域内均有其优势，具有良

好的市场前景。 

2. L-抗坏血酸钙在饲料中的应用 

2013年农业部 2045号公告《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2013）》[3]规

定，L-抗坏血酸钙为维生素及类维生素类饲料添加剂，适用范围为

所有养殖动物。2017 年农业部 2625 号公告《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

范》中未规定 L-抗坏血酸钙在配合饲料或全混合日粮中的最高限量，

规定 L-抗坏血酸钙在猪的配合饲料中的推荐添加量（以维生素计）

为 150～300 mg/kg，家禽为 50～200 mg/kg，犊牛为 125～500 mg/kg

等。 



L-抗坏血酸钙作为维生素类营养强化剂应用于饲料，可促进幼

龄动物的生长，预防动物的皮肤病变、脱毛、皮肤变厚及坏血病等，

有利于提高蛋鸡的产蛋性能，改善高产奶牛、快速生长肉鸡及处于

高密度饲养的动物的生产性能。还可防治鱼类身体畸形、内出血、

皮肤发黑、烂鳍、不活泼、眼突、出腹水、贫血、生长不良等。在

养殖鱼类饲料中添加 L-抗坏血酸钙，可以起促进鱼体生长和增强抗

病能力的作用。L-抗坏血酸钙是目前鳗鱼及其它珍贵鱼类饲料的一

种重要的添加剂。在机体生物氧化过程中，L-抗坏血酸钙起传递氢

和电子的作用，具有解毒、抗氧化、抗坏血病和抗应激作用[4]，对

肉毒碱的合成、叶酸变为具有活性的四氢叶酸以及肠道对铁的吸收

均有促进作用。 

3. 国内生产情况 

在国内有十余家企业已进行过 L-抗坏血酸钙的研究、生产、销

售，其中大型生产企业 8 家，分布在山东、辽宁、黑龙江、江苏等

地。经调研，国内市场 L-抗坏血酸钙需求量小，占比在 10 %以下。

而对于国际市场，大部分生产企业采用“以销定产”模式，会根据

原料成本、市场需求等因素灵活调整生产计划，有效地缓解了库存

压力。各企业生产情况见表 2。 

 

 

表 2 L-抗坏血酸钙生产企业基本情况 

序

号 
企业名称 生产许可证编号 

年产量

（吨） 



1 江苏江山制药有限公司 
苏饲添

(2015717204) 
3000 

2 山东鲁维制药有限公司 
鲁饲添

(2016)T03360 
1000 

3 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 饲添(2012)1071 停产 

4 
石药集团维生药业（石家庄）有

限公司 

冀饲添
(2023)T01002 

2000 

5 黑龙江新和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黑饲添

(2019)T12012 
1000 

6 杭州天农生物营养技术有限公司 
浙饲添

(2021)T01001 
停产 

7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饲添

(2020)T01006 
1000 

8 山东天力药业有限公司 
鲁饲添

(2024)T07046 
5000 

 

4. 生产工艺 

目前 L-抗坏血酸钙的制备方法通常以碳酸盐和维生素 C 为原料，

在水溶液中经过复分解反应后形成沉淀，进行初步压滤，再利用 L-

抗坏血酸钙在不同比例的水、甲醇混合溶剂中的溶解度不同，加入

甲醇并保持低温使反应物结晶。最后重结晶纯化后经真空干燥，得

到 L-抗坏血酸钙白色粉末。 

 
图 1 L-抗坏血酸和碳酸钙的反应方程式 



 

图 2 L-抗坏血酸钙的生产流程图 

5. 样品采集 

为确保样品的随机性和代表性，采集了江苏、山东、河北、黑

龙江四地不同批次的 15 份样品用于方法验证。样品采集情况见表 3。 

表 3 样品采集表 

样品编号 地区 生产工艺 

1-5# 江苏 溶解法 

6-9# 山东 溶解法 

10-12# 河北 溶解法 

13-15# 黑龙江 溶解法 

 

6. 国内外 L-抗坏血酸钙相关标准和指南 



已有国家标准 GB1886.43-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抗坏血酸钙》[5]。在国际上，美国、欧洲等地对 L-抗坏血酸钙的研

究较多，已有相应产品指南和标准，各指标对比见表 4。部分 L-抗

坏血酸钙生产企业和使用企业制定了企业标准，各指标对比见表 5。 

  



表 4 L-抗坏血酸钙国内外药典和标准指标比对 

项目 
中国药典 2020

年版 

美国药典 USP-

NF2024 
欧洲药典 EP11.0 

GB1886.43-2015

《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添加剂 

抗坏血酸钙》 

国际食品添加剂

联合专家委员会

JECFA（2010） 

GB34463-2017

《饲料添加剂 L-

抗坏血酸钙》 

鉴别 

1、取本品的水溶液

（1→10）5ml，加二

氯靛酚钠试液 1～2

滴，试液的颜色即消

失。2、本品的红外光

吸收图谱应与对照的

图谱（光谱集 451

图）一致。3、本品的

水溶液显钙盐的鉴别

反应。 

A.样品溶液中钙在

184.0、315.9 和 317.9 

nm 处的特征发射线与

标准溶液中的相应发

射线一致。B.样品溶

液的抗坏血酸峰的保

留时间与标准溶液的

保留时间相对应。C.

光谱鉴定试验 

B.红外光吸收图谱应

与维生素 C 钙欧洲药

典标准品一致。C.取

1：10 样品溶液

2mL，加 0.2Ml 100g/L

的硫酸亚铁溶液，溶

液颜色将变成深紫

色。D.取 1：10 样品

溶液 1mL 加 0.2mL 稀

硝酸和 0.2mL 硝酸银

溶液，将产生灰色沉

淀。E.1：10 样品溶液

显钙盐的鉴别反应。 

1、取 1g 试样溶于

10mL 水中，加甲基红

指示液 2 滴，再滴加

盐酸至恰呈酸性；加

草酸铵试液，即生成

白色沉淀；分离，沉

淀不溶于乙酸，但可

溶于盐酸。2、取 1g

试样溶于 10mL 水中，

加入二氯靛酚钠试液

二滴，二氯靛酚钠试

液褪色。 

呈钙盐的鉴别反应 

1、取 1g 样品溶于

10mL 水中，加甲基红

指示液 2 滴，用氨试

液中和，再滴加盐酸

至恰呈酸性；加草酸

铵试液，即生成白色

沉淀；分离，沉淀不

溶于乙酸，但可溶于

盐酸。2、取 1g 样品

溶于 10mL 水中，加

入二氯靛酚钠试液二

滴，二氯靛酚钠试液

褪色。 

L-抗坏血酸钙含

量 （ 以
C12H14CaO12·2H2O

计） 

≥98.0 % 98.0 %-101.0 % 99.0%-100.5 % ≥98.0 % ≥98.0 % ≥98.0 % 

干燥失重 ≤0.1% ≤0.1% ≤0.1% — — ≤0.2 % 

总砷（以 As 计） ≤0.0003% ≤3 μg/g — ≤3.0 mg/kg — ≤3.0 mg/kg 

铅（Pb） ≤10 ppm — — ≤10.0 mg/kg ≤2.0 mg/kg ≤10.0 mg/kg 

氟（F） — ≤10 ppm ≤10 ppm — ≤10mg/kg ≤30 mg/kg 

比旋度[α]t
D +95°-+97° +95°-+97° +95°-+97° +95°-+97° +95°-+97° +95.0°-+97.0° 



pH（10%水 溶

液） 
6.8-7.4 6.8-7.4 6.8-7.4 6.8-7.4 6.0-7.5 6.8-7.4 

 

表 5 L-抗坏血酸钙企业标准指标比对 

项目 

宜兴市江山

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饲

料添加剂包

衣 L-抗坏血

酸钙》 

黑龙江新和成

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颗粒抗

坏血酸钙》 

杭州天农生物

营养技术有限

公司《饲料添

加剂 包膜 L-抗

坏血酸钙 (特稳

西)》 

佛山市顺德区活宝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混合型

饲料添加剂 L-抗坏血酸钙》 

四川精鼎动

保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混合型饲

料添加剂 L-

抗坏血酸

钙》 

鉴别 — — 

鉴别:(1)取本品的水溶

液(1→10)5ml，加二氯

靛酚钠试液 1-2 滴，试

液的颜色即消失。(2)本

品的红外光吸收图谱应

与对照的图谱(中国药

典 2015 版光谱集 451

图) 一致。(3)本品的水

溶液显钙盐的鉴别反应

(符合中国药典 2015 版

通则 0301)。 

— — 

L-抗坏血酸钙含

量（以
C12H14CaO12·2H2O

计） 

Ⅰ型 Ⅱ型 

颗粒抗

坏血酸

钙(97) 

按客

户要

求制

定 

12%包

膜 L-抗

坏血酸

钙 

93%包

膜 L-抗

坏血酸

钙 

Ⅰ型 Ⅱ型 Ⅲ型 Ⅳ型 Ⅴ型 Ⅵ型 ≥5.00% 



≥90% ≥98% 

(以干基

计) 

96.0%-

98.0% 

客户

要求
±1.0% 

≥12.0% ≥93.0% ≥1.00% ≥3.00% ≥5.00% ≥10.00% ≥20.00% ≥50.0% 

干燥失重 ≤0.4% ≤0.5% 
客户

要求 
≤10.0% ≤2.0% — — 

总砷（以 As 计） ≤3mg/kg ≤2mg/kg ≤5.0mg/kg ≤10.0mg/kg ≤10.0mg/kg 

铅（Pb） ≤10mg/kg ≤2mg/kg ≤10.0mg/kg ≤40.0mg/kg ≤40.0mg/kg 

氟（F） — — — — — 

比旋度[α]t
D — — — — — 

pH（10%水溶

液） 
— — — — —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严格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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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进行编写。标准定向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饲料添加剂 L-抗坏血酸钙的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二）修订内容的说明 

此次修订主要是添加红外光谱鉴别。中国药典 2020 年版、美国

药典 USP-NF2024、欧洲药典 EP11.0 均包含 L-抗坏血酸钙红外光谱

鉴定试验。原标准鉴别试验中有抗坏血酸和钙离子的鉴别，且主含

量采用碘量法测定，这些方法受主观因素影响，准确性不及仪器检

测方法。傅里叶红外光谱技术通过扫描样品光谱，不仅可以定性鉴

别还可以定量分析，该技术快速高效、灵敏度和信噪比高，可检测

极小数量级的待测物，对照标准图谱能直接识别多类化合物，在 L-

抗坏血酸的掺杂掺假鉴别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故此次修订增加 L-抗

坏血酸钙红外分光光度法鉴别及测定方法。具体修订内容详见表 6。 



表 6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修订说明 

序

号 
章条编号 原标准 修订后 修订原因 

1 首页 《饲料添加剂 L-抗坏血酸钙》 
《饲料添加剂 第 2部分：维生素及类维生

素 L-抗坏血酸钙》 

根据 GB 7300《饲料添加剂》

的分类要求，L-抗坏血酸钙属

于第 2 部分维生素及类维生

素，因此标准名称修改为：饲

料添加剂 第 2 部分：维生素及

类维生素 L-抗坏血酸钙 

2 前言 
“本标准的第 1 章、第 3 章和第 5 章为

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文件全文为强制性的。 

新修订的 GB 13078-2017《饲

料卫生标准》删除了饲料添加

剂产品的有关内容，需要改为

全文强制标准来控制安全风

险。 

3 
3 术语和

定义 
无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按照 GB/T 1.1-2020 的规定补

充。 

4 
7.2 感官

检验 
无 

7.2 感官检验 

取适量的样品于洁净干燥的白色瓷盘中，

于自然光线下观察其色泽、形态，并嗅其

气味。 

感官检验方法直观，手段简

便，可以及时观察产品有无异

常。 



5 
7.3.3 鉴

别方法 

4.1.2 鉴别方法 

4.1.2.1 取 1 g样品溶于 10 mL水中，

加甲基红指示液 2 滴，用氨试液中

和，再滴加盐酸至恰呈酸性；加草酸

铵溶液，即生成白色沉淀；分离，沉

淀不溶于乙酸，但可溶于盐酸。 

4.1.2.2 取 1 g 样品，溶于 10 mL 水

中，加入二氯靛酚钠试液二滴，二氯

靛酚钠试液褪色。 

 

7.3.3 鉴别方法 

7.3.3.1 取 1 g 样品溶于 10 mL 水中，加

甲基红指示液 2 滴，用氨试液中和，再滴

加盐酸至恰呈酸性；加草酸铵溶液，即生

成白色沉淀；分离，沉淀不溶于乙酸，但

可溶于盐酸。 

7.3.3.2 取 1 g 样品，溶于 10 mL 水中，

加入二氯靛酚钠试液二滴，二氯靛酚钠试

液褪色。 

7.3.3.3 按照红外分光光度法测定，试样

的红外吸收图谱应与对照的图谱一致（对

照图谱参见附录 A）。 

原有标准中没有 L-抗坏血酸钙

产品的红外鉴定方法，因此增

加了 L-抗坏血酸钙的红外鉴别

方法。 

6 
7.4.4 结

果的计算 

0.1066—每毫升 1 mol/L 碘滴定溶液相

当 于 L-抗 坏 血 酸 钙

(C12H14CaO12·2H2O)的质量克数 

M—L-抗坏血酸钙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克

每 摩 尔 （g/mol） ，[M 
1

4
( C12H14CaO12·2H2O) =106.6]； 

1000—换算系数； 

使结果计算表述更加准确。 

 



（三）主要技术指标和确定依据 

1. 外观和性状 

取适量的样品于洁净干燥的白色瓷盘中，于自然光线下观察其

色泽、形态，并嗅其气味。本品为白色结晶性粉末，无臭。 

2. 鉴别 

2.1 钙离子的鉴别 

取 1 g 样品溶于 10 mL 水中，加甲基红指示液 2 滴，用氨试液中

和，再滴加盐酸至恰呈酸性；加草酸铵溶液，即生成白色沉淀；分

离，沉淀不溶于乙酸，但可溶于盐酸。 

2.2 抗坏血酸的鉴别 

取 1 g 样品，溶于 10 mL 水中，加入二氯靛酚钠试液二滴，二氯

靛酚钠试液褪色。 

2.3 红外吸收光谱鉴别 

生产过程中，由于反应物和产物中都有抗坏血酸根，可以运用

红外光谱来判断体系中是否有 L-抗坏血酸钙生成。因为，虽然 L-抗

坏血酸和 L-抗坏血酸钙中都含有抗坏血酸根，但是 L-抗坏血酸和 L-

抗坏血酸钙都有着各自特征的红外光谱。由于红外测定的是 L-抗坏

血酸及其盐中羰基和双碳键的电子伸缩振动吸收谱带，并且当 L-抗

坏血酸和活性钙相互作用生成 L-抗坏血酸钙之后，羰基和碳碳双键

的价电子振动吸收谱带向低频方向移动[6]。图 3 L-抗坏血酸的标准红

外光谱图中显示，1764 cm-1频率处的吸收峰为 L-抗坏血酸 C=O 伸缩

振动模式，1675 cm-1处吸收峰为 L-抗坏血酸 C=C 伸缩振动模式，而



图 4 L-抗坏血酸钙的标准红外光谱图中显示，L-抗坏血酸 C=O 特征

峰位于 1725cm-1处，L-抗坏血酸 C=C特征峰位于 1577 cm-1处，与 L-

抗坏血酸的标准红外光谱相比有较大红移；此外，位于 1426cm-1 处

为钙离子的特征峰，两者均表明已形成抗坏血酸钙盐。因此在实际

检测过程中，将 L-抗坏血酸钙标准品和样品在相同条件下，按照红

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后，将样品红外光谱图与标准品图谱进行对照，

谱图相同即可判定为同一化合物。 

 
图 3 L-抗坏血酸的标准红外光谱图 

 
图 4 L-抗坏血酸钙的标准红外光谱图 

3. 理化指标的确定 

国内外 L-抗坏血酸钙产品标准涉及到的理化指标十几项。主要

有含量、干燥失重、砷、铅、氟化物、比旋度、pH 值、草酸盐澄清

试验等 8 个指标。 

我们综合 GB1886.43-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抗坏

血酸钙》、《中国药典》（CP2020）中对 7 个主要指标的要求，对采集

的 4 个厂家不同批次共 15 个样品进行测定，每个样品测定 2 个平行，

结果如下： 

 

 



 

表 7   国内不同厂家 L-抗坏血酸钙的检测数据（n=2） 

样

品

序

号 

含量(%) 
干燥失

重(%) 

总砷
(mg/kg) 

铅
(mg/kg) 

氟
(mg/kg) 

比旋度
[α]t

D 

pH

（10%

水溶

液） 

1 99.8 0.1 ND ND 9 +95.7 7.1 

2 99.4 0.1 ND ND 8 +96.2 7.1 

3 99.8 0.0 0.13 ND 6 +95.8 7.1 

4 99.5 0.1 ND ND 20 +96.0 7.2 

5 99.5 0.1 ND 0.28 16 +96.5 7.3 

6 99.5 0.0 ND 0.92 25 +95.9 7.2 

7 99.6 0.1 ND ND 8 +96.5 7.1 

8 99.6 0.0 ND ND 15 +96.7 7.3 

9 99.5 0.1 ND ND 11 +96.4 7.2 

10 99.5 0.1 ND ND 19 +96.9 7.3 

11 99.5 0.1 ND ND 24 +95.7 7.2 

12 99.6 0.1 ND ND 16 +96.3 7.2 

13 99.4 0.2 0.68 ND 22 +95.5 7.1 

14 99.5 0.1 ND ND 13 +95.8 7.2 

15 99.5 0.1 0.55 ND 6 +96.4 7.1 

注：ND 表示未检出。 

3.1 L-抗坏血酸钙的含量测定 

二氯靛酚滴定法或碘量法可测定 L-抗坏血酸钙溶液中抗坏血酸

的含量。二氯靛酚滴定法简单易行，但特异性差，许多其他还原性

的化合物均可以还原该试剂，且生成的有色化合物不稳定，这限制

了该方法的应用。碘量法较为成熟，条件易控制，操作快速方便、

仪器简单、精密度和准确度较高，数据可靠。该方法原理是抗坏血

酸中的烯二醇结构具有还原性，可与碘定量地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氧化生成 2，3-二酮古乐糖酸[7]。以淀粉作为指示剂，用碘的标准溶

液滴定抗坏血酸，过量的碘标准溶液与淀粉发生反应使溶液呈蓝色，



即达到滴定终点。本标准继续采用原标准碘量法，测定结果见表 7

和图 5，15 个样品中 L-抗坏血酸钙最大值 99.8 %，最小值 99.4 %，

平均值为 99.5 %，均达到原标准≥98.0 %要求，本次修订 L-抗坏血

酸钙含量维持原标准不变。 

 
图 5 样品中 L-抗坏血酸钙含量检测结果 

3.2 干燥失重 

产品含水率高，会不利于保存，影响其纯度等。按 GB/T 6435-

2014测定采集样品的水分含量。测定结果均不大于原标准设定值0.2 %

（表 7 和图 6），参照国内外相关标准及征求企业意见的结果，维持

原标准不变。 



 
图 6 样品中干燥失重检测结果 

3.3 比旋度 

L-抗坏血酸钙具有光学活性，测定其比旋度(或旋光度)可以用于

鉴别或检查 L-抗坏血酸钙的纯杂程度。取样品 5.0 g，加水到 50 mL，

在 20℃±0.5℃条件下，旋光仪进行空白校正后，再测定试液旋光度，

测定结果见表 7 和图 7，15 个样品中比旋度最高值为+96.9°，最低

值为+95.5°，平均值为+96.2°，符合原标准设定范围+95.0°～

+97.0°，本次修订比旋度范围维持原标准不变。 



 
图 7 样品中比旋度检测结果 

3.4 pH 值 

取样品 5.0 g 加水至 50 mL，按 GB/T 9724-2007 测定 pH 值。经

测定，收集的样品 pH值范围在 7.1～7.3之间（表 7和图 8），满足原

标准设定 pH 值范围（6.8～7.4），参考国内外药典和标准，本次修订

pH 值范围维持原标准不变。 



 
图 8 样品中 pH 值检测结果 

4. 卫生指标的确定 

L-抗坏血酸钙中砷、铅、氟来源主要是钙盐，砷、铅、氟在饲

料中超标不仅会对饲养动物健康造成实际危害，畜禽粪便排出后会

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还会通过生物富集造成整个食物链的安全隐

患，威胁人类健康。而新修订的 GB 13078-2017《饲料卫生标准》删

除了饲料添加剂产品的有关内容。因此新版的《饲料卫生标准》发

布实施后，饲料添加剂产品没有了强制标准来控制安全风险。我国

《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食品添加剂应制定强制性的食

品安全标准。饲料添加剂需要参照食品添加剂标准要求制定强制标

准，因此，本标准改为全文强制，以加强对饲料添加剂 L-抗坏血酸

钙产品质量水平和卫生指标的控制，进一步规范饲用 L-抗坏血酸钙

生产，保证产品的安全性及有效性，保护生产商、经销商以及饲料



用户的合法权益。 

4.1 总砷 

砷（As）及其化合物的毒性极大，砷可以通过食管、呼吸道和

皮肤黏膜进入人体，造成急性或慢性砷中毒[8]，是我国饲料卫生环

境控制中重要指标之一。 

称取试样约 2 g，试样前处理按照 GB/T 13079-2022 中 4.5.1.2 干

灰化法规定执行，测定按照 GB/T 13079-2022 中第 5 章氢化物发生-

原子荧光光谱法规定执行。检测结果见表 7。结果显示，样品中砷含

量极低，绝大多数低于方法检出限 0.02 mg/kg，均达到原标准≤3.0 

mg/kg要求，结合国内外药典和生产企业数据，本次修订砷限量值维

持原标准不变。 

4.2 铅 

铅(Pb)是一种对机体有毒有害的重金属，它可以在人体和动物

体内长期积累，不能及时随粪便排出体外。长期接触高浓度铅会导

致慢性铅中毒，铅会损伤造血系统和神经系统，使机体出现贫血、

记忆力减退、休克、死亡等现象[9]。为了减少和避免铅的危害，严

格检测饲料添加剂的铅含量具有重要意义。 

采用 GB/T 13080-2018中的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采集样品

中铅含量。结果见表7，结果显示，86 %的样品中的铅含量小于方法

定量限 100 μg/kg，15 个样品均达到原标准≤10.0 mg/kg 要求，本次

修订铅限量值维持原标准不变。 

4.3 氟 



氟是自然界中广泛分布的元素之一，也是人和动物必需的微量

元素之一，对骨组织和牙釉质的形成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10]，

但摄入过量可引起氟中毒。近年来，工业“三废”排放的氟化物严

重污染环境，监测饲料氟含量直接关系到畜牧业生产及人类健康。

原标准采用离子选择电极法测定 L-抗坏血酸钙中的氟含量，但该标

准仅适用于磷酸盐及以硅铝酸盐为载体的混合型饲料添加剂，钙化

物、钙盐中高浓度的钙基体容易和氟形成稳定的化合物，干扰氟离

子的测定[11]。经查询暂无适用于钙化物、钙盐类添加剂中氟含量的

检测方法，故仍选择离子选择电极法进行测定，该方法的优化可作

为今后的一个研究方向。 

称取样品约 0.5 g，样品前处理按照 GB/T 13083-2018 中离子选

择性电极法规定进行。测定结果见表 7和图 9，15个样品中氟含量最

大值 25 mg/kg，最小值 5 mg/kg，平均值为 15 mg/kg，均达到原标准

≤30 mg/kg 要求，本次修订氟限量维持原标准不变。 



 
图 9 样品中氟含量检测结果 

三、与有关法律、法规的关系 

本文件所涉及的引用标准均为现行有效标准，本文件遵循现行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与欧洲、美国的同类标准或指南对比，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在国内达到了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协调配套的目

标。有利于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保护环境，推广科学技术成果。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没有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执行，对社会积极宣贯标准。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根据《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定职责，对强制性

国家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根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饲料、饲料添加剂

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饲料、饲料添加剂管

理的部门（以下简称饲料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饲料、饲料添

加剂的监督管理工作。第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

行政区域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监督管理工作，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

制，保障监督管理工作的开展。 

违反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依据第 609 号国务院令《饲料

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625 号《饲料添加剂

安全使用规范》、主席令 2000 年第 33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和主席令第 11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相关条款进行处理。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国内生产的饲料添加剂 L-抗坏血酸钙产品，90 %以上销往国外。

按照世界贸易组织(WTO)的 TBT 规则，为保证产品公正、公平进行

贸易，同时依据《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要求，建议对外通报。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代替 GB34463-2017《饲料添加剂 L-抗坏血酸钙》。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文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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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本文件适用于以 L-抗坏血酸和钙盐为原料制得的 L-抗坏血酸钙。 

本文件规定了饲料添加剂 L-抗坏血酸钙产品的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十二、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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