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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饲料添加剂  第3部分：矿物元素及其络（螯）合物 磷酸三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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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四川省

饲料工作总站和贵州省饲料监察所负责完成国家标准GB 34457-2017

《饲料添加剂 磷酸三钙》的修订工作。 

项目名称：饲料添加剂 第 3 部分：矿物元素及其络（螯）合物 磷

酸三钙。 

标准性质：强制性国家标准。 

项目编号：20241034-Q-326。 

标准修订单位：四川省饲料工作总站、贵州省饲料监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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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料级磷酸盐是一类重要的矿物质添加剂，饲料级磷酸钙盐的主

要品种有磷酸氢钙（DCP）、磷酸一二钙（MDCP）、磷酸二氢钙（MCP）、

磷酸三钙（TCP）和磷酸钠、钾、铵盐。钙和磷是动物生长所必需的

矿物元素，饲料级磷酸三钙（TCP）虽不及磷酸氢钙（DCP）和磷酸

二氢钙（MCP）的使用量大，但也是广泛使用的饲料添加剂之一，在

饲料加工中作为磷、钙的补充剂，是一种性能优良的饲料添加剂，产

品经国内外饲效验证，具有良好的饲喂效果，其生物效价与饲料级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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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氢钙大致相当。饲料添加剂磷酸三钙在家禽饲粮和反刍动物中的应

用较为广泛，需求量逐年提高。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34457-2017《饲

料添加剂 磷酸三钙》自 2018 年 5 月 1 日实施以来已超过 5 年时间，

在饲料生产、畜牧养殖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能够较好地指导饲料

行业的生产、经营等。 

《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要求组织起草部门应当

根据反馈和评估情况，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进行复审，复审周期一般不

超过五年，2023 年 8 月，农业农村部委托全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对 GB 34457-2017《饲料添加剂 磷酸三钙》进行了标准复审，

对标准的适用性、规范性、时效性和协调性等内容进行全面评估和审

查，并提出了建议修订的复审结论。根据 GB 7300《饲料添加剂》的

分类要求，磷酸三钙归类于第 3 部分：矿物元素及其络（螯）合物，

因此标准名称修改为：饲料添加剂 第 3 部分：矿物元素及其络（螯）

合物 磷酸三钙。 

2024 年 5 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下达标准修订任务。 

（三）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起草小组 

计划任务下达后，四川省饲料工作总站和贵州省饲料监察所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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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云 项目主持人，负责项目的全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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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贵 协助调研和收集全国样品。 

张 静 
组织项目工作和制定实施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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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厉劼 调研和收集全国样品，参与技术指标参数的确定。 

赵立军 组织收集标准草案的意见和对意见的分析汇总处理。 

程传民 协助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调研，及标准草案的意见收集。 

陈 飞 对收集的样品进行实验室分析。 

丁小乔 对收集的样品进行实验室分析。 

卞正容 对收集的样品进行实验室分析。 

王 莹 对收集的样品进行实验室分析。 

黄 鑫 对收集的样品进行实验室分析。 

王庆红 对收集的样品进行实验室分析。 

廖 欢 对收集的样品进行实验室分析。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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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国内饲料级磷酸三钙生产工艺情况和使用情况，采集有代表性

样品 

2024 年 8-10 月，对国内贵州、河北、江苏、湖北、山东、河南

等地的 12 家主要生产企业进行调研，了解饲料级磷酸三钙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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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情况，前后共采集有代表性样品共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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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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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份，收到回函 20 份，合并相

同意见后共计 99 条，采纳 74 条，部分采纳或未采纳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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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三钙理化性质 

磷酸三钙，是一种无机化合物，化学式为 Ca3(PO4)2，分子量

310.177，为白色晶体或无定形粉末，微溶于水，易溶于稀盐酸和硝

酸，不溶于乙醇、丙酮和乙醚。 

2.国内生产情况 

经调研，目前国内取得饲料生产许可的饲料添加剂磷酸三钙企业

共 12 家，主要分布在贵州、河北、江苏、湖北、山东、河南等地，

年总产量约 12 万吨。经实地调研、电话交流等方式，了解到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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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本情况见表 2。 

表 2  生产企业基本情况 

序号 证书编号 企业名称 生产情况 
年产量

（万吨） 

1 
黔饲添

(2022)T04010 
贵州瓮福化学公司 生产 5 

2 
鄂饲添

(2023)T04007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生产 1 

3 
豫饲添

(2022)T04085 

河南郑州瑞普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宝丰分公司 
停产 / 

4 
冀饲添

(2022)T03002 

河北张家口迈威饲料开发有

限公司 
生产 1 

5 
冀饲添

(2021)T01021 

河北石家庄瑞亿饲料有限公

司 
生产 0.5 

6 
冀饲添

(2021)T07030 

河北天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沧州渤海分公司 
停产 / 

7 
苏饲添

(2021)T05003 

江苏索尔维-恒昌（张家港）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生产 1.3 

8 
苏饲添

(2023)T07011 

江苏连云港树人科创食品添

加剂有限公司 
停产 / 

9 
苏饲添

(2020)T07013 
江苏天富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 0.14 

10 
冀饲添

(2023)T07023 
河北宇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 2.5 

11 
鲁饲添

(2022)T07449 

山东诸城市浩天药业有限公

司 
停产 / 

12 
鄂饲添

(2023)T04001 

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生产 1.2 

3.生产工艺 

3.1 高温烧结法 

高温烧结法是将磷矿粉、纯碱和磷酸按一定比例混合造粒，在

1450℃左右高温烧结脱氟生产。由于整个烧结过程中，对其带入的重

金属等有害杂质无法去除，因此磷矿与其它原料带入的有害杂质总量

必须得到控制。目前采用高温烧结法生产的企业主要有贵州瓮福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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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河北迈威饲料开发有限公司、河北石家庄瑞亿饲料有限公

司，年产量全国占比 51%。 

 

图 1 高温烧结法生产工艺图 

3.2 化学沉淀法 

由于高温烧结法生产饲料级磷酸三钙要求磷矿品质高，技术难度

较大。为了降低生产成本，部分厂家自行研制以化学沉淀法生产饲料

级磷酸三钙，该工艺是以碳酸钙、氢氧化钙和磷酸为原料，经中和结

晶、离心、干燥、粉碎、包装所得产品。目前采用化学沉淀法生产的

企业主要是江苏天富科技有限公司，年产量全国占比约 1%。 

3.3 植酸钙水解法 

植物原料如玉米、米糠等经过酸提、中和反应生产植酸钙，植酸

钙经高温水解后加氢氧化钙中和，产生肌醇和磷酸三钙，肌醇留在溶

液中，磷酸三钙则形成沉淀，过滤后经煅烧、冷却后粉碎、过筛、包

装制成磷酸三钙成品，其磷来自于植物中的植酸，不仅节约了国家的

磷矿资源，而且充分利用了植物原料，其中氟、重金属等杂质含量很

磷矿石 

磷酸 

纯碱 

混合 

造粒 煅烧 冷却粗碎 

待检分析 成品球磨 产品包装 

尾气 生产氟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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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目前采用植酸钙水解法生产的企业主要是河北宇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年产量全国占比约 20%。 

3.4 次磷酸钠渣煅烧法 

工业生产次磷酸钠的主要副产物次磷酸钠渣，其主要成分为亚磷

酸钙和磷化氢，经高温（600℃）煅烧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磷酸三钙，

经冷却、破碎、除铁、粉碎、过筛、包装制成成品。此法使需要堆存

或深埋处理的次磷酸钠废渣转变为具有较高市场价值的饲料级磷酸

三钙，避免了含磷废渣造成的环境污染。目前采用次磷酸钠渣煅烧法

生产的企业主要是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吉星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江苏索尔维-恒昌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年产量全国占比

约 28%。 

4.样品采集 

共采集贵州、河北、江苏、湖北、山东、河南有代表性的样品

24 份，对所采集样品进行实验室分析，每个样品测定 2 个平行。样

品采集表见表 3。 

表 3 样品采集表 

序号 生产企业 工艺 批号 

1 

贵州瓮福化学有限公司 高温烧结法 

20231215 

2 20240207 

3 20240602 

4 

河北宇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酸钙水解法 

20240823 

5 20240824 

6 20240825 

7 

河北迈威饲料开发有限公司 高温烧结法 

20230315 

8 20230820 

9 20240512 

10 
河北石家庄瑞亿饲料有限公司 高温烧结法 

20240819 

11 2024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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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0240821 

13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次磷酸钠渣煅烧法 

059240726C 

14 061240804C 

15 064240813C 

16 

湖北吉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次磷酸钠渣煅烧法 

060240731A 

17 063240811A 

18 065240818A 

19 

江苏天富科技有限公司 化学沉淀法 

430723452 

20 430728452 

21 430729452 

22 
江苏索尔维-恒昌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次磷酸钠渣煅烧法 

HC24H0903T 

23 HC24H1003T 

24 HC24H110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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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内外饲料添加剂磷酸三钙相关标准 

收集国内外已有标准与本标准指标参数对比见表 4。 

表 4 国内外饲料添加剂磷酸三钙标准 

 

项目 

俄罗斯

TOCT23990-80 

《饲料级磷酸钙》 

中国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食品添加

剂 磷酸三钙》

GB1886.332-2021 

日本小野田化

学工业株式会

社企业标准 

美国饲料管理

协会（AAFCO）

《饲料成分定

义指南》 

欧盟（EU）标

准 

本标准拟

定量 

总磷(P)/%  ≥ 
特级品 一级品 

— 18.0 须规定最小值 18 18.0 
18a 12a 

钙(Ca)/%  ≥ 34a 30a 34.0～40.0 30.5 须规定最小值 30 30.0 

游离水(H2O)/ % ≤ 1 1 — — — — 1.0 

灼烧减量/% ≤ — — 10.0% — — — — 

氟(F)  

mg/kg  ≤  
2000 2000 75.0 1800 不超过磷含量的 1% 2000 1800 

砷(As) 

mg/kg  ≤ 
2 10 3.0 12 — 2 10 

铅(Pb) 

mg/kg  ≤ 
20 20 2.0 20 —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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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Cr） 

mg/kg  ≤ 
— — — — — — 30 

镉(Cd)   

mg/kg  ≤ 
— — — 30 — 40 — 

汞（Hg） 

mg/kg  ≤ 
— — — — — 10 — 

重金属（以 Pb 计）   

mg/kg   ≤ 
— — 10.0 — — — — 

钠（Na）%  ≥ — — — 4 — — — 

细度/%  ≥ ≤1.0b ≤1.0b — — — 

p 级：98（≤1mm） 

G 级 ： 100

（≤1.4mm）、85

（1.4-1.0mm） 

95.0 

酸不溶物/%  ≤ 10 25 — — — — 10.0 

硫酸盐/%  ≤ — — — — — — 5.0 

  注：上标 a 代表溶于 0.4%盐酸的 P 和 Ga；上标 b 代表过 1mm 试验筛筛余物；本标准的细度是指过 0.50mm 试验筛筛下物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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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和确定依据 

（一）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编制过程中遵循国家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重点突出对直接影响

饲料级磷酸三钙产品质量水平和安全指标的控制，适应我国饲料添加

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有利于规范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生产，促

进饲料行业可持续发展。本标准以保证饲料级磷酸三钙产品良好的品

质为目标，既适应当前饲料企业生产状况，又保持标准的技术先进性、

通用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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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主要内容上涵盖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化

学名称、分子式和相对分子质量、技术要求、采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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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修订除按照 GB/T 1.1-2020 和 GB/T 20001.10-2014 对标准进

行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更改了“名称”、“范围”、“外观与性

状”、“干燥失重”、“氟”和“铅”的技术指标、“氟”和“总砷”的试验

方法，修订后标准与原标准对比详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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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修订前后标准的对比 

序

号 
对比条目 原标准 修订后 修订说明 

1 标准名称 饲料添加剂 磷酸三钙 

饲料添加剂  第 3 部

分：矿物元素及其络

（螯）合物 磷酸三钙 

根据 GB 7300《饲

料添加剂》的统一

分类要求。 

2 范围 

适用于高温烧结法、化

学沉淀法、植酸钙水解

法。 

适用于高温烧结法、化

学沉淀法、植酸钙水解

法、次磷酸钠渣煅烧

法。 

增加了次磷酸钠渣

煅烧法工艺。 

3 外观与性状 

色泽一致，粉末状，无

臭无味，难溶于水，可

溶于稀盐酸或稀硝酸。 

产品应为白色、灰白色

或棕色粉末或颗粒。 

对颜色做了具体表

述，删除了溶解性。 

4 技术指标 

干燥减量 干燥失重 

名称与 GB 7300《饲

料添加剂》第 3 部

分：矿物元素及其

络（螯）合物标准

保持一致。 

氟≤200 mg/kg 氟≤1800 mg/kg 

综合参考国内外标

准、同类产品标准

限量和实际检测结

果修订。 

铅≤30 mg/kg 铅≤20 mg/kg 
依据实际检测结果

修订。 

5 
试验方

法 

氟 

称取试料 0.5 g～1 g（精

确至 0.0001 g），置于

100 mL 容量瓶中，加 1 

mol/L 盐酸溶液溶解并

定容至刻度，混匀，干

过滤（弃去前 20 mL 滤

液），收集滤液。取25 mL

滤液至 50 mL 容量瓶

中，其余步骤按 GB/T 

13083-2002 测定。 

按 GB/T 13083 的规定

执行。 

 

GB/T 13083-2002

已 修 订 为 GB/T 

13083-2018《饲料中

氟的测定  离子选

择电极法》，适用

于磷酸盐中氟的测

定，可直接引用。 

总

砷 

按GB/T 13079-2006中5

测定。 

 

按 GB/T 13079 的规定

执行。 

 

原标准已被 GB/T 

13079—2022 代替，

修订后直接引用

GB/T 13079《饲料

中总砷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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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技术指标和确定依据 

1.主要技术指标 

在充分了解饲料添加剂磷酸三钙生产工艺基础上，分析可能影响

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环节。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饲料卫生标准 GB 

13078 前提下，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参考了俄罗斯 TOCT23990-80《饲

料级磷酸钙》、中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25558-2010《食品添加剂 磷

酸三钙》、美国饲料管理协会（AAFCO）《饲料成分定义指南》、

欧盟（EU）标准、日本小野田化学工业株式会社企业标准等国内外

先进标准，综合考虑各生产厂家、用户及检测部门的意见和建议，结

合实际检测数据、生产工艺、现行饲料添加剂管理及使用相关规定（农

业农村部第 2625 号公告《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结合其在

饲料中的推荐添加量来对本标准关键技术指标进行确立。主要技术指

标见表 6。 

表 6 技术指标 

项    目 指    标 

钙（Ca）/%                                                  ≥30.0 

总磷（P）/%                                       ≥18.0 

干燥失重/%                                 ≤1.0 

氟（F）/(mg/kg)                                    ≤1800 

总砷/(mg/kg)                                   ≤10 

铅（Pb）/(mg/kg)                                   ≤20 

铬（Cr）/(mg/kg)                                   ≤30 

细度（过 0.50mm 试验筛）/%                         ≥95.0 

酸不溶物/%                                        ≤10.0 

硫酸盐（以 SO4
2-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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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指标的确定 

2.1 外观和性状 

取约10g试样置于清洁干燥的白瓷盘中，在自然光下观察其色泽

和形态。24批产品均为白色、灰白色或棕色粉末或颗粒。 

2.2 鉴别 

2.2.1 钙离子的鉴别 

称取试样0.1 g，加5mL冰乙酸溶解，煮沸冷却后过滤，滤液加5 mL

草酸铵溶液，产生白色沉淀。再加入盐酸溶液，沉淀溶解。24批产品

均符合要求。 

 

 冰乙酸溶解后的滤液         加草酸铵                  加盐酸 

图 2 钙离子鉴别 

 

2.2.2 磷酸根的鉴别 

称取试样0.1 g，溶于10 mL水中，加1mL硝酸银溶液，生成黄色

沉淀，再加入过量氨水溶液或硝酸溶液，黄色沉淀溶解。若加入冰乙

酸，黄色沉淀不溶解。24批产品均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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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水                   加硝酸银溶液 

 

 

加氨水                 加硝酸                 加冰乙酸 

图 3 磷酸根的鉴别 

 

2.3 钙 

2.3.1 指标确定依据 

作为促进动物生长的钙来源，钙含量是反应磷酸三钙质量好坏的

重要指标之一，国内外标准均将钙作为评价饲料添加剂磷酸三钙质量

的重要理化指标。本标准继续将钙含量纳入理化指标。 

2.3.2 测定方法 

由于磷酸三钙可溶于盐酸，在溶液制备过程中不需要进行灰化和

碳化，可直接用盐酸溶解后测定。原标准测定部分是按照GB/T 

6436-2002《饲料中钙的测定》中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络合滴定法（EDTA

法）进行，因GB/T 6436-2002标准已修订为GB/T 6436-2018《饲料中

钙的测定》，但测定方法并无改变，为方便标准使用，修订后将原理、



17 

 

试剂或耗材、试验步骤、试验数据处理、精密度内容在标准中补充完

善。 

试验方法主要过程为试样经酸化后高温煮沸，钙变成溶于水的离

子，用三乙醇胺、乙二胺、盐酸羟胺和淀粉溶液消除干扰离子的影响，

在碱性溶液中以钙黄绿素为指示剂，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标准滴定溶

液络合滴定钙，可快速测定钙的含量。 

2.3.3 测定结果和拟定值 

 

图 4 钙含量测定结果 

根据采样检测结果的分析（附表1）可知，24批样品钙含量最大

值35.3%，最小值30.2%，平均值32.6%，24份样品（100%）钙含量在

30.0%以上。参考国内外饲料添加剂磷酸三钙标准（表4）和实际检测

结果，本标准将钙含量拟定为≥30.0%，维持原标准不变。 

2.4 总磷 

2.4.1 指标确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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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促进动物生长的磷来源，总磷含量是反应磷酸三钙质量好坏

的重要指标之一，国内外标准均将总磷作为评价饲料添加剂磷酸三钙

质量的重要理化指标。本标准继续将总磷纳入理化指标。 

2.4.2 测定方法 

原标准采用经典的磷钼酸喹啉沉淀重量法测定，该法也是磷酸钙

盐通用的总磷检测方法。方法原理为在酸性介质中，以喹钼柠酮为沉

淀剂将试样溶液中的磷酸根全部形成磷钼酸喹啉沉淀，沉淀经过滤、

烘干、称量，计算总磷含量。本标准继续采用原标准方法。 

2.4.3 测定结果和拟定值 

 

图 5 总磷含量测定结果 

根据采样检测结果的分析（附表1）可知，24批样品中总磷含量

最大值19.1%，最小值18.1%，24份样品（100%）总磷含量在18.0%

以上，参考国内外饲料添加剂磷酸三钙标准（表4）和实际检测结果，

本标准将总磷含量拟定为≥18.0%，维持原标准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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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干燥失重 

2.5.1 指标确定依据 

水分含量过高，不利于产品的贮存、运输，同时会降低其在饲料

配制过程中的分散度。原标准规定的指标为“干燥减量”，干燥减量

（失重）主要包括水分及其他挥发性物质的总量。本标准为与同类矿

物元素及其络（螯）合物饲料添加剂标准保持一致，将干燥减量修改

为干燥失重纳入理化指标。 

2.5.2 测定方法 

原标准按照GB/T 6435《饲料中水分的测定》进行测定，本标准

按GB/T 6435—2014中8.1的规定测定和计算，结果以干燥失重表示。 

2.5.3 测定结果和拟定值 

 

图 6 干燥失重测定结果 

根据采样检测结果的分析（附表1）可知，24批样品中干燥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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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值1.3%，最小值0%，平均值0.4%。24批样品21批（87.5%）干燥

失重在1.0%以内，参考国内外饲料添加剂磷酸三钙标准（表4）和实

际检测结果，本标准将干燥失重拟定为≤1.0%，维持原标准不变。 

 

2.6 氟、总砷、铅 

2.6.1 指标确定依据 

国内外饲料级磷酸三钙标准（表4）中都规定了磷酸盐中氟、砷、

铅均为限量指标。氟、砷和铅主要来自磷矿、磷酸等原料，只有严格

的生产工艺才能保证产品的安全，产品中氟、砷、铅含量过高，会影

响畜禽产品安全，危害人类健康。因此本次标准继续将其纳入指标体

系。 

2.6.2 测定方法 

2.6.2.1 氟 

原标准氟基本参照国家标准GB/T 13083-2002《饲料中氟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测定，目前GB/T 13083-2002已修订为GB/T 

13083-2018《饲料中氟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适用于磷酸盐中

氟的测定，因此本标准直接按照GB/T 13083的规定执行。 

2.6.2.2 总砷 

原标准总砷按照国家标准GB/T13079-2006《饲料中总砷的测定》

第 5 章 中 “ 银 盐 法 ” 测 定 ， 目 前 GB/T13079-2006 已 修 订 为

GB/T13079-2022《饲料中总砷的测定》，方法包括银盐法（仲裁法）、

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适用范围

包括饲料添加剂中总砷的测定，因此本标准直接按照GB/T 13079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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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执行。 

2.6.2.3 铅 

原标准铅是按照GB/T 13080-2004《饲料中铅的测定 原子吸收光

谱法》测定，该标准已修订为GB/T 13080-2018《饲料中铅的测定 原

子吸收光谱法》本次修行按照该标准最新版本执行。 

2.6.3 测定结果和拟定值 

2.6.3.1 氟 

 

图 7 氟含量测定结果 

根据采样检测结果的分析（附表1）可知，24批样品中氟含量最

大值1513 mg/kg，最小值20 mg/kg，24批样品氟含量差异较大，主要

跟原料和生产工艺差异有关，贵州瓮福、河北迈威采用高温烧结法工

艺生产磷酸三钙产品氟含量均在1000 mg/kg以上，无法达到原标准

≤200 mg/kg的要求。原标准制定采样时，贵州瓮福、河北迈威两家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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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品还未取得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因此未纳入标准制定样品检

测。 

欧盟、俄罗斯标准和美国饲料管理协会对磷酸三钙产品的氟含量

限量要求为≤1800-2000 mg/kg，而我国同类磷酸钙盐产品磷酸氢钙GB 

22549-2017和磷酸二氢钙GB 22548-2017标准对氟的限量要求为

≤1800 mg/kg。 

综合参考国内外饲料添加剂磷酸三钙标准（表4）、同类产品标

准限量和实际检测结果，本标准将氟含量修订为≤1800 mg/kg。 

2.6.3.2 总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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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总砷含量测定结果 

 

根据采样检测结果的分析（附表1）可知，24批样品采用银盐法

和原子荧光法测定总砷含量，银盐法比原子荧光法结果偏高。银盐法

总砷含量最大值6.8mg/kg，最小值0mg/kg，平均值2.11mg/kg；原子荧

光法最大值5.29mg/kg，最小值0mg/kg，平均值0.91mg/kg。24批（100%）

样品总砷含量均达到原标准≤10mg/kg要求，参考国内外饲料添加剂磷

酸三钙标准（表4）和实际检测结果，本标准将总砷限量拟定为

≤10mg/kg，维持原标准不变。 

2.6.3.3 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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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铅含量测定结果 

据采样检测结果的分析（附表1）可知，24批样品采用原子吸收

火焰法和石墨炉法测定铅含量，火焰法总体比石墨炉法结果偏高。火

焰法最大值6.15mg/kg，最小值1.17mg/kg，平均值2.64mg/kg。石墨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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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最大值1.68mg/kg，最小值0.00 mg/kg，平均值0.60mg/kg。 

原标准铅含量要求为≤30mg/kg，此限量是按照GB/T 13080-2004

《饲料中铅的测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方法测定数据的基础上确定，

因原方法对铅的测定方式未明确是否需要扣背景测定，不扣背景的检

测结果会明显高于扣背景的结果，修订后的检测标准GB/T 

13080-2018《饲料中铅的测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明确了需要扣除背

景的测定要求，按照该方法测定，24批（100%）样品铅含量均在20 

mg/kg以内，参考国内外饲料添加剂磷酸三钙标准（表4）和实际检测

结果，本标准将铅限量修订为≤20 mg/kg。 

 

2.7 铬 

2.7.1 指标确定依据 

铬作为有毒重金属，在配合饲料、浓缩料、复合预混合饲料中的

抽检中时有超标发生。磷酸盐中的铬均是无机铬，毒性大，磷酸三钙

的部分生产工艺中没有除重金属工艺，并且煅烧过程极容易导致铬呈

现高毒性的六价态，作为饲料添加剂进入饲料产品中可能造成重大安

全隐患，对铬提出限量要求也是原标准制定过程中的重大发现。本次

标准修订继续将其纳入指标体系。 

2.7.2 测定方法 

原标准按照GB/T 13088-2006《饲料中铬的测定》方法测定，目

前标准继续有效，本标准继续采用该方法测定。 

2.7.3 测定结果和拟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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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铬含量测定结果 

根据采样检测结果的分析（附表1）可知，24批样品采用原子吸

收火焰法和原子吸收石墨炉法法测定铬含量，火焰法比石墨炉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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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高。火焰法铬含量最大值30.99mg/kg，最小值15.48mg/kg，平均值

23.64mg/kg；原子荧光法最大值24.97mg/kg，最小值2.00mg/kg，平均

值8.87mg/kg。火焰法23批（95.8%）样品铬含量均达到原标准≤30mg/kg

要求，石墨炉法24批（100%）样品铬含量均达到原标准≤30mg/kg要

求，根据实际检测结果，本标准将铬限量拟定为≤30mg/kg，维持原标

准不变。 

 

2.8 镉 

原标准中没有对金属镉指标进行限量，而国内外饲料添加剂磷酸

三钙标准（表4）中，欧盟（EU）标准和日本小野田企业标准中规定

了镉含量分别为≤40和≤30mg/kg。镉作为有毒重金属，过量会对动物

机体产生毒害作用，因此，我们对24批样品中的镉进行了测定，方法

为GB/T 13082-2021《饲料中镉的测定》，结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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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镉含量测定结果 

根据采样检测结果的分析（附表1）可知，样品中镉最大值

0.577mg/kg，最小值0 mg/kg，平均值0.249mg/kg，其中8批次均未检

出镉。饲料添加剂磷酸三钙若按2%的添加量和实际检测最大值来计

算，仅有0.01mg/kg的镉引入饲料产品中，远低于饲料卫生标准GB 

13078-2017对水产配合饲料（≤1mg/kg）和其他配合饲料（≤0.5mg/kg）

所规定的镉限量。因此本次标准修订仍未其纳入指标体系。 

 

2.9 细度 

2.9.1 指标确定依据 

在饲料加工过程中，原料粉碎是重要的一步。原料粉碎的粗细与

否影响后续工序，如混合、制粒等过程。为了增加饲料与消化液的接

触面积，提高消化率，饲料粉碎很有必要，而且细度越细，饲料制粒

时成形越好，饲料的粘合性越好，粉尘率越低，每粒颗粒中饲料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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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齐全。俄罗斯、欧盟标准规定了细度的要求。本次标准修订继续将

其纳入指标体系。 

2.9.2 测定方法 

原标准按照GB/T 5917.1-2008《饲料粉碎粒度测定 两层筛筛分

法》进行测定，该法继续有效，本标准继续采用该方法测定。 

2.9.3 测定结果和拟定值 

 

图 12 细度测定结果 

根据采样检测结果的分析（附表1）可知，24批样品中细度（过

0.50mm试验筛）最大值98.0%，最小值95.3%，平均值96.5%。24批样

品（100%）细度≥95.0%以内，本标准将细度拟定为≥95.0%，维持原

标准不变。 

 

2.10 酸不溶物 

2.10.1 指标确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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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不溶物一般是指在稀盐酸（10%~20%的盐酸）中不溶的物质，

酸不溶物含量越高，理论上相应的钙、总磷含量就越低，也间接反应

杂质的含量。俄罗斯标准中规定酸不溶物含量不大于10%和25%。原

标准规定酸不溶物≤10%，本次标准修订继续将其纳入指标体系。 

2.10.2 测定方法 

按照原标准GB 34457—2017 《饲料添加剂 磷酸三钙》4.11项下

重量法测定，试样用盐酸溶液溶解后，将不溶性残渣过滤、干燥后称

重，求出酸不溶物含量。 

2.10.3 测定结果和拟定值 

 

图13 酸不溶物测定结果 

根据采样检测结果的分析（附表1）可知，24批样品中酸不溶物

最大值3.8%，最小值0.0%，平均值1.3%。24批样品（100%）酸不溶

物≤10.0%，本标准将酸不溶物拟定为≤10.0%，维持原标准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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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硫酸盐 

2.11.1 指标确定依据 

因为大多生产工艺中会用到磷酸，而硫酸是生产磷酸的原料之

一，所以产品中不可避免的会残留有硫酸根，硫酸根可以和许多金属

离子结合成稳定的硫酸盐，如果产品中残留的硫酸根含量过高，会影

响产品质量，影响机体正常代谢，对畜禽有一定危害，原标准中规定

了硫酸盐≤5.0%，本次标准修订继续将其纳入指标体系。 

2.11.2 测定方法 

按照原标准GB 34457—2017 《饲料添加剂 磷酸三钙》4.12项下

重量法测定，在酸性条件下硫酸根与钡离子反应，生成硫酸钡沉淀，

经过滤干燥称重后，根据硫酸钡重量计算硫酸根含量。 

2.11.3 测定结果和拟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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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硫酸盐测定结果 

根据采样检测结果的分析（附表1）可知，24批样品中硫酸盐最

大值1.1%，最小值0.2%，平均值0.6%。24批样品（100%）硫酸盐≤5.0%，

本标准将硫酸盐拟定为≤5.0%，维持原标准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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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与欧盟、俄罗斯、美国、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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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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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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三钙产品基本仅限于国内使用，标准

仅在国内发布实施，因此建议不对外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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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代替 GB 34457-2017《饲料添加剂 磷酸三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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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适用于高温烧结法、化学沉淀法、植酸钙水解法生产的

饲料添加剂磷酸三钙。本文件给出了磷酸三钙的化学名称、分子式、

相对分子量，规定了饲料添加剂磷酸三钙的技术要求、采样、检验规

则、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描述了试验方法。 

十二、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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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磷酸三钙试验数据结果（n=2） 

样品 

序号 
Ca% 总磷% 

干燥 

失重% 
氟mg/kg 

总砷mg/kg 
铅（火焰法）

mg/kg 

铅（石墨炉

法）mg/kg 

铬mg/kg 

细度% 
酸不溶

物% 

硫酸

盐% 

镉

mg/kg 原子荧光

法 
银盐法 火焰法 

石墨 

炉法 

1 32.6 18.4 0.1 1117 0.28 1.01 4.52 1.11  29.50  23.01  95.6 3.5  0.5 0.262 

2 32.7 18.1 0.1 1479 0.12 0.37 4.18 1.14  28.49  23.00  95.9 3.8  0.5 0.305 

3 32.4 18.3 0.1 1513 0.17 0.801 4.29 1.06  30.99  24.97  96.2 3.4  0.4 0.255 

4 30.3 18.1 0.7 140 0.00 0.00 2.09 0.30  23.49  9.99  96.6 0.4  0.3 0.412 

5 30.3 18.2 0.7 145 0.00 0.00 1.89 0.33  22.99  10.00  97.5 0.4  0.4 0.412 

6 30.5 18.1 0.7 149 0.00 0.00 1.89 0.46  23.50  8.99  97.0 0.4  0.4 0.41 

7 32.4 18.6 0.0 1189 0.12 0.446 5.86 1.40  24.00  7.99  95.8 3.4  0.2 0 

8 32.0 18.8 0.0 1092 0.23 0.318 6.15 1.33  23.96  8.00  96.3 2.9  0.4 0 

9 31.9 18.4 0.0 1287 0.054 0.356 5.93 1.68  24.00  7.97  96.0 3.0  0.3 0 

10 35.2 18.9 1.3 187 0.29 3.24 2.92 0.85  20.49  6.01  96.1 0.6  0.5 0.432 

11 35.1 18.7 1.2 168 0.44 3.10 2.42 1.63  21.49  6.00  95.7 0.6  0.4 0.415 

12 35.3 19.1 1.2 162 0.38 3.13 2.83 0.72  21.49  5.99  95.6 0.6  0.4 0.425 

13 32.5 18.2 0.1 42 0.78 1.56 1.33 0.12  29.96  8.01  97.6 1.0  0.9 0.382 

14 32.7 18.3 0.1 33 0.64 1.82 1.63 0.11  28.51  6.99  98.0 1.0  0.9 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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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2.5 18.8 0.0 30 0.91 1.07 1.45 0.08  28.01  7.01  97.3 1.0  1.1 0.355 

16 30.2 18.2 0.1 25 2.83 6.80 1.17 0.91  26.51  7.99  95.4 1.0  1.1 0.577 

17 30.3 18.5 0.0 26 2.04 5.51 1.67 0.24  26.99  7.97  95.9 1.0  1.0  0.55 

18 30.3 18.4 0.0 29 1.86 3.67 1.46 0.36  27.49  8.01  95.3 1.0  1.0  0.45 

19 34.8 19.1 0.8 20 0.00 0.265 1.42 0.00  16.00  2.00  96.6 0.0  0.6 0 

20 35.0 19.0 0.7 22 0.00 0.253 1.91 0.00  15.99  1.99  97.2 0.0  0.6 0 

21 34.8 19.0 0.7 25 0.00 0.265 1.89 0.00  15.48  2.00  97.6 0.0  0.6 0 

22 33.1 18.6 0.0 48 2.88 5.53 1.63 0.12  18.97  6.00  96.5 0.3  0.8 0 

23 33.3 18.6 0.1 55 2.64 5.44 1.32 0.41  18.99  5.99  96.4 0.3  0.8 0 

24 33.3 18.2 0.0 48 5.29 5.70 1.47 0.10  20.00  6.98  96.8 0.4  0.8 0 

最大值 35.2 19.1 1.3 1513 5.29 6.80 6.15 1.68 30.99 24.97 98.0 3.8 1.0 0.577 

最小值 30.2 18.1 0.0 20 0.00 0.00 1.17 0.00 15.48 2.00 95.3 0.0 0.2 0 

平均值 32.6 18.5 0.4 376 0.91 2.11 2.64 0.60 23.64 8.87 96.5 1.3 0.6 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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