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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饲料添加剂  第 3 部分： 

矿物元素及其络（螯）合物  磷酸氢钙》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1、基本信息 

根据“国标委发[2024]24 号”《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桑蚕原种》等 44 项强制性国

家标准制修订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的要求，2024 年至 2025 年完成《饲料添加剂  第

3 部分：矿物元素及其络（螯）合物  磷酸氢钙》（以下简称《饲料添加剂磷酸氢钙》）强制性国家

标准的修订工作，项目计划号：20241035-Q-326。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四川省饲料工作总站、四川龙蟒磷

化工有限公司、中化云龙有限公司、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贵州磷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

新龙矿物质饲料有限公司。 

2、产品简要情况 

1) 产品概况 

化学名称：磷酸氢钙   

分子式：I 型为 CaHPO4·2H2O；II 型和 III 型为 Ca(H2PO4)2·H2O+CaHPO4·2H2O 

产品性质：白色粉末或颗粒，无嗅无味；溶于稀盐酸、硝酸、醋酸，不溶于乙醇，I 型产品微溶

于水，吸湿性较小。II 型和 III 型产品呈中性，熔于稀酸，约 40%溶于水。其结晶水的键合力很脆弱，

加热至 90℃开始逐渐失去结晶水，变成一水或无水磷酸氢钙；当温度高达 175℃时，可形成焦磷酸钙。 

产品用途：主要作用是提供磷元素和钙元素，磷酸氢钙的磷钙比(1：1.29)与动物骨胳中的磷钙比

最为接近，两种产品能全部溶于动物胃酸中。可加速畜禽生长发育，缩短育肥期，快速增重；能提高

畜禽的配种率及成活率，同时具有增强畜禽抗病耐寒能力，对畜禽的软骨症、白痢症、瘫疾症有防治

作用。 

2) 国内生产情况 

国内饲料添加剂磷酸氢钙生产企业约 40 家，2024 年总产量约 290 万 t，其中 I 型产品产量约 204

万 t，占比为 70%；III 型产品产量接约 88 万 t，占比为 30%，目前市场上未发现 II 型产品进行生产和

销售。主要生产企业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和湖北等地区，主流生产工艺有 2 种，即以磷矿石、硫

酸和钙盐（碳酸钙或氧化钙）为主要生产原料的稀酸法和浓酸法。 

修标过程中发现了第 3 种生产工艺，即植酸水解法，该生产方法国内只有 1 家生产企业，年产量

在 4 万 t 左右，占比很小。其产品接近无水磷酸氢钙，与国家标准规定的产品在分子结构上存在差异，

综合考虑本次修订未将该工艺纳入标准范围。 

产量占比较大的国内企业生产情况汇总于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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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产量占比较大的国内生产企业情况汇总 

序号 企业名称 许可证书编号 产品/产量 生产工艺 

1 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 滇饲添（2024）T01007 III 型/55 万 t 浓酸法 

2 南漳龙蟒磷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鄂饲添（2023）T05003 I 型/33 万 t 稀酸法 

3 云南胜威化工有限公司 滇饲添（2020）T01021 I 型/30 万 t 稀酸法 

4 天宝动物营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滇饲添（2024）T09030 I 型/30 万 t 稀酸法 

5 
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现贵州磷化集团有限公司） 
黔饲添（2024）T04003 

I 型/8.8 万 t 

III 型/10 万 t 

稀酸法 

浓酸法 

6 昆明云盘山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鄂饲添（2021）T01025 I 型/16 万 t 稀酸法 

7 中化云龙有限公司 滇饲添（2022）T01032 III 型/16 万 t 浓酸法 

8 赤峰润邦动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 鄂饲添（2022）T06050 I 型/15 万 t 稀酸法 

9 云南新龙矿物质饲料有限公司 滇饲添（2020）T01042 I 型/14 万 t 稀酸法 

10 山东省滨州市利丰达化工有限公司 鲁饲添（2023）T13009 I 型/12 万 t 稀酸法 

11 广西鑫益新磷化工有限公司 桂饲添（2020）T08001 I 型/8 万 t 稀酸法 

12 云南富民世翔饲料添加剂有限公司 滇饲添（2021）T01026 I 型/8 万 t 稀酸法 

13 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滇饲添（2022）T01033 I 型/8 万 t 

III 型/7 万 t 

稀酸法 

浓酸法 

14 四川天黎新材料有限公司 川饲添（2020）T16001 I 型/5.5 万 t 稀酸法 

15 攀枝花东立磷制品有限公司 川饲添（2021）T03004 I 型/5 万 t 稀酸法 

16 其他约 20 家企业  I 型/约 11 万 t 稀酸法 

3) 国内磷矿中主要有害杂质分布情况 

中国磷矿资源丰富，储量位居世界第三，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湖北和四川 4 省，4 省的磷矿

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 93%，云南省的昆阳、贵州省的开阳和湖北省的襄阳是主要的磷矿产地。目前，

中国磷矿石的开发利用面临资源消耗快、开采技术落后等挑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政府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包括控制新增产能、限制出口等，以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环境。 

本次修订标准对标准中涉及的有害杂质元素在国内磷矿中的分布情况进行了调研，结果列于表 2。

可以看出国内不同地区磷矿中有害杂质分布情况具有差异化，如云南磷矿中铅和铬含量较高，贵州磷

矿中氟和砷含量较高，四川磷矿中铬含量较高。 

表 2  标准中涉及的有害杂质元素在国内磷矿中的分布情况 

地区 
氟（F）/ 

（mg/kg） 

砷（As）/

（mg/kg） 

铅（Pb）/

（mg/kg） 

镉（Cd）/

（mg/kg） 

铬（Cr）/

（mg/kg） 

云南省 7800～27600 22～29 21～210 2～5 20～60 

贵州省 23500～32600 34～44 17～51 1～2 11～26 

湖北省 20000 18 9 0.5 22 

四川省 26000 10 8 7 100 

4) 生产方法 

a）稀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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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酸法又称为“多段中和法”，该工艺主要用来生产 I 型产品。首先以磷矿和硫酸为原料生产二

水磷酸，二水磷酸通过脱硫等预处理后获得粗磷酸；粗磷酸通过加入脱砷剂、碳酸钙浆、氢氧化钙乳

液等脱除氟、砷、铅、镉、铬等杂质，获得精制磷酸。精制磷酸与精制氢氧化钙乳液反应，获得磷酸

氢钙料浆；磷酸氢钙料浆通过固液分离后，获得磷酸氢钙半成品，再经干燥、筛分和冷却，获得饲料

添加剂磷酸氢钙Ⅰ型产品。该工艺在萃取磷酸和脱硫磷酸工序过程进行了杂质的有效脱除，产品中砷、

铅、镉和铬含量符合 2017 年版标准的要求。 

以稀酸法生产的 I 型磷酸氢钙浆料为原料，再与浓缩磷酸反应，可继续生产磷酸氢钙 II 型和 III

型产品。 

稀酸法工艺流程见图 1。 

 

图 1  稀酸法工艺流程 

b）浓酸法 

国内浓酸法工艺用于生产磷酸氢钙 III 型产品。磷矿浆与硫酸在萃取槽中反应得到磷酸和磷石膏

的混合料浆，过滤得到稀磷酸。稀磷酸进入闪蒸室蒸发浓缩，在去除水分的同时逸出大量含氟气体制

备成浓缩磷酸，浓缩磷酸进入脱砷脱氟装置进行脱砷脱氟。钙矿粉与脱氟磷酸反应生成磷酸氢钙，进

入造粒机捏合造粒制得粒状磷酸氢钙 III 型半成品，通过干燥、筛分制得饲料添加剂磷酸氢钙 III 型产

品。该工艺特点主要是磷资源利用率高，三废排放低，无白肥产生，可回收利用氟资源，产品中氟、

砷、铅脱除率高。产品中含氟、砷、铅较低，但铬含量相对较高，经分析产品中铬主要以三价铬形式

存在。 

浓酸法工艺流程见图 2。 

 

图 2  浓酸法工艺流程 

c）植酸水解法 

菲汀（植酸钙）经高温水解，得到肌醇与磷酸氢钙混合物料，使用板框压滤机分离得到磷酸氢钙

滤饼，将磷酸氢钙滤饼烘干粉碎后制得饲料添加剂磷酸氢钙成品。该产品组成接近无水磷酸氢钙，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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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原料为非矿物来源，因此产品中砷、铅和镉含量均不高，只有铬含量相对较高。 

植酸水解法工艺流程见图 3。 

 

图 3  植酸水解法工艺流程 

5) 样品采集情况 

本次修订标准采集了来自国内 10 家主要生产企业的 55 份样品，其中 I 型样品 35 个，III 型样品

20 个。样品采集情况见表 3。 

表 3  饲料添加剂磷酸氢钙样品采集情况汇总 

企业 地区 样品编号 产品型号/生产工艺 

A 贵州 1#～5# I 型/稀酸法 

B 湖北 6#～10# I 型/稀酸法 

C 云南 11#～15# I 型/稀酸法 

D 四川 16#～20# I 型/稀酸法 

E 云南 21#～25# I 型/稀酸法 

F 云南 26#～30# I 型/稀酸法 

G 云南 
31#～35# 

36#～40# 

I 型/稀酸法 

III 型/浓酸法 

H 云南 41#～45# III 型/浓酸法 

I 云南 46#～50# III 型/浓酸法 

J 贵州 51#～55# III 型/浓酸法 

（二）修订背景 

目前饲料添加剂磷酸氢钙产品生产工艺主要有稀酸法和浓酸法 2 种，现行标准个别技术指标，主

要适用于稀酸法工艺生产的 I 型产品。2014 年后陆续有生产企业投产或进行工艺改进，采用浓酸法生

产饲料添加剂磷酸氢钙Ⅲ型产品，该工艺具有磷资源利用率高，三废排放低，无白肥产生，氟资源利

用率高，砷、铅脱除率高等优势。随着 III 型产品在饲料行业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入，其产量和使用量

也得到快速提升，但 III 型产品中铬含量指标无法满足 2017 年版标准的要求。饲料添加剂磷酸氢钙产

品中有害杂质元素含量与磷矿品质和工艺相关性较大，2017 年版标准与当前实际生产情况和磷资源

开采利用情况出现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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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49—2017《饲料添加剂 磷

酸氢钙》标准进行复审，通过对标准适用性、规范性、时效性和协调性等内容进行全面评估，提出了

建议修订的复审结论。2023 年 10 月上报了标准修订计划，2024 年 5 月批准下达修订计划。本次修订

标准将进一步规范饲料添加剂磷酸氢钙产品质量、指导企业生产，对保护饲养动物健康及人身安全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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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起草过程 

1、起草阶段（2024.6～2024.12） 

（1）调查研究过程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院）接到修订计划任务后，于 2024 年 6 月

进行了调研及资料准备工作。首先查阅了国内外标准及有关技术资料，并向生产、使用单位发函进行

调查，广泛征求对标准修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2）起草工作组及分工情况 

天津院主要负责资料收集、编写文献小结、编制方法验证试验方案、开展试验验证工作、编写标

准各阶段草案、编制说明及相关附件等工作。其他单位主要负责配合试验方法验证和数据统计、参加

工作会议讨论、对标准过程稿件提出修改意见、协助完成征求意见等工作。 

（3）方法验证及工作过程 

2024 年 7 月在贵州省福泉市召开了修订该国家标准工作会，到会的单位有贵州省兽药饲料检测

所、四川省饲料工作总站、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10

家单位。会上生产单位就各自的产能、生产工艺、产品质量和用户使用情况进行了介绍。与会代表就

标准范围、指标项目和指标参数、分析方法及检验规则、包装、贮存、运输等内容进行了讨论，基本

掌握了贵州地区磷酸氢钙的生产情况，并安排了样品收集和试验验证工作。 

在基本完成前期试验验证和调研工作后，2024 年 12 月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了工作会议，到会的

单位有全国畜牧总站、四川省饲料工作总站、云南省饲料工业协会、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

公司、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云盘山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天黎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希

望化工投资有限公司、云南新龙矿物质饲料有限公司、贵州越都化工有限公司、川发龙蟒南漳龙蟒磷

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云南胜威化工有限公司、中化云龙有限公司、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瓮

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天宝动物营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龙蟒化工有限公司、云南磷化集团

有限公司共 18 个单位。会议就前期调研和试验验证情况进行通报，参会代表对铬含量指标等问题进

行了讨论研究，基本形成了一致性的意见。会后继续进行试验验证工作。 

方法验证试验数据见表 5～表 10，产品验证数据见附表 2。 

2、行业内定向征求意见阶段（2025.1～2025.2） 

在起草阶段前期相关试验工作完成的基础上，2025 年 1 月召开了线上工作会议，对前期尚未确

定的铬指标等技术问题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讨论和研究，各方代表充分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和理由。经过

讨论最终确定了该标准铬含量指标等技术内容，中海油天津院组织对标准草案稿进行了讨论和修改。

其后提出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同时开展定向征求意见和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对象为

生产企业、检验检测机构、饲料行业专家和下游用户。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包括验证报告、统计数据等）及理由 

(一) 编制原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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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贯彻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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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利于合理开发和利用国家资源，推广科学技术成果； 

4、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促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对外贸易的发展； 

5、保障安全和人民的身体健康，保护环境； 

6、充分考虑使用要求，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7、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协调配套。 

(二) 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1、国内相关标准对比分析 

收集到的国外标准有美国饲料管理协会（AAFCO）《饲料成分定义指南》和(EU) No 682013 欧

盟《饲料原料目录》。这两个标准不是针对饲料添加剂磷酸氢钙的产品标准，只是对饲料添加剂磷酸

氢钙产品的总磷、钙和氟含量进行了粗略要求。 

国内磷酸氢钙产品标准有 GB 22549—2017《饲料添加剂 磷酸氢钙》（以下简称 1997 年版标准）、

GB 188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磷酸氢钙》、农业部公告 2017 年第 2625 号《饲

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各标准指标对比见附表 1。 

饲料添加剂产品标准中总磷和钙含量与农业部公告 2017 年第 2625 号要求是一致的，但本标准与

食品添加剂产品标准在指标设置和要求上存在很大差异。 

本次修订标准以 1997 年版标准为基础，通过对个别指标和试验方法进行调整和改进，使标准技

术内容更加科学合理，满足饲料行业使用要求。 

2、指标值及试验方法的确定依据 

本次修订标准以满足饲料行业 GB 13078-2017 的规定为前提，充分考虑国内实际生产情况，以当

前实际检测数据作为考量依据，参考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结合农业部公告 2017 年第 2625 号《饲料

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推荐添加量确定饲料添加剂磷酸氢钙的主要技术指标和试验方法。 

1) 铬含量指标要求的修订 

现行标准是根据 2012 年标准研制时的产品产业化情况确定的技术指标，已与当前实际生产情况

和磷资源开采利用情况不符，从目前国内主要产品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情况分析，矿物来源的饲料添

加剂产品中有害杂质元素含量与磷矿品质和工艺相关性较大。受此影响，产品中铬含量指标需要根据

目前情况调整，主要理由如下： 

（1）现行标准研制背景和适用性方面。现行标准是于 2012 年立项并开展研制工作的，当时国内

主要产品为稀酸法生产的饲料添加剂磷酸氢钙 I 型产品，少量稀酸法生产的饲料添加剂磷酸氢钙Ⅱ型

产品和Ⅲ型产品，其产品铬含量实测结果满足不大于 30 mg/kg，以此为依据设置了现行标准的铬含量

指标要求。2014 年以后，受国内外生产技术推动和国家磷资源综合利用要求的提升，国内大型磷化

工企业逐步开始采用浓酸法生产饲料添加剂磷酸氢钙Ⅲ型产品，该工艺具有磷资源利用率高，三废排

放少的优势。随着 III 型产品在饲料行业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入，其产量和使用量也得到快速提升，目

前已占据磷酸氢钙产品市场总额的 30%，成为饲料添加剂磷酸钙盐产品的必要补充，且行业内仍在积

极布局该产品投产并扩大产能。而浓酸法生产系统呈酸性无法大幅度降低铬含量，且Ⅲ型产品中总磷

含量较高，磷矿带入的铬量也相应较高，导致大部分产品无法满足 30 mg/kg 铬含量现值要求。综上

所述，从现行标准的制定历史背景来看不大于 30 mg/kg 的要求主要适合于 I 型产品和少量稀酸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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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Ⅲ型产品，现行标准已不满足生产销售实际，急需修标调整。 

（2）产品理论组成和实际情况方面。通过分析发现饲料添加剂磷酸钙盐产品中铬主要是由磷矿

生产的湿法磷酸带入，实测结果表现为随着磷酸钙盐中总磷含量增高，相应的铬含量也会增高（见图

4）。现行 2017 年版标准中规定的 3 个型号产品总磷含量从 16.5%到 21.0%，而 3 个型号产品的铬含

量指标只统一规定了 1 个限值要求，即不大于 30 mg/kg，因此从理论和实际来讲不同型号产品随总磷

含量的增高设置符合产品实际情况的不同铬含量限值要求是更为科学合理的。 

图 4  磷酸钙盐产品中磷含量与铬含量数据趋势 

（3）饲料中的添加量和安全性方面。针对浓酸法生产的饲料添加剂磷酸氢钙 III 型产品，由中国

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等国内权威研究机构进行了Ⅲ型产品“在畜禽和水产动物饲料中应用研究（项

目编号：YTHZWYJY2016004）”，研究结果表明 III 型产品在仔猪、肉仔鸡、肉鸭和大口黑鲈饲料

的生物学效价高于 I 型产品，其达到相同效果的添加量仅为 I 型产品的 0.7 倍，与目前产品实际应用

情况相符。由于该产品添加剂量的减小，适当放宽 III 型产品铬含量指标，不会造成由产品带入饲料

中铬含量的大幅增加，可控制在合规范围之内。 

（4）推动技术革新和便利贸易方面。目前市售饲料添加剂磷酸氢钙产品仍以 I 型产品为主，占

据饲料添加剂磷酸钙盐产品的 70%，但因 III 型产品浓酸法工艺具有磷资源利用率高，砷、铅脱除率

高，三废排放低，无白肥产生，可充分利用磷矿中氟资源等优势，近年来受到国内主要磷化工企业的

重视，产能逐步扩大，已由最初的 18 万吨年产量扩大到现在的近 90 万吨年产量，生产企业由 1 家扩

大到 5 家，包括中化云龙、云南磷化、贵州磷化、昆明川金诺、贵州川恒（新建中），均为大型国有

企业，因此该产品已经成为饲料添加剂磷酸钙盐产品的重要组成。目前由于现行标准铬含量限值控制，

只有少数低铬磷矿或稀酸法生产的产品用于国内销售，大部分产品用于出口（国外对铬含量无要求）。

基于 III 型产品较好的应用效果和低添加量，国外的需求量一直稳步增长，每年的出口量约为 50 万 t，

出口国外饲料行业有法国缔玛，印尼正大，巴西食品，新希望海外公司，海大海外公司等。综上所述，

建议对 III 型产品铬含量适当放宽，以便利国际贸易，并有利于先进生产技术推广和应用，对磷化工

行业减小三废排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保障供应链持续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也符合我国对磷矿

资源的政策要求。 

（5）实测数据对比验证情况。本次修标过程中先后 2 次对国内主要生产企业进行采样和测试，

共采集样品数量 55 个，涉及企业 10 家（见表 1），覆盖贵州、云南、湖北主要磷矿产区，针对铬含

量的分析检测典型数据（见附表）。 

综合考虑以上各方面因素，本次修订标准对铬含量指标进行调整，由原来 3 个型号产品均不大于

30 mg/kg 更改为：I 型产品设置为不大于 30 mg/kg，II 型产品设置为不大于 35 mg/kg，III 型产品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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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磷含量和生产工艺 2 方面的因素，设置为不大于 45 mg/kg。 

2) 其他理化指标和卫生指标 

2017 年版标准其他理化指标和卫生指标基本符合目前实际生产情况，从实测数据看绝大多数产

品可以满足指标要求，因此本次修订除铬以外的其他指标未做修改。 

 

综上所述，本标准确定的指标要求见表 4。 

表 4  本标准确定理化指标、卫生指标 

项    目 
指    标 

I 型 II 型 III 型 

外观与性状 白色或略带微黄色粉末或颗粒 

鉴别 

试样溶液加草酸铵溶液产生白色沉淀，此沉淀溶于过量

盐酸溶液。  

试样溶液加硝酸银溶液产生黄色沉淀，此沉淀不溶于冰

乙酸，溶于过量氨水溶液。 

总磷（P）w/%   ≥16.5 ≥19.0 ≥21.0 

枸溶性磷（P）w /%     ≥14.0 ≥16.0 ≥18.0 

水溶性磷（P）w /%     — ≥8.0 ≥10.0 

钙（Ca）w / % ≥20.0 ≥15.0 ≥14.0 

游离水分w /%         ≤4.0 

细度 

w/%   

粉状，通过0.5 mm网孔的试验筛 ≥95 

粒状，通过2 mm网孔的试验筛 ≥90 

氟（F）/（mg/kg）             ≤1 800 

总砷（以As计）/（mg/kg）        ≤20 

铅（Pb）/（mg/kg）             ≤30 

镉（Cd）/（mg/kg）          ≤10 

铬（Cr）/（mg/kg）  ≤30 ≤35 ≤45 

用户对细度有特殊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 

3) 试验方法的确定 

本次修订标准，理化指标的试验方法以 2017 年版标准为基础，根据对比试验结论对其中的鉴别、

总磷、枸溶性磷、水溶性磷含量试验方法进行了改进，使测定方法更加科学，测定结果更加可靠，具

体调整内容见本编制说明“试验验证的分析”。 

2017 年版标准卫生指标的试验方法均采用饲料行业通用方法，其中氟、总砷、铅和镉的通用方

法均已被修订，因此本次修订标准按现行有效版本进行了验证，确保方法的适用性和准确性。 

3、试验验证的分析 

1) 鉴别试验 

本标准规定钙离子鉴别和磷酸盐鉴别。钙离子鉴别是基于钙离子与草酸铵反应生成白色草酸钙沉

淀进行定性鉴定。磷酸盐鉴别是基于磷酸盐与硝酸银反应生产黄色磷酸银沉淀进行定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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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2017 年标准中钙离子鉴别对收集的样品进行验证，验证结果与标准中规定的现象完全一致，

收集的 55 个样品的钙离子鉴别结果均为阳性。 

按 2017 年标准中磷酸盐鉴别对收集的样品进行验证，发现沉淀的颜色与标准中描述不符，产生

沉淀的黄色不明显（见图 5）。试验中将硝酸银溶液浓度由 17g/L 提高为 170g/L 后，得到了与标准规

定一致的试验结果（见图 6）。 

 

图 5 

 

图 6 

按调整后硝酸银溶液浓度对收集的 55 个样品进行磷酸盐定性鉴别，试验结果均为阳性。 

2) 总磷（P）含量的测定 

(1) 指标值的验证 

2017 年标准规定了 3 个型号产品，总磷含量 I 型产品规定为不小于 16.5%，II 型产品规定为不小

于 19.0%，III 型产品规定为不小于 21.0%，以上规定与农业部 2625 号公告是一致的，本次修订未对

该指标值进行调整。附表 2 汇总了 55 个样品总磷含量实测数据，I 型 4 个产品最高值为 17.9%，最低

值为 16.6%，平均值为 17.2%；III 型 20 个产品最高值为 21.8%，最低值为 21.2%，平均值为 21.4%。

所检样品均符合本标准设置的指标要求。所检样品数据分布情况见图 7 和图 8。 

图 7  I 型产品总磷含量数据分布 图 8  III 型产品总磷含量数据分布 

(2) 试验方法 

2017 年标准规定使用磷钼酸喹啉重量法测定总磷含量，该方法是在酸性介质中，试样中的磷酸

根全部与加入的喹钼柠酮生成磷钼酸喹啉沉淀。经过滤、烘干、称量，确定总磷含量。 

(3) 方法验证 

喹钼柠酮是用钼酸铵、柠檬酸、硝酸和喹啉 4 种化学试剂按一定比例和一定方式配制的。本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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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时发现 2017 年版标准规定的配制方法与 GB/T 603 中规定的配制方法存在差异。对 2 种不同配制方

法形成的喹钼柠酮进行了对比试验。对比试验数据列于表 5，方法一为 2017 年标准规定的配制方法，

方法二为 GB/T 603 规定的配制方法，验证方法除改动喹钼柠酮配制方法外，其他规定与 2017 年标准

一致。 

表 5  不同配制方法制备的喹钼柠酮影响总磷含量的对比试验数据（%） 

样品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方法一 17.17 17.16 17.01 17.15 16.88 17.02 21.70 21.60 21.45 21.50 

方法二 17.15 17.18 17.02 17.16 16.89 17.03 21.81 21.80 21.55 21.50 

差值 0.02 -0.02 -0.01 -0.01 -0.01 -0.01 -0.11 -0.2 -0.1 0 

样品编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方法一 21.62 21.53 21.74 21.64 21.25 21.49 21.48 21.06 21.45 21.35 

方法二 21.51 21.53 21.83 21.54 21.29 21.52 21.54 21.34 21.41 21.40 

差值 0.11 0 -0.09 0.1 -0.04 -0.03 -0.06 -0.28 0.04 -0.05 

使用 t 检验法对 2 方法对比试验结果进行数据统计结果： 

d = 0.038   Sd=0.0891   t= 1.91 

总测定次数为 20，自由度 f=20-1=19，选取显著性水平 ɑ=0.05，由 t 分布表查得 t0.05（19）=2.09 

t ＜t0.05（19）    即两种方法测定结果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从以上对比试验可以看出，使用二种方法检测结果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目前磷酸氢钙其他相

关标准均使用 GB/T 603 规定的配制方法，为了标准间达到协调统一，本次修订标准删除 2017 年版标

准中规定的配制方法。根据本标准 7.1 一般规定中的要求，企业应按 GB/T 603 进行配制。 

3) 枸溶性磷（P）的测定 

(1) 指标值的验证 

2017 年标准规定了 3 个型号产品，枸溶性磷含量 I 型产品规定为不小于 14.0 %，II 型产品规定为

不小于 16.0%，III 型产品规定为不小于 18.0%，本次修订未对该指标值进行调整。附表 2 汇总了 55

个样品枸溶性磷含量实测数据，I 型 35 个产品最高值为 17.8%，最低值为 16.5%，平均值为 17.0%；

III 型 20 个产品最高值为 21.5%，最低值为 20.8%，平均值为 21.1%。所检样品均符合本标准设置的

指标要求。所检样品数据分布情况见图 9 和图 10。 

图 9  I 型产品枸溶性磷含量数据分布 图 10  III 型产品枸溶性磷含量数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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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验方法 

枸溶性磷是指能被中性柠檬酸溶液提取的磷，通常指有效磷，此值越高，说明磷酸氢钙越好。

2017 年标准规定的测定方法是用中性柠檬酸铵溶液溶解和提取试样中的磷酸根，采用磷钼酸喹啉重

量法测定磷含量。 

(3) 方法验证 

枸溶性磷试验与总磷试验一样，也出现了喹钼柠酮配制方法的问题。对比试验数据列于表 6，方

法一为 2017 年标准规定的配制方法，方法二为 GB/T 603 规定的配制方法。 

表 6  不同配制方法制备喹钼柠酮影响枸溶性磷含量的对比试验数据（%） 

样品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方法一 17.10 16.98 16.88 17.10 16.75 16.89 20.70 20.87 20.89 21.03 

方法二 17.12 16.95 16.86 17.08 16.78 16.95 20.91 20.99 20.77 21.01 

差值 -0.02 0.03 0.02 0.02 -0.03 -0.06 -0.21 -0.12 0.12 0.02 

样品编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方法一 20.90 20.87 20.99 20.99 16.66 16.73 16.82 16.60 16.60 17.07 

方法二 20.98 20.93 20.99 20.93 16.74 16.72 16.80 16.76 16.59 17.06 

差值 -0.08 -0.06 0 0.06 -0.08 0.01 0.02 -0.16 0.01 0.01 

使用 t 检验法对 2 方法对比试验结果进行数据统计结果： 

d = 0.025   Sd=0.0774    t= 1.44 

总测定次数为 20，自由度 f=20-1=19，选取显著性水平 ɑ=0.05，由 t 分布表查得 t0.05（19）=2.09 

t ＜t0.05（19）    即两种方法测定结果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从以上对比试验可以看出，使用二种方法检测结果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4) 水性磷（P）的测定 

(1) 指标值的验证 

2017 年标准规定了 3 个型号产品，水溶磷含量 I 型产品未做要求，II 型产品规定为不小于 8.0%，

III 型产品规定为不小于 10.0%，本次修订未对该指标值进行调整。附表 2 汇总了 III 型 20 个样品水溶

性磷含量实测数据，最高值为 18.6%，最低值为 14.7%，平均值为 16.5%。所检样品均符合本标准设

置的指标要求。所检样品数据分布情况见图 11。 

图 11  III 型产品水溶性磷含量数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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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验方法 

2017 年标准规定使用磷钼酸喹啉重量法测定水溶性磷含量，测定方法是将样品加水研磨，连续

研磨 4 次，用水溶解和提取试样中的磷酸根，采用磷钼酸喹啉重量法测定磷含量。 

(3) 方法验证 

水溶性磷试验与总磷试验一样，也出现了喹钼柠酮配制方法的问题。对比试验数据列于表 7，方

法一为 2017 年标准规定的配制方法，方法二为 GB/T 603 规定的配制方法。 

表 7  不同配制方法制备喹钼柠酮影响水溶性磷含量的对比试验数据（%） 

样品编号 1 2 3 4 5 6 7 8 

方法一 17.7 17.2 16.9 18.5 16.9 16.8 18.1 17.5 

方法二 17.8 17.2 17.0 18.6 16.9 16.8 18.1 17.5 

差值 -0.1 0 -0.1 -0.1 0 0 0 0 

使用 t 检验法对 2 方法对比试验结果进行数据统计结果： 

d = 0.0375   Sd=0.0518    t= 2.05 

总测定次数为 8，自由度 f=8-1=7，选取显著性水平 ɑ=0.05，由 t 分布表查得 t0.05（7）=2.37 

t ＜t0.05（7）    即两种方法测定结果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从以上对比试验可以看出，使用二种方法检测结果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5) 钙含量的测定 

(1) 指标值的验证 

钙含量是控制产品纯度的另一个指标，2017 年标准分别规定了 3 个型号产品的钙含量， I 型产

品规定为不小于 20.0%，II 型产品规定为不小于 15.0%，III 型产品规定为不小于 14.0%，以上规定与

农业部 2625 号公告是一致的，本次修订未对该指标值进行调整。附表 2 汇总了 55 个样品钙含量实测

数据，I 型 35 个产品最高值为 22.3%，最低值为 20.0%，平均值为 21.3%；III 型 20 个产品最高值为

16.9%，最低值为 15.6%，平均值为 16.5%。所检样品均符合本标准设置的指标要求。所检样品数据

分布情况见图 12 和图 13。 

图 12  I 型产品钙含量数据分布 图 13  III 型产品钙含量数据分布 

 

(2)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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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版标准中使用的是 GB/T 6436—2002《饲料中钙的测定》中规定的方法“乙二胺四乙酸二

钠络合滴定法”，标准实施过程中未收集到对钙含量测定方法的意见。目前 GB/T 6436—2002 已被

GB/T 6436—2018 所替代，通过对比发现 2018 年版标准中“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络合滴定法”并未做

改变。磷酸氢钙产品加盐酸煮沸后，钙元素可全部溶解于溶液中形成离子形式，可以不使用通用方

法中规定的溶样方法。因此本次修订标准只是将引用标准的标准号进行相应修改，其他未做改变。 

6) 游离水分的测定 

(1) 指标值的验证 

2017 年版标准 3 个型号产品的游离水分均规定为不大于 4.0%。本次修订标准未对该指标值进行

调整。附表 2 汇总了 55 个样品游离水分的实测数据，最低值为 0.01%，最高值为 2.9%，平均值为 1.0%，

所检样品均符合本标准设置的指标要求。所检样品数据分布情况见图 14。 

图 14  I 型和 III 型产品游离水分数据分布 

(2) 试验方法 

磷酸氢钙结晶水的键合力很脆弱，在干燥过程中很容易因受热而失去结晶水，变成一水或无水磷

酸氢钙，因此该产品不能使用常规的加热干燥法测定游离水分。2017 年版标准规定的方法是将样品

置于玻璃砂坩埚中，反复用丙酮洗涤样品，带走游离水分，再将样品于 50 ℃±2 ℃的条件下干燥 2h，

烘掉丙酮，冷却后称量，通过差减计算出游离水分。标准实施过程中未收集到对该测定方法的问题反

馈，因此本次修订标准该方法不做修改。 

7) 细度的测定 

(1) 指标值的验证 

细度指标属于应用型指标，实际生产时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协商，2017 年版标准细度指标设置

粉状产品为不小于 95%，粒装产品指标为不小于 90%。附表 2 汇总的 55 个样品细度实测数据，I 型产

品为粉状，所检样品测定结果最高值为 100%，最低值为 96%，平均值为 99%，所检样品均符合本标

准设置的指标要求。III 型产品为粒状，15 个测定结果最高值为 100%，最低值为 83%，平均值为 97%，

所检样品中 2 个不符合本标准设置的指标要求，合格率为 96.4%。所检样品数据分布情况见图 15 和

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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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I 型产品细度数据分布 图 16   III 型产品细度数据分布 

 

(2) 试验方法 

2017 年版标准细度指标使用的是常规的筛分法，使用设备为符合 GB/T 6003.1-2022《试验筛  技

术要求和检验  第 1 部分：金属丝编织网试验筛》规定的试验筛。试验方法经生产行业和用户长期使

用，未发现异常情况，本次修订标准该试验方法不做修改。 

8) 氟含量的测定 

(1) 指标值的验证 

2017 年版标准氟含量指标值规定为不大于 1800 mg/kg，本次修订未对该指标值进行调整。附表 2

汇总了 55 个样品氟含量实测数据，最低值为 997mg/kg，最高值为 1774mg/kg，平均值为 1457mg/kg；

所检样品均符合本标准设置的指标要求。所检样品数据分布情况见图 17。 

图 17  I 型和 III 型产品氟含量数据分布 

 

(2)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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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版标准氟含量测定方法使用的是饲料行业通用方法标准GB/T 13083-2002《饲料中氟的测

定 离子选择性电极法》，标准中规定了试验溶液的制备步骤，测定直接引用了GB/T 13083-2002的第

7章。2002年版氟含量测定通用方法标准已经被修订为GB/T 13083-2018，现行标准中标准曲线等测定

步骤没做大的改动，因此本标准确定氟含量直接引用GB/T 13083，试样前处理方法还是沿用了2017

年版的规定。 

9) 总砷含量的测定 

(1) 指标值的验证 

2017 年版标准总砷含量指标设置为不大于 20 mg/kg，本次修订标准未对该项指标进行调整。附

表 2 汇总的 55 个样品总砷含量实测数据，最低值为 2mg/kg，最高值为 18mg/kg，平均值为 9 mg/kg，

所检样品均符合本标准设置的指标要求，合格率为 100%。所检样品数据分布情况见图 18。 

图 18  总砷含量数据分布 

(2) 试验方法 

2017 年版标准总砷含量测定使用的是饲料行业通用方法标准 GB/T 13079-2006《饲料中总砷的测

定》中规定的银盐法，标准中规定试验溶液的制备步骤为称取 2.0g～10.0g 试样，精确至 0.0002g，

加 20mL 盐酸溶液（1+1），加热溶解，冷却后移至 250mL 容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干过

滤。此滤液为试验溶液，用于总砷、铅、镉和铬含量的测定。 

2006 年总砷含量测定通用方法标准已经被修订为 GB/T 13079-2022，该标准规定了 3 种测定方法，

即银盐法、硼氢化物还原光度法和原子荧光光度法。本标准总砷含量指标为不大于 20mg/kg，三种方

法都可以进行检验，因此本标准确定总砷含量直接引用 GB/T 13079。 

(3) 方法验证数据 

GB/T 13079-2022 的 6.5.1 中规定了 4 种试样处理方法，分别为干灰化法、微波消解法、高压罐消

解法、酸直接溶解法，其中的酸直接溶解法适用于矿物质饲料原料、不含有机物的微量元素预混合饲

料、不含络合物的矿物质元素饲料添加剂。本产品为无机盐类饲料添加剂，适用的试样处理方法为酸

直接溶解法。 

考虑到 1997 年版标准规定的试样处理方法与 GB/T 13079-2022 规定的酸直接溶解法步骤存在一

些差异，因此做了两种试样处理方法的对比试验，选用的测定方法为原子荧光光度法。对比试验数据



16 

 

汇总于表 8，方法一为 2017 年版标准，方法二为 GB/T 13079-2022 规定的酸直接溶解法。 

表 8  总砷含量对比试验数据（mg/kg） 

样品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方法一 6.1 5.3 5.0 4.7 4.5 4.8 4.3 4.4 8.5 2.7 

方法二 5.0 5.2 5.0 5.3 5.4 5.2 4.9 5.0 9.1 2.7 

差值 1.1 0.1 0.0 -0.6 -0.9 -0.4 -0.6 -0.6 -0.6 0.1 

样品编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方法一 2.0 6.6 5.7 8.5 5.2 5.8 6.9 9.2 12.8 8.8 

方法二 2.4 6.7 6.3 9.3 5.7 6.1 7.3 9.7 12.2 7.9 

差值 -0.42 -0.06 -0.62 -0.82 -0.46 -0.36 -0.4 -0.5 0.6 0.9 

使用 t 检验法对 2 方法对比试验结果进行数据统计结果： 

d = 0.227   Sd=0.55    t=1.85 

总测定次数为 20，自由度 f=20-1=19，选取显著性水平 ɑ=0.05，由 t 分布表查得 t0.05（19）=2.09 

t ＜t0.05（19）    即两种方法测定结果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从以上对比试验可以看出，使用二种试样处理方法检测结果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本次修订直

接引用 GB/T 13079 对测定结果无影响。 

10) 铅含量的测定 

(1) 指标值的验证 

2017 年版标准铅含量规定为不大于 30mg/kg，本次修订标准未对该项指标进行调整。附表 2 汇总

的 55 个样品铅含量实测数据，最低值为 0.3 mg/kg，最高值为 12mg/kg，平均值为 3mg/kg，所检样品

均符合本标准设置的指标要求，合格率达到 100%。所检样品数据分布情况见图 19。 

图 19  铅含量数据分布 

(2) 试验方法 

2017 年版标准铅含量使用的是饲料行业通用方法标准 GB/T 13080-2004《饲料中铅的测定 原子

吸收光谱法》，标准中规定了试样前处理方法与总砷含量一致，测定方法直接引用 GB/T 13080-2004

的第 7 章。 

2004 年铅含量测定通用方法标准已经被 GB/T 13080-2018 代替，现行标准规定的方法为火焰原子

吸收光谱法和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本标准确定铅含量直接采用 GB/T 13080，本标准规定的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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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 30mg/kg，首先考虑采用通用方法中的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3) 方法验证 

GB/T 13080-2018 中 7.1 规定了 3 种试样处理方法，分别为干灰化法、高氯酸消化法和盐酸溶解

法。本产品适用的试样处理方法为盐酸溶解法。 

考虑到 1997 年版标准规定的试样处理方法与 GB/T 13080-2018 规定的盐酸溶解法步骤存在一些

差异，因此做了两种试样处理方法的对比试验，选用的测定方法为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对比试验数

据汇总于表 9，方法一为 2017 年版标准，方法二为 GB/T 13080-2018 规定的盐酸溶解法。 

表 9  铅含量对比试验数据（mg/kg） 

样品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方法一 1  0.4  2  1  1  1  3  1  4  2  

方法二 1  0.3  1  1  1  2  3  1  3  2  

差值 0 0.1 1 0 0 -1 0 0 1 0 

样品编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方法一 3  3  3  4  3  3  4  4  4  4  

方法二 3  3  3  3  3  3  5  4  4  5  

差值 0 0 0 1 0 0 -1 0 0 -1 

使用 t 检验法对 2 方法对比试验结果进行数据统计结果： 

d = 0.00949   Sd=0.377    t=0.11 

总测定次数为 20，自由度 f=20-1=19，选取显著性水平 ɑ=0.05，由 t 分布表查得 t0.05（19）=2.09 

t ＜t0.05（19）    即两种方法测定结果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从以上对比试验可以看出，使用二种试样处理方法检测结果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本次修订直

接引用 GB/T 13080-2018 对测定结果无影响。 

11) 镉含量的测定 

(1) 指标值的验证 

2017 年版标准镉含量指标设置为不大于 10mg/kg，本次修订标准未对该项指标进行调整。附表 2

汇总的 55 个样品镉含量实测数据，最低值为 1mg/kg，最高值为 6mg/kg，平均值为 2mg/kg。所检样

品均符合本标准设置的指标要求，合格率为 100%。所检样品数据分布情况见图 20。 

图 20  镉含量数据分布 



18 

 

(2) 试验方法 

1997 年版标准中规定镉含量测定方法使用饲料行业通用方法标准 GB/T 13082-1991《饲料中镉的

测定》，标准中规定了试样前处理方法同总砷，测定方法直接引用 GB/T 13082-1991 的 6.3。 

镉含量现行通用方法标准为 GB/T 13082-2021，该标准中规定了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和石墨炉原

子吸收光谱法。本标准确定镉含量直接采用 GB/T 13082。 

(3) 方法验证 

GB/T 13082-2021 规定的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镉含量，该标准 8.1 试样溶液制备中规定了 4

种试样处理方法，分别为干灰化法、湿消解法、湿消解法、微波消解法和盐酸溶解法，盐酸溶解法适

用于矿物质饲料原料和矿物元素饲料添加剂，因此本标准试样处理方法选盐酸溶解法。 

考虑到 1997 年版标准规定的试样处理方法与 GB/T 13082-2021 规定的盐酸溶解法步骤存在一些

差异，因此做了两种试样处理方法的对比试验，选用的测定方法为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对比试验数

据汇总于表 10，方法一为 2017 年版标准，方法二为 GB/T 13082-2021 规定的盐酸溶解法。 

表 10  镉含量对比试验数据（mg/kg） 

样品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方法一 5  3  7  3  5  3  5  5  1  2  

方法二 4  3  6  3  6  3  6  5  1  1  

差值 1 0 1 0 -1 0 -1 0 0 1 

样品编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方法一 2  1  3  2  4  4  4  4  4  4  

方法二 2  1  2  1  5  4  4  5  4  5  

差值 0 0 1 1 -1 0 0 -1 0 -1 

使用 t 检验法对 2 方法对比试验结果进行数据统计结果： 

d = 0.05502  Sd=0.529    t=0.46 

总测定次数为 20，自由度 f=20-1=19，选取显著性水平 ɑ=0.05，由 t 分布表查得 t0.05（19）=2.09 

t ＜t0.05（19）    即两种方法测定结果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从以上对比试验可以看出，使用二种试样处理方法检测结果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本次修订直

接引用 GB/T 13082-2021 对测定结果无影响。 

12) 铬含量的测定 

(1) 指标值的验证 

本次修订标准对铬含量指标进行了调整，I 型产品设置为不大于 30 mg/kg，II 型产品设置为不大

于 35 mg/kg，III 型产品设置为不大于 45 mg/kg。附表 2 汇总的 55 个样品铬含量实测数据，I 型 35 个

产品最低值为 3mg/kg，最高值为 24mg/kg，平均值为 12mg/kg；III 型 20 个产品最低值为 25mg/kg，

最高值为 39mg/kg，平均值为 35mg/kg。所检样品均符合本标准设置的指标要求。所检样品数据分布

情况见图 21 和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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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I 型产品铬含量数据分布 图 22  III 型产品铬含量数据分布 

 

(2) 试验方法 

1997 年版标准铬含量使用的是 GB/T 13088-2006《饲料中铬的测定》，标准中规定的试样前处理

方法同总砷，测定方法直接引用 GB/T 13088-2006 的 3.5.2。GB/T 13088-2006 标准仍为现行有效版本，

本标准确定直接应用 GB/T 13088。 

GB/T 13088-2006 的 3.4 试样制备中只规定了一种处理方法即干灰化法，本次修订对干灰化法进

行了验证，磷酸氢钙产品无法完全溶解，用通用方法中的溶样方法无法完成测定。因此继续沿用 1997

年版标准中规定试验前处理方法。 

4、样品验证数据与本标准要求符合情况说明 

共收集到 10 家生产企业生产的 55 个样品，其中 I 型产品 35 个，II 型产品 20 个，所有样品验证

数据列于附表 2，其中有 2 个样品细度实测数据高于指标要求（指标值为 90 %），其余 53 个样品全

部指标合格，合格率达到 96.4%。 

5、检验规则的确定 

1) 组批：根据目前实际生产情况确定对批量进行调整，按照 30 万吨/年产能计，以相同材料、

相同生产工艺、连续生产同一班次生产的产品数量最多已达 350t，较以前提高约 7 倍。因此将原来的

每批产品不超过 60 t 调整为 200 t。 

2) 取样：按 GB/T 14699 的规定执行。 

3) 出厂检验：外观与性状、总磷、枸溶性磷、水溶性磷、钙、游离水分和氟。 

4)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第 5 章规定的所有项目，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 6 个月至少进行 1 次型式

检验。在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a)  产品定型投产时； 

b)  生产工艺、配方或主要原料来源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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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停产 3 个月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饲料管理部门提出检验要求时。 

5) 判定规则：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该批次产品合格。检验结果中有任何项指标不符合本

文件规定，可自同批产品中重新加倍取样进行复检。复检结果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文件规定，即判该批

产品不合格。按 GB/T 8170 中修约值比较法判定指标的极限数值。 

8、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1) 标签按 GB 10648 的规定执行。 

(2) 包装材料应无毒、无害、防潮、防泄漏。 

(3) 运输中应防止包装破损、防潮、防晒，不应与有毒有害物质混运。 

(4) 贮存在干燥的库房内，防止日晒、雨淋，不应与有毒有害物质混贮。 

(5) 未开启包装的产品，在规定的运输、贮存条件下，产品保质期与标签中标明的保质期一致。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修订情况 

    本标准符合《标准化法》《产品质量法》《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等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

同时符合 GB 10648—2013《饲料标签》等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与本标准有关的推荐性标准配套完备，主要包括 GB/T 601、GB/T 603、GB/T 6003.1—2022、GB/T 

6436—2018、GB/T 6682、GB/T 8170、GB/T 13079、GB/T 13080、GB/T 13082、GB/T 13083、GB/T 13088、

GB/T 14699、GB/T 23769 等。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目前收集到美国饲料管理协会（AAFCO）《饲料成分定义指南》和(EU) No 682013 欧盟《饲料

原料目录》，该法规中规定磷酸氢钙这个品种，但都是对总磷含量和钙含量的粗略要求。未收集到国

际标准化组织标准。 

该标准是对 2017 年版标准的修订，国际国外无对应标准进行比对。按本标准组织生产的产品出

口国外，可满足国外饲料行业用户的使用。本标准涉及分析方法均采用国家标准通用方法。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以下简称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 

建议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设置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的过渡期，并在过渡期期间积极宣

贯标准，使生产企业和下游客户尽快了解标准的技术内容。使生产企业有时间消耗库存产品，调整生

产设备、检测手段等，以配合产品质量达标和满足检测要求。预计过渡期需要 6 个月左右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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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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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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国外市场流通的饲料添加剂磷酸氢钙产品，有来自国内企业生产的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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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未涉及专利。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本文件适用于以湿法磷酸为原料，经化学合成生产的饲料添加剂磷酸氢钙。     

十二、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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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饲料添加剂  第 3 部分：矿物元素及其络（螯）合物  磷酸氢钙国内标准指标对比表 

项目 

农业部公告第 2625 号 

《饲料添加剂安全使

用规范》 

GB 22549-2017 

饲料添加剂 磷酸氢钙 

GB 1886.3-2021 

食品添加剂 磷酸氢钙 

美国饲料管理协会

（AAFCO）《饲料

成分定义指南》 

本次修订标准 

I 型 II 型 III 型 二水物 无水物 I 型 II 型 III 型 

外观 
 白色或略带微黄色粉末

或颗粒 

白色晶体、晶体粉末或

颗粒 

 
白色或略带微黄色粉末或颗粒 

总磷（P）w/% ≥ 16.5 19.0 21.0 16.5 19.0 21.0  须规定最小值 16.5 19.0 21.0 

枸溶性磷（P）w/% ≥  14.0 16.0 18.0   14.0 16.0 18.0 16.0 18.0 

水溶性磷（P）w/% ≥  — 8.0 10.0   — 8.0 10.0 8.0 10.0 

钙（Ca）w/% ≥  20.0 15.0 14.0 20.0 15.0 14.0  须规定最小值 20.0 15.0 14.0 

游离水分 w/% ≤  4.0   4.0 

细度 

w/% 

粉状,通过 0.5mm 试验筛                  

≤ 

 
95  95 95 

粉状,通过 2mm 试验筛 

                   ≤ 

 
90  90 90 

氟（F）/（mg/kg）                   ≤  1800 50.0  1800   不超过磷含量的 1% 

总砷（以 As 计）/（mg/kg）                  ≤  20 2.0  20 

铅（Pb）/（mg/kg）  ≤  30 2.0  30 

镉（Cd）/（mg/kg）  ≤  10   10 

铬（Cr）/（mg/kg）  ≤  30   30 35 45 

磷酸氢

钙 w/% 

（以 CaHPO4·2H2O 计）   98.0～105.0    

（以 CaHPO4计）    98.0～105.0   

灼烧减量 w/%   24.5～26.5 7.0～8.5   

盐酸不溶物 w/% ≤   0.05   

重金属（以 Pb 计，以干基计）

/（mg/kg） 
≤ 

 

 
10 

  

 
 注：用户对细度有特殊要

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 

  用户对细度有特殊要求时，由供需

双方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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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验证数据 

饲料添加剂磷酸氢钙 I 型产品验证数据 

单位 
样品

编号 

总磷（P）

/% 

枸溶性磷

（P）/% 

钙   

（Ca）/% 

氟（F） 

mg/kg 

总砷（以

A 计 s） 

mg/kg 

铅（Pb） 

mg/kg 

镉（Cd） 

mg/kg 

铬（Cr） 

mg/kg 

游离水分

/% 

细度 

（通过 0.5mm

试验筛）/% 

（通过 2mm

试验筛）/% 

A 公司（贵州） 

1 17.9  17.8  22.3  1405  18  1  1  7  0.5  99  — 

2 17.9  17.8  22.3  1406 18  1  1  7  0.5  99  — 

3 17.9  17.8  22.3  1406 18  1  1  7  0.5  99  — 

4 17.8  17.7  22.1  1424 18  1  1  7  0.5  99  — 

5 17.8  17.7  22.1  1451 18  1  1  7  0.5  99  — 

B 公司（湖北） 

6 17.1  17.0  20.6  1500 7  3  1  12  0.3  99  — 

7 17.2  17.1  21.0  1400 8  2  1  11  1.4  98  — 

8 17.2  17.0  20.4  1400 10  3  1  11  1.0  99  — 

9 17.0  16.9  20.4  1400 12  3  1  13  0.7  99  — 

10 17.1  16.9  20.9  1500 7  3  1  15  2.1  98  — 

C 公司（云南） 

11 16.9  16.7  21.5  1605 13  12  4  16  0.9  99  — 

12 17.1  16.9  21.8  1618 12  10  4  16  0.7  99  — 

13 17.2  17.0  22.2  1614 13  12  4  16  0.5  99  — 

14 17.1  16.8  22.0  1524 13  11  4  16  0.8  99  — 

15 17.3  17.0  21.7  1618 11  12  4  16  0.7  99  — 

D 公司（江苏） 

16 17.3 17.1 21.0  1351 11  2  2  16  2.5 97  — 

17 17.1 16.9 20.5 1360 10  2  1  10  2.8 98  — 

18 17.1 16.9 20.7 1344 9  2  2  14  2.3 97  — 

19 17 16.8 20.5 1490 10  2  1  16  2.6 96  — 

20 17.2 17.0  20.8 1390 9  2  2  16  2.9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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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添加剂磷酸氢钙 I 型产品验证数据 

单位 
样品

编号 

总磷（P）

/% 

枸溶性磷

（P）/% 

钙   

（Ca）/% 

氟（F） 

mg/kg 

总砷（以

A 计 s） 

mg/kg 

铅（Pb） 

mg/kg 

镉（Cd） 

mg/kg 

铬（Cr） 

mg/kg 

游离水分

/% 

细度 

（通过 0.5mm

试验筛）/% 

（通过 2mm

试验筛）/% 

E 公司（云南） 

21 17.4  16.9  20.4  1468  12  7  2  6  1.0  99  — 

22 17.5  17.0  21.2  1438  10  7  2  7  0.7  99  — 

23 17.4  17.0  21.6  1550  9  7  2  7  0.7  99  — 

24 17.4  16.9  20.8  1687  13  6  3  6  1.0  98  — 

25 17.3  16.8  20.4  1770 13  6  2  6  1.4  98  — 

F 公司（云南） 

26 16.9  16.7  21.2  1774 7  1  4  3  1.0  99  — 

27 16.9  16.7  20.0  1767 10  0.3  3  3  1.9  99  — 

28 17.0  16.8  20.6  1767 12  1  6  5  1.3  99  — 

29 16.6  16.5  20.6  1574 8  1  3  4  0.9  99  — 

30 16.9  16.8  20.4  1767 9  1  6  4  1.4  99  — 

G 公司（云南） 

31 17.2  17.1  22.0  1299 9  2  1  23  0.01 100  — 

32 17.2  17.0  21.9  1333 6  4  2  21  0.03 99  — 

33 17.0  16.9  22.0  1312 7  3  1  22  0.04 99  — 

34 17.2  17.1  22.0  1335 8  2  1  24  0.2 100  — 

35 16.9  16.8  22.0  1298 9  3  1  23  0.01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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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添加剂磷酸氢钙 III 型产品验证数据 

单位 
样品

编号 

总磷（P）

/% 

枸溶性磷

（P）/% 

钙   

（Ca）/% 

氟（F） 

mg/kg 

总砷（以

A 计 s） 

mg/kg 

铅（Pb） 

mg/kg 

镉（Cd） 

mg/kg 

铬（Cr） 

mg/kg 

游离水分

/% 

细度 

（通过 0.5mm

试验筛）/% 

（通过 2mm

试验筛）/% 

G 公司（云南） 

1 17.9  17.8  22.3  1405  18  1  1  7  0.5  99  — 

2 17.9  17.8  22.3  1406 18  1  1  7  0.5  99  — 

3 17.9  17.8  22.3  1406 18  1  1  7  0.5  99  — 

4 17.8  17.7  22.1  1424 18  1  1  7  0.5  99  — 

5 17.8  17.7  22.1  1451 18  1  1  7  0.5  99  — 

H 公司（云南） 

6 17.1  17.0  20.6  1500 7  3  1  12  0.3  99  — 

7 17.2  17.1  21.0  1400 8  2  1  11  1.4  98  — 

8 17.2  17.0  20.4  1400 10  3  1  11  1.0  99  — 

9 17.0  16.9  20.4  1400 12  3  1  13  0.7  99  — 

10 17.1  16.9  20.9  1500 7  3  1  15  2.1  98  — 

I 公司（云南） 

11 16.9  16.7  21.5  1605 13  12  4  16  0.9  99  — 

12 17.1  16.9  21.8  1618 12  10  4  16  0.7  99  — 

13 17.2  17.0  22.2  1614 13  12  4  16  0.5  99  — 

14 17.1  16.8  22.0  1524 13  11  4  16  0.8  99  — 

15 17.3  17.0  21.7  1618 11  12  4  16  0.7  99  — 

J 公司（贵州） 

16 17.3 17.1 21.0  1351 11  2  2  16  2.5 97  — 

17 17.1 16.9 20.5 1360 10  2  1  10  2.8 98  — 

18 17.1 16.9 20.7 1344 9  2  2  14  2.3 97  — 

19 17 16.8 20.5 1490 10  2  1  16  2.6 96  — 

20 17.2 17.0  20.8 1390 9  2  2  16  2.9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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