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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犊牛开食料标准》制定任务来自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下达

的农质标函〔2024〕71 号文件，“关于下达 2024 年农业国家和行业标准制修

订项目计划的通知”第 305 号，项目编号 NYB-24305。由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

研究所与河北农业大学承担编制起草任务。 

（二）制定背景 

我国牛的饲养量在 1 亿头以上，是畜牧业中的支柱产业之一。犊牛营养及

饲料水平与其生长发育息息相关。犊牛的培育质量也直接影响着成年后的生产

性能（泌乳、产肉）和繁殖性能。随着我国奶牛和肉牛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人

们对犊牛培育的关注逐渐加强。 

犊牛开食料是专用于犊牛开食阶段的饲粮，属于精料补充料中的一种。在

饲喂牛奶、代乳粉的同时，为犊牛提供全面营养素的固体饲料，对刺激瘤胃早

期发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些年开食料的使用逐步在养殖场得到认可，并

成为国内外反刍动物养殖研究和应用的热点之一。目前市场上犊牛开食料类型

各异。为了避免粉尘，开食料大多制成颗粒料，但也有颗粒料添加草颗粒、压

片玉米以及牧草等粗饲料的混合料，以及添加了易消化物质的口感化开食料、

结构性开食料等。然而，开食料产品的质量和效果参差不齐，给低劣产品充斥

市场带来了可乘之机，给市场监管造成了困难，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目前我国已设立了精料补充料（奶牛、肉牛）的质量标准，但犊牛开食料

的质量标准尚未建立。犊牛开食料是犊牛断奶前后使用的混合精料，在营养含

量和原料种类方面既不同于代乳粉也有别于奶牛、肉牛精饲料。犊牛开食料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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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加工技术、原料质量控制到产品营养成分等都与成年牛精料补充料有较大

的区别，更加注重饲料营养成分的消化率和对犊牛胃肠道发育的促进作用。目

前市场上犊牛专用的开食料产品较多，但并无标准可依。因此制定犊牛开食料

产品标准势在必行，该标准将为我国的奶牛、肉牛养殖业中犊牛培育起到保障

和技术支撑。 

（三）工作过程 

1. 成立标准制订小组 

制订单位于 2024 年 5 月成立了制订小组，明确了各成员的任务分工，以

确保制订工作的顺利实施。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员和任务分工 

序号 人员 单位 分工 

1 屠焰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主持人，负责全面工作 

2 马俊南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文献查阅，数据统计，意见汇总，文本

修订 

3 刁其玉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技术指标确定 

4 李琴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收集并检测样品 

5 曹玉凤 河北农业大学 收集样品，技术指标指导 

6 李秋凤 河北农业大学 收集样品，分析结果 

7 高艳霞 河北农业大学 收集样品，分析结果 

8 纪守坤 河北农业大学 文本修改，提供技术指标依据 

2.确定标准制订原则和技术路线 

制订小组确定了制订原则，并通过文献资料调研、市场产品企业标准收集、

产品收集和营养成分检测，最终确定标准的制订稿。 

3. 国内外相关标准文献资料调研及相关产品技术特点调研 

2024 年 5 月，制订小组广泛查阅国内外资料，确定技术方案和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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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关技术指标及参数。通过企业网站、各大销售平台产品介绍查询、实地

走访交流，获得国内生产犊牛开食料企业 30 家，并收集了目前正在执行的企

业标准。制订小组先后购买、收集到 30 个厂家生产的犊牛开食料样品 49 种。 

2024 年 5～9 月，制订小组对采集到的样品进行常规指标检测，指标包括

外观与性状指标（颗粒度、硬度等）、水分和干物质（DM）、粗蛋白（CP）、

粗脂肪（EE）、粗灰分（Ash）、钙（Ca）、总磷（TP）、中性洗涤纤维（NDF）、

酸性洗涤纤维（ADF）等。之后，制订小组内部多次进行分析、讨论和总结，

对草稿内容中存在争议的技术指标和要求，继续查阅文献资料进行确认，进一

步完善了草稿。按照标准编制的规范和要求，继续进行修改，形成标准定向征

求意见稿。 

4. 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及征求专家意见 

2024 年 9～10 月，进行定向征求意见。发送《犊牛开食料》（征求意见

稿）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征求意见函给浙江大学、贵州省畜牧兽医研究所、北

京三元禾丰牧业有限公司等相关 30 家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单位的专家征

求意见（见表 2～表 3），包括 10 家高校、8 家科研机构、12 家企业。回函 29

份，其中提出意见的有 28 份，没有意见的 1 份。 

表 2 征求意见回函单位与专家名单 

序

号 

征求意见单位 征求意见专家 职称/职务 是否收

回意见 

1 贵州省畜牧兽医研究所 韩勇 研究员 是 

2 北京三元禾丰牧业有限公司 栗文钰 反刍技术总监 是 

3 山东农业大学 林雪彦 教授 是 

4 浙江大学 刘红云 教授 是 

5 天津科维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马冬梅 负责人 是 

6 天津市农业科学院 马毅 首席专家/研究员 是 

7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 孙芳 研究员 是 

8 北京九州大地生物技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王岗 副研究员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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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征求意见单位 征求意见专家 职称/职务 是否收

回意见 

9 全国畜牧总站 王黎文 研究员 是 

10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 薛树媛 研究员 否 

11 光明牧业有限公司 袁耀明 总经理/推广研究员 是 

12 天津农学院动科与动医学院 张学炜 教授 是 

13 东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张永根 教授 是 

14 塔里木大学 许贵善 教授 是 

15 内蒙古优然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王典 高级畜牧师 是 

16 河南农业大学 付彤 院长 是 

17 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申跃宇 高级工程师 是 

18 江西农业大学 欧阳克惠 教授 是 

19 湖南农业大学 肖定福 教授 是 

20 北京市畜牧总站 郭江鹏 科长/正高级畜牧师 是 

21 宁夏大学宁夏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辛国省 主任/教授 是 

22 山西农业大学 张元庆 院长/教授/研究员 是 

23 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晓琳 研究员 是 

24 中国农业大学 苏华维 教授 是 

25 云南龙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严存兵 总经理 是 

26 
北京三元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邓露芳 

常务副经理/高级畜

牧师 

是 

27 现代牧业（集团）有限公司 赵勐 高级畜牧师 是 

28 北京大北农反刍科技有限公司反刍研

究院 
王菲 副院长 

是 

29 希杰（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董晓丽 高级畜牧师 是 

表 3 征求意见回函单位与专家名单 

序号 单位类型 发送单位数量 回收单位数量 

1 大专院校 10 10 

2 科研单位 8 7 

3 企业 12 12 

5. 编制标准预审稿 

2024 年 11 月，对于专家意见进行了汇总，共计收到意见 125 条。制订小

组对意见进行逐一讨论，采纳 80 条，未采纳 45 条，形成预审稿。 

未采纳的意见主要集中于范围与内容、格式与表述、饲料原料、指标限量、

检验内容 5 类。其中，范围与内容类 8 条，归纳为 4 个方面；格式与表述类 13

条，未采纳原因为依照标准规定的格式及撰写要求进行；饲料原料类共计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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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限量类共计 18 条，归纳为 12 个方面；检验内容方面 4 类，归纳为 2 个方

面。详见表 4。 

表 4 定向征求意见中未采纳意见及理由 

序号 建议内容 未采纳理由 

范围与内容 

1 

因为涉及两个阶段哺乳期、断奶期犊牛

饲料，对于商品饲料来说最好名称上能

够有区分，能否修改为名称为“犊牛精

料补充料”，哺乳期使用的称“犊牛开

食料”，断奶期使用的称“犊牛生长

料”。 

市场上常用名称为“犊牛开食

料”，与精料补充料有一定的差

异。 

2 

建议分别增加肉牛、奶牛的哺乳期、断

奶期定义。 

文件适应范围做了规定，但生产过程中

不同地区、牧场存在差异，进行定义后

有助于标准的使用和落地。 

对使用对象不宜规定过细，且肉牛

和奶牛虽然生产目的不同、哺乳期

长短，但对哺乳期和断奶期的约定

俗成定义都是一致的。 

3 

粉状料犊牛开食料，建议不设立此类型

开食料。粉状开食料，不利于犊牛采

食，降低采食量，并且粉尘有导致吸入

性肺炎的可能性。同时市场上几乎很少

有粉状开食料。 

市场上还有相应的粉状料产品。 

4 
如果有口感化开食料，则同时对口感化

开食料粒度作描述。 

口感化开食料，不是一个专业术

语，市场上也有称为结构性开食

料。 

饲料原料 

5 

整粒谷物占比；这个项目建议不要。市场

销售的颗粒饲料成品中不会有未经碾压

处理的整粒玉米或其他谷物。 

除颗粒状外，还有混合饲料。 

6 颗粒饲料不应包含在本标准中。 
本文件中的颗粒料，是精料补充料

制粒而成，不是粗饲料制粒的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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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议内容 未采纳理由 

加粗饲料后制成的颗粒料，指标已发生变

化，不再是原来的成分。 

指标限量 

7 

（1）粉化率≤6%；建议改成≤5%； 

（2）“粉化率≤6%”，需要明确定义粉化

率的测定标准及程序，否则建议修改为

“含粉率” 

在 GB 10647 中已有颗粒饲料粉化

率的定义。标准中添加了含粉率的

定义、测定标准及定量。 

根据 MM FS CNG 0245 与 DB/T 

4113-2018 中的粉化率设定值。 

8 “颗粒料长度”作为一个颗粒料检测指标 长度受到运输等因素影响。 

9 

表 2 中建议增加酸性洗涤纤维 ADF 百分

比，断奶期（断奶后～6 月龄）中性洗涤

纤维建议将≥15.0 改为哺乳期格式一致的

范围； 

中性洗涤纤维下限由 15%降低为 10%； 

如开食料中增加苜蓿等优质牧草，

NDF 含量会提升，但哺乳期不宜过

高，因此设定了上限。 

酸性洗涤纤维指标，在目前的企业

标准中未有列出，增加此类检测指

标对企业负担较大； 

在制订小组检测的 49 种开食料样

品中中性洗涤纤维含量≥15%的占

100%。 

10 

（1）建议缩小粗蛋白含量范围：哺乳期 19-

26；断奶期 17-22； 

（2）粗蛋白：哺乳期 20-24，断奶后 18-

22； 

根据 NASEM,相关研究文献以及当

下饲料资源发展需求。 

11 建议增加哺乳期非蛋白氮限制数值 哺乳期不应使用非蛋白氮，见 4.7.2。 

12 

（1）企业标准无赖氨酸、蛋氨酸的要求； 

（2）赖氨酸分别由 1.0、0.8 调整为 0.7、

0.5。 

企业标准中均有赖氨酸要求，本标

准在相关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最优氨

基酸模式及比例。 

13 

苏氨酸等（放牧为主）是否将来要根据放

牧为主或者舍饲为主犊牛饲喂确定是否

添加其它必需氨基酸 

目前尚缺乏支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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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建议内容 未采纳理由 

14 主要理化指标建议调整为“原样基础”。 

原样基础的水分含量会有差异，影

响产品间指标的比较，本文件暂以

干物质为基础设立建议值。 

15 建议“磷”不设上限或提高上限。 钙磷比例失调会导致犊牛健康受损 

16 理化指标是否增加“淀粉” 
淀粉检测在养殖场、饲料厂很难进

行。 

17 应该对药物饲料添加剂的使用进行规定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不需要单

独再做规定。 

18 

（1）建议添加脂溶性维生素 A、D、E； 

（2）列出建议的 B 族具体维生素种类和

推荐剂量； 

这些指标如何规定出数值范围，尚

无大量文献资料或生产应用材料支

撑； 

所有 B 族维生素都可以考虑添加。 

检验内容 

19 

（1）增加“型式检验报告编写”条款； 

（2）增加 GB/T 8946《塑料编织袋通用技

术要求》； 

“型式检验报告编写”不属于本文

件规定范畴。 

包装材料应无毒、无害、防潮、密封，

已覆盖具体要求。 

20 
参考其他饲料标准，给出明确保质期或范

围（如按季节），区分冬夏季节。 

“产品保质期与标示的保质期一

致”即可，具体保质期厂家可标示到

包装货标签上。 

6. 申请预审 

2024 年 11 月 22 日上报全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申请预审。12

月 10 日得到批准，文件为“关于同意预审《饲料添加剂 地顶孢霉培养物等 5

项标准的函》（全饲标函[2024]17 号）。 

7. 预审 

2024 年 12 月 26 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组织专家对预审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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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审查。专家组由张丽英、孟庆翔、王长林、杨曙明、魏秀莲、罗海玲、薛树

媛、马毅、付彤、栗文钰、兰儒冰、刘杰组成。在听取起草专家汇报的基础上，

专家组审查了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提出如下修改意见： 

1)删除犊牛开食料的定义中的注 1 和注 2，将相关内容并入定义中。 

2)在技术要求中的外观与性状删掉整粒谷物数量及蒸汽压片玉米或大麦

内容。 

3)理化指标中以断奶前和断奶后分类，以 88%的干物质计，删除氯化钠的

上限指标。编制说明中补充氯化钠的实测值。 

4)按照 GB/T 1.1-2020、GB/T 20001.4-2015 的要求规范标准文本及编制说

明。 

具体意见见表 5。与会专家一致同意标准起草单位按照上述意见修改形成

公开征求意见稿，报全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表 5 预审意见汇总表 

序

号 

文件章条

编号 
意见内容 

1  范围 删除“产品及生产”，适用于“肉牛和奶牛的犊牛开食料”。 

2  2 引导语更换新版；按照文本进行调整。 

3  3.1 

将开食料的含义加入进去，“根据犊牛哺乳期前后营养需要配制的，

以多种饲料原料和饲料添加剂按一定比例配制的、促进瘤胃发育、补

充液体饲料不足，用于饲喂犊牛的均匀混合的精料补充料”，并根据

英文定义进行完善；删除注1。 

4  4.1 删除表1，只保留外观特性。 

5  4.2 混合均匀度，删除粉状或颗粒的，统一定在10%，并补充编制说明. 

6  4.3 
只保留粉状料的指标。4.3改为“粉状料粒度”，增加“4.4颗粒料粒

径”“4.5 颗粒料硬度”，保留直径、硬度，删除粉化率、含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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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文件章条

编号 
意见内容 

7  4.4 水分改为“小于等于14%”。 

8  表2 

阶段划分改为：断奶前、断奶后，“指标”改成“阶段”。氯化钠只

保留下限，名称改为：氯化钠（以水溶性氯化物计）。 

粗蛋白含量比较高的情况下，赖氨酸的量再核实。 

按88%的干物质计，表格数据核算为88%干物质基础。 

9  4.6 删除益生菌相关内容。 

10  4.7 删除4.7.1和4.7.3。两个目录列入参考文献。 

11  6.4 
改为“颗粒料粒径”，增加计算公式。参考颗粒料直径粒径的测定方

法。 

12  6.5 

硬度，完善自动硬度测定仪性能指标，如精度值；最大负荷值和最大

直径可删除。 

测定步骤，增补手工测定的步骤。 

13  6.6、6.7 删除。 

14  6.8、6.9 

水分、粗蛋白、粗脂肪测定方法，增加近红外方法，GB/T 18868-2024 

饲料中水分、粗蛋白质、粗纤维、粗脂肪、赖氨酸、蛋氨酸快速测

定。 

15  6.16 改为：氯化钠（以水溶性氯化物计）。 

16  7.1 每批产品60t，再征求企业意见，最终确定。 

17  新增 文本中增加参考文献。 

18  编制说明 

企业标准分期是0~3、3~6月龄等表述方法，在本标准中是哺乳期、断

奶后，需要写清楚两者的对应关系，表注上具体哪个阶段是哺乳期、

断奶后。补充粉状料的相关数据。 

19  

标准文本

及编制说

明 

按照 GB/T 1.1-2020、GB/T 20001.4-2015 的要求规范。 

8. 形成公开征求意见稿 

通过补测开食料样品中食盐含量，并按照预审会专家意见修改，于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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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24 日形成公开征求意见稿，报送标准委员会。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技术内容及其确定的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是在充分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吸收国内外先进经验，综合考虑我

国实际情况而制定，优先体现技术的实用性和先进性，同时兼顾可操作性，实

现了技术水平与实际生产的充分结合。内容上力求做到文字表达准确、简明、

易懂；结构上做到标准构成严谨合理，内容编排、层次划分等符合逻辑与规定。

标准的编制主要遵循了政策性、规范性、协调性和适用性四个原则。 

1. 政策性 

制定本标准直接关系到国家肉牛和奶牛产业的发展。因此，在制定过程中

严格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规和规章。 

2. 规范性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力求做到技术内容叙述正确无误，文字表达准确和简

明易懂，标准的构成严谨合理，符合科学性，内容编排、层次划分等符合逻辑。

本标准在涉及各要素的起草、标准化术语等方面遵守了现行的《GB/T 1.1—

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中的有关规定。 

3. 协调性 

本标准引用规范性文件和技术内容与目前使用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中

的方法协调统一、互不交叉。同时从长远考虑，尽量和已有的国家和行业相关

标准兼容。 

4. 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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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内容主要技术参数以牧场实践检验的标准为基础，并进行优化提升，

有助于提升犊牛开食料质量，保障肉牛和奶牛产业中犊牛高质量培育的需求。 

（二）国内外相关标准文献的情况 

1. 国内标准情况 

与犊牛开食料相关的国内现行有： 

NY/T 1245—2006《奶牛用精饲料》、LST 3405—1992《肉牛精料补充料》、

GB/T 20807—2006 《绵羊用精饲料》、NY/T 1344—2007《山羊用精饲料》。

其中对水分含量的要求依次为“≤12.5%”、“北方≤14%，南方≤12.5%”、“≤12.5%”、

“≤12.5%”。其他营养成分指标的规定见表 6～表 9。 

表 6  NY/T 1245—2006《奶牛用精饲料》设定的营养成分指标（%） 

表 7  LST 3405—1992《肉牛精料补充料》设定的营养成分指标（%） 

  指标 

级别 

粗蛋白
质≥ 

粗脂肪 

≥ 

粗纤维 

≤ 

粗灰分 

≥ 

钙 

 

磷 

≥ 

食盐 

 

适用范围 

一级料 17 2.5 6 9 0.5～1.2 0.4 0.3～1.0 犊牛阶段肥育牛 

二级料 14 2.5 8 7 0.5～1.2 0.4 0.3～1.0 生长期牛 

三级料 11 2.5 8 8 0.5～1.2 0.3 0.3～1.0 肥育牛 

注 1：精料补充料占日粮比例：犊牛 55%~65%，育肥牛 80%。 

类别 

质量标准 

粗蛋
白质 

粗脂
肪 

粗纤
维 

粗灰
分 

钙 总磷 硫 镁 
氯化
钠 

干奶牛 ≥20 ≥2.5 ≤9 ≤9 0.5～1.0 0.3～0.7 0.2～0.4 0.2～1.2 ≥0.5 

泌乳奶牛 

≥17 ≥2.5 ≤9 ≤9 0.8～1.8 0.4～1.0 0.3～0.5 0.3～1.0 ≥1.0 

≥18 ≥2.5 ≤9 ≤9 0.8～1.8 0.4～1.0 0.3～0.5 0.3～1.0 ≥1.0 

≥18 ≥2.5 ≤9 ≤9 0.9～1.8 0.5～1.0 0.3～0.5 0.3～1.0 ≥1.0 

≥20 ≥2.5 ≤9 ≤9 1.2～2.0 0.5～1.0 0.3～0.5 0.3～1.0 ≥1.1 

犊牛（3～6

月） 
≥18 ≥2.5 ≤8 ≤8 0.6～1.2 0.4～0.7 0.2～0.4 0.1～0.8 ≥0.5 

后备牛（7～
17 月） 

≥20 ≥2.5 ≤9 ≤9 0.5～1.0 0.4～0.7 0.2～0.4 0.3～1.2 ≥0.5 

后备牛（≥18

月） 
≥18 ≥2.5 ≤9 ≤9 0.5～1.0 0.3～0.7 0.2～0.4 0.2～1.2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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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GB/T 20807—2006《绵羊用精饲料》设定的营养成分指标（%） 

类别 
粗蛋白质 

≥ 

粗纤维 

≥ 

粗脂肪 

≥ 

粗灰分 

≤ 

钙 

≥ 

磷 

≥ 
氯化钠 

生长羔羊 16 8 2.5 9 0.3 0.3 0.6～1.2 

育成公羊 13 8 2.5 9 0.4 0.2 1.5～1.9 

育成母羊 13 8 2.5 9 0.4 0.3 1.1～1.7 

种公羊 14 10 3 8 0.4 0.3 0.6～0.7 

妊娠羊 12 8 3 9 0.6 0.5 1.0 

泌乳期母羊 16 8 3 9 0.7 0.6 1.0 

注 1：精饲料中若包括非蛋白氮物质，以氮计，应不超过精料粗蛋白氮含量的 20%（使
用氨化秸秆的羊慎用）并在标签中注明。 

注 2：表中各指标均以干物质计。 

注 3：绵羊日粮中粗饲料与精饲料推荐比例参见资料性附录 A。 

表 9  NY/T 1344—2007《山羊用精饲料》设定的营养成分指标（%） 

         产品名称 

指标 
羔羊、种公羊精饲料 母羊精饲料 育肥羊精饲料 

粗蛋白/(%) ≥18.0 ≥15.0 ≥14.0 

粗脂肪/(%) ≥2.5 ≥2.5 ≥2.5 

粗纤维/(%) ≤8.0 ≤8.0 ≤10.0 

粗灰分/(%) ≤9.0 ≤7.0 ≤8.0 

钙/(%) 0.5～1.2 0.5～1.2 0.5～1.2 

磷/(%) ≥0.4 ≥0.4 ≥0.4 

食盐/(%) 0.4～1.0 0.4～1.0 0.4～1.0 

注 1：配合饲料中的钙:磷应保持在 1～2:1 的比例。 

注 2：配合饲料用于产毛、产绒羊时，建议增加硫含量。配合饲料中 N:S 比以 4～7:1 为
宜。 

 

2. 国际标准情况 

国际上无相关产品的标准。 

3. 企业标准情况 

制订小组通过企业网站、各大销售平台产品介绍，查询到国内生产犊牛颗

粒料的企业 30 家，并收集了目前正在执行的企业标准，详见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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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现有产品企业标准营养指标列表（风干物质基础） 

编

号 

企业名称 标准名称 对应产

品名称 

水分

/(%) 

粗蛋白

/(%) 

粗灰分

/(%) 

粗纤维

/(%) 

粗脂

肪

/(%) 

钙/(%) 磷/(%) 赖氨

酸/(%) 

氯化钠/(%) 对应生长

阶段 

1 中粮饲料

（茂名）

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

分公司 

Q/ZLHF 

001—2021

奶牛精料补

充料 

751-20 ≤14.0 ≥20.0 ≤12.0 ≤10.0  0.03～3.00 ≥0.30 ≥0.50 0.30～2.50 3～6 月龄 

751-20+ ≤14.0 ≥20.0 ≤12.0 ≤10.0  0.03～3.00 ≥0.30 ≥0.50 0.30～2.50 3～6 月龄 

751-22 ≤14.0 ≥22.0 ≤12.0 ≤10.0  0.03～3.00 ≥0.30 ≥0.60 0.30～2.50 0～2 月龄 

751-22+ 
≤14.0 ≥22.0 ≤12.0 ≤10.0  0.03～3.00 ≥0.30 ≥0.60 0.30～2.50 0～2 月

龄 

2 内蒙古天

康饲料有

限公司 

Q/NMTC 

002—2024 

肉用犊牛精

料补充料 

880 ≤14.0 ≥20.0 ≤10.0 ≤10.0  0.80～2.50 ≥0.40 ≥0.80 0.30～1.50 4 日～3

月龄 

881 ≤14.0 ≥18.0 ≤10.0 ≤10.0  0.80～2.50 ≥0.40 ≥0.60 

 

0.30～1.50 
3～6 月龄 

3 宁夏伊康

元生物科

技有限公

司 

Q/640302Y

KS 001—

2021 

奶牛精料补

充料 

犊特

180H 

≤14.0 ≥18.0 ≤10.0 ≤20.0  0.40～1.70 ≥0.30 ≥0.30 0.05～2.0 
3～6 月龄 

犊特

90H 

≤14.0 ≥20.0 ≤10.0 ≤12.0  0.40～1.70 ≥0.30 ≥0.30 0.05～2.0 

0～2 月龄 

4 联英饲料

（天津）

有限公司 

Q/12LYSL 

002—2021 

牛羊精料补

充饲料 

5612 

 

≤14.0 ≥20.0 ≤12.0 ≤15.0 

 

 0.80～2.0 ≥0.45 ≥0.60 

 

0.8～2.0 8 周龄～

23 月龄 

5610 ≤14.0 ≥20.0 ≤12.0 ≤13.0  0.9～1.8 ≥0.45 ≥0.65 0.8～2.0 0～3 月龄 

U501 ≤14.0 ≥18.0 ≤12.0 ≤12.0  0.5～2.0 ≥0.40 ≥0.60 

 

0.5～2.0 
0～3 月龄 

5 宁夏新希

望反刍动

Q/QXXW 

001—2021 

犊牛康 ≤14.0 ≥20.0 ≤10.0 ≤12.0  0.50～1.80 ≥0.45 ≥0.70 0.30～1.50 3 日龄～

断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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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企业名称 标准名称 对应产

品名称 

水分

/(%) 

粗蛋白

/(%) 

粗灰分

/(%) 

粗纤维

/(%) 

粗脂

肪

/(%) 

钙/(%) 磷/(%) 赖氨

酸/(%) 

氯化钠/(%) 对应生长

阶段 

物营养食

品有限公

司 

牛羊精料补

充料 

6 北京三元

种业科技

有限公司

饲料分公

司 

Q/110112 

SYSL0004

—2023 

精料补充料 

641P-1 ≤14.0 ≥20.0 ≤15.0 ≤8.0 ≥2.0 0.4～1.5 ≥0.4~1.

0 

≥0.80 0.5～1.5 

7 日～3

月龄 

7 希杰（聊

城）饲料

有限公司 

Q/1500CJL 

004—2024 

牛羊精料补

充料 

6120 ≤14.0 ≥18.0 ≤10.0 ≤12.0 ≥2.0 0.5～1.8 ≥0.5 ≥0.80 0.3～1.2 3 月～6

月龄 

6110 ≤14.0 ≥20.0 ≤10.0 ≤12.0 ≥2.0 0.5～1.8 ≥0.5 ≥0.80 0.3～1.2 3 日～2

月龄 

8 现代牧业

（商河）

饲料有限

公司 

Q/Q/370126

XDS 001—

2018 

牛精料补充

料 

999-1 ≤14.0 ≥22.0 ≤14.0 ≤16.0  ≥0.5 

 

/ / ≥0.05 

 
断奶前 

999-2 ≤14.0 ≥20.0 ≤14.0 ≤16.0  ≥0.2 

 

/ / ≥0.05 

 断奶后 

9 中粮饲料

（唐山）

有限公司 

Q/TZLS 

06—2021 

奶牛精料补

充料和奶牛

浓缩饲料 

751-22 ≤14.0 ≥22.0 ≤9.0 ≤9.0  0.40～1.50 0.40~1.

50 

≥0.70 

 

0.20～1.50 

 
0～2 月龄 

751-18 ≤14.0 ≥18.0 ≤12.0 ≤10.0  0.3～3.00 

 

≥0.30 

 

≥0.50 

 

0.20～2.50 

 
3～6 月龄 

751-20L ≤14.0 ≥20.0 ≤9.0 ≤9.0  0.40～1.50 0.40~1.

50 

≥0.50 

 

0.20～1.50 

 
3～6 月龄 

10 宁夏博瑞

科技有限

Q/NXBR 

01—2024 

JS9911+ ≤14.0 ≥18.0 ≤11.0 ≤13.0  0.70～1.80 ≥0.40 

 

≥0.50 

 

0.5～2.0 

 
3～6 月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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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企业名称 标准名称 对应产

品名称 

水分

/(%) 

粗蛋白

/(%) 

粗灰分

/(%) 

粗纤维

/(%) 

粗脂

肪

/(%) 

钙/(%) 磷/(%) 赖氨

酸/(%) 

氯化钠/(%) 对应生长

阶段 

公司 奶牛精料补

充料、浓缩

饲料 

JS9901+ ≤14.0 ≥20.0 ≤9.0 ≤12.0  0.7～1.8 ≥0.40 

 

≥0.70 

 

0.3～1.5 

 
4 日～2

月龄 

11 银川天卓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Q/TZKJ 

003—2022 

牛用精料补

充料 

9000 ≤14.0 ≥20.0 ≤8.0 ≤8.0  0.8～1.2 ≥0.50 

 

≥0.60 0.5～1.8 7～90 日

龄 

9001 ≤14.0 ≥20.0 ≤8.0 ≤8.0  0.6～1.8 ≥0.50 

 

≥0.60 0.5～1.5 7～180 日

龄 

9001B ≤14.0 ≥18.0 ≤8.0 ≤10.0  0.8～1.2 ≥0.60 

 

≥0.60 0.5～1.5 7～180 日

龄 

12 通辽大北

农牧业科

技有限公

司 

Q/TDBN 

001—2018 

M1001 ≤14.0 ≥20.0 ≤12.0 ≤15.0  0.2～2.5 ≥0.40 ≥0.8 0.4～2.0 4 日～3

月龄 

M1003 ≤14.0 ≥19.0 ≤12.0 ≤15.0  0.2～2.5 ≥0.40 ≥0.5 0.4～2.0 
3～6 月龄 

13 内蒙古富

川饲料科

技股份有

限公司 

Q/NFCS008

—2023 

犊牛 育成

牛 奶牛精

料补充料 

901 ≤14.0 ≥18.0 ≤10.0 ≤8.0  0.6～2.0 ≥0.50 ≥0.65 0.4～2.0 

犊牛期 

14 内蒙古牧

泉元兴饲

料有限责

任公司赤

峰分公司 

Q/150403Y

XS 003—

2021 

肉牛精料补

充料 

喜乐特

格 6218 

≤14.0 ≥18.0 ≤10.0 ≤15.0  0.3～2.2 ≥0.30 ≥0.2 0.2～2.0 

犊牛期 

15 石家庄正

大有限公

司 

Q/01ZD003

—2024 

奶牛精料补

571-18 ≤14.0 ≥18.0 ≤12.0 ≤15.0  0.5～1.5 ≥0.40 ≥0.5 0.3～1.5 

3～6 月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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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企业名称 标准名称 对应产

品名称 

水分

/(%) 

粗蛋白

/(%) 

粗灰分

/(%) 

粗纤维

/(%) 

粗脂

肪

/(%) 

钙/(%) 磷/(%) 赖氨

酸/(%) 

氯化钠/(%) 对应生长

阶段 

充料 

16 山东澳亚

饲料科技

有限公司 

Q/SDAY 

002—2024 

精料补充料

（颗粒） 

AY9100 ≤14.0 ≥20.0 ≤11.0 ≤10.0  0.5～2.0 ≥0.30 / 0.4～1.5 

0～2 月

龄 

17 内蒙古蒙

泰大地生

物技术发

展有限责

任公司 

Q/NMDD 

017—2021 

奶牛精料补

充料 

9300D ≤14.0 ≥18.0 ≤10.0 ≤10.0  0.6～1.8 ≥0.40 ≥0.5 0.5～1.5 育成期

3～6 月龄 

9300DH ≤14.0 ≥20.0 ≤9.0 ≤9.0  0.6～1.8 ≥0.40 ≥0.5 0.3～1.8 

4～60 天 

18 北京三元

禾丰牧业

有限公司 

Q/HDHFJ 

0004—2022 

反刍动物用

浓缩饲料与

精料补充料 

580 ≤14.0 ≥20.0 ≤9.0 ≤8.0  0.5～2.0 ≥0.40 ≥0.5 0.5～2.0 0～3 月龄 

580A ≤14.0 ≥19.0 ≤9.0 ≤12.0  0.65～1.8 ≥0.40 ≥0.5 0.3～1.5 3～6 月龄 

T580 ≤14.0 ≥18.0 ≤9.0 ≤15.0  0.5～2.0 ≥0.40 ≥0.5 0.5～2.0 

0～6 龄 

19 天津悦丰

饲料有限

公司 

Q/12YF003

—2023 

肉牛用精料

补充料 

880-20 ≤14.0 ≥20.0 ≤10.0 ≤10.0  0.5～2.0 ≥0.30 ≥0.6 0.2～1.2 犊牛期 

871 ≤14.0 ≥20.0 ≤10.0 ≤9.0  0.6～1.4 ≥0.40 ≥0.8 0.3～1.8 
4 日～6

月龄 

20 石家庄市

泰丰牧业

有限公司 

Q/81TFM0

5—2021 

牛、羊、

马、驴、鹿

饲料 

犊牛精

料补充

料 

≤14.0 ≥18.0 ≤9.0 ≤8.0  ≥0.30 

 

≥0.30 ≥0.5 0.6～1.5 

犊牛期 

21 河南扬翔

饲料有限

Q/HNYX 

003—2024 

犊牛精

料补充

≤14.0 ≥18.5 ≤12.0 ≤12.0  0.7～1.8 0.4~1.0 ≥0.6 0.3～1.5 
犊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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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企业名称 标准名称 对应产

品名称 

水分

/(%) 

粗蛋白

/(%) 

粗灰分

/(%) 

粗纤维

/(%) 

粗脂

肪

/(%) 

钙/(%) 磷/(%) 赖氨

酸/(%) 

氯化钠/(%) 对应生长

阶段 

公司 畜、禽配合

饲料 

料（开

口料 

22 农标普瑞

纳（廊坊）

饲料有限

公司 

Q/APLC 

012—2022 

牛精料补充

料 

8000M ≤14.0 ≥19.5 ≤15.0 ≤12.0  0.5～2.0 ≥0.40 

 

≥1 0.3～2.5 

4 日～3

月龄 

23 连云港河

海饲料有

限公司 

Q/320705B

AC 02—

2024 

牛、羊用饲

料 

犊牛精

料补充

料 

≤14.0 ≥18.0 ≤8.0 ≤12.0  0.5～1.8 ≥0.50 ≥0.5 0.4～1.5 

4 日～4

月龄 

24 陕西丹富

仕饲料有

限公司 

Q/1800DFT 

003—2020 

反刍动物精

料补充料 

3116 ≤14.0 ≥20.0 ≤10.0 ≤15.0  0.8～2.0 ≥0.45 ≥0.5 0.3～2.5 

0～2 月龄 

25 保定丰饶

农业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Q/BDFR  

02—2021 

肉羊、肉牛

精料补充料 

犊牛后

期精料

补充料 

≤13.0 ≥18.0 ≤15.0 ≤15.0  0.5～3.0 ≥0.3 ≥0.5 0.3～3.0 

7 日～

200kg 

26 武威远大

科技饲料

有限公司 

Q/WYD 

002—2023 

反刍动物浓

缩饲料 

2021 

羔羊犊

牛精料

补充料 

≤14.0 ≥18.0 ≤9.0 ≤9.0  0.2～0.8 ≥0.3 ≥0.5 0.5～1.5 

7 日～6

月龄 

27 临洮德华

饲料有限

公司 

Q/DHLTB 

001—2024 

浓缩饲料、

8861 ≤14.0 ≥18.0 ≤13.0 ≤12.0  0.5～2.0 ≥0.5 ≥0.7 0.3～1.2 

犊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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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企业名称 标准名称 对应产

品名称 

水分

/(%) 

粗蛋白

/(%) 

粗灰分

/(%) 

粗纤维

/(%) 

粗脂

肪

/(%) 

钙/(%) 磷/(%) 赖氨

酸/(%) 

氯化钠/(%) 对应生长

阶段 

精料补充料

及配合饲料 

28 吉林仟客

莱科技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Q/JQKL03

—2024 

反刍动物精

料补充料 

N1001 ≤13.0 ≥18.0 ≤8.0 ≤8.0  0.5～1.3 ≥0.4 ≥1.0 0.5～1.1 

0 日～3

月龄 

29 宁夏泰昆

荣华饲料

有限责任

公司 

Q/TKRH 

02—2024 

反刍动物精

料补充料 

666 ≤14.0 ≥18.0 ≤7.0 ≤10.0  0.5～1.5 ≥0.4 ≥0.6 0.3～1.5 

3～6 月龄 

30 甘肃白银

三旺农牧

有限公司 

Q/GSSW03

—2024 

牛、羊精料

补充料 

411S ≤14.0 ≥20.0 ≤9.0 ≤9.0  0.5～2.0 ≥0.4 ≥0.6 0.3～2.0 

开口～3

月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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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关标准对开食料卫生指标的限定 

GB/T 20807—2006 《绵羊用精饲料》、NY/T 1245—2006《奶牛用精饲料》、

NY/T 1344—2007《山羊用精饲料》中都规定了卫生指标符合 GB13078 的规定。 

（三）国内犊牛开食料产品的技术特点调研 

制订小组对国内犊牛开食料生产企业的产品进行了收集，对其饲料标签进

行了整理。收集到 30 家生产企业的产品样品 49 个，其原料组成和饲喂对象见

表 11。 

表 11  国内市场现有犊牛开食料生产企业调研结果 

编号 产品名称 生产商/生产厂家 代理商 原料组成 对应生长

阶段 

1 五谷丰登 

犊牛精料补

充料 

751-20 

中粮饲料（茂名）

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分公司 

中粮饲料（茂名）

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分公司 

玉米、豆粕、棉粕、玉

米 DDGS、玉米皮、玉

米胚芽粕、小麦麸、石

粉、磷酸氢钙、氯化钠、

维生素 A、维生素 D3、

dl-α-生育酚乙酸酯、硫

酸铜、硫酸锌等。 

3～6 月龄 

2 五谷丰登 

犊牛精料补

充料 

751-20+ 

中粮饲料（茂名）

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分公司 

中粮饲料（茂名）

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分公司 

同 1 

3～6 月龄 

3 五谷丰登 

犊牛精料补

充料 

751-22 

中粮饲料（茂名）

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分公司 

中粮饲料（茂名）

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分公司 

同 1 

0～2 月龄 

4 五谷丰登 

犊牛精料补

充料 

751-20+ 

中粮饲料（茂名）

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分公司 

中粮饲料（茂名）

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分公司 

同 1 

0～2 月龄 

5 肉用犊牛精

料补充料 

天康 880 

内蒙古天康饲料

有限公司 

内蒙古天康饲料

有限公司 

玉米、豆粕、麸皮、乳

清粉、磷酸氢钙、石粉、

氯化钠、维生素、微量

元素、氨基酸等。 

4 日～3

月龄 

6 肉用犊牛精

料补充料 

天康 881 

内蒙古天康饲料

有限公司 

内蒙古天康饲料

有限公司 

玉米、豆粕、棉籽粕、

麸皮、磷酸氢钙、石粉、

氯化钠、维生素、微量

元素、氨基酸等。 

3～6 月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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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产品名称 生产商/生产厂家 代理商 原料组成 对应生长

阶段 

7 犊牛精料补

充料 

犊特 180H 

宁夏天康饲料有

限公司 

宁夏伊康元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玉米及其加工产品、豆

粕和（或）棉籽粕、石

粉、氯化钠、维生素 A

乙酸酯、维生素 D3、dl-

α-生育酚乙酸酯、硫酸

锰、硫酸锌、莫能菌素

预混剂等。 

3～6 月龄 

8 犊牛精料补

充料 

犊特 90H 

宁夏天康饲料有

限公司 

宁夏伊康元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同 7 

0～2 月龄 

9 英联爱博恩 

肉用犊牛精

料补充料 

5612 

联英饲料（天津）

有限公司 

联英饲料（天津）

有限公司 

英国独资 

玉米、豆粕、甜菜粕、

玉米胚芽粕、玉米干全

酒精糟、小麦次粉、麸

皮、石粉、氯化钠、维

生素 A 乙酸酯、维生素

D3、dl-α-生育酚乙酸

酯、羟基蛋氨酸类似物

螯合铜、硫酸锌、硫酸

锰、碘酸钙、氯化钴、

亚硒酸钠、酵母硒、糖

精钠等。 

8 周龄～

23 月龄 

10 英联爱博恩 

肉用犊牛精

料补充料 

5610 

联英饲料（天津）

有限公司 

联英饲料（天津）

有限公司 

英国独资 

同 9 

0～3 月龄 

11 英联爱博恩 

肉用犊牛精

料补充料 

U501 

联英饲料（天津）

有限公司 

联英饲料（天津）

有限公司 

英国独资 

玉米、豆粕、甜菜粕、

玉米胚芽粕、小麦次粉、

麸皮、石粉、氯化钠、

维生素 A 乙酸酯、维生

素 D3、dl-α-生育酚乙酸

酯、甘氨酸铜螯合物、

硫酸锌、硫酸锰、碘酸

钙、氯化钴、亚硒酸钠、

酵母硒、糖精钠等。 

0～3 月龄 

12 犊牛哺乳期

精料补充料 

犊牛康 

宁夏新希望反刍

动物营养食品有

限公司 

宁夏新希望反刍

动物营养食品有

限公司 

玉米、豆粕、棉籽粕、

膨化大豆、磷酸氢钙、

微量元素预混合饲料、

维生素预混合饲料等。 

3 日龄～

断奶 

13 三元绿荷饲

料犊牛精料

补充料 

（犊牛开食

北京三元种业科

技有限公司饲料

分公司 

 玉米、豆粕、菜粕、麸

皮、面粉、DDGS、喷浆

玉米皮、大豆皮颗粒、

膨化大豆、压片玉米、

7 日～3

月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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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产品名称 生产商/生产厂家 代理商 原料组成 对应生长

阶段 

料） 

641P-1 

甘蔗糖蜜、克霉、瘤黄

金、乳清粉、维生素、

矿物质等。 

14 6120 希杰（聊城）饲料

有限公司 

希杰饲料 

（韩国独资） 

玉米、豆粕、小麦次粉、

喷浆玉米皮、玉米干全

酒精糟、石粉、氯化钠、

微量元素预混料、维生

素预混料、防霉剂等。 

3 月～6

月龄 

15 6110 希杰（聊城）饲料

有限公司 

希杰饲料 

（韩国独资） 

玉米、豆粕、玉米干全

酒精糟、石粉、氯化钠、

微量元素预混料、维生

素预混料、防霉剂等。 

3 日～2

月龄 

16 999-1 现代牧业（商河）

饲料有限公司 

现代牧业（商河）

饲料有限公司 

 
断奶前 

17 999-2 现代牧业（商河）

饲料有限公司 

现代牧业（商河）

饲料有限公司 

 
断奶后 

18 五谷丰登 

犊牛精料补

充料 

751-22 

中粮饲料（唐山）

有限公司 

中粮饲料（唐山）

有限公司 

玉米、豆粕、石粉、氢

化钠、亚硒酸钠、硫酸

锌、硫酸铜、硫酸锰、

维生素 A、维生素 D3、

dl-α-生育酚乙酸酯等。 

0～2 月龄 

19 五谷丰登 

犊牛精料补

充料 

751-18 

中粮饲料（唐山）

有限公司 

中粮饲料（唐山）

有限公司 

玉米、豆粕、DDGS、喷

浆玉米皮、石粉、氯化

钠、亚硒酸钠、硫酸锌、

硫酸铜、硫酸锰、维生

素 A、维生素 D3、dl-α-

生育酚乙酸酯等。 

3～6 月龄 

20 五谷丰登 

犊牛精料补

充料 

751-20L 

中粮饲料（唐山）

有限公司 

中粮饲料（唐山）

有限公司 

玉米、豆粕、DDGS、棉

粕、石粉、氯化钠、亚

硒酸钠、硫酸锌、硫酸

铜、硫酸锰、维生素 A、

维生素 D3、dl-α-生育酚

乙酸酯等。 

3～6 月龄 

21 犊牛生长期

精料补充料 

JS9911+ 

宁夏博瑞科技有

限公司 

宁夏博瑞科技有

限公司 

玉米、豆粕、棉粕、酿

酒酵母培养物、玉米胚

芽粕、糖蜜、玉米皮、

小麦次粉、小麦麸、维

生素 D3、维生素 A 乙酸

酯、dl-α-生育酚乙酸酯、

硫酸铜、硫酸锰等。 

3～6 月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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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产品名称 生产商/生产厂家 代理商 原料组成 对应生长

阶段 

22 犊牛开食料

JS9901+ 

宁夏博瑞科技有

限公司 

宁夏博瑞科技有

限公司 

玉米、酿酒酵母培养物、

豆粕、棉粕、玉米干全

酒精糟、玉米胚芽粕、

玉米皮、糖蜜、维生素

D3、维生素 A 乙酸酯、

dl-α-生育酚乙酸酯、硫

酸铜、硫酸锰等。 

4 日～2

月龄 

23 犊牛精料补

充料 

9000 

银川天卓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银川天卓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玉米、豆粕、膨化大豆、

乳清粉、维生素、矿物

质元素、氨基酸等。 

7～90 日

龄 

24 犊牛精料补

充料 

9001 

银川天卓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银川天卓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玉米、豆粕、膨化大豆、

磷酸氢钙、维生素、矿

物质元素、氨基酸等。 

7～180 日

龄 

25 犊牛精料补

充料 

9001B 

银川天卓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银川天卓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玉米、豆粕、膨化大豆、

磷酸氢钙、维生素、矿

物质元素、氨基酸等。 

7～180 日

龄 

26 犊牛精料补

充料（前期） 

M1001 

辽宁大北农牧业

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通辽大北农牧业

科技有限公司 

玉米、豆粕、棉籽粕、

玉米干全酒糟、石粉、

氯化钠等矿物元素及其

络（螯）合物、维生素

及类维生素。 

4 日～3

月 

27 犊牛精料补

充料（后期） 

M1003 

辽宁大北农牧业

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通辽大北农牧业

科技有限公司 

同 26 

3～6 月龄 

28 牛精补饲料 

犊牛精补料 

901 

内蒙古富川饲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内蒙古富川饲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玉米、豆粕、麸皮、次

粉、喷浆玉米纤维、石

粉、磷酸氢钙、畜牧盐、

L-赖氨酸盐酸盐、微量

元素、复合维生素、酵

母、微生态制剂、酶制

剂。 

犊牛期 

29 元兴饲料 

肉牛犊牛期

精料补充料 

喜 乐 特 格

6218 

内蒙古牧泉元兴

饲料有限责任公

司赤峰分公司 

内蒙古牧泉元兴

饲料有限责任公

司赤峰分公司 

玉米及其加工工产品、

豆粕和（或）棉籽粕、

石粉、氯化钠、维生素

A 乙酸酯、维生素 D3、

dl-α-生育酚乙酸酯、硫

酸锰、硫酸锌等。 

犊牛期 

30 正大饲料 

犊牛宝 571-

18 

 

青岛正大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 

 

正大集团 玉米、豆粕、碳酸氢钙、

石粉、氯化钠、维生素、

鱼粉、秘鲁骨粉、微量

元素及正大集团专用预

混料。 

3～6 月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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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产品名称 生产商/生产厂家 代理商 原料组成 对应生长

阶段 

31 犊牛精料补

充料 

AY9100 

山东澳亚饲料科

技有限公司 

山东澳亚饲料科

技有限公司 

玉米、豆粕、发酵豆粕、

麸皮、甘蔗糖蜜、麦芽

糊精、小麦次粉、石粉、

氯化钠、膨润土、小苏

打、磷酸氢钙、维生素

A、维生素 D3、维生素

E、碘酸钙、美泰棒等。 

0～2 月龄 

32 犊牛精料补

充料 

9300D 

内蒙古蒙泰大地

生物技术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九州大地 玉米、小麦麸、豆粕、

棉籽粕、玉米全干酒精

糟、蔗糖糖蜜、石粉、

磷酸氢钙、氯化钠、复

合预混料等。 

育成期

3～6 月龄 

33 犊牛开口料 

9300DH 

内蒙古蒙泰大地

生物技术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九州大地 玉米、膨化大豆、豆粕、

玉米全干酒精糟、蔗糖

糖蜜、石粉、磷酸氢钙、

氯化钠、复合预混料等。 

4～60 天 

34 禾丰 

犊牛精料补

充料 

580 

北京三元禾丰牧

业有限公司 

北京三元禾丰牧

业有限公司 

玉米、豆粕、膨化大豆、

棉粕、玉米 DDGS、磷

酸氢钙、石粉、氯化钠、

赖氨酸、维生素 A、维

生素 D3、硫酸亚铁、硫

酸铜、丙酸钙等。 

0～3 月龄 

35 禾丰 

犊牛精料补

充料 

580A 

北京三元禾丰牧

业有限公司 

北京三元禾丰牧

业有限公司 

同 34 

3～6 月龄 

36 禾丰 

犊牛精料补

充料 

T580 

北京三元禾丰牧

业有限公司 

北京三元禾丰牧

业有限公司 

玉米、豆粕、膨化大豆、

棉粕、玉米 DDGS、磷

酸氢钙、石粉、氯化钠、

赖氨酸、维生素 A、维

生素 D3、硫酸亚铁、硫

酸铜、丙酸钙等。 

0～6 月龄 

37 科维 k-way 

幼龄反刍动

物精料补充

料 

犊牛 880-20 

天津悦丰饲料有

限公司 

天津科维农牧科

技有限公司 

玉米、豆粕、麸皮、膨

化大豆、乳清粉、玉米

胚芽粕、甘露寡糖、精

油 

酵母培养物、石粉、磷

酸氢钙、氯化钠、复合

多维、复合微量等。 

犊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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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产品名称 生产商/生产厂家 代理商 原料组成 对应生长

阶段 

38 中牧悦丰 

犊牛精料补

充料 

犊乐宝 871 

天津悦丰饲料有

限公司 

天津悦丰饲料有

限公司 

玉米、豆粕、棉粕、膨

化大豆、DDGS、乳清

粉、小麦麸、磷酸氢钙、

甘蔗糖蜜、各种氨基酸、

氯化钠、矿物质及维生

素等。 

4 日～6

月龄 

39 犊牛精料补

充料 

石家庄市泰丰牧

业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泰丰牧

业有限公司 

玉米、棉粕、豆粕、麸

皮、磷酸氢钙、氯化钠、

维生素 A、维生素 D3、

维生素 E、硫酸亚铁、

硫酸锌、硫酸锰等 

犊牛期 

40 世纪美 河南扬翔饲料有

限公司 

 

河南联科动保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米、豆粕、米糠粕、

次粉、小麦麸皮、磷酸

氢钙、石粉、氯化钠、

复合微量元素预混剂、

复合维生素预混剂、氯

化胆碱、植酸酶、复合

益生菌、乙氧基喹啉等。 

犊牛期 

41 嘉吉 

犊牛精料补

充料 

8000M 

农标普瑞纳（廊

坊）饲料有限公司 

嘉吉饲料 大豆及其加工产品、玉

米及其加工产品、酒槽

类、小麦及其加工产品、

甘蔗糖蜜、天然矿物质、

氨基酸、氨基酸盐及其

类似物、维生素及类维

生素、矿物元素及其络

（螯）合物、抗氧化剂、

防霉剂和调节剂等。 

4 日～3

月龄 

42 友邦犊牛精

料 补 充 料

8810 

连云港河海饲料

有限公司 

连云港河海饲料

有限公司 

玉米、豆粕、小麦、麸

皮、玉米蛋白粉、玉米

蛋白饲料、DDGS、石

粉、饲料级磷酸氢钙、

食盐、牛用复合预混合

饲料等。 

4 日～4

月龄 

43 犊牛精料补

充料 3116 

陕西丹富仕饲料

有限公司 

陕西丹富仕饲料

有限公司 

玉米、豆粕、玉米胚芽

粕、玉米 DDGS、氯化

钠、维生素及类维生素、

矿物元素及其络（螯）

合物等。 

0～2 月龄 

44 家贝宠 

犊牛精料补

充料 N1158 

保定丰饶农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宏科技有

限公司 

玉米、豆粕、DDGS、磷

酸氢钙、石粉、氯化钠、

维生素 A、维生素 D3、

维生素 E、小苏打、硫

7 日

~2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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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产品名称 生产商/生产厂家 代理商 原料组成 对应生长

阶段 

酸铜、硫酸亚铁等。 

45 塞上华农 

壮乐壮 

羔羊犊牛精

料补充料 

（膨化奶颗

粒） 

武威远大科技饲

料有限公司 

武威远大科技饲

料有限公司 

乳清粉、膨化大豆、膨

化玉米、豆粕、氯化钠、

磷酸氢钙、各种微量元

素、维生素、植物油、

专用酶制剂等。 

7 日～6

月龄 

46 犊牛精料补

充料 

8861 

临洮德华饲料有

限公司 

临洮德华饲料有

限公司 

 

犊牛期 

47 犊牛精料补

充料 

N1001 

吉林仟客莱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吉林仟客莱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0 日～3

月龄 

48 泰昆 

犊牛羔羊精

料补充料 

666 

宁夏泰昆荣华饲

料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伊牧丰饲料

有限公司 

 

玉米、豆粕、棉粕、膨

化大豆、氨基酸、维生

素、矿物元素等。 
3～6 月龄 

49 反刍精料补

充料 

犊牛开口料 

411s 

甘肃白银三旺农

牧有限公司 

甘肃白银三旺农

牧有限公司 

玉米、豆粕、大豆皮、

小麦麸、石粉、氨基酸、

维生素、矿物元素等。 

开口～3

月龄 

 

（四）标准制订的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犊牛开食料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贮

存和保质期，描述了取样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肉牛和奶牛的犊牛开食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5917.1  饲料粉碎粒度测定 两层筛筛分法 

GB/T 5918  饲料产品混合均匀度的测定 

GB/T 6432  饲料中粗蛋白的测定 凯氏定氮法 

GB/T 6433  饲料中粗脂肪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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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6435  饲料中水分的测定  

GB/T 6436  饲料中钙的测定 

GB/T 6437  饲料中总磷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GB/T 6438  饲料粗灰分的测定 

GB/T 6439  饲料中水溶性氯化物的测定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0647  饲料工业术语 

GB 10648  饲料标签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T 14699  饲料  采样 

GB/T 18246 饲料中氨基酸的测定 

GB/T 18823 饲料检测结果判定的允许误差 

GB/T 18868 饲料中水分、粗蛋白质、粗纤维、粗脂肪、赖氨酸、蛋氨酸

快速测定 

GB/T 20806 饲料中中性洗涤纤维（NDF）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GB/T 10647 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犊牛开食料 Starter feed for calves 

规定为： 

根据犊牛哺乳期前后的营养需要，以多种饲料原料和饲料添加剂按一定比

例配制的、促进瘤胃发育、补充液体饲料的营养不足，用于饲喂犊牛的均匀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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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精料补充料。 

理由： 

犊牛开食料是根据犊牛的营养需要配制而成的，以精料原料为主，辅以维

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氨基酸等饲料添加剂，其作用是促进犊牛由以乳为主

的营养供给向完全采食植物性饲粮过渡，促进瘤胃发育。具体文字描述参考了

GB/T 10647 中定义 6.1（配合饲料）、6.3（精料补充料）的描述内容。 

4. 技术要求 

4.1 外观与性状 

规定为： 

色泽一致，质地均匀，无结块、发霉、变质、异味。 

理由： 

犊牛开食料在制作时强调适口性强、易消化且营养全面。其形状为粉状或

颗粒状。为保证犊牛开食料产品的质量及使用安全性，对其颗粒颜色、质地，

气味等进行了规定。要求开食料色泽一致，无结块、发霉、变质现象，无异味。 

4.2 混合均匀度 

规定为： 

混合均匀度的变异系数（CV）应小于等于 10.0%。 

理由： 

根据《饲料生产企业许可条件》（农业部公告第 1849 号）和《混合型饲

料添加剂生产企业许可条件》（农业部公告第 1849 号），浓缩饲料、配合饲

料、精料补充料生产企业应当符合混合机的混合均匀度变异系数不大于 7%；

另外，《饲料企业生产工艺及设备验收指南》（GB/T23491—2009）规定，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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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饲料、浓缩饲料、精料补充料混合均匀度变异系数不大于 7%。而对于犊牛

颗粒饲料，根据企业标准规定，制粒后，与制粒前相比，变异系数不高于 10%，

因此本标准规定混合均匀度的变异系数（CV）应小于等于 10.0%。 

4.3 粉状料粒度 

规定为： 

99%通过 2.8 mm分析筛，1.4 mm分析筛筛上物质量百分比应不大于 20.0%

（混有蒸汽压片原料的混合饲料除外）。 

理由： 

对于粉状料的粉碎，借鉴了 NY/T 1245—2006《奶牛用精饲料》、GB/T 

20807—2006 《绵羊用精饲料》、NY/T 1344—2007《山羊用精饲料》中的规

定，99%通过 2.8 mm 编织筛，1.4 mm 编织筛筛上物应≤20%。 

4.4 颗粒料粒径 

规定为： 

直径为 3 mm～6 mm。 

4.5 颗粒料硬度 

规定为： 

硬度为 30 N～150 N。 

理由： 

颗粒料的粒度与原料种类、质量、营养成分含量均紧密相关。同样的原料、

同样的配方，经不同的加工工艺，形成的成品在生产中的应用效果也会有较大

差异。颗粒粒度、硬度等在饲喂过程中直接影响犊牛的采食量和消化率。硬度

要适中，太硬会降低产品的适口性和生产性能，太脆会提高产品粉化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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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能，增加浪费。2021 版 NASEM 奶牛营养需要（NRC）中指出，在开食

料中至少 80%的颗粒应该大于 1.19 mm，开食料加权平均颗粒大小应该大约为

2 mm 或更大，以预防瘤胃角化不全和胀气（NASEM, 2021）。犊牛颗粒料的

营养与配制相关文献表明，犊牛开食料直径以 0.32cm 为宜（冯朝夕，2010）。

在所收集到的 49 种开食料样品中，直径范围为 3.30 mm～5.15 mm，平均值为

4.24 mm。综合以上信息，本标准设定颗粒直径 3 mm～6 mm。在制订小组检

测的开食料样品中，直径在此范围内的占 100%。从所测硬度的变化情况来看，

不同饲料厂家生产出的颗粒饲料硬度的变异系数很高。综合考虑饲料硬度应该

在 50～100 N。在制订小组检测的 49 种犊牛开食料样品中，颗粒硬度该范围

内的占 67.6%（0～3 月龄）和 63.0%（3～6 月龄）。 

4.6 水分 

规定为： 

水分含量小于等于 14.0%。 

理由： 

NY/T 1245—2006《奶牛用精饲料》、LST 3405—1992《肉牛精料补充料》、

GB/T 20807—2006 《绵羊用精饲料》、NY/T 1344—2007《山羊用精饲料》。

其中对水分含量的要求依次为≤12.5%、“北方≤14%，南方≤12.5%”、 ≤12.5%、

≤12.5%。GB/T 5915—2020《仔猪、生长育肥猪配合饲料》中对水分的要求是

“不高于 14.0%”。同时查阅了相关企业标准（见表 9），49 种犊牛开食料样品

规定为≤14.0%的有 47 种，占 95.9%；规定为≤13.0%的有 2 种，占 4.1%。 

根据上述情况，本标准将水分含量限定为“≤14.0%”。 

4.7 理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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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表 12 的规定。 

表 12  犊牛开食料的主要理化指标     单位：百分比 

项目 阶段 

断奶前 断奶后 

粗蛋白质 16.0～23.0 14.0～22.0 

粗脂肪 ≥2.0 ≥2.0 

中性洗涤纤维 13.0～26.0 ≥13.0 

赖氨酸 ≥1.0 ≥0.8 

蛋氨酸 ≥0.3 ≥0.2 

粗灰分 ≤10.0 ≤10.0 

钙 0.6～1.2 0.6～1.2 

总磷 0.3～0.6 0.3～0.6 

氯化钠（以水溶性

氯化物计） 

≥0.3 ≥0.3 

注：以上指标以 88%的干物质计 

理由： 

基于犊牛的营养需要，需要对营养指标中粗蛋白质、中性洗涤纤维、赖氨

酸、蛋氨酸、粗灰分、钙、磷含量进行规定，提高利用率降低粪污中氮磷等的

排放。 

本文件设定值参考了 2021 版 NASEM 奶牛营养需要（NRC）、文献资料

研究结果和相关企业标准，具体见表 13～表 14。 

表 13  相关指标不同条件下的推荐值 

项目 

NASEM

（2021）推荐

值 

企业标准 c 
NY/T 1245-2006 奶

牛用精饲料 bc 

LST 3405-1992

《肉牛精料补充

料》c 

粗蛋白质 a 16.0～25.0 ≥20.0～≥25.0 ≥20.0 ≥19 

粗脂肪 ≥2.0 ≥2.3 ≥2.8 ≥2.8 

中性洗涤纤维 ≥13 
≤9.0～≤23.0

（粗纤维） 
≤9.0（粗纤维） ≤6.8（粗纤维） 

赖氨酸 - ≥0.2～≥1.1 - - 

蛋氨酸 - - - - 

粗灰分 8～10 ≤8.0～≤17.0 ≤9.0 ≤10.0 

钙 0.75 0.03～3.9 0.7～1.4 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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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 0.37 0.3～1.7 0.5～0.8 ≥0.5 

a 粗蛋白质含量取决于所饲喂的蛋白质含量和牛奶或代乳粉数量。 

b 该标准适用于犊牛（3 月～6 月）。 

c 以上指标以 88%的干物质进行折算。 

表 14 调查中市场开食料的营养成分分布值（88%干物质基础） 

1) 粗蛋白质含量 

国内外对犊牛开食料蛋白质需要进行了一些研究，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见表 15）。多数研究认为，从出生到 8～10 周龄犊牛开食料中粗蛋白质（CP）

含量应为 16%～18％。实际生产中犊牛开食料中的 CP 含量一般为干物质的

15%～20％。2021 版 NASEM 奶牛营养需要中对于犊牛开食料中粗蛋白质的

推荐量为 88%干物质基础上为 16%～25%。 

相较于国外的研究，国内犊牛开食料蛋白质水平则较高，这主要是由我国

饲料配方、饲料质量以及畜种品质决定的。张伟（2006）研究认为，犊牛开食

料中 CP 水平应为 20%～22%。黄利强（2008）认为 CP 水平为 22.0%的开食

料对 60～120 日龄犊牛的日均采食量、日均体增重、重要体尺指标增长量以及

营养成分（%） 阶段 平均数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标准差 

干物质（饲喂

基础） 

断奶前 89.6 92.3 88.2 89.4 1.16 

断奶后 89.7 92.3 87.9 89.7 1.09 

粗蛋白质 断奶前 18.5 21.7 12.8 18.6 2.56 

断奶后 18.1 22.3 12.8 18.6 2.56 

粗脂肪 断奶前 2.8 4.8 1.2 2.7 1.03 

断奶后 2.9 4.8 1.2 2.6 1.06 

中性洗涤纤维 断奶前 24.2 33.8 14.6 24.2 6.18 

断奶后 26.0 33.8 14.6 25.6 6.15 

粗灰分 断奶前 7.2 10.7 4.5 7.1 1.63 

断奶后 7.2 10.7 4.5 7.1 1.48 

钙 断奶前 1.1 2.3 0.5 1.1 0.44 

断奶后 1.1 2.1 0.7 1.1 0.34 

磷 断奶前 0.5 0.7 0.3 0.5 0.10 

断奶后 0.5 0.7 0.3 0.5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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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胃发育等指标的作用效果较CP为 24.2%和 19.7%的开食料好（干物质基础）。

本团队前期研究证实，断奶后犊牛开食料中 19%、23%、28%三种 CP 水平下，

犊牛的生长性能、营养物质消化、复胃发育情况以 19%及 23%组较好，但 28%

组无明显优势（见表 16～表 18）。另外，因此在目前蛋白饲料资源短缺的情

况下，本标准对开食料 CP 含量设立上限。饲料蛋白质含量过高，将造成养殖

成本增加和蛋白资源浪费，以及粪氮排放量增加，对环境的污染难以控制（刁

其玉，2024）。结合 2021 版 NASEM 奶牛营养需要推荐值以及所采集的企业

标准，设立上限为 25%（88%干物质基础）。 

早期一些研究表明，开食料中 16％的 CP（干物质基础）在某些条件下可

能满足犊牛的营养需要(Brown, et al., 1958; Everett, et al., 1958; Gardner,1968)。

本团队试验结果同样证实，在 CP 含量较低情况下，调整赖氨酸:蛋氨酸在适宜

比例条件下（3.1:1～3.7:1 之间），开食料的粗蛋白含量可以从 21%降低到 17%

（干物质基础），犊牛可取得相同的生产性能（云强，2010）。因此，结合主

要氨基酸理想比例提高蛋白质的利用率，达到降低饲料粗蛋白水平，提高利用

率，减少粪污氮排放的目标是可行的。汇总开食料适宜 CP 水平文献显示，开

食料 CP 水平在 18%时可达到改善生长性能最佳水平，并同时改善免疫性能

（Sharma，2019）。综合考虑以上条件，本文件设定粗蛋白质含量推荐值

16.0%～23.0%（0～3 月龄）和 14.0%～22.0%（断奶后～6 月龄）。 

在制订小组检测的 49 种犊牛开食料样品中，测定值范围为 14.57%～25.26%

（均值 20.8%）（干物质基础），符合规定范围的占 88.2%（0～3 月龄）和 92.6%

（断奶后～6 月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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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犊牛开食料适宜蛋白水平文献研究汇总（干物质基础） 

阶段（d） 粗蛋白质水平（%） 改善生长性

能最佳水平 

其他 

4～56 

（28 日龄断

奶） 

15.0 16.8 19.6 22.4 断奶前无影

响；断奶

后：19.6 

即使是在出生 4 周龄断奶，

高蛋白开食料的优势不明显

（Akayezu 等，1994） 

56～112 19 23 28  23 23%的粗蛋白水平既有适宜

增重，血清尿素氮含量也不

会太高（云强，2010） 

61～120 19.7 22.0 24.2  22.0 粗蛋白水平 22.0%可提高采

食量、日增重、重要体尺指

标增长量并改善复胃发育

（黄利强，2009） 

5～120 18 21 24  18 改善免疫性能（Sharma，

2019） 

0～73 低能量 高能量 低能量：23 高奶量饲喂时，开食料采食

量会贬低，此时粗蛋白水平

23%的开食料可有效防止蛋

白质缺乏，更好维持蛋白能

量平衡（Kazemi 

Bonchenari，2019） 

18 23 18 23 高能量：23 

7～56 低蛋白日粮 

代乳粉：21.3 

开食料：16.5 

高蛋白日粮 

代乳粉：30.3 

开食料：21.3 

30.3 不论是断奶前还是断奶后，

高蛋白日粮可显著提高日增

重及饲料转化率（Brown，

2005） 56～98 低蛋白日粮 

代乳粉：21.3 

开食料：16.5 

高蛋白日粮 

代乳粉：30.3 

开食料：21.3 

21.3 

0～70 代乳

粉 

20.6 29.1 29.1 断奶前：蛋

白 

水平影响较

小 

高蛋白开食料断奶后会增加

网胃和肝脏质量。在高蛋白

代乳粉饲喂下，高蛋白开食

料显著增加血浆总蛋白含量

（Stame，2021） 开食

料 

21.5 21.5 26.0 断奶后：代

乳粉：

29.1；开食

料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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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开食料中粗蛋白质水平对犊牛生长性能的影响（云强，2010） 

项目 
粗蛋白质水平（干物质基础） 

LP（19%） MP (23%） HP (28%） 

初始重/(kg) 58.06±12.44 56.56±8.42 55.78±12.62 

末重/(kg) 82.58±12.83 85.34±7.58 84.76±6.99 

总增重/(kg) 24.52±3.36 28.78±4.90 28.98±6.48 

ADG/(g/d) 437.86±60.06 513.93±87.45 517.50±115.65 

表 17  开食料中粗蛋白质水平对犊牛营养物质表观消化率的影响（云强，2010） 

项目 周龄 
粗蛋白水平 (干物质基础） 

LP（19%） MP (23%） HP (28%） 

干物质，DM 
10 66.24±10.25 61.40±9.23 57.08±3.81 

13 68.07±4.10 70.26±1.00 69.45±4.22 

粗蛋白，CP 
10 73.60±6.90 76.61±0.49 77.24±1.85 

13 73.77±2.22a 77.66±0.73ab 79.13±2.73b 

粗脂肪，EE 
10 64.61±3.84 51.36±7.79 51.72±14.64 

13 64.49±7.76 67.29±0.64 53.01±13.52 

中性洗涤纤

维，NDF 

10 49.68±3.85 46.89±5.85 44.03±4.09 

13 45.72±7.73 48.61±4.97 54.41±5.62 

酸性洗涤纤

维，ADF 

10 42.58±5.93 39.23±5.08 37.51±4.59 

13 41.00±6.03 44.47±7.94 47.67±7.14 

注：同行数据肩标不同字母者差异显著（P<0.05）。 

 

表 18  开食料中粗蛋白质水平对犊牛复胃发育的影响（云强，2010） 

项目 
粗蛋白水平（干物质基础） 

LP（19%） MP (23%） HP (28%） 

瘤胃/(%) 52.13±1.28 50.08±5.81 52.05±3.64 

网胃/(%) 9.47±0.87 10.40±1.56 9.22±0.92 

瓣胃/(%) 23.56±2.67 24.40±3.36 24.39±3.82 

皱胃/(%) 14.84±0.93 15.12±1.54 14.34±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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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粗脂肪含量 

开食料中的脂肪含量，依据 2021 版 NASEM 奶牛营养需要以及收集的企

业标准范围，设为下限 2.0%，旨在保持合理的蛋白质能量比，为犊牛快速生

长提供足够的能量，为后续育肥或产奶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制订小组检测的 49

种犊牛开食料样品中，粗脂肪含量范围为 1.38%～5.46%（均值 3.24%）。粗脂

肪在≥2.0%范围的占 85.3%（0～3 月龄）和 81.5%（3～6 月龄）。 

3) 中性洗涤纤维含量 

与单胃动物相比，反刍动物对纤维具有特殊的营养需求。在反刍动物营养

中，常用的纤维指标，不是粗纤维，而是中性洗涤纤维、酸性洗涤纤维、木质

素等成分，更加准确地反映了反刍动物对纤维的需求。犊牛日粮中中性洗涤纤

维的适宜水平，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反刍动物饲料团队研究试验结果显

示，对 15～112 日龄犊牛来说，日粮中中性洗涤纤维水平为 15%～30%（折算

88%干物质基础为 13%～26%）时，犊牛的生长性能及屠宰性能均优于日粮中

性洗涤纤维水平 38%时。其中以中性洗涤纤维水平 23%（干物质基础）为最佳

（表 19～表 21）（任春燕，2018）。 

在制订小组检测的 49 种开食料样品中，中性洗涤纤维含量在 13%~26%

（0～3 月龄）、≥13%（3～6 月龄）内的占 58.8%、100%。 

表 19  不同 NDF 水平开食料对犊牛日增重和采食量的影响 （任春燕，2018） 

项目 开食料 NDF 含量（干物质基础）  

SEM 

P 值 

15% 23% 30% 38% 

0～42 d       

日增重, g/d 699.27ab 744.96a 705.17ab 627.83b 60.78 0.046 

开食料采食量, g/d 198.55 187.86 224.60 177.17 119.70 0.684 

DMI, kg/d 0.89 0.88 0.89 0.86 0.11 0.988 



38 

 

项目 开食料 NDF 含量（干物质基础）  

SEM 

P 值 

15% 23% 30% 38% 

NDF 采食量, g/d 51.64 51.14 66.82 57.58 33.39 0.617 

G/F 0.79ab 0.83a 0.79ab 0.71b 0.04 0.004 

42～70 d       

日增重, g/d 970.00 876.10 866.00 852.58 60.78 0.163 

开食料采食量, g/d 620.91 720.36 744.69 677.08 119 0.300 

DMI, kg/d 1.51 1.60 1.61 1.54 0.11 0.893 

NDF 采食量, g/d 163.09 196.07 225.21 219.33 33.39 0.063 

G/F 0.63 0.66 0.58 0.60 0.042 0.050 

断奶前（0～70 d）       

日增重, g/d 711.91 762.14 681.83 688.67 60.78 0.201 

开食料采食量, g/d 409.91 454.29 484.60 427.17 116.40 0.531 

DMI, kg/d 1.14 1.16 1.18 1.13 0.112 0.958 

NDF 采食量, g/d 107.64 123.71 155.63 138.33 33.38 0.150 

G/F 0.66a 0.57b 0.54b 0.56b 0.04 0.007 

断奶后（70～112 d）       

日增重, g/d 862.27ab 897.60a 744.31b 751.67b 64.75 0.013 

开食料采食量, g/d 2341.73b 2596.93a 2594.21a 2734.00a 119.70 0.001 

DMI, kg/d 2.37b 2.60a 2.65a 2.71a 0.11 0.001 

NDF 采食量, g/d 615.00d 707.29c 809.92b 885.75a 33.39 <0.01 

G/F 0.36a 0.34a 0.28ab 0.27b 0.045 0.038 

注：同行数据相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P > 0.05），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 < 0.05），

下表同。 

表 20  不同 NDF 水平开食料对犊牛营养物质表观消化率的影响（任春燕，2018） 

项目 日龄 
开食料 NDF 含量（干物质基础） 

SEM P 值 
15% 23% 30% 38% 

干物质 DM 
56 83.64 81.94 80.30 79.44 1.18 0.674 

98 85.98a 83.39a 76.09b 72.91b 1.65 0.002 

有机物 OM 
56 85.53 84.04 83.45 78.75 1.44 0.383 

98 88.67a 85.52a 79.08b 75.19b 1.63 0.001 

粗蛋白质 CP 
56 82.68 82.30 79.25 73.41 1.62 0.109 

98 85.41a 84.57a 80.01ab 75.31b 1.31 0.006 

脂肪 EE 
56 54.92 53.29 48.61 46.33 2.37 0.594 

98 68.36a 68.22a 66.63a 38.15b 3.75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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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日龄 
开食料 NDF 含量（干物质基础） 

SEM P 值 
15% 23% 30% 38% 

中性洗涤纤维 NDF 
56 65.31b 87.06a 86.21a 83.48a 2.86 0.010 

98 54.16b 82.66a 72.54a 68.06ab 3.59 0.005 

酸性洗涤纤维 ADF 
56 53.94 63.77 63.88 73.12 3.10 0.195 

98 39.42 41.08 35.10 46.22 3.08 0.746 

粗灰分 Ash 
56 55.53 64.20 45.15 63.85 3.86 0.298 

98 62.92 59.20 52.75 54.66 1.85 0.209 

表 21  不同 NDF 水平开食料对犊牛屠宰性能的影响 

4) 赖氨酸和蛋氨酸含量 

幼龄动物需要优质的蛋白质，而其氨基酸组成是决定蛋白质优劣的重要因

素。近年来，国家上有不断提高赖氨酸需要来促进畜禽生长速度的提高效果。

有关犊牛开食料蛋白质、氨基酸模式，申请单位进行过系列研究。研究证实，

赖氨酸、蛋氨酸、苏氨酸是犊牛的限制性氨基酸，并提出了合理的比例模式。

合理的氨基酸模式，可提高蛋白质的利用率，降低氮排放，减少养殖业对环境

的污染。0～2 月龄哺乳期荷斯坦犊牛的氨基酸适宜比例，以最大氮沉积为考

核指标时，赖氨酸、蛋氨酸和苏氨酸的需求比例分别为 100:29:70（2～3 周龄）

和 100:30:60（5～6 周龄），平均值为 100:29.5:65（王建红，2010），而赖氨

酸的最佳含量为 1.8%（李辉，2008）。特别是赖氨酸:蛋氨酸在 3.1:1~3.7:1 之

间，开食料的 CP 含量可以从 21%降低到 17%（干物质基础），0～3 月龄犊牛

可取得相同的生产性能（云强，2010），其中以 3.1:1 效果最好，此时赖氨酸

项目 

开食料 NDF 含量（干物质基础） 

SEM P 值 15% 23% 30% 38% 

胴体重 /kg 63.66 64.61 62.44 59.11 1.09 0.319 

净肉重 /kg 47.30 48.49 46.75 44.32 0.81 0.332 

骨重 /kg 16.37 16.13 15.69 14.79 0.28 0.301 

肉骨比  2.89 3.02 2.98 3.00 0.02 0.161 

屠宰率 /% 51.53a 52.81a 48.95ab 47.17b 0.63 <0.01 

净肉率 /% 38.27a 39.66a 36.65ab 35.37b 0.47 <0.01 

胴体出肉率/% 74.26 75.09 74.86 74.99 0.14 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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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蛋氨酸的含量分别为 1.6%和 0.52% （干物质基础）（表 22～表 23）；对

3~6 月龄犊牛日粮中氨基酸模式，同样通过研究提出了适宜比例，在赖氨酸含

量为 1.21%的基础上（干物质基础），3~6 月龄犊牛的氨基酸限制性顺序为

Lys>Met>Thr，Lys、Met 和 Thr 的氨基酸适宜模式在 135～138 d 和 176～179 

d 时分别是 100:29:53 和 100:31:57，另外，扣除 30% Lys （至 0.85%）、Met

和 Thr 的日粮对体格发育和营养物质表观消化率没有影响，但降低了饲料转化

效率（孔凡林，2020），因此本文件设定赖氨酸的下限为 1.0%（0～3 月龄）

与 0.8%（断奶后～6 月龄）。 

表 22  开食料中 Lys/Met 对犊牛生长性能的影响 （云强，2010） 

项目 
Lys/Met 

对照组 2.5:1 组 3.1:1 组 3.7:1 组 

初始重/(kg) 126.17±9.33 124.50±8.70 124.50±9.67 126.50±7.85 

末重/(kg) 168.57±15.10 166.30±23.95 171.23±15.38 170.30±5.88 

总增重/(kg) 42.40±11.39 41.80±16.87 46.73±8.04 43.80±6.46 

ADG/(g/d) 757.14±203.39 746.43±301.25 834.46±143.57 782.14±115.36 

表 23  开食料中 Lys/Met 对犊牛常规养分表观消化率的影响 （云强，2010） 

项目 
Lys/Met 

对照组 2.5:1 组 3.1:1 组 3.7:1 组 

干物质 DM 74.27±2.16 72.89±7.80 77.06±5.88 76.76±3.01 

粗蛋白 CP 70.94±3.06 67.28±11.49 71.00±8.25 70.45±7.96 

粗脂肪 EE 78.10±10.45 82.46±6.30 77.55±6.31 80.63±4.69 

中性洗涤纤维 NDF 59.38±3.77 56.68±13.39 64.19±9.04 63.64±4.79 

酸性洗涤纤维 ADF 61.50±7.17 59.10±10.58 66.83±8.18 63.53±8.15 

5) 粗灰分 

在制定小组检测的 49 种犊牛开食料样品中，粗灰分含量范围为 5.12%～

12.2%（均值 8.16%），其中，粗灰分低于 10%的占 94.1%（0～3 月龄）和 100%

（3～6 月龄）。目前收集到的 49 份企业标准中，设定粗灰分低于 10%的占

59.7%（0～3 月龄）和 64.7%（3～6 月龄）。NASEM 也提出犊牛阶段日粮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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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分应该在 8%～10%（表 13）。综合考虑，设定粗灰分上限为 10%。 

6) 钙、磷 

美国 NRC 奶牛营养需要最新版 NASEM 中表格 10～表 13 （表 24），开

食料建议的钙含量为 0.75%、磷含量为 0.37%（干物质基础）。在制定小组检

测的 49 种犊牛开食料样品中，钙的含量范围为 0.57%～2.57%（均值 1.25%），

磷的含量范围为 0.33%～0.74%（均值 0.57%），钙磷含量过高会给动物带来影

响，因此均设立上限。 

表 24  犊牛开食料的矿物质浓度的推荐值（NASEM, 2021）（干物质基础） 

项目 开食料 a 生长料 b 

Ca/(%) 0.75 0.65 

P/(%) 0.37 0.33 

Mg/(%) 0.15 0.16 

K/(%) 0.60 0.6 

Na/(%) 0.22 0.2 

Cl/(%) 0.17 0.15 

Co/(mg/kg) 0.2 0.2 

Cu/(mg/kg) 12 12 

I/(mg/kg) 0.8 0.5 

Fe/(mg/kg) 60 55 

Mn/(mg/kg) 40 60 

Se/(mg/kg) 0.3 0.3 

Zn/(mg/kg) 55 50 
a 表中数值为一头犊牛（35～125 kg）所需矿物质含量的推荐值。 
b 表中数值为一头犊牛（0.5～1.2 kg/d）生长所需矿物质含量的推荐值。 

Recommended Concentrations of Minerals in MR and Starter (DM Basis) to Provide AIs for 

Calves Between 35 and 125 kg of BW and Growing Between 0.5 and 1.2 kg/d. 

 

7) 氯化钠 

理由： 

NY/T 1245—2006《奶牛用精饲料》、LST 3405—1992《肉牛精料补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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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氯化钠含量的要求依次为“犊牛（3 月～6 月）：氯化钠≥0.5%”、“犊

牛阶段肥育牛：0.3～1.0%”。按照《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农业农村部

2625 号公告）的规定，在牛，羊的配合饲料或全混合日粮中的氯化钠的最高限

量为 2.0%，制订小组检测的开食料样品中氯化钠含量≤2.0 的占比为 95.0%。

在制订小组收集的 49 种开食料样品的企业标准中（见表 11），设定 0.3%为下

限值的占 42.9%；其中 22 种断奶前犊牛开食料样品中，以 0.3 为下限值的为

10 种，占 45.5%；断奶后犊牛开食料样品中，以 0.3 为下限值的占 46.7%；经

检测的开食料样品中氯化钠≥0.3%，占比为 100%。综上，以 88%干物质为基

础计算，本标准设定氯化钠≥0.3%。 

4.8 卫生指标 

除应符合 GB 13078 的规定外，若添加益生菌，需在标签上需标注。 

理由： 

GB 13078 为强制性标准，其中相关指标的限量按照该指标中犊牛精料补

充料的规定执行（表 25）；没有单独设立犊牛精料补充料的指标，依照对精料

补充料的规定执行。沙门氏菌不得检出。 

细菌总数不再做限定。在犊牛日粮中添加微生物制剂，以促进胃肠道健康

和提高免疫力，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报道及产品开发。添加了微生物制剂后细菌

总数会增长，但并不代表有负面隐患。 

表 25  GB 13078 饲料卫生指标及试验方法 

序号 项目 产品名称 限量 试验方法 备注 

无机污染物 

1 总砷/(mg/kg)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 10 

GB/T 13079 

 

浓缩饲料 ≤ 4  

精料补充料 ≤ 4  

其他配合饲料（除水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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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产品名称 限量 试验方法 备注 

产、狐狸、貂等） 

2 铅/(mg/kg)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 40 

GB/T 13080 

 

浓缩饲料 ≤ 10  

精料补充料 ≤ 8  

配合饲料 ≤ 5  

3 汞/(mg/kg) 配合饲料（除水产） ≤ 0.1 GB/T 13081  

4 镉/(mg/kg)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 5 

GB/T 13082 

 

浓缩饲料 ≤ 1.25  

犊牛、羔羊精料补充料 ≤ 0.5  

5 铬/(mg/kg) 

猪用添加剂预混合饲

料 
≤ 20 

GB/T 13088-200

（原子吸收光

谱法) 

 

其他添加剂预混合饲

料 
≤ 5  

猪用浓缩饲料 ≤ 6  

其他浓缩饲料 ≤ 5  

配合饲料 ≤ 5  

6 氟/(mg/kg)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 800 

GB/T 13083 

 

浓缩饲料 ≤ 500  

牛、羊精料补充料 ≤ 50  

配合饲料（除水产） ≤ 150  

真菌毒素 

7 
亚硝酸盐（以

NaNO2 计) /(mg/kg) 

浓缩饲料 ≤ 20 

GB/T 13085 

 

精料补充料 ≤ 20  

配合饲料 ≤ 15  

8 
黄曲霉毒素

B1/(μg/kg) 

其他浓缩饲料（除仔

猪、雏禽、肉用鸭、产

蛋鸭） 

≤ 20 

NY/T 2071 

 

犊牛羔羊精料补充料 ≤ 20  

泌乳期精料补充料 ≤ 10  

其他配合饲料（除仔

猪、雏禽、肉用鸭、产

蛋鸭） 

≤ 20  

9 
赭曲霉毒素

A/(μg/kg) 
配合饲料 ≤ 100 GB/T 30957  

10 
玉米赤霉烯酮

/(mg/kg) 

犊牛、羔羊、泌乳期精

料补充料 
≤ 0.5 

NY/T 2071 
 

配合饲料（除仔猪、青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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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产品名称 限量 试验方法 备注 

年母猪、其他猪） 

11 

脱氧雪腐镰刀菌

烯醇(呕吐毒

素)/(mg/kg) 

犊牛、羔羊、泌乳期精

料补充料 
≤1 

GB/T 30956 
 

配合饲料 ≤3  

12 T-2 毒素 mg/kg 植物性饲料原料 ≤0.5 NY/T 2071  

13 
伏马毒素（B1+B2) 

/(mg/kg) 
犊牛、羔羊精料补充料 ≤20 NY/T 1970  

天然植物毒素 

14 
氰化物（以 HCN

计）/(mg/kg) 
配合饲料 ≤50 GB/T 13084  

15 游离棉酚/(mg/kg) 

犊牛精料补充料 ≤100 

GB/T 13086 

 

其他牛精料补充料 ≤500  

羔羊精料补充料 ≤60  

其他羊精料补充料 ≤300  

其他畜禽配合饲料 ≤20  

16 

异硫氰酸酯(以丙烯

基异硫氰酸酯计) 

/(mg/kg) 

犊牛、羔羊精料补充

料 
≤150 

GB/T 13087 

 

其他牛、羊精料补充

料 
≤1000  

配合饲料 ≤150  

有机氯污染物 

17 

多氯联苯 (PCB,以

PCB28、PCB52、

PCB101、

PCB138、

PCB153、PCB180

之和计) /(μg/kg)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10 

GB 5009.190 

 

浓缩饲料、精料补充

料、配合饲料（除水

产） 

≤10  

18 

六六六(HCH, 以 a-

HCH、β-HCH、Y-

HCH 之和计) 

/(mg/kg)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浓缩饲料、精料补充

料、 配合饲料 

≤0.2 GB/T 13090  

19 

滴滴涕(以 p,p'-

DDE、0, p'-DDT、

p·p'-DDD、p,p¹-

DDT 之和计) 

/(mg/kg)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浓缩饲料、精料补充

料、 配合饲料 

≤0.05 GB/T 13090  

20 六氯苯(HCB)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0.01 SN/T 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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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产品名称 限量 试验方法 备注 

/(mg/kg) 浓缩饲料、精料补充

料、 配合饲料 

21 霉菌总数 CFU/(g) 

谷物及其加工产品 <4×104 

GB/T 13092 

 

饼粕类饲料原料 (发

酵产品除外) 
<4×103  

乳制品及其加工副产

品 
<1×103  

其他动物源性饲料原

料 
<2×104  

微生物污染物 

22 细菌总数/(CFU/g) 动物源性饲料原料 <2×106 GB/T 13093  

23 沙门氏菌 (25g 中) 饲料原料和饲料产品 
不 得 检

出 
GB/T 13091  

表中所列限量，除特别注明外均以干物质含量 88%为基础计算(霉菌总数、细菌总数、沙

门氏菌除外)。 饲料原料单独饲喂时，应按相应配合饲料限量执行。 

4.9 原料 

规定为： 

应符合《饲料原料目录》和《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的要求。 

理由： 

犊牛日粮中使用的饲料原料和饲料添加剂，首先应符合农业农村部《饲料

原料目录》《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要求，用量应按照《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

规范》的规定。 

5. 取样 

按 GB/T 14699 规定的方法执行。 

6. 试验方法 

根据表 12 所设定的指标，列出相关试验方法。其中： 

6.1 外观与性状 

取适量样品置于洁净白瓷盘内，在正常光照、通风良好、无异味的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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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目视、鼻嗅、触摸等方法检测。 

6.2 混合均匀度 

按 GB/T 5918 规定执行。 

6.3 粉状料粒度 

按 GB/T 5917.1 规定执行。。 

6.4 颗粒料粒径 

6.4.1 仪器设备  

游标卡尺，分度值：0.1 mm。 

6.4.2 试验步骤 

从样品中随机选取 10 粒，用游标卡尺逐个测量直径。 

6.4.2 结果计算 

按公式(1)计算颗粒直径的平均值，以 mm 为单位。 

    Φ =
𝑋1+𝑋2+𝑋3+...+𝑋10

10
……………………………………(1) 

式中： 

Φ ——颗粒饲料样品的直径，单位为毫米（mm）； 

X1、X2、…、X10 ——分别为第 1、2、3、…、10 粒颗粒样品

的直径测定值，单位为毫米（mm）。 

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 1 位。 

6.5 颗粒料硬度 

颗粒饲料的硬度测定方法尚无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此次借鉴了团体标准

T/ESL 41001—2023 《颗粒饲料硬度测定方法》进行，并将方法列入本文件中。

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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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仪器设备 

6.5.1.1 谷物（饲料）自动硬度测定仪。分度值：0.1 N，准确率：≥0.025%。 

6.5.1.2 游标卡尺。分度值：0.1 mm。。 

6.5.2 样品准备 

按照 GB/T 14699.1 的规定抽取具有代表性的颗粒饲料样品。 

用游标卡尺测定样品直径和长度，长度以颗粒两端凹处测量。从所采集的

代表性样品中随机选取长度为直径 2～3 倍的饲料颗粒 30 粒。 

6.5.3 测定步骤 

用镊子将颗粒饲料横放在硬度测定仪的载物台上，正对压杆下方。旋转手

轮，使压头朝载物台方向缓慢匀速移动，压头压在颗粒饲料的中心位置；继续

旋转手轮加压，饲料颗粒破碎瞬间为止，读取示数并记录。或按照谷物（饲料）

自动硬度测定仪操作执行。 

6.5.4 结果计算 

颗粒饲料的硬度用 H 表示，单位为牛顿（N），以 30 粒样品硬度值的算

数平均值为测定结果。颗粒饲料的硬度 H 按公式(2)计算： 

H= 
𝑋1+𝑋2+𝑋3+⋯+𝑋30

30
……………………………………(2) 

式中： 

H ——颗粒饲料样品的硬度，单位为牛顿（N）； 

X1、X2、…、X30 ——分别为第 1、2、3、…、30 粒颗粒样品的硬

度值，单位为牛顿（N）。 

结果保留小数点后 1 位。 

6.6 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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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GB/T 6435 或 GB/T 18868 规定执行，其中 GB/T 6435 是仲裁方法。 

6.7 粗蛋白质 

按 GB/T 6432 或 GB/T 18868 规定执行，其中 GB/T 6432 是仲裁方法。 

6.8 粗脂肪 

按 GB/T 6433 或 GB/T 18868 规定执行，其中 GB/T 6433 是仲裁方法。 

6.9 中性洗涤纤维 

按 GB/T 20806 规定执行。 

6.10 赖氨酸、蛋氨酸 

按 GB/T 18246 或 GB/T 18868 规定执行，其中 GB/ T 18246 是仲裁方

法。 

6.11 粗灰分 

按 GB/T 6438 规定执行。 

6.12 钙 

按 GB/T 6436 规定执行。 

6.13 总磷 

按 GB/T 6437 规定执行。 

6.14 氯化钠的测定（以水溶性氯化物计） 

按照 GB/T 6439 规定执行。 

6.15 卫生指标 

按 GB 13078 规定执行。 

7. 检验规则 

7.1 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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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同配方、相同原料、连续生产或同一班次生产的同一规格的产品为一

批，但每批产品不应超过 80 t。 

理由： 

制订过程中就本问题定向咨询了几家典型的犊牛开食料生产企业，意见如

下： 

北京精准动物营养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目前国内生产开食料设备，粉状开

食料每小时生产量为 4 t～6 t，颗粒状则在 6 t～10 t 之间。如果按照一个班 8 h

计算在 48 t～80 t 之间。 

宁夏新希望反刍动物营养食品有限公司：本厂生产按照当天的同一班组同

一个设备生产的，每小时 8 t，一个班 8 h 是 64 t。 

北京三元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根据不同生产企业设备特性及物料流动性，

40 t～80 t 作为一个批号是可以考虑的。本公司生产设备每小时产量可达 10 t，

日产量 80 t 左右。 

新疆大北农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一般是根据混合机大小决定生产量，

市场上普遍使用 1 t 的混合机，每小时生产量可达 10 t，粉料的制备则更快一

些，所以 80 t 作为组批次是合理的。 

GB/T 40154—2021《饲料原料 棉籽蛋白》中规定为 50 t； 

GB/T 19164—2021《饲料原料 鱼粉》中规定为 60 t； 

GB/T 40848—2021 《饲料原料 压片玉米》中的规定为 150 t。 

综上，本文件以 1 t 的混合机、每小时生产量 10 t 计，设定 80 t 作为一批

次。 

7.2 出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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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检验项目为外观与性状、水分、粗蛋白质。 

理由： 

按照饲料加工厂实际可在每批次出厂时操作的指标来限定。 

7.3 型式检验 

根据标准规范格式进行。 

型式检验项目为第 4 章规定的所有项目。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半年至少

进行 1 次型式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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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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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料行政管理部门提出检验要求时。 

7.4 判定规则 

根据标准规范格式进行： 

7.4.1 所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该批次产品合格。 

7.4.2 检验结果中有任意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可自同批次产品

中重新加倍取样进行复检。若复检结果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规定，即判定

该批次产品不合格。微生物指标不得复检。 

7.4.3 各项指标的极限数值判定按 GB/T 8170 中修约值比较法执行。 

7.4.4 各项指标检验结果判定的允许误差按 GB/T 18823 规定执行。 

8. 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8.1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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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GB 10648 的规定执行。添加益生菌应在标签上标注益生菌名称及活菌

数；添加莫能菌素应在标签上标注剂量。 

8.2 包装 

包装材料应无毒、无害、防潮、密封。 

8.3 运输 

运输中防止包装破损、日晒、雨淋，不应与有毒有害物质混装混运。 

8.4 贮存 

贮存于干燥、通风处，防止日晒、雨淋，不应与有毒有害物质混储。 

8.5 保质期 

未开启包装的产品，在本文件规定的运输、贮存条件下，产品保质期与标

示的保质期一致。 

 

三、实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

果 

（一）技术要求中指标的确定 

制订小组对采集的 49 个犊牛开食料样品进行了外观与性状、常规营养指

标的测定，结果见表 26 和表 27。 

以产地、企业定位、适用日期为标准，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开食料样品 6

个进行了卫生指标的测定，结果见表 28。卫生指标以 GB 13078 中犊牛精料补

充料、精料补充料的限量为准。 

在混合均匀度变异系数方面，取得了生产企业的检测报告，全部符合本标

准规定，其中一次的检测报告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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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犊牛哺乳期（0～3 月龄）开食料营养素含量测定值（干物质基础） 

样品编

号 

直径

(mm) 

硬度 

(N) 

水分 

(%，风

干基础) 

干物质 

(%，风干

基础) 

有机物

(%) 

粗灰

分(%) 

粗蛋白质

(%) 

粗脂

肪(%) 

中性洗

涤纤维

(%) 

酸性洗

涤纤维

(%) 

钙(%) 
磷

(%) 

氯化

钠(%) 
饲喂阶段 

01 5.05 71.86 11.49 88.51 92.41 7.59 21.90 3.59 27.21 16.08 0.92 0.58 0.59 0～2 月龄 

02 4.89 63.68 10.98 89.02 91.38 8.62 24.29 2.41 25.21 16.77 1.09 0.36 0.45 0～2 月龄 

03 3.30 61.28 11.81 88.19 90.47 9.53 23.23 1.76 21.55 12.91 0.95 0.59 0.84 
4 日～3 月

龄 

04 3.31 94.89 10.00 90.00 90.81 9.19 24.66 1.64 31.33 14.60 0.94 0.63 / 0～2 月龄 

05 5.08 132.32 8.88 91.12 91.86 8.14 21.80 4.35 36.74 23.71 0.88 0.51 / 0～3 月龄 

06 4.96 62.07 10.83 89.17 93.48 6.52 19.20 2.49 34.04 22.80 1.22 0.36 / 0～3 月龄 

07 4.35 59.35 7.69 92.31 91.67 8.33 20.98 2.91 32.79 21.70 0.79 0.46 / 
3 日～3 月

龄 

08 4.39 93.42 9.81 90.19 92.09 7.91 23.37 3.57 27.63 15.62 0.71 0.61 1.08 
7 日～3 月

龄 

09 4.98 82.94 11.64 88.36 92.76 7.24 22.15 3.49 26.32 14.59 0.69 0.54 / 
3 日～2 月

龄 

10 4.90 104.92 11.00 89.00 91.42 8.58 24.19 1.56 18.92 9.19 0.57 0.44 / 0～3 月龄 

11 4.28 65.55 10.24 89.76 90.76 9.24 24.74 1.90 21.14 13.26 1.51 0.60 / 0～2 月龄 

12 4.16 55.16 9.98 90.02 92.98 7.02 23.48 2.59 30.86 19.22 1.40 0.56 / 
4 日～2 月

龄 

13 3.38 82.59 11.40 88.60 91.42 5.58 20.39 3.85 25.53 15.89 1.66 0.59 / 
7 日～3 月

龄 

14 4.30 132.83 11.74 88.26 92.75 7.25 22.06 2.04 17.29 10.49 1.03 0.58 / 
4 日～3 月

龄 

15 3.92 117.78 9.40 90.60 93.33 6.67 24.07 3.55 25.88 11.68 0.89 0.43 / 0～2 月龄 



54 

 

样品编

号 

直径

(mm) 

硬度 

(N) 

水分 

(%，风

干基础) 

干物质 

(%，风干

基础) 

有机物

(%) 

粗灰

分(%) 

粗蛋白质

(%) 

粗脂

肪(%) 

中性洗

涤纤维

(%) 

酸性洗

涤纤维

(%) 

钙(%) 
磷

(%) 

氯化

钠(%) 
饲喂阶段 

16 4.30 71.86 11.21 88.79 94.37 5.63 24.2 2.81 20.85 12.74 1.22 0.57 / 
4 日～2 月

龄 

17 4.36 63.68 10.27 89.73 90.90 9.10 21.08 4.53 30.81 16.98 1.60 0.53 0.98 0～3 月龄 

18 4.21 61.28 10.63 89.37 91.61 8.39 20.24 3.50 34.87 21.56 1.70 0.74 0.82 
4 日～3 月

龄 

19 4.32 94.89 10.82 89.18 88.44 11.56 19.19 3.00 32.63 13.58 1.39 0.52 / 
4 日～4 月

龄 

20 3.79 132.32 8.67 91.33 89.34 10.66 20.87 4.27 34.44 22.57 2.57 0.56 / 0～2 月龄 

21 3.88 62.07 11.84 88.16 93.51 6.49 19.83 3.27 16.83 12.20 1.28 0.66 0.91 0～3 月龄 

22 3.92 59.35 11.57 88.43 92.26 7.74 22.33 3.02 28.71 17.26 1.49 0.63 / 0～3 月龄 

全阶段产品 

23 3.38 48.65 10.00 90.00 94.88 5.12 21.41 2.86 27.29 18.02 1.23 0.51 0.62 
7 日～6 月

龄 

24 3.45 59.07 8.99 91.01 94.19 5.81 19.92 4.56 38.39 22.80 0.96 0.47 / 
7 日～6 月

龄 

25 3.83 41.52 10.00 90.00 92.25 7.75 19.44 4.09 20.23 12.18 1.45 0.59 / 犊牛期 

26 4.39 75.36 11.59 88.41 91.53 8.47 20.88 1.38 27.40 16.27 1.63 0.68 1.18 犊牛期 

27 3.38 115.45 10.85 89.15 90.59 9.41 20.10 4.28 31.71 17.73 1.49 0.64 / 0～6 月龄 

28 4.32 79.62 9.09 90.91 91.23 8.77 21.14 3.28 33.91 21.23 1.70 0.57 1.51 犊牛期 

29 4.32 28.94 11.67 88.33 93.16 6.84 18.28 5.44 16.58 10.17 0.88 0.61 / 
4 日～6 月

龄 

30 3.99 55.1 7.66 92.34 88.86 11.14 15.82 5.46 32.94 21.13 2.38 0.6 1.01 犊牛期 

31 3.89 30.78 11.61 88.39 92.20 7.80 14.57 2.85 28.70 17.28 0.96 0.74 / 犊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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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编

号 

直径

(mm) 

硬度 

(N) 

水分 

(%，风

干基础) 

干物质 

(%，风干

基础) 

有机物

(%) 

粗灰

分(%) 

粗蛋白质

(%) 

粗脂

肪(%) 

中性洗

涤纤维

(%) 

酸性洗

涤纤维

(%) 

钙(%) 
磷

(%) 

氯化

钠(%) 
饲喂阶段 

32 4.32 40.41 9.89 90.11 87.80 12.20 17.19 2.70 33.20 18.61 1.33 0.45 1.41 7 日～200kg 

33 4.11 73.20 10.64 89.36 93.51 6.49 16.33 2.79 26.12 20.64 1.38 0.33 / 
7 日～6 月

龄 

34 4.00 87.79 9.76 90.24 91.91 8.09 21.35 3.19 17.61 11.48 1.29 0.52 / 犊牛期 

测定值

的范围 

3.30～

5.08 

28.94～

132.83 

7.66～

11.84 

88.16～

92.34 

87.80～

94.88 

5.12～

12.2 

14.57～

24.74 

1.38～

5.46 

16.58～

38.39 

9.19～

23.71 

0.57～

2.57 

0.33

～

0.74 

0.45～

1.51 
 

平均值 4.16 79.84 10.40 89.60 91.83 8.17 21.02 3.21 27.52 16.56 1.27 0.55 0.95  

本文件

设定值

（88%

干物质

计） 

3.0～

6.0 

50～

100 
≤14.0 ≥86.0 ≥90.0 ≤10.0 16.0～23.0 ≥2.0 

13.0～

26.0 
/ 

0.6～

1.2 

0.3～

0.6 
≥0.3  

本文件

设定值

（干物

质计） 

3.0～

6.0 

50～

100 
/ / / ≤11.4 18.0～26.0 ≥2.3 

14.7～

29.5 
/ 

0.68～

1.36 

0.34

～

0.68 

≥0.34  

达到设

定值的

比例 

100 67.6 100 100 / 94.1 88.2 85.3 58.8 / 55.8 94.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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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犊牛断奶期开食料（3～6 月龄）营养素含量测定值（干物质基础）                       单位：百分比 

样品编

号 

直径 

(mm) 

硬度 

(N) 

水分 

(%，风

干物质

基础) 

干物质 

(%，风

干物质

基础) 

有机物

(%) 

粗灰

分(%) 

粗蛋白

质(%) 

粗脂肪

(%) 

中性洗

涤纤维

(%) 

酸性洗

涤纤维

(%) 

钙(%) 磷(%) 
氯化

钠(%) 
饲喂阶段 

35 4.94 71.86 10.68 89.32 92.32 7.68 22.51 3.75 26.99 16.47 1.03 0.66 / 3～6 月龄 

36 5.05 63.68 10.68 89.32 91.84 8.16 22.26 3.74 25.94 15.40 0.98 0.66 0.50 3～6 月龄 

37 3.46 61.28 12.11 87.89 91.24 8.76 19.58 1.52 25.14 17.68 1.04 0.55 1.25 3～6 月龄 

38 4.33 94.89 9.48 90.52 90.14 9.86 21.53 2.05 36.58 16.80 0.87 0.60 1.28 3～6 月龄 

39 4.93 132.32 11.13 88.87 92.25 7.75 21.68 2.99 37.64 25.57 0.80 0.69 / 2～6 月龄 

40 5.05 62.07 9.72 90.28 91.82 8.18 18.88 2.65 36.80 21.58 0.76 0.53 / 3～6 月龄 

41 5.15 59.35 11.71 88.29 90.78 9.22 24.81 2.66 23.06 11.08 1.37 0.52 / 3～6 月龄 

42 4.33 93.42 11.42 88.58 91.08 8.92 25.26 2.00 32.19 18.45 1.40 0.68 0.61 3～6 月龄 

43 4.36 82.94 10.27 89.73 91.95 8.05 22.10 2.07 29.07 18.17 1.29 0.62 / 3～6 月龄 

44 4.32 104.92 9.39 90.61 92.37 7.63 21.59 2.76 38.04 24.80 1.36 0.58 0.60 3～6 月龄 

45 4.35 65.55 11.58 88.42 93.20 6.80 21.90 2.92 24.03 14.30 1.03 0.71 / 3～6 月龄 

46 4.32 55.16 9.06 90.94 93.21 6.79 20.10 3.61 33.26 22.06 0.91 0.49 2.10 3～6 月龄 

47 4.23 82.59 10.11 89.89 91.24 8.76 24.25 4.27 26.74 16.92 1.26 0.62 / 3～6 月龄 

48 4.16 132.83 10.81 89.19 91.76 8.24 21.10 4.23 31.52 17.60 1.39 0.67 1.21 3～6 月龄 

49 4.12 117.78 9.08 90.92 92.69 7.31 21.72 4.02 36.76 25.90 1.13 0.58 0.86 3～6 月龄 

全阶段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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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编

号 

直径 

(mm) 

硬度 

(N) 

水分 

(%，风

干物质

基础) 

干物质 

(%，风

干物质

基础) 

有机物

(%) 

粗灰

分(%) 

粗蛋白

质(%) 

粗脂肪

(%) 

中性洗

涤纤维

(%) 

酸性洗

涤纤维

(%) 

钙(%) 磷(%) 
氯化

钠(%) 
饲喂阶段 

23 3.38 48.65 10.00 90.00 94.88 5.12 21.41 2.86 27.29 18.02 1.23 0.51 0.62 
7 日～6 月

龄 

24 3.45 59.07 8.99 91.01 94.19 5.81 19.92 4.56 38.39 22.80 0.96 0.47 / 
7 日～6 月

龄 

25 3.83 41.52 10.00 90.00 92.25 7.75 19.44 4.09 20.23 12.18 1.45 0.59 / 犊牛期 

26 4.39 75.36 11.59 88.41 91.53 8.47 20.88 1.38 27.40 16.27 1.63 0.68 1.18 犊牛期 

27 3.38 115.45 10.85 89.15 90.59 9.41 20.10 4.28 31.71 17.73 1.49 0.64 / 0～6 月龄 

28 4.32 79.62 9.09 90.91 91.23 8.77 21.14 3.28 33.91 21.23 1.70 0.57 1.51 犊牛期 

29 4.32 28.94 11.67 88.33 93.16 6.84 18.28 5.44 16.58 10.17 0.88 0.61 / 
4 日～6 月

龄 

30 3.99 55.1 7.66 92.34 88.86 11.14 15.82 5.46 32.94 21.13 2.38 0.60 1.01 犊牛期 

31 3.89 30.78 11.61 88.39 92.20 7.80 14.57 2.85 28.70 17.28 0.96 0.74 / 犊牛期 

32 4.32 40.41 9.89 90.11 87.80 12.20 17.19 2.70 33.20 18.61 1.33 0.45 1.41 7 日～200kg 

33 4.11 73.20 10.64 89.36 93.51 6.49 16.33 2.79 26.12 20.64 1.38 0.33 / 
7 日～6 月

龄 

34 4.00 87.79 9.76 90.24 91.91 8.09 21.35 3.19 17.61 11.48 1.29 0.52 / 犊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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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编

号 

直径 

(mm) 

硬度 

(N) 

水分 

(%，风

干物质

基础) 

干物质 

(%，风

干物质

基础) 

有机物

(%) 

粗灰

分(%) 

粗蛋白

质(%) 

粗脂肪

(%) 

中性洗

涤纤维

(%) 

酸性洗

涤纤维

(%) 

钙(%) 磷(%) 
氯化

钠(%) 
饲喂阶段 

测定值

的范围 

3.38

～

5.15 

28.94～

132.83 

7.66～

12.11 

87.89～

92.34 

87.80～

94.88 

5.12～

12.20 

14.57～

25.26 

1.38～

5.46 

16.58～

38.39 

10.17～

25.90 

0.76～

2.38 

0.33～

0.74 

0.50～

2.10 
 

平均值 4.24 74.69 10.33 89.67 91.85 8.15 20.58 3.26 29.55 18.16 1.23 0.59 1.09  

本文件

设定值

（88%

干物质

计） 

3.0～

6.0 

50～

100 
≤14.0 ≥86.0 ≥90.0 ≤10.0 

14.0～

22.0 
≥2.0 ≥13.0 / 0.6～1.2 

0.3～

0.6 
≥0.3  

本文件

设定值

（干物

质计） 

/ / / / / 11.4 16～25 ≥2.27 ≥14.7 / 
0.68～

1.4 

0.34～

0.68 
≥0.34  

达到设

定值的

比例 

100 63.0 100 100 / 100 92.6 81.5 100 / 81.5 92.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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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犊牛断奶期开食料营养素含量测定值（风干基础） 

 

样

品

编

号 

企业

名称 
产地 

企业定

位 

适

用

期 

黄曲

霉毒

素

B1 

(μg/k

g) 

赭

曲

毒

素

(μg/

kg) 

伏马毒素

B1 

(μg/kg) 

T2

毒

素

(μg/

kg) 

呕吐毒

素

(μg/kg) 

黄

曲

霉

毒

素

B2 

(μg/

kg) 

黄

曲

霉

毒

素

G1 

(μg/

kg) 

黄

曲

霉

毒

素

G2 

(μg/

kg) 

伏马毒

素 B2 

(μg/kg) 

玉米赤

霉烯酮

(μg/kg) 

游离

棉酚

(mg/k

g) 

总砷

As 

(mg/kg

) 

镉 Cd 

(mg/kg

) 

铅 Pb 

(mg/k

g) 

1 
新希

望 
宁夏 

头部企

业 

0～

3 月 
37.80 <2 959.81 <20 213.23 <2 <2 <2 409.32 166.02 12.40 0.019 0.015 0.097 

2 天康 新疆 一类 
3～

6 月 
2.03 <2 202.96 <20 279.02 <2 <2 <2 61.76 31.95 22.86 0.017 0.014 0.091 

3 
三元

禾丰 
北京 二类 

0～

6 月 
7.87 <2 2110.67 <20 741.91 <2 <2 <2 701.18 61.84 22.40 0.013 0.013 0.079 

4 英联 天津 外企 
0～

3 月 
4.05 <2 1123.48 <20 617.48 <2 <2 <2 322.15 29.93 <10 0.013 0.014 0.063 

5 
伊康

元 
宁夏 

伊利牧

场专供 

3～

6 月 
<2 <2 208.17 <20 409.09 <2 <2 <2 73.68 10.80 19.98 0.017 0.012 0.084 

6 富川 内蒙 
中小企

业 

0～

6 月 
<2 <2 571.42 <20 310.82 <2 <2 <2 165.56 16.06 15.61 0.017 0.013 0.080 

测定值的范围 

2～

37.8

0 

<2 
202.96～

2110.67 
<20 

213.23

～

741.91 

<2 <2 <2 
61.76～

701.18 

10.80～

166.02 

10～

22.86 

0.013

～

0.019 

0.012

～

0.015 

0.063

～0.08 

平均值 
12.9

4 
<2 862.75 <20 428.59 <2 <2 <2 288.94 52.77 18.65 0.016 0.014 0.082 

GB 13078 规定的限量值 ≤20 ≤100 ≤20000 ≤500 ≤1000 - - - ≤20000 ≤500 ≤100 ≤4 ≤0.5 ≤8 

达到限量值的比例 83.3 100 100 100 100 - -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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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期的经济效益 

本文件将促进犊牛开食料产品的生产和应用，对提升奶牛、肉牛养殖业犊

牛培育质量具有积极作用。 

犊牛的培育是现代奶牛场的工作重点，健康犊牛是提高牛群质量及生产水

平的基础。开食料对促进幼年反刍动物，由吃奶或代乳品为主食物向完全采食

植物性饲料的过渡、早期断奶实施以及后期生长发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犊

牛阶段生长速度很快，仅靠液体饲料已无法满足其日增长的营养需要。该产品

能满足犊牛快速生长阶段对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需求。从而

为以后育肥或产奶打下良好基础。 

统一犊牛开食料产品质量要求，节约成本。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犊牛开食料产品质量和饲喂效果参差不齐，不少低劣产

品充斥市场，给市场监管造成了困难的同时，也给用户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针

对此问题，本文件的制定将对开食料产品质量进行统一，降低市场低劣产品的

生产与流通，在饲料成本合理的情况下提升产品品质，缓解断奶应激，完成固

液饲料的平稳过渡，提高犊牛成活率及生长性能，保证犊牛健康稳定生长，大

幅度降低用户的损失，降低犊牛的培育成本，为后天高生产性能奠定基础，提

高养殖者的综合效益，同时也减少饲料原料的浪费。 

本文件的制定将对于指导我国犊牛开食料的有序生产、市场繁荣稳定，以

及犊牛健康和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国际无同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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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采用国际国外标准情况 

无采标情况。 

六、与有关法律、法规的关系 

本文件的编制依据为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卫生标准，与这些文

件中的规定相一致。本标准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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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制订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文件不涉及相关专利。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文件作为国家推荐性标准，凡是在我国境内生产、销售、使用的犊

牛代乳粉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以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 

本文件发布后，应广泛组织宣传贯彻，指导厂家的生产，有助于生产企业

提高产品质量。 

十、其它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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