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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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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76）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南工业大学、布勒（常州）机械有限公司、上海正诚机电制造有限公司、深圳

正大康地有限公司、河南龙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卫国等。

本文件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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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配料精度控制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饲料产品生产中配料精度限值设定的原则、配料系统技术要求、描述了证实方法，提

供了饲料配料精度控制操作指南。

本文件适用于饲料企业产品生产中配料精度的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0647 饲料工业术语

GB/T 18695 饲料加工设备术语

GB/T 28013-2011 非连续累计自动衡器

JB/T 11924-2014 称量式液体添加系统

JB/T 11929-2014 流量计量式间歇液体添加系统

3 术语和定义

GB/T 10647、GB/T 18695、GB/T 28013-2011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配料精度 batching accuracy

经过检定校准且在检定有效期内的配料秤重系统对某种组分或一批饲料中全部组分的实际称量值

（示值）与设定值之间的相对误差，由下式计算：

d=(mr-m)/m×100%

其中：

m - 配料组分的设定称量值;

mr - 配料组分的实际称量值。

3.2 静态配料精度 static batching accuracy

配料秤重系统以极其缓慢的、非连续方式（非自动称量方式）供料称重或静止状态下加挂砝码得到

的配料精度。

3.3 动态配料精度 dynamic batching accuracy

自动配料精度 automatic batching accuracy

配料秤重系统在正常生产状态下按照自动控制程序进行配料作业（包括分批配料和连续配料）测得

的配料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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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配料精度限值 batching accuracy limit

配料秤重系统在动态配料或静态配料工作状态下，在该秤的最小称量至最大称量范围内，称量单一

组分或整批产品的最大允许相对误差。

4 配料精度限值的设定原则

4.1 安全第一原则

对超量添加可能对饲养动物或动物源性食品造成潜在安全危害的饲料组分（含添加剂等）的配料精

度限值应能与对其潜在危害的控制相适应。

4.2 营养精准原则

饲料配料系统配料精度限值的规定应能保证在某种饲料营养组分/原料（常量组分、微量组分）在

该配料精度限值内时不会对产品的营养功能产生显著负面影响。

4.3 功能保证原则

对于在饲料产品配方中以特定非营养功能加入的组分，如粘合剂、着色剂、乳化剂、霉菌吸附剂等，

当配料精度控制在该限值内时，应能保证该类组分的功能特性在产品中正常发挥。

5 配料系统（设备）技术要求

5.1 配料秤

5.1.1 分批电子配料秤系统的动态配料精度限值

在配料设备使用地域的环境温度范围内，分批电子配料秤系统在最小秤量与最大秤量之间进行自动

配料作业时，其动态配料精度限值见表 1。允许使用更高准确度等级的分批配料秤。

表 1 分批电子配料秤系统的动态配料精度限值

秤的准确度等级
累计载荷的质量分数

备注
首次检定 使用中检验

0.2 ≤±0.10% ≤±0.20% 适用于各类饲料

0.5 ≤±0.25% ≤±0.50% 适用草食动物全混合日粮中

青贮饲料、牧草等的配料

5.1.2 分批电子配料秤用标准砝码作静态校准时的配料精度限值

分批电子配料秤系统在用标准砝码作静态检验校准时的配料精度限值见表 2。

表 2 分批电子配料秤系统在用标准砝码作静态检验校准时的配料精度限值

准确度等级
0.2、0.5 配料精度限值

Ⅲ 首次检定 使用中检验

静态准确度等级

0 ≤ｍ ≤500d ±0.5d ±1.0d

500d ≤ｍ ≤2000d ±1.0d ±2.0d

2000d ≤ｍ ≤10000d ±1.5d ±3.0d

注：d 为分批配料秤的实际分度值。ｍ 为砝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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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其他要求

5.1.3.1 配料秤斗和混合机及混合机下的缓冲斗之间应设置回风管及布袋泄气帽，防止排料期间产生的

负压或气流对配料精度产生干扰。

5.1.3.2 配料秤传感器的总量程应不小于该配料秤最大配料量和秤斗自重之和的 1.5-3 倍。

5.1.3.3 配料秤传感器的吊挂或支撑点应避开振动源或配有隔震措施。

5.1.3.4 配料秤斗的上、下软连接不应对配料精度造成附加影响。

5.1.3.5 应按照规定对配料秤定期校准。

5.2 人工称量配料时的配料精度限值

人工称量配料时的配料精度应不低于表 2 中“使用中检验”项的要求。

5.3 液体添加系统的配料精度限值

5.3.1 采用称量式液体添加系统称量所加工产品中的液体组时，其配料精度限值应符合 JB/T
11924-2014 中 5.1 的要求。

5.3.2 采用流量计量式间歇液体添加系统计量所加工产品中的液体组时，其配料精度限值应符合 JB/T
11929-2014 中 5.1.2 的要求。

5.4 喂料器

5.4.1 喂料器结构尺寸和工作参数应与所输送物料的配料量、配料精度和配料效率的要求相适应。

5.4.2 螺旋喂料器和叶轮式喂料器应采用变频调速方式喂料；闸阀式喂料器应采用可自动控制闸阀开

启度与开关频率的方式喂料。

5.4.3 当同一喂料器在不同的配方中配料量差异较大，变频喂料不能兼顾配料精度和配料效率要求时，

可选用大、小喂料螺旋的子母组合螺旋喂料器喂料。

5.4.4 喂料器的排料口底端距配料秤斗上盖进料口的距离宜控制在 700 mm 以内。

5.4.5 螺旋喂料器的进料口和出料口边沿之间的最小距离不小于 2 个螺距。当不能满足要求时，喂料

器的出料口应配置闸板或蝶阀等可立即关闭出料口的设备。

5.4.6 喂料器的结构应方便进行残留料清理。

5.5 配料控制系统

5.5.1 配料控制系统应具有依据先前批次配料的误差值自动调整喂料器的空中料量、喂料速度、或点

动给料量，减小配料误差的功能。

5.5.2 当出现配料误差超过规定限值时，控制系统应能自动立即停止配料并报警，并显示超差的配料

组分和超差值。经人工评估确认后，再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

5.5.3 减法秤的加料口应配置开门传感器，开门加料时，系统能够感知并停止配料。

5.5.4 配料控制系统应能记录和储存配料系统的每一批配料过程与结果的数据，包括每种组分的配料

时间、重量及配料误差。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半年。

6 证实方法

6.1 按 GB/T 28013-2011 中的 6.2 条检验分批配料秤系统是否符合本文件 5.1.1 的要求。

6.2 按 GB/T 28013-2011 中的 6.1 条检验分批配料系统是否符合本文件 5.1.2 的要求。

6.3 现场查验文件、目测检查配料秤与附属装置是否满足 5.1.3.1～5.1.3.5 的要求。

6.4 按 GB/T 28013-2011 中的 6.1 条检验手动配料精度是否符合本文件 5.2的要求。

6.5 按 JB/T 11924-2014 中的 6.1 条检验称量式液体添加系统的配料精度是否符合本文件 5.3.1 的要求。

6.6 按 JB/T 11929-2014中 6.3条检验流量计量式间歇液体添加系统配料精度是否符合本文件 5.3.2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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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6.7 现场检查配料秤系统说明书或设计文件、喂料器外观、结构与尺寸，看是否符合 5.4.1、5.4.2、5.4.3、
5.4.6、5.4.7 的要求。

6.8 现场测量喂料器出料口底端与配料秤盖板进料口之间的距离和是否符合 5.4.4 的推荐值。

6.9 现场检查控制系统文件、空载和负载试验检测控制系统是否满足 5.5.1～5.5.4 的要求。

7 饲料配料精度控制操作指南

7.1 配料工艺的选择

为保证实现配料精度限值的要求，依据饲料生产线产能的大小、产品种类的多少、所配原料（组分）

种类的多少，宜选择多仓数秤（大秤+1∼2 个中秤+1∼2 个小秤）+微量配料秤+人工投料、多仓两秤（大

秤+小秤）+微量配料秤+人工投料的配料工艺。不推荐采用一台配料秤配所有常量组分，因小配比组分

的配比小而配料精度难以全部达到要求。

7.2 常量配料秤的配置与操作

7.2.1 根据配料工段的小时生产能力，推荐采用表 5 的常量配料秤的满称量配置方案。对于生产畜禽饲

料中单种谷物配比较大的产品，大秤的满称量可选大值，而对中、小秤的满称量可选小值；对于多元化

畜、禽日粮和水产饲料，大秤的满称量可选小值，而对中、小秤满称量可选中到大值。

表 5 推荐的不同生产能力配料工段的常量配料秤配置

配料工段小时生产能力

t/h
配料秤精度等级 配料秤配置

10

0.2

0.7∼0.8t 秤+0.3-0.4t 秤

15∼20 1.4∼1.6t 秤+0.6∼0.8t 秤

30 2.1∼2.4t 秤+1.0∼1.2t 秤+0.4∼0.5t 秤

≥40 3.0∼3.2t 秤+1.2∼1.4t 秤 2 个+0.5∼0.6t 秤

7.2.2 合理设置各常量配料秤的最小称量值，使得进入该秤的第一种组分能达到或超过此值，而对后续

配料的各组分也应在此基础上设置各自的最小称量值，确保实现配料精度限值要求。

7.3 微量组分配料秤系统的配置与操作

7.3.1 微量组分自动配料秤系统

依据饲料产品的生产配方表中微量组分的种类、批添加量、配料组分理化特性、所配中间产品在最

终饲料产品中的计划投料批次等选择微量配料秤的配料仓数量、最大秤量和单种组分的最小秤量、配料

精度限值。采用电子微量或超微量配料秤配料时配料精度应不低于表 1 的要求。

7.3.2 微量组分的人工称量配料

对没有配置自动微量配料秤系统的生产企业，可将不能直接进入主配料系统中大、中、小秤配料的

微量组分（通常为配方占比小于等于 0.2%）按照主混合机或预混合机的批次投料量，用电子台秤进行

人工称量。采用人工配料时配料精度不低于表 2 的要求。每批人工配料后的微量组分应独立包装，单独

附标签，标明配料编码，要投入的产品编码，配料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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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特殊原料组分的人工称量

对于某些流动性差、极易吸湿等不宜投入配料仓配料的饲料组分，可采用电子台秤进行人工称量。

其配料精度不低于表 2 的要求。人工称量配料后的中间产品应独立包装，单独附标签，标明配料编码，

要投入的产品编码，配料表等。

7.5 配料秤的加料顺序

用同一加法配料秤配料时，应按照产品配方中的原料组分占比的大小，由大到小的顺序配料。各配

料秤每批配料中加入的第一种组分的质量应不小于主配料秤的最小秤量。

7.6 配料结果的分析与处理

完成每种产品的第一批配料作业后应立即检查各组分的配料误差，若有超差情况出现，则应立即采

取调整或校正措施，直至所配批次的配料精度符合要求。超差的饲料批次应单独排出，作回机料处理。

7.7 配料操作的持续改进

应定期对饲料配料系统已生产批次产品的配料误差进行分析、总结，制定和实施纠正或改进措施，

持续改进配料控制参数，提高配料精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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