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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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76）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省饲料质量检验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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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原料 甜菜糖蜜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饲料原料甜菜糖蜜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取样、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

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甜菜提糖后获得的作为饲料原料使用的糖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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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2-2018 饲料中粗蛋白的测定 凯氏定氮法

GB/T 6435-2014 饲料中水分的测定

GB/T 6438 饲料中粗灰分的测定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 10648 饲料标签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T 18823 饲料检测结果判定的允许误差

GB/T 23710-2009 饲料中甜菜碱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QB/T 2684-2005 甘蔗糖蜜

SN/T 1540-2005 糖蜜检验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折射锤度 refractometer brix

甜菜糖蜜经稀释一定倍数后，在20℃时用糖用折射仪测得的读数，表示糖蜜溶液中可溶性固体物质

的质量分数。

3.2

纯度 purity

甜菜糖蜜的总糖和折射锤度的比值。

4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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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外观与性状

棕红色至棕褐色浓稠液体，有甜菜糖蜜特有的气味，无酒味、无异味、无发酵现象，无异物。

4.2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 1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水分/% ≤ 25.0

折射锤度/% ≥ 78.0

总糖/% ≥ 45.0

蔗糖/% ≥ 42.0

粗灰分/% ≤ 12.0

纯度/% ≥ 58

甜菜碱/% ≥ 2.8

总氮/% ≤ 3.0

4.3 卫生指标

应符合GB 13078的规定。

5 取样

按SN/T 1540-2005中4取样执行。

6 试验方法

6.1 感官检验

取适量样品置于玻璃烧杯中，在自然光下观察其色泽、形态、有无异物，嗅其气味。

6.2 水分

按GB/T 6435-2014中8.1.2直接干燥法执行。

6.3 折射锤度

按QB/T 2684-2005中4.2.1执行。

6.4 总糖

按SN/T 1540-2005中附录C执行。

6.5 蔗糖

按QB/T 2684-2005中4.1.1执行。

6.6 粗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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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 6438执行。

6.7 纯度

甜菜糖蜜的纯度 X，以质量分数计，数值以%表示，按式（1）计算：

…………………………………………（1）

式中：

S——总糖，单位为百分率（%）；

B——折射锤度，单位为百分率（%）。

6.8 甜菜碱

按GB/T 23710-2009执行，其中提取和净化按8.1.2复合甜菜碱样品的规定执行。

6.9 总氮

按GB/T 6432-2018执行，其中计算结果除以6.25。

6.10 卫生指标

按 GB 13078 执行。

7 检验规则

7.1 组批

以相同原料、相同生产工艺、连续生产、储存于同一销售单元的产品为一批，每批产品不得超过100

t。

7.2 出厂检验

外观与性状、水分、总糖、蔗糖、折射锤度、粗灰分为出厂检验项目。

7.3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文件第4章规定的所有项目。在正常生产情况下，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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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 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该批次产品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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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检验结果中有任何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可自同批产品中重新加倍取样进行复检。复检结

果即使有一项指标仍不符合本文件规定，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微生物指标不得复检。

7.4.3 检验结果判定的允许误差按 GB/T 18823 的规定执行（卫生指标除外）。

7.4.4 各项目指标的极限数值判定按 GB/T 8170 中全数值比较法执行。

8 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签

按GB 10648 的规定执行。

8.2 包装

包装材料应无毒、无害、防潮，清洁卫生，密封，无泄漏，避免交叉污染。

8.3 运输

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防止泄漏。运输中应防止包装破损、日晒、雨淋，禁止与有毒有害物质共运。

8.4 贮存

室温贮存，贮存时应通风、干燥，有防虫、防鼠设施，防止日晒、雨淋，禁止与有毒有害物质混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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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

《饲料原料 甜菜糖蜜》

编制说明

（公开征求意见稿）

起草单位：山东省饲料质量检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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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制定背景及任务来源

1、制定背景

糖蜜是在制糖过程中产生的无法再提取结晶糖而剩余的一种深

褐色的黏稠液体，其主要成分是糖类，由于各地生产过程中，原料的

品种和种植条件的影响及工艺过程中操作条件的差异，生产出的糖蜜

中非糖分含量也会有相应的差别。另外，糖蜜还含有蛋白质、矿物质、

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由于糖蜜的价格低廉，且资源化利用的工艺

简单，因此在化工、轻工、食品、医药和建材等行业中有很大的开发

价值。目前，国内外对糖蜜的利用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初级利用，即

直接利用，如饲喂牛羊。二是深度利用，即从中提取有效成分，或作

为发酵原料生产高附加值的发酵制品和生物制品，如焦糖色素、酵母、

乳酸、氨基酸、酒精等。

糖蜜含有大量的可发酵代谢能，是一种优化的可随时利用的能量

物质，所以在奶牛饲料中添加糖蜜，可明显提高瘤胃的功能，增强其

消化能力，在奶牛日粮中添加糖蜜可以提高产奶量和乳蛋白含量。饲

料厂利用糖蜜进行颗粒饲料的包被，不但降低了粉尘，而且提高了饲

料的适口性和可消化能量。糖蜜由于能快速的释放能量，又具有好的

黏结作用，也常用作饲用舔砖的原料。

甜菜是世界第二大制糖原料。世界食糖中，甜菜糖约占总糖量的

20%。内蒙古、新疆、黑龙江是我国前三大甜菜产区，甜菜总产量占

全国甜菜的近 90%。2020-2021榨季甜菜糖蜜全国产量情况见表 1。

表 1 2020-2021榨季甜菜制糖及糖蜜产量情况

甜菜主产区 甜菜制糖量/万吨 甜菜糖蜜产量/万吨

内蒙地区 89.10 37.12
新疆地区 57.61 24.00

黑龙江地区 1.45 0.60
其他地区 5.10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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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53.26 63.84

本标准制定的目的，就是要让饲料原料甜菜糖蜜产品，在符合国

家法规安全要求的同时，满足市场上流通产品的质量需求。通过建立

行业标准，关注原料安全，规范行业行为，加强对饲料安全的质量控

制。

2、任务来源

农业行业标准《饲料原料 甜菜糖蜜》制订项目，是农业部 2016

年下达的制标任务（农财发[2016]29号：任务书编号

18162130109237091）。

3、主要起草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为山东省饲料质量检验所。

二、主要工作过程

1、2016年 10月，标准起草工作启动，由山东省饲料质量检验

所负责牵头组织成立了《饲料原料 甜菜糖蜜》起草小组。

2、2017 年 6月-2018年 3 月，起草小组查询了大量的资料，包

括国内外相关的标准、文献、行业报告等。

3、2018年 4月，调研新疆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昌吉糖业分公

司，了解企业标准、生产工艺、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等情况，收集企

业甜菜糖蜜样品。

4、2018年 5月-10月，对企业标准、国内轻工业标准、进出口

标准和美国 AOAC标准、台湾标准等进行比对。

5、2018 年 11月，调研湖北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对主要技

术指标的检测方法进行交流探讨，并对不同的检测方法进行比对分

析，初步确定甜菜糖蜜技术指标项目及检测方法。

6、2018年 12月-2019年 8月，收集新疆、内蒙等多家甜菜糖蜜

厂家的样品，经过反复讨论及试验，进行技术指标和卫生指标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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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19 年 9月-2019年 12月，标准起草，撰写《饲料原料 甜

菜糖蜜》（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8、2020年 1月-5月，向业内专家、检测机构、生产单位、用户

广泛征求意见，研究收到的反馈意见，并对标准和编制说明进行修改

和补充，形成《饲料原料 甜菜糖蜜》（预审稿）和编制说明（预审稿）。

9、2020年 6月 3日，《饲料原料 甜菜糖蜜》召开预审会，与会

专家提出预审稿的审查意见。

10、2020年 6月 10日-7月 20日，根据预审意见补充相关实验，

并按照专家意见对预审稿进行修改后，形成《饲料原料 甜菜糖蜜》

（送审稿）和编制说明（送审稿）。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本标准的结构、技术要素及表述，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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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

2、本标准按照《饲料原料目录》（农业部 1773号公告）4.11.3

甜菜糖蜜项下的要求，结合我国饲料原料甜菜糖蜜的实际质量状况和

检测技术条件，制定技术要求，使其尽可能符合国内生产实际，对我

国饲料原料甜菜糖蜜的生产、检验和销售起到普遍的指导作用。

3、检验方法尽可能简便实用。

4、检验试剂尽可能环保安全。

（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1、国内企业生产工艺及其产品标准状况

甜菜制糖过程主要包括：甜菜除土、流送、除草、除石、洗涤、

切丝，渗出提汁、加灰、饱充、硫漂、过滤、蒸发、结晶、分蜜、干



9

燥、冷却、包装等工序，渗出提汁后的工序与甘蔗制糖基本相同。

煮糖工序分三段。渗出汁经清净提纯、蒸浓后，送至结晶罐蒸浓

煮糖，形成带有晶体的一砂糖膏，用离心机分离出结晶糖（成品糖）

和糖蜜，成品糖可产白砂糖和绵白糖，糖蜜分一原蜜和一洗蜜。一洗

蜜再煮一砂糖膏，一原蜜煮二膏和三膏，重复上述方法而得到二混蜜、

二砂糖等。二砂糖煮一膏，二混蜜和一原蜜煮三膏，最后三膏分离产

生三砂，三砂回煮二膏，产生的三蜜，因回煮价值不大，做制糖的副

产品，称废蜜。制糖后期的渗出汁经过清净处理，只能除去 35%～40%

的非糖分，其余的非糖分进入煮炼工段。经过多次煮制，糖膏母液中

的糖分逐渐减少，非糖分则相对地增加，最后集中于废蜜中。

糖蜜是从一、二、三段糖膏或蜜洗糖糊中分离出来的母液的通称，

有原蜜、洗蜜、二混蜜及废蜜等。

甜菜制糖生产工艺流程基本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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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甜菜制糖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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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甜菜糖蜜不实施饲料生产许可，所以查询不到国内的饲料生

产企业。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查询到新疆和内蒙是国内甜菜糖蜜生产

的主要产区。对新疆生产规模最大的新疆中粮屯河股份有限公司昌吉

糖业分公司进行了生产工艺、产品质量控制等的实地考察调研；还联

系了内蒙多家甜菜糖蜜产量较大的生产企业包括佰惠生糖业、众益糖

业等，又专程到《饲料原料 甘蔗糖蜜》制标单位湖北宜昌安琪酵母

实地考察学习，共收集到 10家生产企业的 20批次甜菜糖蜜样品和相

关的企业标准。

2、技术要求的确定依据

经查询，2016年7月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甜菜糖蜜》

（QB/T 5005-2016）轻工行业标准，系首次发布。该标准适用于以甜

菜为原料从糖膏里分离出来的最终糖蜜作为酒精、酵母、味精等产品

生产原料的甜菜糖蜜，理化指标见表2。

表2 QB/T 5005-2016甜菜糖蜜的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总糖分（蔗糖分+还原糖分）/（g/100g） ≥ 45.0
纯度(总糖分/折射锤度)/ （g/100g） ≥ 56
总灰分（硫酸灰分）/（g/100g） ≤ 12.0
铜（Cu）/(mg/kg) ≤ 10.0
铅（Pb）/(mg/kg) ≤ 1.0
总砷（以As计）/(mg/kg) ≤ 0.5
注：总糖分、纯度低于以上指标值及总灰分高于以上指标值时，若买卖双方仍要交易，可制

定详细的合同，按质论价。

查询到已发布实施农业行业标准《饲料原料 甘蔗糖蜜》（NY/T

3476-2019），理化指标规定如下：

表 3 NY/T 3476-2019甘蔗糖蜜的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水分/% ≤ 30.0
折射锤度/% ≥ 80.0
总糖分（蔗糖+还原糖）/% ≥ 48.0
蔗糖/% ≥ 30.0
粗灰分/% ≤ 12.0
纯度/%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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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根据甜菜糖蜜的生产工艺、产品现状，按照农业部《饲料

原料目录》（农业部公告1773号）中甜菜糖蜜的强制性标识要求和《饲

料卫生标准》（GB 13078-2017），结合甜菜糖蜜的生产实际和检测

数据，参考轻工行业标准《甜菜糖蜜》（QB/T 5005-2016）和农业行

业标准《饲料原料 甘蔗糖蜜》（NY/T 3476-2019），在征求甜菜糖

蜜生产企业和使用企业的意见的基础上，确定《甜菜糖蜜》的技术要

求，分别设置了外观与性状、理化指标（总糖、蔗糖、折射锤度、纯

度、甜菜碱、水分、粗灰分、总氮）和卫生指标，以体现饲料行业的

特殊性。

《饲料原料 甜菜糖蜜》理化指标和卫生指标比较见表4。

表4 理化指标比较表

项目
甜菜糖蜜

QB/T5005-2016
饲料原料 甜菜糖蜜

本标准
饲料原料 甘蔗糖蜜

NY/T 3476-2019

外观与性状

色泽深棕、呈粘

稠状液体、无异

味。

棕红色至棕褐色浓稠

状液体，有甜菜糖蜜特

有的气味，无酒味、无

异味、无发酵现象，无

异物。

棕红色至棕褐色浓稠状

液体，糖蜜特有的气味，

无酒味，无异味，无发

酵现象，无金属、砂砾、

塑料等异物。

总糖 ≥
45 .0%

（蔗糖+还原

糖）

45.0%
（总糖）

48.0 %
（蔗糖+还原糖）

纯度(总糖分/折射锤度) ≥ 56 % 58 % 60 %

总灰分 ≤ 12.0%（硫酸灰

分）
12.0%（粗灰分） 12.0 %（粗灰分）

折射锤度 ≥ —— 78.0% 80.0 %

蔗糖 ≥ —— 42.0% 30.0 %

水分 ≤ —— 25.0 % 30.0 %

甜菜碱 ≥ —— 2.8% ——

总氮 ≤ —— 3.0% ——

铜（以Cu计） ≤ 10.0 mg/kg —— ——

铅（以Pb计） ≤ 1.0 mg/kg 符合GB 13078的规定

（铅≤10 mg/kg、总砷≤2 mg/kg）总砷/(以As计) ≤ 0.5 mg/kg

*总还原糖、纯度低于以上指标值及总灰分高于

以上指标值时，若买卖双方仍要交易，可制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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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合同，按质论价。

总的来看：本标准与轻工行业标准《甜菜糖蜜》（QB/T 5005-2016）

相比，设置的指标比较全，特别设置了饲料行业比较在意的甜菜碱指

标，也突出了甜菜糖蜜的特色。轻工行业标准《甜菜糖蜜》（QB/T

5005-2016）设置了铜的指标，主要原因是糖蜜作为酒精、酵母、味

精等产品生产的发酵原料使用时，铜含量对发酵有很大的影响，铜含

量超过 10 mg/kg时酵母不能发酵，因此规定了铜含量的限值要求。

本标准中甜菜糖蜜作为饲料原料使用时不涉及发酵，而且收集的甜菜

糖蜜样品中铜的测定结果均小于 2.0 mg/kg，因此不再设置铜的指标。

与农业行业标准《饲料原料 甘蔗糖蜜》（NY/T 3476-2019）相

比，设置的指标除甜菜碱、总氮外完全一致，而质量要求上又有差异，

体现了两者确实又有区别。

（1）外观与性状

从收集的10家企业的20批次样品来看，大部分甜菜糖蜜样品为棕

红色至棕褐色浓稠状液体，并有糖蜜特有的气味。因此，本标准规定

甜菜糖蜜的外观与性状为：棕红色至棕褐色浓稠液体，有甜菜糖蜜特

有的气味，无酒味、无异味、无发酵现象，无异物。

（2）总糖

总糖是评价糖蜜质量的一项关键指标，也是农业部饲料原料目录

中强制性标识的指标。糖蜜中的总糖是指样品中原有的和水解后产生

的具有还原性的糖，包括所有的还原糖和酸水解后生成还原糖的蔗

糖。QB/T 5005-2016《甜菜糖蜜》和 NY/T 3476-2019《饲料原料 甘

蔗糖蜜》中总糖的检测方法，均是引用 QB/T 2684-2005《甘蔗糖蜜》

的检测方法，即通过间接法分别测定还原糖和蔗糖含量，两者相加即

为总糖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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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T 2684-2005《甘蔗糖蜜》中还原糖的测定方法，采用兰-艾农

（恒容法）测定。兰-艾农（恒容法）应用于转化糖以及在有蔗糖情

况下转化糖的测定，是在兰-艾农法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其基本原理

与兰-艾农法相同，唯一差别是在滴定前加入预测的水量以保持最终

容量恒定，由于容量保持恒定，计算时不必考虑配制糖液容积的影响。

在对收集到的甜菜糖蜜样品的检测过程中发现，采用兰-艾农（恒

容法）测定还原糖时，无法到达滴定终点。通过对兰-艾农（恒容法）

进行部分修改，一是增加糖蜜样品的称样量，二是减少滴定前加入的

预测水量，滴定中却仍然无法到达终点。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甘蔗

糖蜜和甜菜糖蜜中还原糖的含量差别很大（甘蔗糖蜜中还原糖含量一

般在 18%左右，是甜菜糖蜜中还原糖含量的 6-7倍左右），而兰-艾农

（恒容法）适用于还原糖含量较高的样品，如果样品还原糖含量较少，

则误差较大。

国内外直接测定糖蜜中总糖含量的方法有美国 AOAC方法、台

湾 CNS2770-11方法(饲料检验法总糖分之测定)、SN/T1540-2015 糖

蜜检验规程、企业标准等。其基本原理是：糖蜜经过一定浓度的盐酸

溶液水解，样品中的蔗糖水解后产生的转化糖含量比较高，再加上样

品中原有的还原糖，就可以直接通过兰-艾农（恒容法）测定还原糖

的含量。因此可以通过兰-艾农（恒容法）直接测定总糖的含量。

总糖测定的不同方法比较见表 5。

表 5 总糖测定的不同方法比较

标准

内容
AOAC CNS2770-11 SN/T1540-2015 企业标准

斐林试剂标定 蔗糖加入浓盐

酸，20–25°C放

置 3天

蔗糖加入浓盐酸

在温度 20°C以

上放置 2-3天

蔗糖加入浓盐

酸，67-69°C水

解 10分钟

蔗糖加入浓盐酸

室温 20–25°C放

置 8天

水解 20–25°C放置 24 加热至 65°C后 66-68°C转化 10 66-68°C转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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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或 25°C以

上放置 10小时

取出 分钟 分钟

恒容体积 70 mL 50mL 60mL 60 mL

由表 5可以看出，四个（类）标准都采用了兰-艾农（恒容法），

而在斐林试剂的标定、样品水解温度和时间以及滴定中恒容体积上存

在一定差异。从收集到的企业糖蜜样品中选取两个样品，分别采用四

种方法进行总糖的测定，结果见表 6。

表 6 不同方法总糖测定结果

标准

样品
AOAC CNS2770-11 SN/T1540-2015 企业标准

1号样品

48.2 47.9 48.0 47.8

47.8 48.5 48.3 48.2

48.2 47.1 48.4 48.5

47.4 47.9 48.9 47.6

48.0 47.8 47.8 48.5

平均值 47.9 47.8 48.3 48.1

2号样品

51.2 50.9 50.4 51.5

50.8 51.5 50.2 51.2

51.2 51.2 50.9 50.9

50.7 51.0 50.5 50.4

51.4 50.8 50.8 51.0

平均值 51.1 51.1 50.6 51.0

由表 6可以看出，采用四种方法分别对两个甜菜糖蜜样品中的总

糖的测定结果差别不大，批间变异系数分别为 0.88%和 0.72%，所以

本标准选用 SN/T1540-2015 糖蜜检验规程 5.3中规定的方法（附录 C

规范性目录）总糖的检验作为甜菜糖蜜中总糖的检测方法。对收集的

10家企业 20批次的样品进行检测，结果见表 7。



16

表 7 样品总糖含量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总糖，%

01 51.6
02 52.2
03 48.0
04 48.4
05 49.6
06 49.8
07 52.2
08 52.6
09 50.7
10 52.5

11 53.0

12 51.8

13 51.8

14 52.6

15 51.6

16 52.8

17 50.7

18 52.0

19 47.8

20 47.5

平均值 51.0

甜菜糖蜜作为制糖业的副产品-废蜜，使其低含糖量及低纯度是

甜菜制糖厂追求的目标。随着技术进步及操作优化，糖蜜总糖含量低

于目前水平是必然趋势。结合总糖的实际测定值及生产现状，本标准

规定甜菜糖蜜中总糖含量≥45.0%，与 QB/T 5005-2016《甜菜糖蜜》

保持一致。收集样品的合格率为 100%。

（3）折射锤度

锤度是反映糖蜜内容物的质量指标，数值越高，说明糖蜜中蔗糖

含量越高。锤度是糖厂化学管理的重要数据之一，根据生产经验，为

了有利于糖蜜的保存，减少发生变质或发霉，糖蜜需要维持一定的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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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锤度的测定有折射法和密度法，所以锤度又分别称为折射锤度和

密度锤度。折射锤度是指温度 20°C时用阿贝折射仪测得的数值，对

纯蔗糖溶液是表示蔗糖重量百分率，对不纯蔗糖溶液则表示溶液中可

溶性固溶物的近似重量百分率。本标准锤度的检测按照 QB/T

2684-2005甘蔗糖蜜中 4.2.1折射锤度的方法进行。检测结果见表 8。

表 8 样品折射锤度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折射锤度，%

01 85.6
02 82.0
03 80.0
04 80.0
05 82.2
06 82.0
07 86.8
08 87.4
09 82.2
10 78.8
11 86.2

12 80.6

13 86.2

14 81.8

15 78.2

16 80.2

17 80.0

18 84.2

19 78.2

20 75.0

平均值 81.9

因为 25%水分含量的甜菜糖蜜对应的锤度为 80%左右，分离机分

离后一般锤度可达到 82%以上，但是考虑到甜菜糖蜜生产企业一般在

北方新疆、内蒙等地区，冬季气温低，锤度过高，糖蜜流动性差，泵

送非常困难。根据折射锤度的实际测定值以及在运输、装卸、拌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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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实际情况本标准规定甜菜糖蜜中折射锤度≥78.0%，收集样品的合

格率为 95%。

（4）蔗糖

糖蜜中蔗糖的含量，是糖蜜的一项特征指标，蔗糖是糖蜜作为饲

料使用时提供营养成分的主要来源，糖蜜中蔗糖含量越高，营养价值

越高，渗透压越高，也越有利于糖蜜保存。旋光法是测定蔗糖最简单、

最快速的方法之一。蔗糖的旋光性和蔗糖溶液的旋光度与浓度成正

比。旋光法分为一次旋光法和二次旋光法。因为糖蜜样品除主成分蔗

糖外，还含有少量的其他旋光性物质，如葡萄糖、果糖等，因此采用

二次旋光法可以消除其他旋光性物质的影响，蔗糖测量结果更加准

确。本标准蔗糖的检测方法按照 QB/T 2684-2005甘蔗糖蜜中 4.1.1的

要求进行（二次旋光法），检测结果见表 9。

表 9 样品蔗糖含量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蔗糖，%

01 48.2
02 49.0
03 45.2
04 45.9
05 46.2
06 46.9
07 48.5
08 49.7
09 47.6
10 49.0

11 49.4

12 48.7

13 48.6

14 50.2

15 48.2

16 49.7

17 47.6

18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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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44.7

20 43.1

平均值 47.8

本标准规定甜菜糖蜜中蔗糖含量≥42%，与 QB/T 5005-2016《甜

菜糖蜜》保持一致，收集样品的合格率为 100%。

（5）纯度

纯度反映甜菜糖蜜的内在质量水平，纯度越高，证明糖蜜内含有

的总糖占对锤度贡献的比例越高，反之则说明糖蜜中可溶性非糖物质

含量增加，糖蜜质量下降。纯度的数值用总糖占锤度的百分比表示。

表 10 样品纯度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纯度，%

01 60
02 64
03 60
04 61
05 60
06 61
07 60
08 60
09 62
10 67

11 61

12 64

13 60

14 64

15 66

16 66

17 63

18 62

19 61

20 63

平均值 63

根据总糖和锤度的规定值，结合纯度的实际测定值，本标准规定

甜菜糖蜜中纯度≥58%，收集样品的合格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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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甜菜碱

甜菜碱( betaine) 又称三甲基甘氨酸，系一种季胺型生物碱。甜

菜碱是制糖工业的副产物，它广泛存在于动植物中，以甜菜糖蜜中含

量最高。目前，甜菜糖蜜中甜菜碱的检测方法主要有高效液相色谱法

和离子色谱法。本标准采用国标方法（GB/T 23710-2009饲料中甜菜

碱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测定甜菜糖蜜中的甜菜碱含量，方法操作简

单可行，添加回收率较高。甜菜碱标准溶液色谱图和糖蜜样品中甜菜

碱的色谱图分别见图 2、图 3。

图 2 甜菜碱标准溶液色谱图 (0.200mg/mL)

图 3 甜菜糖蜜样品中甜菜碱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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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样品甜菜碱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甜菜碱，%

01 3.6
02 3.7
03 3.2
04 3.4
05 3.5
06 3.2
07 4.1
08 4.3
09 3.3
10 3.2

11 4.4

12 4.6

13 4.9

14 5.0

15 4.5

16 2.7

17 4.1

18 3.9

19 3.0

20 3.1

平均值 3.8

甜菜碱是天然存在于甜菜中的物质，考虑到不同年份和不同种植

条件下甜菜中甜菜碱含量的不确定性，结合糖蜜中甜菜碱的实际测定

值，本标准规定甜菜糖蜜中甜菜碱≥2.8%。收集样品的合格率为 95%。

（7）水分

水分是农业部饲料原料目录的强制要求指标。糖厂生产中，物料

水分的多少直接和间接反映了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情况。水分指标是

糖蜜的一项关键质量指标，水分含量高，则糖蜜的有效物质含量就会

减少，且不利于糖蜜的稳定储存。本标准水分的检测方法依据 GB/T

6435-2014 饲料中水分的测定 8.1.2直接干燥法，检测结果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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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样品水分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水分，%

01 20.7
02 18.0
03 21.5
04 18.9
05 20.6
06 22.5
07 15.5
08 16.4
09 22.9
10 24.2

11 16.8

12 16.7

13 18.2

14 18.1

15 23.4

16 20.0

17 21.6

18 18.7

19 26.5

20 23.0

平均值 20.2

根据水分的实际测定值，本标准规定甜菜糖蜜中水分≤25%，低

于 QB/T 5005-2016《甘蔗糖蜜》的 30%。收集样品的合格率为 95%。

（8）粗灰分

甜菜中的矿物质以钾、钠为主，而钾、钠是主要的糖蜜形成物。

粗灰分指标是农业部饲料原料目录中强制性标识指标，

QB/T5005-2016《甜菜糖蜜》中也设置了总灰分（硫酸灰分）指标

≤12.0%。本标准设置了粗灰分指标，检测数据在 7-10%范围内。在实

际糖蜜生产过程中，存在为提高糖蜜锤度，向糖蜜中添加石灰的现象，

检测中发现过高的灰分可能与添加此类物质有关。本标准灰分的检测

方法依据 GB/T 6438 饲料中粗灰分的测定，检测结果见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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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样品粗灰分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粗灰分，%

01 10.4
02 9.9
03 9.8
04 9.2
05 10.1
06 10.5
07 11.4
08 11.5
09 8.4
10 9.4

11 10.1

12 10.6

13 9.0

14 8.6

15 8.2

16 8.1

17 7.9

18 8.7

19 7.1

20 7.1

平均值 9.3

根据粗灰分的实际测定值，本标准规定甜菜糖蜜中粗灰分≤12%，

与 NY/T 3476-2019《饲料原料 甘蔗糖蜜》和 QB/T 5005-2016《甜菜

糖蜜》保持一致。收集样品的合格率为 100%。

（9）总氮

根据标准预审时专家组提出的意见，为了更好的控制糖蜜质量，

同时与市场上可能存在的二次发酵的糖蜜加以区分，在理化指标中增

加总氮的指标。因为糖蜜的锤度高、水分低，因此普遍认为糖蜜在存

储期间是稳定的，不易变质。但在温度升高的情况下，糖蜜中特有的

氨基酸与还原糖的结合和聚合可能会引起糖蜜发生变化。根据文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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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如果糖蜜中的氨基酸含量多则含氮量也多，因此提出了“总含氮

量”可作为糖蜜是否容易变质的一个指标。本标准总氮的检测方法采

用 GB/T 6432-2018 饲料中粗蛋白的测定 凯氏定氮法，检测结果见表

14。

表 14 样品总氮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总氮，%

01 1.64
02 1.65
03 1.60
04 1.58
05 1.64
06 1.67
07 2.14
08 2.13
09 1.74
10 1.74

11 1.99

12 1.91

13 1.88

14 1.92

15 1.52

16 1.36

17 1.88

18 1.78

19 1.85

20 1.54

平均值 1.76

为了比较甜菜糖蜜在室温长时间储存下总氮含量是否会发生较

大的变化，在预审会后从上述 10家生产企业中选择了 5家甜菜糖蜜

生产企业 12批次 2019-2020榨季生产的样品与之前 2018-2019榨季生

产的样品进行对比，样品的生产日期相差 18个月，总氮结果比较见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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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榨季糖蜜总氮含量比较

由图 4可以看出，在室温储存下两个榨季的甜菜糖蜜中总氮的含

量相差不大，总氮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根据总氮的实际测定值，结合

甜菜施用氮肥等种植条件的差异，本标准规定甜菜糖蜜中总氮≤3.0%，

收集样品的合格率为 100%。

收集到的 20个企业样品的所有理化指标的实测值见表 15，样品

合格率为 85%。

表 15收集样品理化指标检测结果

项目

样品

总糖/% 折射锤

度/%

蔗糖/% 纯度/% 甜菜碱

/%

水分/% 粗灰分

/%

总氮/%

01 51.6 85.6 48.2 60 3.6 20.7 10.4 1.64

02 52.2 82.0 49.0 64 3.7 18.0 9.9 1.65

03 48.0 80.0 45.2 60 3.2 21.5 9.8 1.60

04 48.4 80.0 45.9 61 3.4 18.9 9.2 1.58

05 49.6 82.0 46.2 60 3.5 20.6 10.1 1.64

06 49.8 82.0 46.9 61 3.2 22.5 10.5 1.67

07 52.2 86.8 48.5 60 4.1 15.5 11.4 2.14

08 52.6 87.4 49.7 60 4.3 16.4 11.5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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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50.7 82.2 47.6 62 3.3 22.9 8.4 1.74

10 52.5 78.8 49.0 67 3.2 24.2 9.4 1.74

11 53.0 86.2 49.4 61 4.4 16.8 10.1 1.99

12 51.8 80.6 48.7 64 4.6 16.7 10.6 1.91

13 51.8 86.2 48.6 60 4.9 18.2 9.0 1.88

14 52.6 81.8 50.2 64 5.0 18.1 8.6 1.92

15 51.6 78.2 48.2 66 4.5 23.4 8.2 1.52

16 52.8 80.2 49.7 66 2.7 20.0 8.1 1.36

17 50.7 80.0 47.6 63 4.1 21.6 7.9 1.88

18 52.0 84.2 49.5 62 3.9 18.7 8.7 1.78

19 47.8 78.2 44.7 61 3.0 26.5 7.1 1.85

20 47.5 75.0 43.1 63 3.1 23.0 7.1 1.54

平均值 51.0 81.9 47.8 63 3.8 20.2 9.3 1.76

综上，根据实际检测数据，结合甜菜糖蜜生产实际与制糖行业未

来发展趋势，更好的控制糖蜜质量，并参考 QB/T 5005-2016《甜菜糖

蜜》和 NY/T 3476-2019《饲料原料 甘蔗糖蜜》中理化指标的设置，

最终确定了本标准《饲料原料 甜菜糖蜜》的理化指标。

表 16《饲料原料 甜菜糖蜜》的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水分/% ≤ 25.0
折射锤度/% ≥ 78.0
总糖/% ≥ 45.0
蔗糖/% ≥ 42.0
粗灰分/% ≤ 12.0
纯度/% ≥ 58
甜菜碱/% ≥ 2.8
总氮/% ≤ 3.0

（10）卫生指标

甜菜糖蜜是列入《饲料原料目录》的原料之一。本产品的卫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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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及其检测方法直接按照 GB13078-2017中“植物性饲料原料”和“其

他饲料原料”执行。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 8个糖厂的样品进行了卫生

指标的检测，表 17给出的结果显示，均符合 GB1307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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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卫生指标的检测结果

项目

样品

汞
mg/kg

铅（以

Pb计）

总 砷

（ 以

As计）

致 病

菌

（ 沙

门 氏

菌）

霉菌，
CFU/g

铬，
mg/kg

镉，
mg/kg

氟 ，
mg/kg

黄 曲

霉 毒

素

B1 ，
ug/kg

玉 米

赤 霉

烯酮，
ug/kg

T-2毒
素，
ug/kg

氯化

物，
mg/kg

六六

六，
mg/kg

滴滴

涕，
mg/kg

六氯

苯，
mg/kg

异硫

氰酸

酯，
mg/kg

多氯

联苯，
ug/kg

亚硝

酸盐，
mg/kg

游离

棉酚，
mg/kg

1 0.05 未检出 0.14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2 0.05 未检出 0.14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3 未 检

出

未检出 0.12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4 未 检

出

未检出 0.14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5 0.05 未检出 0.07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6 0.05 未检出 0.16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7 0.05 未检出 0.10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8 未 检

出

未检出 0.14 未检

出

未检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未 检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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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保质期的确定

甜菜糖蜜对运输和贮存的要求不苛刻，室温贮存即可，根据前期的调研和酵

母工厂生产经验，糖蜜储存期较长，总糖、水分、微生物、重金属等指标不会有

太大变化，因此本标准未规定保质期。

四、采用国际标准

无。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根据国内产品质量和实际检验情况进行制定，符合《饲料和饲料添加

剂管理条例》、《饲料原料目录》、《饲料卫生标准》、《饲料标签》等我国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没有重大分歧意见。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意见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 各级饲料管理部门在日常的监督检查、质量抽查、预警检测等工作中，积

极利用和创造条件宣贯和执行本标准。

2. 组织监管、检验、科研、生产等饲料行业的相关人员，参加本标准的培训，

在实际工作中应用。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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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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