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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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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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河南正康粮油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帅、臧建军、龚丽敏、刘岭、王军军、徐国良。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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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原料 芝麻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饲料原料芝麻粕的要求，取样，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和保

质期。

本文件适用于芝麻籽经预压浸提或直接溶剂浸提取油后的副产品，或芝麻籽饼浸提取油后的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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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料中粗蛋白的测定 凯氏定氮法

GB/T 6434 饲料中粗纤维的含量测定 过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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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0358 油料饼粕 水分及挥发物含量的测定

GB 10648 饲料标签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T 14699.1 饲料 采样

GB/T 18823 饲料检测结果判定的允许误差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技术要求

4.1 外观与性状

黄色或浅褐色，粉状或颗粒状，具有芝麻粕固有的气味，无异味。

4.2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1要求。

表 1 理化指标

项目 质量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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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二级

粗蛋白质/% ≥ 46.0 42.0

粗灰分/% ≤ 15.0

粗纤维/% ≤ 15.0

水分/% ≤ 12.5

注：各项理化指标含量除水分以原样为基础计算外，其他均以 88%干物质为基础计算。

4.3 卫生指标

应符合 GB 13078的规定。

5 取样

按 GB/T 14699.1规定执行。

6 试验方法

6.1 感官检验

取适量样品置于清洁、干燥的白瓷盘中，在正常光照、通风良好、无异味的环境下，通过感官进行

评定。

6.2 粗蛋白质

按 GB/T 6432规定执行。

6.3 粗灰分

按 GB/T 6438规定执行。

6.4 粗纤维

按 GB/T 6434规定执行。

6.5 水分

按 GB/T 10358规定执行。

7 检验规则

7.1 组批

以相同的原料、相同的生产工艺和生产条件，连续生产或同一班次生产的同一规格产品为一批，每

批产品不超过 60 t。

7.2 出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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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检验项目为外观与性状、粗蛋白质和水分。

7.3 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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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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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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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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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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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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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8.1 标签

按 GB 10648规定执行。

8.2 包装

包装材料应清洁卫生、无毒、无污染，并具有防潮、防漏、抗拉等性能。

8.3 运输

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装混运，运输中应防止曝晒、雨淋与破损。

8.4 贮存

贮存时防止日晒、雨淋，禁止与有毒有害物品混合贮存。

8.5 保质期

未开启包装的产品，符合上述规定的包装、运输、贮存条件下，产品保质期与标签中标明的保质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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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

《饲料原料 芝麻粕》

编制说明

（公开征求意见稿）

起草单位：中国农业大学、河南正康粮油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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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制定背景及任务来源

1、标准制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芝麻粕是芝麻籽经预压浸提或直接溶剂浸提取油后的副产品，或芝麻籽饼经浸提取油

后的副产品。芝麻，又名脂麻（学名：Sesamum indicum），是一年生直立草本植物，其种

子含油量高达 55%，是我国四大食用油料作物的佼佼者。芝麻原产自我国云贵高原，我国

自古就有许多用芝麻和芝麻油制作的各色食品和美味佳肴。目前，芝麻遍布于世界上的热

带地区以及部分温带地区，缅甸是全世界芝麻产量最多的国家，其次是印度，中国位居第

三位。在我国，芝麻主要在黄河及长江中下游各省种植，包括河南、河北、山东、湖北、

安徽等，其中河南产量最多，约占全国的 30%左右。我国每年大概生产 60万吨的芝麻，

并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意识的增强，芝麻油的需求量逐年增加，导致芝麻的

进口量也逐年增加，因此芝麻粕的产量也在增加。

芝麻粕富含蛋白质，其平均含量高达 40%以上，并且含有丰富的必需氨基酸，如蛋氨

酸、色氨酸、精氨酸、亮氨酸和苯丙氨酸等，尤其是蛋氨酸含量约为 1%，为饼粕类之首，

可作为植物性蛋白饲料原料在畜禽配合饲料中添加。根据《中国饲料成分及营养价值表》

（2018年第 29版），芝麻粕（饲料编号 5-10-0246，机榨 CP 40%）在猪的消化能、代谢能

和净能分别为 13.39 MJ/kg、11.80 MJ/kg和 7.91 MJ/kg，禽代谢能为 8.95 MJ/kg（DM = 92%），

稍低于豆粕的能量，高于亚麻仁粕、菜籽粕和棉籽粕。《饲料成分与营养价值表》（中国农

业大学出版社，2005，Daniel Sauvant 等著；谯仕彦、王旭、王德辉 主译）中总结了 26

个压榨芝麻粕产品，在 93.9%干物质基础上，猪的消化能、代谢能和净能分别为 15.4 MJ/kg、

14.1 MJ/kg和 9.4 MJ/kg，母猪为 15.9 MJ/kg、14.4 MJ/kg和 9.7 MJ/kg，稍高于豆粕的能量。

尽管这两个成分表给出的能值差异很大，但都说明芝麻粕是一种集能量和蛋白为一体的优

质原料。

国内芝麻粕的生产厂家主要集中在河南、山东和河北三省，其中大中型规模的芝麻粕

生产厂家多数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主要的生产厂家包括河南正康粮油有限公司（全国最

大的芝麻粕生产企业）、河南顶志食品有限公司等，国内使用芝麻粕的饲料企业如新希望

六和、扬翔、正大、铁骑力士等均采购自以上芝麻粕生产加工企业。在标准制定过程中，

经多方咨询，估计每年商品量在 20万吨左右，2018年 12月 1日在阿里巴巴 www.1688.com

中搜索到的广告厂家为 38条。

目前国内芝麻油厂一般采取传统的水代法和机榨法生产芝麻油，生产中最后得到的主



6

要副产物即为芝麻粕。水代法生产油脂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一种古老的取油方法，采用该

法生产的芝麻油品质佳，香味浓郁、持久，且生产所需的工艺设备简单，操作过程较为灵

活，适合小规模的生产，但其缺点主要是出油率低、生产能力小、人工劳动强度大，副产

物芝麻粕中的含水量较高且易发酵变质，易污染环境。机榨法目前仍是我国油脂加工行业

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植物油生产方法，其优点是出油率高、劳动强度低、加工量大，国内很

多生产规模较大的芝麻油厂基本采用机榨法进行芝麻油的生产。机榨法生产芝麻油的主要

生产工艺流程为：

芝麻→清理→破碎、压胚→蒸炒→压榨→粗制芝麻油→芝麻粕，

最后得到的主要副产物即为芝麻粕。其中蒸炒一步温度超过 100oC，这样加工所得的芝麻

粕蛋白质因加热变性，发生美拉德反应，从而使芝麻粕蛋白质的营养价值大大降低。近年

来，生产中开始使用冷榨，即低温压榨，加工温度低于 70 oC，而且由于水分低，蛋白质就

不会发生很大的热变性作用。

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针对饲料用芝麻粕的标准，现行的《芝麻粕》国家标准（GB/T

22477-2008）也制定于 2008年。随着芝麻粕加工工艺的改进，芝麻粕的营养价值已经发生

改变。因此，目前急需对芝麻粕的饲用现状进行调查，同时制定芝麻粕的饲用标准，这对

芝麻粕的生产、销售、国际贸易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可以更好地指导和优化饲料

生产。

2、标准制定项目来源及实施单位

我国目前还没有饲料原料芝麻粕的行业标准。2016年全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提出制定饲料原料芝麻粕的行业标准，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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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单位主要是中国农业大学和河南正

康粮油有限公司，标准的项目文号为农财发（2016）29号。

二、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小组

2016年 1月，标准制定项目任务下达后，起草主要单位中国农业大学对《饲料原料 芝

麻粕》标准的起草工作进行了研究，确定了工作方案和任务分解，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对

任务进行明确分工。

2、查询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

2016年 1-2月，本标准编制组成员查询和收集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技术文献资料，确

立了建立标准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标准的技术路线、标准草案，并制定了初步的实施方案。

3、确定技术路线、产品技术指标和相应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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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3-9月，标准编制小组对项目进行了研讨，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分析，经

过多次沟通，确定了技术路线，以及拟开展的主要工作等内容。

2016年 10-2018 年 4月，编制小组采集了全国市场上的 60个芝麻粕样品，涉及河南

正康粮油、河南顶志食品等芝麻粕生产加工企业，并收集了企业自检的 492个样品的数据，

涉及新希望六和、扬翔、正大、铁骑力士等芝麻粕使用企业，涵盖了我国芝麻粕主要生产

加工和使用厂家（其份额占到全国的 80%以上）。

2018年 5-2018年 7月，编制小组完成了样品实验室测定：测定了自主采集的 60个样

品的水分、粗蛋白质、粗脂肪、粗灰分和粗纤维，选取全国最大的芝麻粕生产加工企业河

南正康粮油有限公司对原包装的芝麻粕进行跟踪试验，共跟踪检测了 19个批次样品。

2018年 8-2018年 9月，查询、收集国内外相关资料，包括国内外论文、地方标准、

多家饲料生产企业的收购标准或者生产企业的产品标准，借鉴的现有官方推荐标准为国家

标准 GB/T 22477-2008《芝麻粕》，并多次与行业专家进行沟通，征询意见和建议。

我国一些芝麻粕生产企业的产品标准以及芝麻粕国家标准见表 1。限于篇幅，一些次

要的感官描述、卫生指标以及拒收标准未逐一罗列。

综上，制定小组采样以及收集数据渠道有以下几种：

 大中型芝麻粕加工企业提供；

 大中型饲料生产企业提供；

 网页公开资料中的产品标准，例如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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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芝麻粕产品标准

公司名称 质量标准或要求简述

国家标准 GB/T 22477-2008
《芝麻粕》

粗蛋白质：一级≥44.0%，二级≥38.0%；水分≤12.0%；粗脂肪≤4.0%；粗

纤维≤9.0%；粗灰分≤7.0%

临沂市慧泽源油脂有限公司

Q/1300 LHZ002-2015《饲料

原料 芝麻粕》

粗蛋白质：一级≥44.0%，二级≥38.0%；水分≤12.0%；粗脂肪≤4.0%；粗

纤维≤9.0%；粗灰分≤7.0%

河南正康粮油有限公司

Q/HNZK01-2017《饲料原料

芝麻粕（酱饼）》

一级：粗蛋白质≥46%，粗脂肪≥2%，或粗蛋白质≥44%，粗脂肪≥5%，

粗灰分≤17%；二级：粗蛋白质≥42%，粗脂肪≥5%，粗灰分≤17%；三级：

粗蛋白质≥36%，粗脂肪≥5%，粗灰分≤19%；四级：粗蛋白质≥30%，粗

脂肪≥5%，粗灰分≤30%；水分≤12 %；粗纤维≤12%

廊坊宏信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Q/LHXS 01-2017《饲料原料

芝麻粕（酱饼）》

一级：粗蛋白质≥46%，粗脂肪≥2%，或粗蛋白质≥44%，粗脂肪≥5%，

粗灰分≤17%；二级：粗蛋白质≥42%，粗脂肪≥5%，粗灰分≤17%；三级：

粗蛋白质≥36%，粗脂肪≥5%，粗灰分≤19%；四级：粗蛋白质≥30%，粗

脂肪≥5%，粗灰分≤30%；水分≤12 %；粗纤维≤12%

焦作利尔达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Q/JLED《饲料用芝麻粕》

粗蛋白质≥44.0%；水分≤12.0%；粗脂肪≤3.0%；粗纤维≤9.0%；粗灰分

≤15.0%

驻马店恒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ZMDHTSW001-2016
《芝麻粕》

粗蛋白质：一级≥44.0%，二级≥40.0%；水分≤12.0%；粗脂肪≤4.0%；粗

纤维≤9.0%；粗灰分≤15.0%

邢台鹏博芝麻粕加工厂

Q/SPB 01-2018《邢台鹏博芝

麻粕加工厂》

粗蛋白质≥40%；粗脂肪≤10%；粗纤维≤8%；粗灰分≤15%

2018年 10-11月，根据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一部份：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所规定内容和格式编写完成了《饲料原料 芝麻粕》标准征求意见稿。

2018年 12月-2021年 3月，标准征求意见，根据返回的意见修改完成了《饲料原料 芝

麻粕》预审稿，并进行了标准预审。根据预审的专家意见对收集的样品数据进行了重新甄

选清洗，并补充了 77个新的企业自检样品的数据，进一步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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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完成了《饲料原料 芝麻粕》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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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及广泛适用性为原则，以生产实际为依据

参考已有的相关文献，结合我国实际畜牧生产情况及搜集的大量原料及成品数据为依

据，经过科学研究综合评估制定。根据查询、收集到的国内外相关资料、标准及大量原料

数据，以及结合目前国内芝麻粕生产实际的情况，制定小组将饲料原料芝麻粕的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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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水分、粗蛋白质、粗脂肪、粗灰分和粗纤维。其中，各项技术指标含量除水分以原样

为基础计算外，其他均以 88%干物质为基础计算。确定一二级饲料原料芝麻粕养分含量要

求，原则是一级芝麻粕占 60%左右，二级芝麻粕占 40%左右，不合格（等外品）的控制在

10%以下。以下对这几个指标进行简单解析。

（1）水分

指芝麻粕中的水分及挥发物的含量。水分过高会使产品更易变质或水解，导致储存稳

定性降低。在食品、医药、宠物食品等行业，是作为品控的重要参数。

（2）粗蛋白质

粗蛋白质就是芝麻粕中的氮含量乘以系数 6.25，通常采用凯氏定氮法进行测定总氮量，

再乘以系数 6.25求得。蛋白质参与机体组成和生物体系的各种反应，其分解产生的能量是

维持动物体温和供给机体各器官发挥功能的能量，是饲料中营养价值体现的关键成分，是

评价芝麻粕营养价值的重要指标。

（3）粗脂肪

粗脂肪指将芝麻粕经前处理的、分散且干燥的样品用乙醚或石油醚等溶剂回流提取，

使样品中的脂肪进入溶剂中，回收溶剂后所得到的残留物。芝麻粕中的粗脂肪含量与前期

加工过程中的提油工艺密切相关。

（4）粗灰分和粗纤维

粗灰分和粗纤维也是影响芝麻粕质量的重要指标。粗灰分和粗纤维虽然并不是饲料中

的营养成分，但两者含量过高表明饲料品质比较差，例如设置粗灰分指标可以防止人为在

饲料中添加额外的低价的不具备营养作用的矿物质原料、例如沸石粉、膨润土。

2、以保障饲料质量安全、促进畜牧行业的健康发展为原则

目前，我国芝麻粕产品的生产工艺日趋稳定并得到了不断完善，已成为畜禽饲料中重

要组成部分。本标准的制定，有利于确保产品质量安全，保障饲料质量安全，减少对动物

的危害，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同时促进畜牧行业的健康发展。

3、适用性

根据我国饲料原料芝麻粕生产应用的现状，提出控制饲料原料芝麻粕的要求及指标，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及保质期等。

（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标准制定小组共收集到 60个来自于芝麻粕生产加工企业的样品和 492 个企业自检的

样品的数据。由于采集的样品和数据中存在部分芝麻饼的样品以及部分异常数据，我们对

所有样品和数据进行甄选清洗后剔除了粗脂肪含量≥9%的芝麻饼样品的数据和粗灰分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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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5%的异常样品的数据（据文献调研，芝麻的粗灰分含量均在 4%以上，考虑到芝麻的

出油率在 40%以上，因此粗灰分含量≤5%的芝麻粕样品被判定为异常样品）。而后我们又

补充了 77个新的企业自检样品的数据，经过数据清洗总共筛选出了 53个来自于饲料原料

芝麻粕主要生产加工厂家的代表性样品和 144个来自于饲料原料芝麻粕主要使用厂家的自

检样品。197 个样品中 68 个来自于河南省，39 个来自于山东省，8 个来自于河北省，82

个来自于其他省份。这些样品基本涵盖现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饲料原料芝麻粕。对于自

采样品，我们在主要芝麻粕生产加工厂家的生产现场分批多次采集了 2 kg 左右的原始样

品，随后将原始样品进行了简单的混匀，采用四分法从原始样品中取出 200 g左右样品作

为分析样品。用自封袋封装好放于负 20℃保存，以备检测。

1、外观和性状

由于加工条件的差异，芝麻粕的外观及各项指标会有部分差异。

项目 要求

色泽 黄色或浅褐色

气味 具有芝麻粕固有的气味，无异味

状态 粉状或颗粒状

2、水分

197个饲料原料芝麻粕样品的水分含量按照 GB/T 10358《油料饼粕 水分及挥发物含

量的测定》进行测定，结果见图 1和表 2。可以看出，197个芝麻粕样品中水分含量最大

值为 14.96%，最小值为 5.95%，平均值为 10.62%，标准差为 1.29%，变异系数为 0.12。有

4个样品的水分含量高于 12.5%，占 2.0%。根据此结果，结合现有的标准，本标准将饲料

原料芝麻粕的水分含量定为≤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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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芝麻粕样品水分（n = 197）

表 2 芝麻粕样品水分统计（n = 197）

指标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水分/% 14.96 5.95 10.62 1.29 0.12

3、粗蛋白质

197个饲料原料芝麻粕的粗蛋白质含量（以 88%干物质为基础计算）按 GB/T 6432《饲

料中粗蛋白的测定 凯氏定氮法》规定进行测定，结果见图 2和表 3。

根据前期对芝麻粕企业产品标准、国家标准等调研，结合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收集的 197

个饲料原料芝麻粕中粗蛋白质含量差异较大，因此本标准中将粗蛋白质作为芝麻粕的分级

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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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芝麻粕样品粗蛋白质（n = 197）

本标准制定中收集的 197 个饲料原料芝麻粕中粗蛋白质含量最高为 52.26%，最低为

37.58%，平均值为 46.87%，标准差为 2.62%，变异系数为 0.06。按照一二级样品各占 60%、

40%左右（即一级样品占 60%左右、二级样品占 40%左右），且不合格比例控制在 10%以

下的原则，根据测定结果，本标准以 46.0%、42.0%为分界线，将粗蛋白质含量≥46.0%定

为一级产品（127个样品，占比 64.5%），42.0%（含）~46.0%定为二级产品（66个样品，

占比 33.5%），粗蛋白质含量＜42%的样品视为等外品（4个样品，占比 2.0%）。

表 3 芝麻粕样品粗蛋白质统计（n = 197）

指标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粗蛋白质/% 52.26 37.58 46.87 2.62 0.06

4、粗灰分

197个饲料原料芝麻粕的粗灰分含量（以 88%干物质为基础计算）按 GB/T 6438《饲

料中粗灰分的测定》规定进行测定，结果见图 3 和表 4。可以看出，样品中粗灰分最高

15.65%，最低 7.34%，平均值 11.75%，标准差为 1.08%，变异系数为 0.09。根据前期调研，

大多数企业标准中要求饲料原料芝麻粕的粗灰分含量应该≤15.0%。本次为制定标准而采

集的样品中粗灰分含量超过 15%的样品只有 1个，占比 0.5%。因此，本标准将粗灰分定为

限定指标，将饲料原料芝麻粕的粗灰分含量限定标准设为≤15.0%（与前期调研结果吻合）。

图 3 芝麻粕样品粗灰分（n = 197）

表 4 芝麻粕样品粗灰分统计（n =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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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粗灰分/% 15.65 7.34 11.75 1.08 0.09

5、粗脂肪

197个饲料原料芝麻粕的粗脂肪含量（以 88%干物质为基础计算）按 GB/T 6433《饲

料中粗脂肪的测定》规定进行测定。结果见图 4和表 5。可以看出，样品中粗脂肪的含量

最高值 8.80%，最低值 0.12%，平均值 3.24%，标准差为 2.55%，变异系数 0.79。根据前期

调研，不同企业标准中对饲料原料芝麻粕粗脂肪含量的要求差异很大，要求最高为≤3%，

最低为≤10%。本次为制定标准而采集的样品中，粗脂肪含量超过 7%的样品有 19个，占

比 9.6%；粗脂肪含量超过 6.5%的样品有 28个，占比 14.2%。如果将粗脂肪设定为限定指

标，无论设定标准为≤7.0%还是≤6.5%，都与现有的企业标准和国家标准有较大差距。

图 4 芝麻粕样品粗脂肪（n = 197）

表 5 芝麻粕样品粗脂肪统计（n = 197）

指标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粗灰分/% 8.80 0.12 3.24 2.55 0.79

此外，对于其他粕类偶有采用的“粗蛋白质+粗脂肪”双指标分类方法，我们经过对

197个样品粗蛋白质和粗脂肪含量的相关性分析发现，二者之间仅存在较弱的负相关性（r=

- 0.46），因此双指标分类方法在此处并不适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标准不把粗脂肪作为芝

麻粕质量的限定指标。

6、粗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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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原料芝麻粕的粗纤维含量（以 88%干物质为基础计算）按 GB/T 6434《饲料中粗

纤维的含量测定 过滤法》规定进行测定。企业自测的 144个饲料原料芝麻粕样品中均无

粗纤维含量。我们测定了 53个自采饲料原料芝麻粕样品中粗纤维的含量，结果见图 5 和

表 6。可以看出，53个样品中粗纤维最高值 17.18%，最低值 11.67%，平均值 13.72%，标

准差为 1.02%，变异系数 0.07。根据前期调研，不同企业标准中对饲料原料芝麻粕粗纤维

含量基本为≤9%或者≤12%。本次为制定标准而采集的样品中，粗纤维含量超过 15%的样

品有 4个，占比 7.5%；粗纤维含量高于 14.5%的样品有 12个，占比 22.6%。根据等外比

例小于 10%原则，尽管与现有的企业标准和国家标准有一定差距，本标准仍定将饲料原料

芝麻粕的粗纤维设为限定指标，根据测定结果将饲料原料芝麻粕的粗纤维含量限定标准设

为≤15.0%。

图 5 芝麻粕样品粗纤维（n = 53）

表 6 芝麻粕样品粗纤维统计（n = 53）

指标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粗纤维/% 17.18 11.67 13.72 1.02 0.07

7、卫生指标

依据 GB 13078《饲料卫生标准》，我们选择 20个自采芝麻粕样品，测定了样品中的

铅、镉、砷和黄曲霉毒素 B1的含量（以 88%干物质为基础计算），结果如表 7所示。所有

指标均符合 GB 13078《饲料卫生标准》规定的要求。

表 7 芝麻粕样品卫生指标统计（n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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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标准上限

铅（mg/kg） 7.02 0.19 1.80 2.09 1.16 10

镉（mg/kg） 0.26 0.02 0.14 0.07 0.49 1

砷（mg/kg） 0.76 0.1 0.26 0.15 0.57 2

黄曲霉毒素 B1（µg/kg) 13.71 3.31 6.03 2.29 0.38 30

综上所述，本标准制定的饲料原料芝麻粕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8要求：

表 8 本标准的制定的饲料原料芝麻粕的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一级 二级

粗蛋白质/% ≥ 46.0 42.0

粗灰分/% ≤ 15.0

粗纤维/% ≤ 15.0

水分/% ≤ 12.5

注：各项理化指标含量除水分以原样为基础计算外，其他均以 88%干物质为基础计算。

最后，根据最终确定的本标准中芝麻粕的技术指标，所采集的 197个芝麻粕样品一

二级和等外品（不合格品）样品个数及所占比例如表 9。
表 9 根据本标准技术指标 197个样品各级分布

项目 一级 二级 等外品

样品个数/个 122 62 13
所占比例/% 61.9 31.5 6.6

四、采用的国际标准

无。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将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并加强标准的宣贯。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组织学习行业标准，加大对标准的宣传及贯彻力度，标准委员会作为企业之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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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沟通，推进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是制定。无废止意见。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