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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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饲料兽药质量检验中心、日照金禾博源生化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战余铭、梁萌、刘继明、刘加兰、郭玉秋、汤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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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原料 柠檬酸糟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饲料原料柠檬酸糟的技术要求、取样、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

贮存和保质期。

本文件适用以含有淀粉的植物性原料经黑曲霉发酵生产柠檬酸的过程中，发酵液过滤获得的滤

渣经脱水干燥制得的饲料原料柠檬酸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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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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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98 饲料原料显微镜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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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褐色至深褐色粉状或颗粒状，色泽一致，无霉变、结块，具有发酵气味，无异味。

4.2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1要求。

表 1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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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 ≤ 12.0

粗蛋白质/% ≥ 10.0

粗纤维/% ≤ 28.0

粗灰分/% ≤ 5.0

注：表中所列项目（除水分以原样为基础计算外），以干物质含量 88%为基础计。

4.3 卫生指标

应符合 GB 13078 的规定。

5 取样

按 GB/T 14699.1 的规定执行。

6 试验方法

6.1 感官检验

取适量样品放在白瓷盘中，在自然光线下通过目视、鼻嗅、触摸等进行检验。若需显微镜检查，

则按 GB/T 14698 的规定执行。

6.2 水分

按 GB/T 6435 的规定执行。

6.3 粗蛋白质

按 GB/T 6432 的规定执行。

6.4 粗纤维

按 GB/T 6434 的规定执行。

6.5 粗灰分

按 GB/T 6438 的规定执行。

6.6 卫生指标

按 GB 13078 的规定执行。

7 检验规则

7.1 组批

以相同原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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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为一批，

但每批产品不得超过60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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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纤维和粗灰分。

7.3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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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月或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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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结果中有任何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规定时，可自同批产品中重新加倍取样进行复检。若复

检结果仍不符合本标准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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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化指标检验结果判定的允许误差执行 GB/T 18823 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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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执行。

8.2 包装

包装材料应无毒、无害、防潮。

8.3 运输

运输中防止包装破损、日晒、雨淋，禁止与有毒有害物质共运。

8.4 贮存

贮存时防止日晒、雨淋，禁止与有毒有害物质混储。

8.5 保质期

未开启包装的产品，在规定的运输、贮存条件下，自产品生产之日起保质期为90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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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来源

2014 年全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下达了《饲料原料柠檬

酸糟》标准制订任务，承担任务单位为山东省饲料质量检验所。该标

准的制定对于进一步规范饲料原料柠檬酸糟生产条件、产品质量，提

升生产企业规模和水平，保障饲料质量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项目编号：

2014-128。

2. 工作简况

2.1 明确任务，成立起草小组

标准任务下达后，我中心立即成立了标准编制领导小组，确定了

标准起草人员，成立了由战余铭、刘继明和梁萌三人组成的编制小组。

明确各自的任务和职责，并提出下一步工作计划。2014 年 5 月开始

标准相关资料的查询、收集工作。

2.2 任务调研

2014 年-2015 年到国内知名的柠檬酸糟生产企业和用户进行专

题调研，分别走访了潍坊英轩实业、潍坊柠檬生化、日照金禾博源生

化有限公司、中粮生化安徽有限公司（蚌埠）、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

司、山东亚太中慧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天普阳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了解了从原料采购、产品质量控制、产品质量检验、柠檬酸糟使用等

全部流程，明确了原料采购的依据、柠檬酸糟加工质量的关键控制点

等情况。全国共许可 7 家生产企业，见表 1,西安牧阳实业有限公司

未取得联系，不了解实际生产情况。

我们对调研过程中反馈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汇总分析，参考了各

企业柠檬酸糟标准见表 1，收集了山东、江苏、安徽大型柠檬酸糟生

产企业 2014 年、2015 年生产数据和多批次的产品样本，收集了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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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两个大型饲料企业 2014 年使用数据，经我中心对样品的测定和众

多生产企业的数据汇总（见表 2），在此基础上起草了《饲料原料 柠

檬酸糟》草案。

2.3 征求意见

2015 年 8月 14日在日照组织全国 5家大型柠檬酸糟的生产企业

代表及山东省内 5家大型饲料企业对标准草案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标

准制定稿草案受到了生产企业、使用企业及饲料协会的高度关注，纷

纷从不同的角度对草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会上对草案的六款

内容逐一进行了讨论，对“规范性引用文件”、“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签、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内容的

部分项目提出了修改意见。形成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给制定小组。

2015 年下半年主要针对意见较多的霉菌毒素问题进行了资料查

询、调研和大量的实验工作。同时也参考了众多高校和霉菌毒素实验

室调研的数据，结合美国、欧盟的公告，本着提高水平、兼顾实际的

原则，制定了柠檬酸糟产品中霉菌毒素的限量指标。

该标准基本能够符合我国柠檬酸糟生产和使用的实际情况，同时

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给柠檬酸糟生产企业留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3. 柠檬酸糟产品概述

3.1 特点

柠檬酸糟是发酵加工柠檬酸的副产品，是玉米（为主）或小麦等

淀粉物质，以黑曲霉为菌种，经过液化发酵后固液分离烘干得到的产

品，蛋白含量 11%左右。本着有利于合理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的

原则，柠檬酸糟在饲料上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由于可改善饲料的适口

性，降低饲料成本，常用于成年畜禽和反刍动物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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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内生产使用概况

山东省是我国柠檬酸的生产基地，全国大约 70%的柠檬酸产量集

中在山东。柠檬酸糟本身作为柠檬酸的副产物，其产能与柠檬酸的产

能密切相关。柠檬酸糟的产量使用玉米做原料的话生产每吨柠檬酸大

约产柠檬酸糟（水分 12%）150kg-170kg。我国柠檬酸年产能 160 万

吨左右，折合柠檬酸糟产量大约 25万吨左右。

从 2010-2012 年我国柠檬酸产品的海外市场分布情况看，我国经

营海外市场比较成功的日照金禾、潍坊英轩、山东柠檬生化等几家企

业均在山东。因此柠檬酸糟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就在山东。

2010 年中国柠檬酸生产企业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比例（数据来源：

中国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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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中国柠檬酸生产企业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比例（数据来源：

中国海关）

2012 年中国柠檬酸生产企业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比例（数据来源：

中国海关）

4．柠檬酸糟生产工艺

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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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指标设置

柠檬酸糟的特征描述和分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第1773

号公告《饲料原料目录》执行，公告中柠檬酸糟的特征描述为：“以

含有淀粉的植物性原料发酵生产柠檬酸的过程中，发酵液经过滤剩余

的滤渣经脱水干燥获得的固体产品。产品可经粉碎”。

经采纳终审专家意见，增加发酵工艺对菌种的要求，修改为“本

标准适用以含有淀粉的植物性原料经黑曲霉发酵生产柠檬酸的过程

中，发酵液过滤获得的滤渣经脱水干燥制得的饲料原料柠檬酸糟”。

公告中提到粗蛋白、粗灰分为该产品强制性指标。结合预审意见

增加了粗纤维的指标。征集了全国五家生产企业的标准汇总，见表 2。

表 3为企业部分批次样品水分、粗蛋白、粗灰分、粗纤维测定结果。

表4 为实验室收集样品的测定数据汇总。

5.1 对感观性状描述

为“黄褐色至深褐色粉状或颗粒状，色泽一致，无霉变、结块，

具有发酵气味，无异味。”原因如下：由于发酵原因，加工后的柠檬

酸糟为黄褐色至深褐色，柠檬酸糟产品形成粗颗粒状，如粉碎则为粉

状。

5.2 水分

我国地域广阔，其中大部分地区气候暖和，降雨量多，特别是夏

秋季节的雨季持续时间长，空气潮湿，十分有利于霉菌的生长，我国

霉菌毒素污染情况十分严重。霉菌毒素产生的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就

是温度和湿度；霉菌毒素污染已经成为饲料安全的严重威胁。柠檬酸

糟的主要原料为玉米，容易受霉菌毒素的污染。所以要密切关注柠檬

酸糟的水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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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压滤生产的柠檬酸糟含水量大约在 70%左右，必须经过烘

干工艺将水分降低，方能便于产品的储存。参考同类型产品标准 NY/T

1968-2010 玉米干全酒糟(玉米 DDGS)的水分值为 12%。《饲料用大豆

粕》（GB/T19541-2004）中水分 12.0%或 13.0%。分别从山东、安徽、

江苏采集了 40 个样品，覆盖了全国全部企业产品加工工艺，在中心

实验室对技术指标和卫生指标进行验证检测。经统计分析看出 95%以

上产品水分≤12.0%，全部产品水分≤12.5%，均满足要求，结合终审

专家的意见，水分含量采用≤12.0%的指标。

总体上北方企业的产品水分相对较高 11%左右，南方企业的产品

为了控制霉菌毒素、延长保质期，相对对水分的控制较严格在 6%左

右。

考虑到生产企业在柠檬酸糟加工过程中节能降耗的实际，同时兼

顾柠檬酸糟使用企业的贮存压力，综上所述把柠檬酸糟的水分指标定

为≤12.0%是切实可行的。随着温度升高和湿度增大，企业也要采取

行之有效的措施，确保高温、高湿气候条件下柠檬酸糟的安全。

5.3 粗蛋白质、粗灰分

表 3 是 2014 年～2015 年柠檬酸糟质量汇总表。经统计分析看出

95%的柠檬酸糟产品粗蛋白含量≥10.0%；95%的柠檬酸糟产品粗灰分

含量≤5.0%；

对饲料加工企业采购的柠檬酸糟质量进行了跟踪调查，基本满足

此次制定粗蛋白质、粗灰分的指标要求。在这次标准制定中，粗蛋白

质、粗灰分指标含量不再统一以干物质为基础计算，这与实际生产一

致。

通过对企业的调研及产品的检测发现，原料即玉米的品质决定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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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产品柠檬酸糟的质量，玉米质量高控制严格的情况下，产品的粗灰

分会保持在较低水平。如混入木薯、小麦等原料时粗灰分含量会有升

高的现象。

5.4 粗纤维

本标准预审稿中没有设立粗纤维指标，不设立的原因主要是①柠

檬酸糟产品中粗纤维含量较高，适用于部分反刍饲料的使用，不会影

响其品质。②饲料原料目录及各生产企业的企业标准并没有对粗纤维

指标做出规定。但相关的实验工作我们在征求意见稿中已经完成。对

收集样品的粗纤维进行测定数据平均值在 23.8%左右，范围

22.78%-25.62%。经预审专家建议增加粗纤维指标，规定限量为≤30%。

终审专家建议指标严格控制，因此报批稿采纳≤28.0%的规定。

为了便于管理部门及质检机构对产品进行抽查，采纳终审专家的

意见将本标准中的所列项目（除水分以原样为基础计算外），其他指

标包括卫生指标均以干物质含量 88%为基础计。

5.4 卫生指标

5.4.1 霉菌总数、沙门氏菌

柠檬酸糟的原料质量决定着产品质量。我国柠檬酸糟的原料主要

是以玉米为主，少量情况下使用淀粉含量较高的小麦或木薯等。由于

柠檬酸糟产品中霉菌毒素均来源为原料中，黄曲霉毒素作为玉米霉变

的代表物，因此要强调对原料及成品中霉菌毒素的控制。国内管理较

规范、工艺设备较好的企业采用直接对原料、成品把控较严格，原料

质量好，加工过程规范，产品质量稳定。

霉菌总数参考 GB 13078《饲料卫生标准》中对玉米的规定执行，

霉菌总数＜40×103个/g；检验方法按照 GB/T 13092-2006《饲料中霉



9

菌总数测定方法》的规定执行。按 GB 13078《饲料卫生标准》规定

执行，沙门氏菌不得检出；实验方法按 GB/T 13091-2002《饲料中沙

门氏菌的检测方法》的规定执行。对收集的样品进行测定霉菌总数、

沙门氏菌均满足标准征求意见稿中限量的规定。结合企业自检数据，

沙门氏菌均为未检出，仅某企业委托样品中提到检出三个批次产品霉

菌总数为 28.0×103，满足限量要求。

5.4.2 霉菌毒素

本中心用酶联免疫方法对40批次收集样品中的黄曲霉毒素B1、呕

吐毒素、玉米赤霉烯酮、赭曲霉毒素A、伏马毒素进行了测定，其中

黄曲霉毒素检出小于50ppb，呕吐毒素和玉米赤霉烯酮毒素均相对较

高，部分数据超过500ppb，与某企业报告中霉菌毒素过高一致。

究其原因为玉米为柠檬酸糟的主要原料，我国的玉米受霉菌毒素

的污染较重，即便在加工发酵的过程中部分霉菌毒素溶解于溶液中被

压滤除去，但终产品柠檬酸糟中的霉菌毒素依然存在。作为玉米的副

产物其霉菌毒素的含量与玉米中霉菌毒素含量存在正相关。随着产品

保存时间的延长，霉菌毒素含量有增加的趋势。

查询GB 13078-2001《饲料卫生标准》中并没有对玉米副产物中

黄曲霉毒素、玉米赤霉烯酮毒素等限量做明确的规定。查阅相关文献

陈茹在《国内外饲料真菌毒素限量规定及评析》中列举了国内外对多

种真菌毒素的限量规定，其中欧盟委员会指令2002/32/EC 规定了饲

料中黄曲霉毒素B1的最高限量，欧盟委员会建议2006 /576/ EC 中发

布了饲用农产品和饲料中呕吐毒素、玉米赤霉烯酮、赭曲霉毒素A 和

伏马毒素的指南限量。欧盟的标准中对玉米副产物的规定最为明确。

原征求意见稿标准中霉菌毒素限量以其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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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预审专家建议，结合正在修订中的GB13078，相关霉菌毒素的

指标应与新修订的标准保持一致，因此预审稿中修订霉菌毒素指标与

正在修订中的GB13078一致。

黄曲霉毒素B1限量指标终审稿中定为50μg/kg，原因为：生产柠

檬酸糟的主要原料为玉米（新修订的GB 13078中规定玉米及其副产品

中黄曲霉毒素B1限量为50μg/kg），同时存在采用木薯、小麦等其他

淀粉质为原料生产柠檬酸糟产品的可能性（此类产品新修订的GB

13078中规定限量为30μg/kg）。但经终审专家讨论决定，由于玉米

为主要原料，木薯、小麦等存在的可能性较少，故采用50μg/kg为限

量指标。

5.4.3 铅、砷

铅砷广泛应存在于各类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产品中，但众多饲料原

料标准并没有涉及铅砷的含量指标。同时对收集的样品进行铅（GB/T

13080）、砷（GB/T 13079）的测定，95%以上数据为铅≤0.2 mg/kg，

砷＜0.15mg/kg。检出产品最高值为铅 0.38mg/kg,砷为 0.16mg/kg。

并且由于柠檬酸糟在全价饲料中添加比例不超过 20%,折算后距配合

饲料中的铅砷限量值相差甚大，因此标准中暂不对铅、砷做限量规定。

目前 GB13078 标准正在修订中，此标准暂时参照执行 GB 13078。

5.5 夹杂物要求和试验方法

柠檬酸糟属于饲料原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第 1773 号公

告《饲料原料目录》通则规定：除目录中有特殊规定外，植物性饲料

原料的植物学纯度通常不得低于 95%。不再单独设立夹杂物的要求和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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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验方法

本标准规定的技术指标的试验方法均引用国家饲料标准方法。对

卫生指标中黄曲霉毒素B1（GB/T 30955饲料中黄曲霉毒素B1、B2、G1、

G2的测定免疫亲和柱净化-高效液相色谱法）、玉米赤酶烯酮毒素

（GB/T 28716 饲料中玉米赤霉烯酮的测定免疫亲和柱净化-高效液

相色谱法）、赭曲霉毒素A （GB/T 30957饲料中赭曲霉毒素A的测定

免疫亲和柱净化-高效液相色谱法）的测定，伏马毒素、脱氧雪腐镰

刀菌烯醇（NY/T 1970 饲料中伏马毒素的测定；GB/T 30956饲料中脱

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的测定免疫亲和柱净化-高效液相色谱法）目前国

标方法须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

《饲料标签》（GB 10648）是强制性国家标准，企业需要按照《饲

料标签》的规定标注净含量。

7 检验规则

7.1 出厂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为“感观性状、水分、粗蛋白质、粗灰分、粗纤维”

四项指标。感官性状指标非常直观，便于检查。霉菌毒素等卫生指标

虽影响产品品质但鉴于生产企业的自身条件限制，仅作为型式检验项

目。

7.2 组批

结合柠檬酸糟的实际生产情况及同类型产品标准，组批的定义为

“以相同原料、相同的生产工艺、连续生产的产品为一个批次”。

7.3 判定规则

参考同类原料标准制定；柠檬酸糟中水分、粗蛋白、粗灰分、粗

纤维指标的极限数值按 GB/T 8170 的规定采用修约值比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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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保质期

结合企业对保质期的规定，对部分收集样品的技术指标及卫生指

标进行连续测定（每个月完成一次型式检验）：90 天内技术指标没

有变化，霉菌毒素的含量有增高趋势，但符合标准要求。见表 5

柠檬酸糟产品的保质期与其产品中水分含量、环境温湿度有密切

联系，综合考虑霉菌毒素的影响，及市场产品的使用周期（1-2 个月），

南北方气候的差异情况，因此保质期定为 9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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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表 2 各企业柠檬酸糟标准汇总
指标

企业名称

感官性状
水分，% 粗蛋白

，%

粗灰分

%

卫生指标 保质期，天

潍坊英轩实业有限公司 本品呈粉状或颗粒状，无发霉、

结块、虫蛀。色泽呈浅黄色或黄

褐色，色泽均匀。

≤12 ≥10 ≤7 符合GB 13078 60

日照金禾博源生化有限公司 黄褐色至深褐色粉状物或颗粒

物，无发酵、霉变、虫蛀、结块

及异味异嗅

≤13.0 ≥10.0 ≤5.0 符合GB 13078 60

山东柠檬生化有限公司 呈淡黄色或黄色粉末状固体，无

酸味，无异味。

--- ≥10.0 ≤7 符合GB 13078 120天或 180

天

中粮生化（安徽）股份有限公

司

黄色至黄褐色 ≤12.0 ≥8.0 ≤8.0 铅、砷黄曲霉毒

素、霉菌总数

18个月

宜兴协联生物化学公司 淡黄色至黄褐色粉末，色泽均匀

一致，无发霉变质、结块现象

≤12 ≥8 ≤6 铅、砷黄曲霉毒

素、霉菌总数

120 天 或 180

天



表 3 技术指标数据汇总
指标

企业名称

水分，% 粗蛋白，% 粗灰分，%

范围 平均值 范围 平均值 范围 平均值

潍坊英轩实业有限公司（22） 9.43-11.99 10.98 12.14-16.39 13.35 1.79-4.07 2.76

日照金禾博源生化有限公司

（45）

9.80-12.39 11.25 11.15-12.88 11.71 1.73-2.04 1.90

山东柠檬生化有限公司（30） 7.5-12.5 10.20 9.80-11.60 10.80 2.50-6.00 4.20

中粮生化（安徽）股份有限公司（6） 3.35-6.02 5.21 12.08-13.69 12.76 2.50-3.55 3.22

宜兴协联生物化学公司（97） 5.34-10.34 7.66 10.06-13.85 11.45 0.64-1.39 0.92



表 4 实验室数据汇总

批号 水分，%
粗蛋白，

%

粗灰分，

%

砷

（以总砷计），

mg/kg

粗纤维，

%

铅（以 Pb 计），

mg/kg

黄曲霉毒素 B1，

μg/kg

霉菌，

CFU/g

沙门氏菌，

cfu/25g

1 11.78 12.00 1.96 0.08 23.76 0.21 20.3 300 未检出

2 11.59 12.07 1.93 0.06 23.33 0.13 未检出（＜2) 700 未检出

3 10.42 11.60 1.98 0.10 24.12 0.26 18.2 30 未检出

4 10.63 12.53 1.97 0.04 23.36 未检出（＜0.1) 30.2 360 未检出

5 11.74 11.59 2.01 0.05 23.60 0.18 未检出（＜2) 500 未检出

6 9.68 11.46 2.04 0.06 24.92 未检出（＜0.1) 25.4 60 未检出

7 10.68 12.06 2.09 0.07 24.33 未检出（＜0.1) 11.3 ＜10 未检出

8 10.04 11.85 3.76 0.12 23.19 0.21 36.2 30 未检出

9 11.59 10.93 4.29 0.10 23.62 未检出（＜0.1) 未检出（＜2) 200 未检出

10 10.25 11.97 2.01 0.05 23.13 0.16 9.5 160 未检出

11 10.51 10.84 3.19 0.06 23.39 0.14 25.6 430 未检出

12 11.01 10.43 2.02 0.08 24.12 0.13 未检出（＜2) 1200 未检出

13 11.06 10.78 2.00 0.24 23.64 未检出（＜0.1) 30.3 80 未检出



14 10.59 10.53 1.97 0.04 23.39 未检出（＜0.1) 未检出（＜2) 680 未检出

15 10.60 10.88 3.07 0.06 22.93 未检出（＜0.1) 未检出（＜2) 390 未检出

16 12.44 10.95 2.02 0.07 23.91 0.12 28.2 40 未检出

17 12.07 11.63 1.99 0.10 25.62 未检出（＜0.1) 40.2 510 未检出

18 10.70 10.65 2.04 0.09 23.14 未检出（＜0.1) 7.9 30 未检出

19 10.83 11.18 1.98 0.06 23.91 0.14 5.7 90 未检出

20 10.26 11.36 2.09 0.08 24.38 0.11 48.9 800 未检出

21 10.14 10.85 4.26 0.12 23.13 0.38 36.5 1200 未检出

22 9.60 11.27 3.91 0.10 24.73 0.11 8.9 690 未检出

23 11.65 12.27 3.19 0.11 24.60 未检出（＜0.1) 22.0 530 未检出

24 11.01 10.60 2.00 0.08 24.60 0.12 31.6 90 未检出

25 11.41 10.84 5.03 0.09 23.85 未检出（＜0.1) 10.5 120 未检出

26 11.04 10.87 1.96 0.10 22.90 0.15 5.6 610 未检出

27 9.86 11.27 2.00 0.06 23.36 未检出（＜0.1) 22.9 1060 未检出

28 11.64 11.55 1.98 0.06 23.72 未检出（＜0.1) 7.8 290 未检出

29 10.36 12.07 3.72 0.08 23.49 未检出（＜0.1) 18.6 830 未检出



30 11.02 11.60 2.00 0.07 22.96 未检出（＜0.1) 19.7 790 未检出

31 10.76 12.53 2.00 0.05 24.18 0.21 未检出（＜2) 2300 未检出

32 9.80 12.08 1.98 0.10 23.97 未检出（＜0.1) 25.6 ＜10 未检出

33 11.96 11.97 1.96 0.12 23.40 0.15 7.2 60 未检出

34 10.27 10.69 4.27 0.16 23.62 0.14 31.9 120 未检出

35 11.01 10.53 2.05 0.07 23.62 未检出（＜0.1) 37.4 ＜10 未检出

36 11.11 11.42 1.93 0.11 24.32 0.15 18.5 420 未检出

37 12.88 10.88 1.99 0.06 24.70 0.15 20.8 390 未检出

38 10.86 11.05 2.00 0.08 24.87 未检出（＜0.1) 9.3 30 未检出

39 12.28 11.80 1.89 0.09 24.20 未检出（＜0.1) 18.6 800 未检出

40 10.09 10.68 4.66 0.11 23.89 未检出（＜0.1) 未检出（＜2) 730 未检出



表 5 保质期实验数据

批号 检验日期 水分，% 粗蛋白，% 粗灰分，%

1 2015.09 11.46 12.14 2.76

2 2015.09 11.50 11.12 3.10

3 2015.09 10.72 10.39 3.01

4 2015.09 10.05 10.85 3.69

5 2015.09 10.76 11.81 2.17

1 2015.10 10.50 12.97 2.79

2 2015.10 11.70 11.49 3.30

3 2015.10 10.43 10.23 3.33

4 2015.10 10.08 10.74 3.38

5 2015.10 10.94 11.38 2.12

1 2015.11 10.44 12.19 2.66

2 2015.11 11.99 11.01 3.12

3 2015.11 10.83 10.17 3.21

4 2015.11 11.16 10.60 3.50

5 2015.11 11.37 11.49 2.30

1 2015.12 10.70 12.27 2.66

2 2015.12 11.34 11.30 3.23

3 2015.12 10.99 10.01 3.09

4 2015.12 11.39 10.23 3.36

5 2015.12 11.72 11.18 2.25



附录 1

全国 7家获证企业名单

省份 生产企业 许可证号 生产地址

江苏省
江苏国信协联能源有限公

司

苏饲证

(2013)02031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宜兴经济开发

区热电路 1号

陕西省 西安牧阳实业有限公司
陕饲证

(2014)00007
陕西省西安市户县祖庵镇响桥村

安徽省
中粮生物化学(安徽)股份

有限公司

皖饲证

(2013)03901
蚌埠市中粮大道 1号

山东省 山东柠檬生化有限公司
鲁饲证

(2013)07015
山东省潍坊市安丘市新安南路27号

山东省
日照金禾博源生化有限公

司

鲁饲证

(2013)11005

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城区城阳北路西

侧

山东省
日照鲁信金禾生化有限公

司

鲁饲证

(2013)11002
日照市兴海路西段

山东省 潍坊英轩实业有限公司
鲁饲证

(2013)07005
潍坊市昌乐县昌盛街 1567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