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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技术标准起草单位:广东绿杨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天祥（广州）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华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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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蛋禽类养殖饲料标准  鲜鸡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放心蛋禽类养殖饲料的良好生产操作规范（前提方案）及危害分析和关键控

制点(HACCP)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放心蛋鸡用饲料的生产全过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

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

本标准。 

GB 10648 饲料标签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T 34636   饲料加工设备交叉污染防控技术规范 

NY 5027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 

GB/T 14699.1 饲料 采样 

GLOBAL GAP   全球良好农业规范 GAP-配合饲料生产-控制点及符合性规范 

单一饲料产品目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1773 号） 

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2045 号） 

3 术语和定义 

3.1 饲料  

能提供饲养动物所需养分，保证健康，促进生产和生长，且在合理使用下不发生有

害作用的可饲物质。 

3.2 配合饲料 

根据饲养动物营养需要，将多种饲料原料按饲料配方经工业生产的饲料。 

4 前提方案 

4.1 选址及厂区环境 

4.1.1 应符合《全球良好农业规范--配合饲料生产-控制点及符合性规范》中9.0相关

要求； 

4.2 厂房和车间 

4.2.1 设计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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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应符合《全球良好农业规范--配合饲料生产-控制点及符合性规范》中

9.0相关要求； 

4.2.1.2 设施及设备的布局 、设计和运行应将发生错误的风险降到最低，并可

进行有效的清洁与维护，以避免交叉污染、残留及任何对产品不利的影

响降到最低。并符合《GB/T 34636-2017 饲料加工设备交叉污染防控技

术规范》要求。 

4.2.2 建筑内部结构与材料 

应符合《全球良好农业规范--配合饲料生产-控制点及符合性规范》中条款9.0

相关要求； 

4.3 设备维护保养 

应符合《GB/T 34636-2017 饲料加工设备交叉污染防控技术规范》要求。 

4.4 员工健康、安全及福利要求 

4.4.1 针对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建立书面的风险评估程序； 

4.4.2 组织里有变更产生时，应重新评估并更新风险评估程序； 

4.4.3 组织建立书面的健康、安全、卫生政策，并包括事故、紧急程序，卫生程序及

对工作环境中被识别的风险的处理。当风险评估变更时，需要重新评估和更新

此政策； 

4.4.4 组织指定一名管理层负责员工的健康、安全及福利；并在管理层与员工之间定

期进行双向沟通会议，并保持会议记录； 

4.5 人员培训和要求 

企业应确保生产、检验和管理人员能够胜任，并确保： 

a) 每批产品都应由接受过防止产品污染培训的专职人员来生产； 

b) 放心蛋饲料企业对所有员工应有书面的培训计划，对新员工，都有入职培训，而且培

训记录应保留存档； 

c) 依据《全球良好农业规范GAP--配合饲料生产-控制点及符合性规范》2.2.8要求，建

立书面的卫生指导书，所有员工接受过基本的卫生培训。 

d) 放心蛋饲料企业应为所有员工提供岗位技能和防止产品污染的培训，而且有长期监督

和评估生产人员的方案； 

e) 放心蛋饲料企业应有一定的预防措施确保员工不会对产品造成污染，饲料企业应能够

出示采取了足够预防控制措施的证据； 

f) 控制非生产人员和访问者进入生产区，应防止可能造成的污染。 

4.6 放心蛋饲料生产文件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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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企业应建立书面程序确保生产的产品符合有关标准，每批产品都应按照这些程序进行

生产。这些书面程序包括： 

4.6.1 操作人员的岗位职责； 

4.6.2 保证成品质量和安全所采用的方法； 

4.6.3 证明原料和成品饲料符合标准的取样分析方法。 

4.7 放心蛋饲料原料控制一般原则及规定 

a) 具有书面的供应商选择、批准程序（包括对供应商的风险评估程序）； 

b) 具有对所有的放心蛋饲料原料、预混料、药物预混料及添加剂的选择及批准程序；  

c) 具有书面的放心蛋饲料原料来料接受标准； 

d) 使用的饲料原料应在《单一饲料产品目录》和《动物源性饲料产品目录》内，禁止在

饲料中使用除乳及乳制品外的动物性饲料产品。所添加的营养性饲料添加剂应在农业

部公告《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内； 

e) 饲料原料中的可能会对消费者的健康产生危害的病原、霉菌毒素、农药和重金属等有

害物质的含量应达到可接受的水平，满足相关法规规定的标准； 

f) 所有的饲料、饲料添加剂和饲料原料的卫生指标均应符合 GB 13078, 以使饲料通过

动物传递到人类消费的食品中有害物质的含量也相应低到不会引起人类健康危害的水

平。 

4.7.1 运输 

4.7.1.1 用于包装、盛放原料的包装袋和包装容器，必须无毒、于燥、洁净； 

4.7.1.2 运输工具应干燥、洁净，并有防雨｀防污染措施。不得将原料与有毒、

有害物品混装、混运。饲料原料运输工具应定期清洗和消毒； 

4.7.1.3 放心蛋饲料原料到达工厂后，需要提供前3次的装载记录，并根据风险

评估采取适当的措施。 

4.7.2 贮存 

4.7.2.1 放心蛋饲料原料及添加剂应贮存在阴凉、通风、干燥、洁净，并有防

虫、防鼠、防鸟设施的仓库内。同一仓库内的不同饲料原料应分别存放，

并挂标识牌，避免混杂； 

4.7.2.2 放心蛋饲料添加剂、药物添加剂应单独存放，并应挂明显的标识牌。

饲料原料存放在室外场地时，场地必须高于地面且干燥，并且必须有防

雨设施和防止霉烂变质措施； 

4.7.2.3 各类放心蛋饲料原料及饲料添加剂应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的要求贮存，

不应与农药、化肥等有可能造成污染的物品贮存于同一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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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4 根据先进先出原则使用。 

4.7.3 来料抽样与检测 

4.7.3.1 建立放心蛋饲料原料来料抽样与检测程序； 

4.7.3.2 依据风险评估，对放心蛋饲料原料规定抽样与检测频率； 

4.7.3.3 依据建立的原料标准对原料进行检测，并保持检测记录。 

4.8 放心蛋饲料生产加工过程控制 

4.8.1 应符合《全球良好农业规范--配合饲料生产-控制点及符合性规范》中条款7相

关要求； 

4.9 放心蛋成品饲料抽样与分析 

4.9.1 建立书面的成品抽样计划及检测计划；成品抽样计划可依据《GB/T 14699.1 

饲料 采样》制定； 

4.9.2 放心蛋成品饲料卫生指标及分析方法 

指标 规格要求 分析方法 

总砷（mg/kg） ≤2 GB/T 13079 

总铅（mg/kg） ≤5 GB/T 13080 

汞（mg/kg） ≤0.1 GB/T 13081 

镉（mg/kg） ≤0.5 GB/T 13082 

铬（mg/kg） ≤5 GB/T 13088-2006原子吸收光谱法 

氟（mg/kg） ≤50 GB/T 13083 

亚硝酸盐（mg/kg）（以NaNo2计） ≤15 GB/T 13085 

黄曲霉毒素（mg/kg） ≤10 NY/ T 2071 

玉米赤霉烯酮（mg/kg） ≤0.1 NY/ T 2071 

赫曲霉毒素 A（µg/ kg） ≤100 GB/T 30957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呕吐群素（mg/kg） ≤1 GB/T 30956 

T-2 毒素（mg/ kg） ≤0.5 NY/ T 2071 

伏马毒素(B1+B2）（mg/ kg） ≤5 NY/ T 1970 

氰化 物 （ 以HCN 计）（mg/ kg） ≤10 GB/T 13084 

游离棉酚（mg/ kg） ≤20 GB/T 13086 

异硫氰酸酯（以丙烯基异硫氰酸酯计）（mg/ 

kg） 

≤150 GB/T 13087 

噁唑烷硫酮（以5-烯 基噁唑2-硫酮计）（mg/ ≤500 GB/T 1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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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 

多 氯 联 苯(PCB. 以PCB28、PCB52、PCB101 、

PCBl38、PCB153、PCB180之和计）（µg/ kg） 

≤10 GB 5009.190 

六六六 （HCH,以 α - HCH、β -HCH 、γ -HCH之

和计）（mg/ kg） 

≤0.2 GB/T 13090 

滴滴涕（以 p , p '-DDE、o , p '-DDT 、p , 

p '-DDD、p , p'-DDT 之和计） 

（mg/ kg） 

≤0.05 GB/T 13090 

六氯苯 (HCB) (mg/ kg) ≤0.01 SN/ T 0127 

沙门氏菌(25 g ） 不得检出 GB/T 13091 

 

4.10 客户投诉 

放心蛋饲料企业应有处理客户投诉的书面制度。  

4.11  追溯和召回 

4.11.1 放心蛋饲料企业应有书面的追溯、召回程序。 

4.11.2 当发现生产的饲料不符合卫生标准或存在其他不适于使用的情况时，

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饲料，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并记录

召回和通知情况。 

4.11.3 对被召回的饲料，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销毁，防止其再次流

入市场。对因标签、标识或者说明书不符合卫生标准而被召回的饲料，应采取

能保证产品安全、且便于重新销售时向客户明示的补救措施。 

4.11.4 应合理划分记录生产批次，采用产品批号等方式进行标识，便于产品

追溯。 

4.11.5 定期进行追溯演练, 并进行物料平衡计算。 

4.12 成品包装、贮存、运输的卫生要求 

4.12.1 包装材料的卫生要求：一切包装材料都必须符合无毒无害卫生要求，

不应带有任何污染源，并保证包装材料不应与产品发生任何物理和化学

作用而损坏产品。 

4.12.2 包装标志 

包装标志必须符合 GB 10648饲料标签的规定。 

4.12.3 贮存卫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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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1  仓库：仓库应牢固安全，不漏雨、不潮湿，门窗齐全，能通

风、能密闭；有防潮、防虫、防鼠、防鸟设施；有一定空间，便于机

械作业；库内不准堆放化肥、农药、易腐蚀、有毒有害等与配合饲料

无关的物料。  

4.12.3.2  仓库内外清洁卫生要求：仓库内保持清洁卫生，所有物品

放置有序。仓外3m内无垃圾、无杂草、无积水；器材、工具、检测用

具、机械设备等应保持清洁无虫害。 

4.12.4 运输卫生要求 

4.12.4.1 运输安全卫生要求 

运输工具应干燥、清洁，无异味，无传染性病虫害，并有防雨、防潮、

防污染设施。 饲料不得与有寄生虫害、有辐射等物品混装、混运,装

载前,应对车辆就以上要求进行检查，并保存记录。 

4.12.4.2 装车前，宜准备前3次的车辆装载记录，并宜采用先进先

出原则发货。 

4.12.4.3 运输标志 

饲料的运输要随带装运清单。装运清单必须填清所运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数量、目的地及接收单位（人）。标签必须随附包装

上。 

4.13 放心蛋饲料产品防护 

企业应识别由于蓄意污染对产品可能造成的威胁，建立控制措施，降低蓄意污染的风险。 

4.14 卫生标准 操程序 (SSOP) 

SSOP 是为达到放心蛋饲料卫生要求而规定的具体活动和顺序，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几个方面： 

a) 与饲料接触的水的安全，应符合《NY 5027无公害食品畜禽饮用水水质》要求； 

b) 饲料接触的表面（包括设备、器具等）的清洁、卫生和安全； 

c)    确保饲料免受交叉污染，应符合《GB/T 34636-2017 饲料加工设备交叉污

染防控技术规范》要求； 

d) 操作人员手的清洗及厕所设施的清洁； 

e) 防止润滑剂、燃料、清洗、熏蒸用品及其他化学、物理和生物等污染物的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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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正确标注、存放和使用各类有毒化学物质； 

g) 保证操作员工的身体健康和卫生； 

h) 清除和预防鼠害、虫害和飞鸟；虫害控制要求符合《全球良好农业规范--配

合饲料生产-控制点及符合性规范》中9.3相关要求； 

5 HACCP 计划的建立和实施 

5.1 总则 

饲料企业应根据生产产品的品种、生产方式、生产场所等不同情况，分别建立、实施 HACCP 

计划，应包括： 

a) 针对每一种产品类别（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浓缩饲料、配合饲料、精料补充料

）或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生产场所，分别进行危害识别、评价，确定应控

制的显著危害； 

b) 在已建立的良好生产操作规范GMP ( 见 4. 1~4.13) 、卫生标准操作程序SSOP 

( 见 4. 14) 基础上，根据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加工步骤确定关键控制点； 

c) 当产品、加工步骤有变化时 ，对变化情况进行危害识别、评价，并考虑是否

对HACCP 计划重新进行修订； 

d) 当确定某个显著危害应予以控制时，如果不存在关键控制点，则考虑重新设计

加工工序； 

e) 在应用HACCP原理时，应保持适当的灵活性 ，要考虑到适当的操作特性和规模

，人员情况及已经达到的控制程度； 

f) 运用HACC原理制定HACCP 计划前，需要首先完成预备步骤（见 5. 2); 

g) 定期对HACCP计划进行验证 ，并待续改进和完善。 

5.2 预备步骤 

a) 组建 HACCP 小组 

放心蛋饲料企业建立、实施 HACCP 管理体系时，首先要成立 HACCP 小组。小组成员应具备必要

的专业知识（如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加工、生产管理知识、卫生控制要求、质量保证要求等）、

经验，能满足特殊要求，并应有质量控制、生产管理、采购、销售、人力资源管理等岗位的人

员组成。必要时，企业也可以在这方面寻求外部专家的帮助。 

应确定 HACCP 小组成员各自的职责，并对关键控制点的监控人员、纠正人员进行授权。HACCP

小组应负责 HACCP 计划的制定、确认和验证活动，确保对各种产品危害分析、评价的准确性

和控制措施的 可操作性，以及 HACCP计划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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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产品描述 

HACCP 小组应对产品特性进行全面地描述并形成文件，包括相关的产品安全信息，如使 用的

原料及添加的辅料，加工工艺，包装和储存条件，以及标签和使用说明。要充分识别饲料中添

加的所有原料，并对其进行全面地描述，如生物、化学、物理特性（包括可能存在的饲料安全

危害），生产场地及加工方式，包装和储存条件，使用前的处理，以及原料安全指标的接收准

则等。 

c) 预期用途描述 

产品标签应详细说明产品所述用的动物种类、使用方法、储存和保存期限等。 

d) 绘制工艺流程图 

HACCP 小组根据各类产品的加工工艺绘制符合实际生产的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 ，流程图应明

确所有加工步骤的顺序和相互关系，以及返工点、循环点和废弃物的排放点。 

e) 现场确认流程租 

HACCP 小组要对各流程图进行现场验证 ，以保证其符合实际加工工艺，工艺流程发生变化时，

应对流程图进行修改并作好记录。 

5.3 进行危害分析和确定控制措施 

a) 危害识别 

HACCP小组在实施危害分析时应考虑以下方面的因素： 

1) 产品、操作和环境； 

2) 顾客和法律法规对产品及原辅料的安全卫生要求； 

3) 产品使用安全的监控和评价结果； 

4) 不安全产品处置、纠正和应急预案的状况； 

5) 历史上和当前的流行病、动植物疫情或疾病统计数据和食品安全事故案例； 

6) 科技文献，包括相关类别产品的危害控制指南； 

7) 原料掺杂掺假。 

针对需考虑的所有危害，识别每个操作步骤中有根据预期被引入、产生或增长的所有潜在危害

及其原因。 

当影响危 害识别结果的任何因素发生变化时 ，HACCP 小组应重新进行危害识别，应保持危害

识别依据和结果的记录。 

b) 危害评估 

HACCP小组应针对识别的潜在危害，评估其发生的严重性和可能性，如果这种

潜在危害在该步骤极可能发生并且后果严重，应确定为显著危害。 

应保持危害评估依据和结果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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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控制措施的制定 

HACCP 小组应针对每种显著危害，制定相应的控制措施，并提供证实其有效性的证据； 应明

确显著危害与控制措施之间的对应关系，并考虑每项控制措施控制多种显著危害或多项控制措

施控制一种显著危害的情况。 

d) 危害分析工作单 

HACCP 小组应根据工艺流程、危害识别、危害评估、控制措施等结果提供形成文件的危害分析

工作单，包括加工步骤、考虑的潜在危害、显著危害判断的依据、控制措施，并明确各因素之

间的相互关系。 在危害分析工作单中，应描述控制措施与相应显著危害的关系，为确定关键

控制点提供依据。 

HACCP 小组应在危害分析结果受到任何因素影响时 ，对危害分析工作单作出必要的更新或修

订。 

e) 确定关键控制点 

HACCP 小组应根据危害分析所提供的显著危害与控制措施之间的关系，识别针对每种显著危害

控制的适当步骤，以确定 CCP , 确保所有显著危害得到有效控制。 

企业应使用适宜方法来确定 CCP , 如判断树法等。但在使用 CCP 判断树时 ，应考虑以下因

素： 

1) 判断树仅是有助于确定 CCP 的工具，不能代替专业知识 ； 

2) 判断树在危害分析后和显著危害被确定的步骤使用； 

3) 随后的加工步骤对控制危害可能更有效，可能是更应该选择的CCP; 

4) 加工中一个以上的步骤可以控制一种危害。 

当显著危害或控制措施发生变化时 ，HACCP小组应重新进行危害分析 ，判定 CCP。 

f) 确定关键限值 

应对每个关键控制点规定关键限值。每个关键控制点应有一个或多个关键限值。关键限值的确

定： 

1) 应科学、直观、易于监测； 

2) 可来自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指南、公认惯例、文献、实验结果和专家的建议等，

查询的数据应在本企业进行实际验证，以确认其有效性； 

3) 基于感知的关键限值，应由经评估且能够胜任的人员进行监控、判定。 

为避免采取纠正措施可设立操作限值，以防止因关键限值偏离造成损失，确保产品安全。 

应保持关键限值确定的依据和结果的记录。 

g) 建立关键控制点的监控系统 

应对每个关键控制点建立监控系统．以证实关键控制点处于受控状态。监控系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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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监控对象，应包括每个关键控制点所涉及的关键限值； 

2) 监控方法，应准确及时； 

3) 监控频率，一般应实施连续监控 ，若采用非连续监控，其监控频率应保证CCP 受控的

需要； 

4) 监控人员，应接受适当的培训．理解监控的目的和重要性．熟悉监控操作并及时准确

地记录和报告监控结果。 

当监控表明偏离操作限值时，监控人员应及时调整，以防止关键限值的偏离。 

当监控表明偏离关键限值时，监控人员应立即停止该操作步骤的运行并及时采取纠正措施， 

应保持监控记录。 

h) 建立纠正措施程序 

企业应针对 H ACCP 计划中 每个关键控制点的关键限值的偏离制定纠正措施 ，以便在偏离时

实施。纠正措施应包括： 

1) 实施纠正措施和负责受影响产品放行的人员； 

2) 偏离原因的识别和消除； 

3) 受影响产品的隔离、评审和处理； 

负责实施 纠正措施的人员应熟悉评估、HACCP 计划，经过适当培训并经最高管理者授权。应

保持采取的纠正措施的记录。 

i) 建立验证程序 

企业应建立并实施 HACCP 计划的验证程序 ，以证实 HACCP 计划的适宜性 、有效性。验证程

序应包括： 

1) 验证的依据和方法； 

2) 验证的频次； 

3) 验证的人员； 

4) 验证的内容； 

5) 验证的结果及采取的措施； 

6) 验证记录等。 

HACCP 计划实施前，应确认其适宜性，即所有危害已被识别且 HACCP 计划被正确实施，危害

将会被有效控制。 

监控设备校准记录的审核，必要时，应通过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对所需的控制设备和方法进行

技术验证，并提供技术验证报告。 

定期进行内部审核，以验证 HACCP体系的有效性 。 

j) 建立文件和记录的保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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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建立文件化的 HACCP 体系，并建立相关的监控记录。 

H ACCP 体系应包括如下记录： 

1) HACCP计划及制定HACCP计划的支持性材料，包括危害分析工作单, HACCP 计划, H 

ACCP 小组名单和各自的责任，描述饲料产品特性、HACCP计划确认记录等； 

2) CCP 的监控记录； 

3) 纠正措施记录； 

4) 验证记录； 

5)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操作记录，如防止交叉污染清洁记录、化学品（药物添加剂或有

毒有害 物质）领用和使用记录、防鼠记录等。所有记录应至少保存两年。 

可以使用电脑保存记录，但应加以控制，确保数据和电子文件签名的完整性。 

6 HACCP 体系的实施与改进 

6.1 管理承诺 

最高管理者应对 HACCP 体系的有效实施给予支持和关注，指定合适的人员成 HACCP 小组，明

确建立、实施和保持体系的责任人 ( HACCP 小组组长），并定期听取责任人有关体系运行情况

的汇报。 

6.2 培训 

H ACCP 小组成员及与 HACCP 实施相关的所有人员都应得到必要的培训，以使他们了解自己在

体系中的职责和作用 ，并有效地建立、实施和保持 HACCP体系。 

培训策划应考虑不同层次的职责、能力，以及相关步骤的风险，并保持培训及其效果的相关记

录。 

6.3 体系的运行及持续改进 

体系运行前，相关文件应得到最高管理者批准。运行过程中，各有关部门和人员要严格按照体

系文件的相关要求进行实施，不应随意更改，相关记录要注意保存. HACCP 体系的运行效果应

定期进行验证。HACCP 计划及其他文件应根据需要予以更新和修改，确保体系的持续改进和不

断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