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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7 月，国家质检总局颁布了 118 号令《进出口饲料和饲

料添加剂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对我国进出口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产品的注册登记、检验检疫和监督管理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定和说

明；截止到 2014 年，在正式实施的五年时间里，该办法对规范我国

进出口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市场、指导相关企业做好进出口工作、促进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对外贸易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有力的保

障了进出口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产品的质量安全，得到了企业和检验检

疫人员的高度评价。但是，当前国内饲料生产、加工、经营企业在出

口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各出口企业质量安全体系的

制定、建立和运行方面良莠不齐，差距较大；由于 118 号令并未强制

企业通过 HACCP 体系认证，只是要求企业按照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

点（HACCP）原理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即可，而部分企业由于自身硬

件条件和管理人员水平的不足，难以建立有效的质量安全体系，或者

建立了但无法保障其顺利执行，导致产品质量存在安全隐患。2012

年质检总局下发的《出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一厂一品一案”

指导意见》中，对出口企业质量安全体系的相关制度提出了更加细化

的要求，特别注重了针对产品的风险分析和关键点控制。因此，在目

前的环境背景下，深入研究探讨如何在出口饲料企业中建立实施有效

的 HACCP 体系，具有重大的意义。根据目前松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出口饲料的具体情况，我们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研究。 



一． 关于前提计划 

HACCP 计划的有效实施是建立在完善的前提计划基础上的。出

口饲料企业在《厂房设施、生产设备维护保养计划》、《原辅料供应安

全控制计划》、《产品标识、可追溯性和回收计划》、《人员培训计划》

等前提计划的建立和实施方面没有问题，但是在制定和实施《卫生标

准操作程序》方面存在较大问题。饲料企业不同于食品企业，它的主

管部门是农业部。农业部 2006 年第 73 号令《饲料生产企业审查管理

办法》中第二章《设立条件》第五条（三）中只是笼统的提出“工艺

设计合理，能保证饲料质量和安全卫生要求”。在农业部编制的《饲

料生产企业设立申请书》中也未涉及到对企业的卫生要求的内容。这

样饲料企业在建立相关的卫生操作程序时缺少明确的依据。目前我们

松江地区的出口饲料企业有三种类型：喂饲食用动物的混合饲料、饲

料添加剂、宠物食品。鉴于国外对宠物的高度关注，宠物食品的卫生

标准等同于甚至高于一般食品的卫生标准，我们认为宠物食品生产企

业应严格按照食品生产企业的要求制定《卫生标准操作程序》，其中

应至少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加工用水（冰）的安全、食品接触表面

的卫生、防止交叉污染、手的清洗消毒，厕所设施的维护与卫生保持、

防止食品被污染物污染、有毒有害物品的管理、雇员的健康与卫生控

制、虫害的防止。用于喂饲食用动物产品的混合饲料，一般情况下产

品标准中并不涉及微生物指标，而且使用的环境卫生条件也比较差，

饲料生产企业在制定《卫生标准操作程序》时，对涉及到微生物污染

方面的要求可以不予考虑。饲料添加剂一般都是用化工原料通过化学



反应的方法合成，而且不是直接用于喂饲动物，主要用于生产混合饲

料时添加，添加后还要经过一系列的加工过程。这些企业从严格的意

义上讲等同于化工生产企业，在这类企业中制定《卫生标准操作程序》

没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建议可以省略这个前提计划。 

二． 关于危害分析 

1. 生物危害： 

宠物食品生产企业在进行危害分析时，必须将生物危害作为一个

显著危害，按照工艺流程逐项进行仔细分析。即要考虑原料、辅料、

添加剂中本身带有的生物危害，也要分析在加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污

染情况。生物危害一般采用热处理的方法加以消除，所以在危害分析

时还应考虑到热处理不足可能造成的生物危害残留的问题。喂饲食用

动物的混合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在进行危害分析时，可以不用

考虑生物危害方面的情况。 

2. 化学危害： 

饲料中的化学危害是出口饲料企业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饲料生

产企业在进行危害分析时，必须将化学危害作为一个显著危害。化学

危害中主要有重金属残留、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等。我们曾经在出口

日本的鸡肉条产品中检出硝基呋喃代谢物超标的情况，根据调查，原

因是生产企业未从检验检疫部门备案的鸡肉加工企业采购鸡肉原料

所致。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危害是添加剂的违法添加问题，出口饲料企

业使用的添加剂必须是进口国官方允许使用的添加剂，同时添加量也

要符合国外官方的要求。2008 年中国出口美国的部分宠物食品中非



法添加三聚氰胺致使部分宠物食用后死亡，在国际上造成了极坏的影

响。化学危害的消除可通过原料验收时审核供应商提供的监测报告、

原料抽样检验，以及生产过程中严格控制添加剂的使用情况等手段。 

3. 物理危害： 

饲料生产企业在进行危害分析时，也应该将物理危害作为一个显

著危害。无论是金属碎片还是碎玻璃，都会对动物造成伤害，在产品

中出现都是不可接受的。在进行危害分析时应充分考虑到原辅料的加

工工艺、饲料生产本身的加工环节，同时还要考虑包装材料的情况。

针对不同类型的物理危害，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控制措施，如金属碎片

可采用金属探测、磁力等方法，玻璃碎片可采用人工挑选、灯检、X

光机探测等方法，液体产品可使用过滤的方法。 

4. 转基因问题： 

这是最近出现的新情况。近日，欧盟委员会致函总局，称欧方自

2014年 1月 30日以来，连续多次从中国输欧盟氯化胆碱饲料添加剂

中检出转基因成分 Bt63。经调查是使用含未经欧盟批准的转基因成

分的稻壳粉等原辅料生产饲料产品。以前国外官方指示对食品中的转

基因成分比较关注，现在已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饲料产品，所以必

须引起出口饲料企业的重视。根据目前世界各国对转基因产品的不同

要求，在危害分析时一定要有很强的针对性，要收集进口国家或地区

的官方要求。如欧盟和日本禁止使用转基因产品、美国允许使用转基

因产品但是必须在标签上加以标注、有些国家允许批准的特定转基因

产品进口。对转基因问题可以通过原料验收环节及标签标注环节加以



控制。 

三． 关于 HACCP计划 

饲料企业在制定 HACCP计划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关键控制点的确定宜精不宜多。有些饲料企业使用的原辅料、添加

剂种类比较多，生产的工序也比较复杂，在危害分析时可能会出现关

键控制点比较多的情况。如果关键控制点过多就会给实际操作带来困

难，同时也抓不住重点。建议将有些危害通过前提计划来加以控制。 

2.对关键控制点的监控程序应注重监控措施的有效性，能连续监控的

必须要采用连续监控的手段，如杀菌锅的自动温度记录仪、蒸箱的中

心温度记录仪等。 

3.对产品的验证程序应恰当。如对涉及到生物危害 CCP的产品验证，

应每批产品都要进行微生物检验；对化学危害、转基因问题 CCP的验

证可根据产品的出口规模，每年送第三方实验室验证 1-3次；对物理

危害 CCP的验证可采用感官检验的方法。 

    以上是我们在开展出口饲料企业建立 HACCP体系的实践中的一

些心得，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