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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国家标准《奶牛复合预混合饲料》 

（预审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制定背景、起草过程 

（一）任务来源 

《奶牛复合微量元素维生素预混合饲料》国家标准修订任务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提出，任务来自《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关于下达2023年国家标准复审修订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3〕

64 号），项目计划编号 20232808-T-469。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

牧兽医研究所、河北农业大学等单位共同承担，项目首席专家王加

启研究员。 

（二）制定背景 

2006 年，我国奶业发展进入全面转型阶段。经过改革开放初期

的快速发展，原料奶生产、乳制品加工业初具规模，乳制品消费市

场日趋成熟，市场的供求矛盾逐渐缓和。但奶牛养殖“小、散、低”

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我国 60％以上的奶牛仍为农户分散饲养，

饲养规模小，饲养技术不规范，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机械化普及率

低，生产者总体技术素质不高，奶牛的单产水平较低。在此背景下，

国家标准《奶牛复合微量元素维生素预混合饲料》（GB/T 

220804-2006）制定任务立项实施并发布。 

自该标准发布以来，在规模化奶牛场的奶牛饲料配置、预混料

生产加工企业中被广泛应用，促进了奶牛的健康和单产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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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奶农和养殖企业的效益。标准的实施对加快奶牛饲料产业的

发展，提高奶牛健康和单产，改善生鲜乳质量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 

但标准的制定迄今为止本文件已经历时近 16 年，期间我国奶业

正处于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型的关键阶段，主要表现在： 

1. 奶牛生产性能持续提升。我国奶牛单产水平在 2008 年度平均

为 4.6 吨，十几年科技进步推动产业发展，我国奶牛单产水平达到

9.2 吨以上，有些规模化牧场，平均单产水平突破的 14 吨。奶牛的

单产水平基本实现了翻番。奶牛养殖基本情况发生较大变化，配种

日龄由 17-18 月龄提前到 13-15 个月龄，产犊时间由 27-28 月龄提早

到 23-24 月龄。同时，奶牛在关键生产阶段的体重、体高、日增重

等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如断奶前犊牛的平均日增重达到 800g/d 以上。

这些都是配置奶牛配方的重要基础参数。 

2. 规模化比例继续提升。养殖场的集中度正在迅速提升，养殖

场规模的提升有利于机械化、数字化转型。2006 年度，我国奶牛养

殖粗放，以小区养殖为主，存栏 100 头以上的规模化养殖场比例低。

2023 年规模化养殖场机械化挤奶的比例已达 100%，大型牧场已经

实现数字化管理。 

3. 奶牛养殖环境及设施设备发生较大变化。目前，我国奶牛养

殖场环境得到较大改善，饲料配置、环境监控、挤奶操作等均实现

了升级改造，牛舍建筑结构、牛舍内卧床、防暑降温设施、挤奶厅、

待挤区等环境也发生较大变化。牧场内牛只管理通过电子项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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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器等实现数字化管理，安装的精准饲喂系统，牧场管理软件，环

境监测设备等使牧场的管理向智能化发展。 

4. 日粮加工及饲料原料加工技术提升：奶牛养殖由原来的粗放

粗饲料+精饲料的模式改为 TMR 供给，并实现精准饲喂控制。饲料

原料的加工工艺也得到改善，如蒸汽压片技术的实施，使谷物饲料

的淀粉利用效率得到提升，包被技术、过瘤胃加工工艺得到优化，

发酵饲料的生产等，推动了饲料转化效率的提升。 

5. 奶牛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营养理论更加深入： 

自 2006 年至今，国内国际关于矿物元素和维生素调控奶牛生产

性能、提高抗氧化性，尤其是在热应激、氧化应激等条件下，调控

代谢通路更加清晰。2021 年，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院组织专

家，对近 20 年奶牛营养需要方面的最新进展进行总结，修订了《奶

牛营养需要》，2021 年出版，在微量矿物元素供给和维生素供给上

进行了修订。 

综上所述，影响奶牛营养参数需要的单产水平、养殖环境、饲

草料种类及加工方式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奶牛复合微量元素维

生素预混合饲料》（GB/T 220804-2006）的部分内容中有些已经不

再适用于当今奶牛养殖生产现状。另外，随着行业发展的需求及其

他标准的变更，原标准中的规范性引用文件需要更新。因此，迫切

需要修订国家标准中的生产阶段、引用规范、营养值、检测规则、

测定方法等相关内容，以更符合我国奶牛饲养现状，保障奶牛健康

和生鲜乳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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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起草过程 

第一阶段：起草阶段 

1、 成立修订起草组 

2024 年 1 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河北农业

大学、现代牧业（集团）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组建了标准起草组，

制定工作计划，落实人员与分工，详见表 1。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员和任务分工 

序号 ⼈员 职称 承担任务 

1 王加启 研究员 标准修订主持人，负责全面工作 

2 刘慧敏 研究员 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起草 

3 高艳霞 研究员 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起草 

2、收集和分析相关资料 

2024 年 1 月-2024 年 3 月，在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标准数

据库及国外数据库、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网站对标准涉及到

的内容进行检索，对目前国内外相关标准、法规及文献进行查询汇

总整理如下： 

GB/T 5917.1     饲料粉碎粒度测定 两层筛筛分法 

GB/T 6435   饲料中水分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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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0647     饲料工业术语 

GB/T 10649  微量元素预混合饲料混合均匀度测定方法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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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3882  饲料中碘的测定 

GB/T 13883  饲料中硒的测定 

GB/T 13884  饲料中钴的测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 

GB/T 13885  饲料中钙、铜、铁、镁、锰、钾、钠和锌含量

的测定 

GB/T 14699  饲料 采样 

GB/T 17812  饲料中维生素 E 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GB/T 17817  饲料中维生素 A 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GB/T 17818  饲料中维生素 D3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GB/T 18823     饲料检测结果判定允许误差 

《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2013)》农业部公告第 2045 号 

《饲料原料目录》农业部公告第 1773 号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2021. Nutrient Requirements of Dairy Cattle: Eighth Revised Edition.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3、相关牧业企业和预混料生产企业调研情况 

标准起草组调研了河北永和荣达、英联、亚禾、萨诺等国内外

奶牛预混合饲料生产厂家，以及优然牧业、现代牧业（集团）有限

公司、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等多家规模化牧场目前执行的生

产管理标准、操作流程及关键质量参数。根据调研情况，对标准文

本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初稿。 

并在国家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对主要的涉及奶牛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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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饲料的相关，共 21 家生产企业的预混料标准进行查阅比对，发现

大多生产企业在 2022 年后对企业标准进行了大幅修订。 

表 2 奶牛预混合饲料相关企业标准调研情况 

省份 企业 标准名称 标准号 实施时间 

辽宁 

（2 个） 

辽宁亚禾营养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Q/HYH 

02.01-2023 

2024-03-07 

英联饲料（辽宁）有限

公司企业标准 

牛羊用复合预混合

饲料 

Q/LYL 

031-2020 

2024-02-28 

上海 英联饲料（上海）有限

公司 

反刍动物复合预混

合饲料 

Q31/0112000192C 

008-2016 

2016-01-27 

天津 联英饲料（天津）有限

公司 

牛羊浓缩饲料 Q/12LYSL 

001-2021 

2023-10-25 

江苏 

（4 个） 

淮安市淮阴大北农饲

料有限公司 

畜禽复合预混合饲

料 

Q/320804BF 

10-2023 

2023-05-30 

江苏健荷牧业科技有

限公司 

反刍用复合预混合

饲料 

Q/JSJH 

00201-2024 

2024-03-02 

江苏健荷牧业科技有

限公司 

反刍用微量元素预

混合饲料 

Q/JSJH 

001-2024 

2024-03-08 

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

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反刍动物复合预混

合饲料 

Q/ZSKXZ  

005-2023 

2024-02-24 

湖南 泰高营养科技（湖南）

有限公司 

反刍动物用复合预

混合饲料 

Q/DAUT 

009-2022 

2022-12-13 

河南 嘉吉动物营养（郑州）

有限公司 

反刍动物复合预混

合饲料 

Q/JJZZ 

008-2023 

2023-03-16 

陕西 萨诺（杨凌现代动物营

养有限公司） 

牛羊复合预混合饲

料 

Q/SANO 

03-2023 

2023-11-02 

河北 

（3 个） 

北京永和荣达饲料有

限公司邯郸分公司 

反刍动物系列复合

预混合饲料 

Q/YHQ 

01-2017 

2017-12-21 

北京永和荣达饲料有

限公司邯郸分公司 

微量元素系列复合

预混合饲料 

Q/YHQ 

06-2017 

2019-06-15 

北京邦士富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张北分公司 

预混料、预混剂 Q/ZJKBSF 

001-2024 

2024-1-9 

北京 

（3 个） 

中粮(北京)饲料科技有

限公司 

复合预混合饲料 Q/SY ZSK 

00010-2023 

2024-01-20 

北京三元种业科技有

限公司饲料分公司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Q/110112 

SYSL0001-2023 

2023-03-03 

北京正大饲料有限公

司 

复合预混合饲料 Q/LS BCP 

0103-2023 

2023-05-28 

山东 帝斯曼维生素(山东)有

限公司 

牛羊复合预混合饲

料 

Q/371501DSM 2022-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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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企业 标准名称 标准号 实施时间 

内蒙古 内蒙古亚禾生物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 

反刍用添加剂预混

合饲料 

Q/NMYH 

0201-2023 

2024-2-23 

吉林 长春博瑞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牛、羊复合预混料 Q/CBRJ  

02--2024 

2024-01-08 

江西 嘉吉饲料(宜春)有限公

司 

反刍动物复合预混

合饲料 

Q/YCCG  

0001--2023 

2024-03-01 

（4）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依据收集整理并汇总分析国内目前已发布的奶牛预混料相关企

业标准、大型牧业实施的预混料、农业农村部等国家权威部门发布

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最近报道的相关科技文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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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起草编写标准文本内容和编制说明内容，并组织开展 2 次专家讨

论会。 

2024 年 2 月，第一次会议讨论，王加启、王梦芝、刘慧敏、张

宁、张浩、高艳霞等人对文件框架、文件各个条款的关键环节和关

键点进行了充分讨论。 

2024 年 3 月，第二次会议讨论，粟胜兰、杨青、齐德生、王典、

赵勐、饶正华、王加启、王梦芝、高艳霞、刘慧敏、张宁、张浩等

人对关键环节和主要技术要点进行了充分讨论。 

2024 年 4 月-6 月，标准起草组成员在进行调研、分析、检测、

研讨等基础上，进行现场调研，验证，总结，并根据调研情况，对

标准草案进行修改、校稿，形成《奶牛复合预混合饲料》征求意见

稿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第二阶段：定向征求意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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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5 月，标准起草组面向国内科研、教学、生产和检测等相关领域单位的专家发

出征求意见函 25 份，见表 3。 

表 3 征求意见单位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备注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2 浙江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3 河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  

4 保定市畜牧工作站  

5 山西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  

6 河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7 山东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8 河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9 湖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1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11 宁夏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12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13 东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14 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  

15 河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16 扬州大学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17 吉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18 河南科技学院动物科技学院  

19 内蒙古优然牧业有限公司  

20 现代牧业有限公司  

21 河北雄安福维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2 天津领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3 天津乐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4 联英饲料（天津）有限公司  

25 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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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领域单位类型情况 

序号 单位类型 单位数量 

1 科研院所 2 

2 教学 16 

3 生产 7 

4 检测 2 

收到有意见和建议的回函 25 份，共提出建议意见 91 项，其中采纳 91 条，部分采纳 0

条，不采纳 0 条。标准起草组总结函审意见，进一步修改和规范了文件内容，形成标准预审

稿。 

第三阶段：标准预审 

2024 年 9 月 29 日，标准起草单位组织召开预审会议，专家组由李俊玲、杨曙明等 8

位专家组成。列席企业代表有健荷集团边四辈、光明牧业有限公司牧场管理部张幸开和嘉吉

投资（中国）有限公司郭望山等。专家组审查了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并提出了修改意见，起

草组根据预审意见进一步完善修改，形成了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修订国家标准时，还

包括修订前后技术内容的对比 

（一）标准编制原则 

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严格遵循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

规和规章，标准的编写规则及表述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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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编写。在

标准制定过程中力求做到：技术内容的叙述正确无误；文字表达准

确、简明、易懂；标准的构成严谨合理；内容编排、层次划分等符

合逻辑与规定。 

在标准内容上有利于加快推动我国奶业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

益型转型升级，加快提高奶牛饲料配置的科学性，保障奶牛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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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鲜乳质量安全。有利于生产企业复合预混料生产、质量控制和

检测的全面落实和提升，有助于保障奶牛养殖企业牛只健康，单产

水平和生鲜乳质量的提升。按照本标准的规定进行复合预混合饲料

的生产，预混料加工和奶牛养殖企业将逐步实现健康高效，对于增

加规模化养殖场的效益，推动我国奶业发展，提升我国奶业综合竞

争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本标准与 GB/T 20804－2006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1. 修改了标准的名称 

与原标准内容相比： 

原标准名称“奶牛复合微量元素维生素预混合饲料”修改为

“奶牛复合预混合饲料”。 

理由及依据：农业农村部 2625 号公告《饲料添加剂安全使

用规范》中，将含有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预混合饲料，统称为复

合预混合饲料。 

2. 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见第 1 章，2006 年版的第 1 章） 

与原标准内容相比： 

修改“奶牛复合微量元素和维生素预混合饲料使用的要求、

试验方法、检测规则、标签、包装、贮存和运输”为“奶牛复合

预混合饲料的技术要求、原料、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

贮存和保质期，描述了取样和试验方法。”。 

修改“本标准适用于奶牛场和饲料工业行业加工、销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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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出口的奶牛复合微量元素维生素预混合饲料”为“本文件适

用于以矿物质微量元素、维生素营养性饲料添加剂为主生产的奶

牛复合预混合饲料。”。 

理由及依据：原标准中涉及技术要求、取样和试验方法的部分

中有些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今奶牛养殖生产现状，随着行业发展的需

求及其他标准的变更，原标准中的规范性引用文件需要更新。原标

准中未涉及复合预混料的保质期，在修订中考虑到复合预混合饲料

中含有微量元素和维生素，长期保存会造成能活性的降低，因此，

增加了保质期的内容。根据农业农村部 2625 号公告《饲料添加剂安

全使用规范》中，将将范围中含有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预混合饲料，

统称为复合预混合饲料。 

3.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 2 章，2006 年版的第 2 章） 

与原标准内容相比： 

（1）由《GB/T 5917.1 饲料粉碎粒度测定 两层筛筛分法》

代替《GB/T 5917 配合饲料粉碎粒度测定法》；由《GB/T 10649

微量元素预混合饲料混合均匀度测定方法》代替《GB/T 5918 配

合饲料混合均匀度的测定》。更新了《GB/T 13882 饲料中碘的

测定》、《GB/T 13883 饲料中硒的测定》和《GB/T 13885 饲料

中钙、铜、铁、镁、锰、钾、钠和锌含量的测定》。增加了《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GB/T 10647   

饲料工业术语》、《GB/T 13884  饲料中钴的测定  原子吸收光

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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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加了《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2013)》（农业部公告

第 2045 号）和《饲料原料目录》（农业部公告第 1773 号）。

删除了饲料药物添加及使用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168 号）、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中华人民共和过农业部公告第

658 号）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过国务院令第 327

号）。 

理由及依据：原标准中《GB/T 5917 配合饲料粉碎粒度测定

法》已经由新的标准《GB/T 5917.1 饲料粉碎粒度测定 两层筛

筛分法》代替。原标准中《GB/T 5918 配合饲料混合均匀度的测

定》已经废除，由预混合饲料混合均匀度的测定按照《GB/T 10649

微量元素预混合饲料混合均匀度测定方法》执行。原标准中采用

的《GB/T 13882 饲料中碘的测定 硫氰酸铁-亚硝酸催化动力学

法》、《GB/T 13885 饲料中钙、铜、铁、镁、锰、钾、钠和锌

含量的测定原子吸收光谱法》已经进行了修订，旧标准已经不适

用于测定碘和八种矿物元素的测定，因此引用最新标准。 

原标准中采用的饲料药物添加及使用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部公告第 168 号）、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中华人民共和过

农业部公告第 658 号）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过

国务院令第 327 号）已经废止，修订中引用了现行的《饲料添加

剂品种目录》农业部公告第 2045 号和《饲料原料目录》农业部

公告第 1773 号关于饲料添加剂种类、限量规定、原料选择等进

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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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加了“3 术语与定义”（见第 3 章） 

与原标准内容相比： 

增加了“GB/T 10647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理由及依据：GB/T 10647-2008 饲料工业术语 本标准代替

GB/T 10647-1989 本标准规定了饲料工业常用术语及定义。 本

标准适用于饲料行业科研、教学、生产、贸易及管理。 

5 增加了“原料”（见第 4 章） 

与原标准内容相比： 

增加了“应符合《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和《饲料原料目录》

的要求”。 

理由及依据：复合预混合饲料所用的原料和添加物应使用农业

部公告第 2045 号《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公布的品种，符合农业部

公告第 1773 号《饲料原料目录》，严禁添加国家明令禁止的添加

物和化学制品。原标准应用的《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658）》已经

废止，由新标准代替。删除了“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168 号）”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27 号）”。 

6 增加了“技术要求”（见第 5 章， 2006 年版的第 3 章） 

与原标准内容相比： 

（1）修订了加工质量指标，修订粉碎粒度为 2.5mm 和 0.60mm

分析筛分析结果的规定，替代原标准中 16 目和 30 目分析筛。 

理由及依据：目是非标准单位，由科学计量单位 mm 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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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更改了“奶牛微量元素和维生素需要量水平和表示方式”

为“奶牛各生产阶段预混合饲料主要营养成分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更新了表 1 中主要营养成分指标和表注内容。 

理由及依据：目前奶牛养殖采用 TMR 日粮供给方式进行，以

TMR 为基础设计 1%的预混合饲料，更加有利于生产的实施和企业

调整产品养分供给。同时，不同生长和生理阶段，奶牛 TMR 日粮中

的精饲料和粗饲料比例差距较大，以精饲料为基础，设计预混料的

配方，一旦精饲料比例有所调整，会造成日粮中维生素和矿物元素

的较大变异。因此，在修订中，考虑到饲料配方配置的便携性，将

原来以精饲料为基础设计的 1%预混合饲料更改为全混合日粮中 1%

复合预混合饲料中养分含量，便于生产的实施和企业的参考。 

在近年来，有关奶牛不同生产和生理阶段，七种矿物元素和三

种维生素的研究中取得不少进展，尤其是在特殊环境条件，如热应

激、冷应激等条件下。2021 年出版的奶牛营养需要（NASEM）汇总

了修订了荷斯坦牛不同生长和生产阶段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的需要量

见表 5，Bill Weiss 教授推荐在泌乳奶牛产奶量 36kg 采食量为 25.6kg

时推荐的矿物元素和维生素需要量（表 6），通常被生产企业广泛采

纳，作为配置预混料的重要参考数据。不同生产水平，如 30-45kg

的日产奶量，营养需求量和干物质采食量在不同牧场、不同饲料结

构下有所差异，结合大型牧业实际应用预混合饲料中微量矿物元素

和维生素水平，并结合我国农业农村部 2625 号文件中对奶牛不同生

理阶段中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的应用有相关的规定（见表 7），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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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中铜、钴、碘、铁、猛、硒、锌和维生素 A、D 和 E 的推荐量进

行了调整。在实际运用中，应综合考虑日粮结构和所用微量元素补

充形式及吸收率等因素进行适当调整。  

表 5 荷斯坦牛微量元素和维生素需要量表（干物质基础） 

 ⽣⻓犊⽜和⼩⺟⽜ 

⼲奶⽜ 

泌乳⽜（胎次、体重和泌乳天数） 

泌乳 

天数 

头胎 

（570kg 体重） 

经产 

(700 kg 体重) 

分娩前天数 15 150 20 100 200 

年龄  天数 30 100 225 350 475 600 60–21d <21d 
产奶量 

 kg 
33 39 53 55 43 

体重, kg 65 120 230 330 420 530 740 740       

生长速度, kg/d 0.7 0.7 0.9 0.8 0.7 0.9 0.1 0.1       

干物质采食量 , 

kg/d 
1.4 3.9 6.6 8.5 9.8 11.0 13.9 12.3 — 20.8 23.9 25.8 29.4 27.4 

Cu, mg/kg 5 16 16 15 15 17 18 19 — 9 8 10 8 10 

Co, mg/kg —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0.20 — 0.20 0.20 0.20 0.20 0.20 

I, mg/kg 0.78 0.69 0.58 0.54 0.53 0.54 0.51 0.54 — 0.46 0.42 0.47 0.42 0.41 

Fe, mg/kg 90 61 46 32 24 28 13 15 — 16 16 21 19 16 

Mn, mg/kg 50 49 44 40 38 43 38 43 
— 

 
28 26 31 28 27 

Se, mg/kg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 0.3 0.3 0.3 0.3 0.3 

Zn, mg/kg 70 47 41 36 34 35 30 32 — 57 58 66 62 61 

Vitamin A, IU/kg 5,218 3,390 3,829 4,265 4,698 5,288 5,850 6,630 — 3,021 2,796 3,687 3,303 3,103 

Vitamin D, IU/kg 1,518 924 1,044 1,163 1,281 1,442 1,595 1,810 — 1,099 954 1,085 952 1,021 

Vitamin E, IU/kg 86 49 25 28 31 35 85 181 — 22 19 22 19 20 

该表中母牛在泌乳天数 100 天、150 天和 200 天的怀孕天数设定为 10d、60d 和 110d。 

表 6 满足产奶量（36.29kg/d）和干物质采食量（24.5kg/d）的日粮中矿物元素和维生

素需要量 

项目                                满足 NASEM (2021)规定的浓度 

Ca,%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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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32 

Mg(1.2%K),% 
                    

0.16 

Mg   (2%K),%                                         0.20¹ 

K,%                                                   1.00 

Na,%                                                  0.20 

Cl,%                                                  0.28 

S,%                                                   0.20 

Co, mg/kg                                              0.20 

Cu(2 g/kg S and 1 mg/kg Mo),mg/kg                      10 

Cu(4 g/kg S and 5 mg/kg Mo),mg/kg                      10³ 

Fe,mg/kg                                               16 

I,mg/kg                                                0.4 

Mn,mg/kg                                              27 

Se,mg/kg                                              0.3 

Zn,mg/kg                                               55 

Vitamin A,IU/kg.                                     3153  

Vitamin D,IU/kg.                                      1102  

Vitamin E,IU/kg.                                     22  

综合参考了 NASEM、国内学者 10 余年报道的有关奶牛维生素、

微量元素方面的最新报道，整合国内牧业企业用预混料相关数据，

对 1%复合奶牛预混合饲料的组成进行优化。其中犊牛日增重满足

800-1100g/d，泌乳牛产奶量满足 25-55kg/d 的矿物元素和维生素需

求。 

表 7 农业农村部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有关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推荐量和限量 

项目 推荐用量 最高限量 

Cu, mg/kg 10 
犊牛 15 
其他牛 30 

Co, mg/kg 0.1-0.3 2 

I, mg/kg 0.25-0.8 奶牛 5 

Fe, mg/kg 10-50 750 

Mn, mg/kg 12 150 

Se, mg/kg 0.1-0.3 0.5 

Zn, mg/kg 40 犊牛代乳料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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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min A, IU/kg 1500-2400 
犊牛 25000 
泌乳牛 10000 
干奶牛 20000 

Vitamin D, IU/kg 
VD2，275-400; 
或 VD3，275-450  

犊牛代乳料 10000 
其他牛 4000 

Vitamin E, IU/kg 15-60  

表 8 奶牛营养需要（NASEM）荷斯坦牛阶段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的需要量 

项目 
犊牛 

（2-6 月龄） 

生长后备奶牛 

干奶牛 泌乳牛 

7-14 月龄 15-24 月龄 

铜，mg/kg 5-16 15-16 15-17 18-19 9-10 

钴，mg/kg 0.2 0.2 0.2 0.2 0.2 

碘，mg/kg 0.78-0.58 0.58-0.53 0.53-0.54 0.51-0.54 0.46-0.47 

铁，mg/kg 90-46 46-24 24-28 13-15 16-21 

锰，mg/kg 50-44 40-38 38-43 38-43 28-31 

硒，mg/kg 0.3 0.3 0.3 0.3 0.3 

锌，mg/kg 41-47 36-41 34-35 30-32 57-66 

维生素 A，IU/kg 3390-3829 3829-4265 4698-5288 5850-6630 2796-3687 

维生素 D₃，IU/kg 924-1044 1044-1163 1281-1442 1595-1810 952-1099 

维生素 E，IU/kg 49-56 56-62 68-77 85-181 19-22 

注 1：以上指标适用于 1%预混合饲料（全混合日粮），其他规格预混合饲料按在全混合日粮中的添加比例折算。 
注 2：表格中含量规格以微量元素计，维生素含量以维生素效价计。 

注 3：以干物质含量 88%为基础计算。 

综合参考生产企业的预混料标准，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推荐量表

见表 9-表 18。 

表 9 不同生产企业生产奶牛各阶段 1%预混合饲料中铜的含量（单位：mg/kg） 

项目 
犊牛 

（2-6 月龄） 

生长后备奶牛 

干奶牛 泌乳牛 

7-14 月龄 15-24 月龄 

企业 1 100-400 600-3000 450 390-1950 840-3960 

企业 2 ~ 540 1020 930 1410 

企业 3 ~ 525 525 300 1050 

企业 4 100-850 150-1290 ~ 300-1800 480-2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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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5 100-300 600-1200 600-1200 600-1050 1200-2100 

企业 6 320-600 990-1800 990-1800 1020-1800 1320-2100 

企业 7 ~ 540-2250 540-2250 510-4500 1440-4500 

企业 8 250-1500 375-2250 375-2250 375-2625 1200-5250 

注 1：以上指标适用于 1%预混合饲料（全混合日粮），其他规格预混合饲料按在全混合日粮中的添加比例折算。 
注 2：表格中含量规格以微量元素计，维生素含量以维生素效价计。 
注 3：以干物质含量 88%为基础计算。 

表 10 不同生产企业生产奶牛各阶段 1%预混合饲料中钴的含量（单位：mg/kg） 

项目 
犊牛 

（2-6 月龄） 

生长后备奶牛 

干奶牛 泌乳牛 

7-14 月龄 15-24 月龄 

企业 1 1.6-30 9-90 9-90 7.5-114 12-192 

企业 2 ~ 16.5 75 42 96 

企业 3 ~ 30 30 63 60 

企业 4 10-35 7.5-75 ~ 7.5-90 30-150 

企业 5 10-30 15-45 15-45 45-135 69-207 

企业 6 7.2-80 27-60 27-60 18-30 30-60 

企业 7 ~ 28.2-150 28.2-150 36-300 29.4-147 

企业 8 25-87.4 37.5-131.1 37.5-131.1 18.75-150 37.5-300 

注 1：以上指标适用于 1%预混合饲料（全混合日粮），其他规格预混合饲料按在全混合日粮中的添加比例折算。 
注 2：表格中含量规格以微量元素计，维生素含量以维生素效价计。 
注 3：以干物质含量 88%为基础计算。 

表 11 不同生产企业生产奶牛各阶段 1%预混合饲料中碘的含量（单位：mg/kg） 

项目 
犊牛 

（2-6 月龄） 

生长后备奶牛 

干奶牛 泌乳牛 

7-14 月龄 15-24 月龄 

企业 1 5-80 18-270 21-270 21-60 48-60 

企业 2 ~ 105 105 210 210 

企业 3 5-50 7.5-75 ~ 22.5-195 30-180 

企业 4 18-30 30-60 30-60 36-105 90-150 

企业 5 16-200 43.5-300 43.5-300 42-300 66-90 

企业 6 ~ 28.2-375 28.2-375 30-750 67.2-336 

企业 7 12.5-125 18.75-187.5 18.75-187.5 18.75-187.5 37.5-7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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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8 5-80 18-270 21-270 21-60 48-60 

注 1：以上指标适用于 1%预混合饲料（全混合日粮），其他规格预混合饲料按在全混合日粮中的添加比例折算。 
注 2：表格中含量规格以微量元素计，维生素含量以维生素效价计。 
注 3：以干物质含量 88%为基础计算。 

表 12 不同生产企业生产奶牛各阶段 1%预混合饲料中铁的含量（单位：mg/kg） 

项目 
犊牛 

（2-6 月龄） 

生长后备奶牛 

干奶牛 泌乳牛 

7-14 月龄 15-24 月龄 

企业 1 600-6000 360-1500 ~ ~ ~ 

企业 2 500-3000 150-2100 ~ 150-2100 300-4200 

企业 3 1760-3000 ~ ~ ~ ~ 

企业 4 ~ ~ ~ 450-11250 ~ 

企业 5 1250-3000 3750-5250 3750-5250 3750-5250 7500-10500 

企业 6 ~ 1440-11700 1440-11700 ~ 2880-23400 

注 1：以上指标适用于 1%预混合饲料（全混合日粮），其他规格预混合饲料按在全混合日粮中的添加比例折算。 
注 2：表格中含量规格以微量元素计，维生素含量以维生素效价计。 
注 3：以干物质含量 88%为基础计算。 

表 13 不同生产企业生产奶牛各阶段 1%预混合饲料中锰的含量（单位：mg/kg） 

项目 
犊牛 

（2-6 月龄） 

生长后备奶牛 

干奶牛 泌乳牛 

7-14 月龄 15-24 月龄 

企业 1 30-2800 450-9000 900-7200 990-8400 1080-15000 

企业 2 ~ 1410 2700 1950 4800 

企业 3 ~ 1380-63000 ~ 1950-8010 8220-16020 

企业 4 ~ 2100 2100 4200 4200 

企业 5 400-3000 750-5250 ~ 4500-6750 15000-9000 

企业 6 200-2800 1800-3000 1800-3000 1200-7500 2400-10200 

企业 7 800-6000 1200-9000 1200-9000 1500-9000 4500-6600 

企业 8 ~ 1860-11250 1860-11250 2400-22500 3840-19200 

企业 9 1000-6400 1125-11100 1125-11100 1875 -11100 3750-22200 

企业 10 ~ 21600-29700 21600-29700 1008-13860 2016-27720 

注 1：以上指标适用于 1%预混合饲料（全混合日粮），其他规格预混合饲料按在全混合日粮中的添加比例折算。 
注 2：表格中含量规格以微量元素计，维生素含量以维生素效价计。 
注 3：以干物质含量 88%为基础计算。 

表 14 不同生产企业生产奶牛各阶段 1%预混合饲料中硒的含量（单位：mg/kg） 



 

 21

项目 
犊牛 

（2-6 月龄） 

生长后备奶牛 

干奶牛 泌乳牛 

7-14 月龄 15-24 月龄 

企业 1 3-12 18-48 21-48 21-46.5 24-72 

企业 2 ~ 19.5 21 19.5 39 

企业 3 ~ 6.3-30 ~ 50-125 49.8-75 

企业 4 ~ 7.5 7.5 15 15 

企业 5 2-60 15-90 4.5-90 22.5-195 ~ 

企业 6 4-10 9-21 9-21 24-36 30-60 

企业 7 6-20 24-48 24-48 33-49.8 42-60 

企业 8 ~ 14.1-37.5 14.1-37.5 12-75 42-75 

企业 9 5-25 7.5-37.5 7.5-37.5 11.25-37.5 22.5-75 

注 1：以上指标适用于 1%预混合饲料（全混合日粮），其他规格预混合饲料按在全混合日粮中的添加比例折算。 
注 2：表格中含量规格以微量元素计，维生素含量以维生素效价计。 
注 3：以干物质含量 88%为基础计算。 

表 15 不同生产企业生产奶牛各阶段 1%预混合饲料中锌的含量（单位：mg/kg） 

项目 
犊牛 

（2-6 月龄） 

生长后备奶牛 

干奶牛 泌乳牛 

7-14 月龄 15-24 月龄 

企业 1 600-2200 1500-7800 1200-7200 1200-7200 1980-16800 

企业 2 ~ 2010 4500 2130 5700 

企业 3 ~ 2100-3900 ~ 2340-6420 10200-15840 

企业 4 ~ 2100 2100 4200 4200 

企业 5 600--3000 1500-6000 ~ 1500-7200 1500-9000 

企业 6 1600-2400 3000-4200 3000-4200 1500-9000 5400-12000 

企业 7 1600-4800 3900-7200 3900-7200 3000-7200 5400-14400 

企业 8 ~ 1860-9000 1860-9000 2190-18000 5040-18000 

企业 9 1500-7400 1875-11100 1875-11100 1125-11100 3750-22200 

企业 10 ~ 2400-3300 2400-3300 2100-6000 4812-6600 

注 1：以上指标适用于 1%预混合饲料（全混合日粮），其他规格预混合饲料按在全混合日粮中的添加比例折算。 
注 2：表格中含量规格以微量元素计，维生素含量以维生素效价计。 
注 3：以干物质含量 88%为基础计算。 

表 16 不同生产企业生产奶牛各阶段 1%预混合饲料中维生素 A 的含量（单位：IU/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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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犊牛 

（2-6 月龄） 

生长后备奶牛 

干奶牛 泌乳牛 

7-14 月龄 15-24 月龄 

企业 1 8000-40000 15000-99000 30000-99000 30000-198000 54000-144000 

企业 2 ~ 600000 54000 82500 750000 

企业 3 ~ 15000-52800 ~ 33000-66000 66000-132000 

企业 4 ~ 210000 210000 42000 420000 

企业 5 10000-50000 15000-60000 ~ 30000-120000 24000-105000 

企业 6 24000-30000 33000-45000 33000-45000 84000-96000 96000-120000 

企业 7 20000-100000 18000-45000 18000-45000 54000-120000 60000-120000 

企业 8 ~ 36000-49500 36000-49500 48000-96000 57600-79200 

注 1：以上指标适用于 1%预混合饲料（全混合日粮），其他规格预混合饲料按在全混合日粮中的添加比例折算。 
注 2：表格中含量规格以微量元素计，维生素含量以维生素效价计。 
注 3：以干物质含量 88%为基础计算。 

表 17 不同生产企业生产奶牛各阶段 1%预混合饲料中维生素 D 的含量（单位：IU/kg） 

项目 
犊牛 

（2-6 月龄） 

生长后备奶牛 

干奶牛 泌乳牛 

7-14 月龄 15-24 月龄 

企业 1 30000-80000 60000-360000 90000-397500 105000-399000 120000-540000 

企业 2 ~ 120000 135000 270000 330000 

企业 3 ~ 47100-210000 ~ 93900-264000 187800-528000 

企业 4 ~ 50400 50400 10500 100800 

企业 5 30000-90000 60000-165000 ~ 60000-240000 60000-240000 

企业 6 40000-80000 60000-120000 60000-120000 240000-300000 180000-300000 

企业 7 30000-160000 54000-120000 54000-120000 114000-2400000 54000-240000 

企业 8 ~ 72000-99000 72000-33000 21000-39000 172800-237600 

注 1：以上指标适用于 1%预混合饲料（全混合日粮），其他规格预混合饲料按在全混合日粮中的添加比例折算。 
注 2：表格中含量规格以微量元素计，维生素含量以维生素效价计。 
注 3：以干物质含量 88%为基础计算。 

表 18 不同生产企业生产奶牛各阶段 1%预混合饲料中维生素 E 的含量（单位：IU/kg） 

项目 
犊牛 

（2-6 月龄） 

生长后备奶牛 

干奶牛 泌乳牛 

7-14 月龄 15-24 月龄 

企业 1 700 900 2400 3000 2100 



 

 23

企业 2 ~ 2175 4050 9525 17100 

企业 3 ~ 1050 ~ 3960 6600 

企业 4 ~ 1050 1050 8400 2100 

企业 5 500-2700 120-600 ~ 300-1950 1500-7500 

企业 6 2000 2400 2400 12000 4500 

企业 7 580 1200 1200 6300 2580 

企业 8 ~ 2400 2400 9540 6000 

注 1：以上指标适用于 1%预混合饲料（全混合日粮），其他规格预混合饲料按在全混合日粮中的添加比例折算。 
注 2：表格中含量规格以微量元素计，维生素含量以维生素效价计。 
注 3：以干物质含量 88%为基础计算。 

7 更新了“取样”和“试验方法”（见第 6 章和第 7 章，2006 年

版的第 4 章） 

与原标准内容相比： 

由《GB/T 14699 饲料 采样》替代《GB/T 14699.1 饲料 采样》；

由《GB/T 5917.1 饲料粉碎粒度测定 两层筛筛分法》代替《GB/T 

5917 配合饲料粉碎粒度测定法》；由《GB/T 10649 微量元素预

混合饲料混合均匀度测定方法》代替《GB/T 5918 配合饲料混合

均匀度的测定》。更新了《GB/T 13882 饲料中碘的测定》、《GB/T 

13883 饲料中硒的测定》和《GB/T 13885 饲料中钙、铜、铁、

镁、锰、钾、钠和锌含量的测定》。增加了《GB/T 13884  饲

料中钴的测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 

理由及依据：原标准中《GB/T 14699.1 饲料 采样》已经由新

的标准《GB/T 14699 饲料 采样》代替。原标准中《GB/T 5917 配

合饲料粉碎粒度测定法》已经由新的标准《GB/T 5917.1 饲料粉

碎粒度测定 两层筛筛分法》代替。原标准中《GB/T 5918 配合

饲料混合均匀度的测定》已经废除，由预混合饲料混合均匀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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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按照《GB/T 10649 微量元素预混合饲料混合均匀度测定方

法》执行。原标准中采用的《GB/T 13882 饲料中碘的测定 硫氰

酸铁-亚硝酸催化动力学法》、《GB/T 13885 饲料中钙、铜、铁、

镁、锰、钾、钠和锌含量的测定原子吸收光谱法》已经进行了修

订，旧标准已经不适用于测定碘和八种矿物元素的测定，因此引

用最新标准。 

8 更新了“检验规则”（见第 8 章，2006 年版的第 5 章） 

与原标准内容相比： 

增加了 8.1 组批和 8.4 判定规则。 

理由及依据：组批是以同一批原料、同一生产班次、同一生

产线生产的同品种、同规格的产品为一批，定义后便于抽样检验。

判定规则规定检验结果有任何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可自同

批产品中重新加一倍取样进行复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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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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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目指标的极限数值判定按 GB/T 8170 中修约值比较法

执行。 

9 增加了“保质期”（见第 9 章，2006 年版的第 6 章） 

与原标准内容相比： 

增加了“保质期”，未开启包装的产品，在规定的包装、运

输、贮存条件下，产品保质期与标签中标明的保质期一致。 

理由及依据：保障饲料的营养成分稳定性：饲料中的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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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质等营养成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如果饲料超过保

质期，营养成分的含量可能无法满足动物的生长和生产需求，影

响动物的健康和生产性能。 

三 、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本文件除了对原规范中已经陈旧过时的描述进行修订之外，主

要对涉及奶牛各生长和生产阶段复合预混合饲料中 7 种微量矿物元

素和 3 种维生素供给标准的修订。具体如下： 

（1）删除了“奶牛微量元素和维生素需要量水平”（见 2006

年版附录 A）。因为原标准中涉及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含量标准，

不能满足现代产奶量和生长的需求。 

（2）更改原标准中奶牛 1%微量元素和微生素预混料有效

成分的含量（见 2006 年版的第 3 章）的内容。因为表 1 中推荐

量以精料补充料为基础，在生产中不同企业产品针对牧场的精粗比

变异大，在折算过程中容易出现错误，因此，修订时更改为以全混

合日粮为基础，便于生产加工企业和规模化牧场根据牧场实际情况，

在不同精粗比日粮中进行预混料定制及操作、实施。按照本标准的

规定进行奶牛饲养管理，养殖场将逐步实现健康高效，对于增加规

模化养殖场的效益，推动我国奶业发展，提升我国奶业综合竞争力

都具有重要意义。 



 

 26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

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经查阅国际上没有此类标准，同时查阅了美国标准学会(ANSI)

网 站 （ https://www.ansi.org/ ） 和 欧 洲 标 准 学 会 (CEN) 网 站

（https://www.cen.eu/Pages/default.aspx）未查阅到相关标准，无需开

展相关技术内容对比工作。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 者采用国

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国际上没有此类标准，因此本文件不存在采用国际标准或是国

外标准的问题。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的编制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要求，与现行的强制性国家标

准相配套协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本文件的修订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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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专利的责任。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

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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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不涉及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

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制定的范

围，建议以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 

本文件发布后，应广泛组织宣传贯彻，指导预混合饲料生产企业

和奶牛养殖场按照标准的规定进行规范化管理，使相关单位能够积极

主动的学习标准，结合本单位实际研究标准并准备贯彻实施。 

建议该文件从发布日起半年内实施，以便相关标准使用者，有充

足的时间了解标准新内容，更新生产管理流程和要求等，推动预混合

饲料生产和使用更加标准化、规范化。 

新版标准一旦发布后将代替旧版标准 GB/T 20804-2006，则

GB/T 20804-2006 将废止。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本文件没有需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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