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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原料  小麦胚芽粕 

（征求意见稿） 

一、标准制定背景及任务来源 

1.背景和意义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小麦生产国和消费国，小麦历年种植面积占全国粮食作物

播种面积的 22%~27%，分布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我国成为仅次于玉

米和水稻的第三大粮食作物。2023 年，我国小麦种植面积为 35440.8 万亩，小麦

产量为 13659 万吨。小麦生产加工中会伴随产生小麦胚芽、小麦麸等副产物，小

麦胚芽是小麦制粉加工业中主要的营养副产品。 

完整的小麦籽粒由麸皮、胚乳和胚芽三部分组成，小麦胚芽位于小麦一侧的

下部，占小麦籽粒重量的 3%，是小麦最富营养价值的一部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根据《中国食物营养成分表》（第六

版）中的数据，每 100 克可食用的小麦胚中含有 36.4%的蛋白质、44.5%的碳水化

合物、10.1%的脂肪及 5.6%的膳食纤维等。 

小麦胚芽粕是小麦胚芽提取小麦胚芽油后的副产品，小麦胚芽粕中蛋白质含

量丰富，是优质的蛋白源，可作为饲料原料。《饲料原料目录》中对于小麦胚芽粕

的特征描述为“小麦胚经浸提取油后的副产品”。 

近年来，随着对小麦胚芽油健康功效研究的不断深入，部分企业开始生产小

麦胚芽油。小麦胚芽粕作为重要的副产品、蛋白质饲料原料，因缺少相应的行业

标准，各企业各自制定了企业标准。查询相关小麦胚芽粕生产企业自行制定的企

业标准，发现其质量参差不齐、部分指标设定值也不科学。因此，急需制定《饲

料原料  小麦胚芽粕》标准来规范、指引行业生产加工。本标准的制定，将对我

国饲料用小麦胚芽粕质量的提升产生重要促进作用，为小麦胚芽粕质量安全提供

有效的监管依据，可有力支持饲料安全监管工作，促进小麦胚芽粕在畜禽营养与

饲料中的应用，推动饲料工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任务来源 

2024 年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下达了《饲料原料 小麦胚芽粕》行

业标准计划，项目编号：NYB—24290，归口单位为全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项目承担单位为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起草小组 

2024 年 5 月计划任务下达后，为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成立标准起草小组（表

1），同时对标准起草工作进行分工，明确各自任务和职责。 

表 1  起草小组成员一览表 

姓  名 职称/职务 现从事专业 单  位 

潘坤 高工/总监 
粮油饲料产品质量与

安全管理 
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晓丽 工程师/经理 饲料产品质量管理 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峰 工程师/经理 粮油饲料标准与法规 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吴建宝 主任 粮油饲料标准与法规 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曾彩云 经理 饲料产品质量 益海嘉里(武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王金顺 总经理 粮油饲料产品质量 河南省鲲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高溢 经理 粮油饲料标准与法规 广州品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改绘 正高级工程师 质量检验与计量检定 周口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2.起草过程 

2.1 前期调研、查阅文献 

首先在对生产企业现有小麦胚芽粕的产品质量分析的基础上，查询国内外有

关小麦胚芽粕饲料原料成分表，与此同时，还查阅了企标公示平台的企业标准、

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使本标准能反应企业的生产现状。 

标准起草小组人员根据分工对相关内容开展调研，查阅、搜集国内外相关的

技术资料，并进行分析比对研究，为标准的起草奠定了基础，标准修订技术路线

图，如图 1。 



 

图 1 标准修订技术路线图 

2.2 标准编制进度安排 

在标准下达立项计划后，制标组立即启动开展标准制定工作，标准修订工

作进展如下： 

2024 年 5～2024 年 6 月，编制单位广泛查阅国内外资料，查询国内小麦

胚芽粕生产厂家详细情况，并购买、收集饲料用小麦胚芽粕样品 56 个。 

2024 年 7 月，编制单位测定了小麦胚芽粕样品中水分、粗灰分、粗蛋白

等的含量，并归纳测定数据。制定标准草案，撰写了标准编制说明草案。 

2024 年 8 月，通过搜集、分析整理相关资料，起草小组在标准草案的基础上，

修改标准的总体框架和具体内容，形成了标准和编制说明的定向征求意见稿，并

向相关单位、专家定向征集意见。 

根据预审专家意见，分别向江南大学、河南工业大学、武汉轻工大学、全

国粮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油料及油脂分技术委员会、新疆粮油质检中心、中

粮营养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湖北省粮油食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国粮武汉

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海南省粮食

科学研究所、武汉食品化妆品检验所、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暨

南大学、国家粮食储备局西安油脂科学研究设计院、中储粮油脂（新郑）有

限公司、河南瑞茂通粮油有限公司、周口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周口市

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周口鲁花浓香花生油有限公司等涵盖小麦胚芽科研、

监管、加工的 20 家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发送标准定向征集意见稿，共收到



20 家单位的 41 条意见。起草组对收到的意见进行充分讨论，采纳其中的 9

条，部分采纳 2 条，并根据意见完善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形成标准预审稿。 

2024 年 11 月，在北京组织专家组对标准预审稿进行了认真审查，与会专

家一致同意标准预审通过，并提出了：1）理化指标中，删除粗脂肪指标，粗

蛋白质指标设定 2 个等级；2）编制说明中，进一步扩大样本量，使其覆盖不

同工艺、产区的代表性和真实性样品；3）编制说明中，卫生指标增加玉米赤

霉烯酮的验证等相关标准修改意见。 

2024 年 11 月～2025 年 2 月，进一步收集山东、安徽、江苏等地 50 个小

麦胚芽粕样品进行粗蛋白质、粗纤维、粗灰分、水分指标的检测，并汇总到

样品检测数据中。依据 106 个样品检测数据值结合相关标准要求结合部分检

测机构提供相关数据换算后重新规定了各指标的限量值；起草组按照审查意

见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报全国饲料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公开

征求意见。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1.编制原则及标准内容的确定 

本标准的编制原则是：在其适用范围内，内容力求完整准确，易于理解，并

具备先进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和权威性。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严格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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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进行编写。 

借鉴参考同类标准，本标准从内容上涵盖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

定义、取样、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和储存等。 

2.重要技术指标的确立依据及过程 

2.1 范围 

本次编制的标准包括了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

包装、运输和储存。结合《饲料原料目录》对小麦胚芽粕的特征描述，因此在“范

围”中的描写为： 

本文件规定了饲料原料小麦胚芽粕的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及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和

保质期，描述了相应的采样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小麦胚经浸提取油后的饲料原料小麦胚芽粕。 

小麦胚浸提制油主要包括溶剂浸出法与亚临界萃取法。溶剂浸出法主要利用



溶剂对油脂的良好溶解性，将油料中的油脂成分提取出来，再经过脱溶、精炼等

步骤，最终得到清澈透明的食用油，通常使用的浸出溶剂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中规定可以使用的正己烷等。 

亚临界萃取的工艺原理是在一定压力下，以液化亚临界溶剂（如丙烷、丁烷

等）对物料进行逆流萃取，萃取液中溶剂经蒸发工序，使溶剂汽化与萃取出的目

标成分分离，得到产品；被萃取过的物料蒸发出其中吸附的溶剂，得到另一产品。

汽化的溶剂经压缩换热后被液化，循环使用。使用的萃取溶剂为《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中规定可以用于萃取工艺的丙烷、丁烷。

亚临界萃取与溶剂浸出法相比，萃取液蒸发耗能少，脱溶过程不对物料加热，且

得到的终产品/副产品与溶剂浸出法无相关差异。 

2.2 技术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经查阅，与小麦胚芽粕相关的国际和国内标准有《小麦

胚（胚片、胚粉）》（LS/T 3210—1993），国外也暂无小麦胚芽粕相关的标准。《中

国饲料成分及营养价值表（2023 年第 34 版）》《猪营养需要量》（GB/T 39235—2020）

也未有小麦胚芽粕相关的介绍，《小麦胚（胚片、胚粉）》（LS/T 3210—1993）的质

量指标（摘录）见表 2。 

表 2  《小麦胚（胚片、胚粉）》（LS/T 3210—1993）质量指标 

等级 
灰分（以干基

计）% 

产 品

分类 
粗细度 

粗蛋白

质% 

水

分% 

含 砂

量% 

磁 性 金

属物% 

脂肪碳值（以

湿基计） 
气味口味 

一等 ≤4.6 

片状 片状 

≥28 ≤4.0 ≤0.02 ≤0.003 ≤140 正常 
粗粒 

全部通过 JQ20 号筛，留存在

JQ23 号筛的不超过 10% 

粉状 
全部通过 CB36 号筛，留存在

CB42 号筛的不超过 10% 

二等 ≤5.2 

片状 片状 

≥25 ≤4.0 ≤4.0 ≤0.003 ≤140 正常 
粗粒 

全部通过 JQ20 号筛，留存在

JQ23 号筛的不超过 10% 

粉状 
全部通过 CB30 号筛，留存在

CB36 号筛的不超过 10% 

三等 ≤5.8 

片状 片状 

≥22 ≤4.0 ≤4.0 ≤0.003 ≤140 正常 
粗粒 

全部通过 JQ20 号筛，留存在

JQ23 号筛的不超过 10% 

粉状 
全部通过 CB20 号筛，留存在

CB30 号筛的不超过 20% 

根据《小麦胚（胚片、胚粉）》（LS/T 3210—1993）中规定的小麦胚指标，按

照 10%含油量基准提油、残油 0.5%后，换算得到小麦胚去油后的小麦胚芽粕质量



指标见表 3。 

表 3 换算小麦胚去油后灰分、粗蛋白指标 

等级 灰分（以 88%干基计）% 粗蛋白质（以88%干基计）% 水分% 

一等 ≤4.7 28.4 ≤4.0 

二等 ≤5.3 25.3 ≤4.0 

三等 ≤5.9 22.3 ≤4.0 

注：小麦胚换算成粕指标数值（以 88%干基计）=0.88×[胚指标数值/（1-9.5%）]/（1-水分） 

查阅相关参考文献资料，其介绍小麦胚芽粕质量指标见表 4。 

表 4  文献中小麦胚芽粕（脱脂小麦胚芽）样品制标 

文献来源 
粗蛋白质 

（%） 

水分 

（%） 

粗脂肪 

（%） 

粗灰分 

（%） 

粗纤维 

（%） 
参考文献 

脱脂麦胚蛋白的分离制备 31.60 10.55 1.12 4.62 2.02 
梁丽琴等

（2005） 

脱脂麦胚可溶性蛋白各组分

中 黄酮含量的测定及脱除 
31.22 10.04 0.81 4.84 / 

朱科学等

（2005） 

水解脱脂麦胚蛋白工艺及抗

氧化性 
30.03 9.17 0.80 4.02 / 陈美玲（2014） 

从企标公示平台检索《小麦胚》《饲料用小麦胚》《饲料原料 小麦胚》《小麦

胚芽》企标 12 个，其指标对比见表 5；从相关检测机构收集到小麦胚样品指标检

测数据见表 6。 

表 5   企标公示平台《小麦胚》《饲料用小麦胚》《饲料原料 小麦胚》《小麦胚芽》企业

标准技术指标对比一览表 

企标编号 感官性状 
水分

（%) 

粗蛋白质

（%) 

粗灰分 

（%） 
适用范围 

中粮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 

QDHLY 0003S-2018 《小麦胚芽》 

淡黄色或黄色或褐色、片

状、无结块，无正常视力可

见杂志和昆虫活体 

≤4.0 ≥20.0（干基） 
≤8.0

（干基） 
食品原料 

青岛嘉和兴制粉有限公司 

Q/370285JHX002-2023《小麦胚芽》 

产品固有色泽，无肉眼可见

外来杂质 
≤4.0 ≥26.0 

≤5.8

（干基） 
食品原料 

安徽雁飞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Q/YF 001-2021 《小麦胚芽》 

产品固有色泽，无肉眼可见

外来杂质 
≤4.0 ≥25.0 

≤5.2

（干基） 
食品原料 

五得利禹城 

Q/WDL 0005S-2022《小麦胚（鲜麦胚）》 

黄色或稍黄，片状、粗粒或

粉状 
≤14.0 ≥22.0 

≤5.8

（干基） 
 

河北金沙河面业集团 

Q/JSH 0030S-2024《小麦胚（鲜麦胚）》 

白色或微黄色，无肉眼可见

异味 
≤16.0 ≥20.0 /  

济源市大河面业 

Q/JDH 0002S-2024《小麦胚》 
浅黄色至黄色，片状或粉状 ≤14.0 ≥22.0（干基） 

≤5.8

（干基） 
 

呼和浩特中粮面业有限公司 黄色，片状或粉状 ≤14.0 ≥20.0 / 饲料用 



Q/ZLHT0002-2024《饲料用小麦胚》 

发达面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Q/JFD 0013S-2024《饲料用小麦胚》 

片状或粉状，黄色，无霉变，

无虫蛀 
≤14.0 ≥20.0 / 饲料用 

五得利面粉集团有限公司 

Q/WDL 0012S--2022《饲料用小麦胚》 
黄色，片状或粉状 ≤16.0 ≥20.0 / 饲料用 

益海嘉里(武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Q/WHN 010-2024《饲料原料 小麦胚》 
黄色，片状或粉状 ≤15 

≥ 20.0（ 85%

干物质） 
/ 饲料用 

中粮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 

Q/320582DLY63-2023《饲料原料 小麦胚》 
黄色，片状 ≤15 

≥ 20.0（ 85%

干物质） 
/ 饲料用 

山东鲁花(延津)面粉食品有限公司 

Q/410726YLH 001-2022《饲料原料 小麦胚》 
黄色，片状或粉状 ≤15 

≥ 19.0（ 85%

干物质） 
/ 饲料用 

检索到的企标中，食用小麦胚水分在 4%以下，饲料用小麦胚水分在≤15%，

粗蛋白质在≥20%，而粗灰分大多规定为≤5.8%。 

表 6  检测机构 1 提供小麦胚样品检测数据以及结合榨油厂生产实际（出粕率和水

分、残油控制）换算成小麦胚芽粕的指标数据 

小麦胚

样品序

号 

水分

/% 

粗蛋

白/% 

粗脂

肪/% 

粗纤

维/% 

粗灰

分/% 

以残油

0.7%换算成

小麦胚芽粕

指标数据，

胚换算成粕

指标计算公

式：粕指标

数据（以

88%干基

计）=0.88/

（1-0.128）

×[100×（胚

指标数值/

出粕率）]，

其中出粕率

=(100-(胚含

油-0.7)-胚

含水)/(100-

粕含

水)*100 

出粕

率/% 

小麦胚

芽粕 

水分

/% 

粗蛋

白/% 

粗脂

肪/% 

粗纤

维/% 

粗灰

分/% 

样品 1 13.8 22.01 5 5.4 4.3 93.92  样品 1 12.80  23.65  0.70  5.80  4.62  

样品 2 13.2 23.34 5.8 4.7 4.3 93.69  样品 2 12.80  25.14  0.70  5.06  4.63  

样品 3 12.3 25.87 7.1 4.3 4.3 93.23  样品 3 12.80  28.00  0.70  4.65  4.65  

样品 4 12.7 25.08 7.3 4.1 4.3 92.55  样品 4 12.80  27.35  0.70  4.47  4.69  

样品 5 13.6 25.85 7.3 4.1 4.3 91.51  样品 5 12.80  28.51  0.70  4.52  4.74  

样品 6 13.4 27.41 8.3 4 4.2 90.60  样品 6 12.80  30.53  0.70  4.46  4.68  

样品 7 12.9 29.38 8.3 3.6 4.8 91.17  样品 7 12.80  32.52  0.70  3.98  5.31  

样品 8 12.5 24.76 6.9 3.5 3.9 93.23  样品 8 12.80  26.80  0.70  3.79  4.22  

样品 9 13.4 25.01 7.4 3.3 4 91.63  样品 9 12.80  27.55  0.70  3.63  4.41  

样品 10 13.9 26.31 8.4 3.3 4.3 89.91  样品 10 12.80  29.53  0.70  3.70  4.83  

样品 11 13.1 25.12 6.9 3.2 4 92.55  样品 11 12.80  27.39  0.70  3.49  4.36  

样品 12 12.8 29.35 8.7 3.4 4.5 90.83  样品 12 12.80  32.61  0.70  3.78  5.00  

样品 13 13.2 26.05 8.9 3 4.1 90.14  样品 13 12.80  29.17  0.70  3.36  4.59  

样品 14 13.2 26.99 8.5 2.9 4.1 90.60  样品 14 12.80  30.06  0.70  3.23  4.57  

样品 15 14.1 26.49 7.9 4.1 4.3 90.25  样品 15 12.80  29.62  0.70  4.58  4.81  

样品 16 13.3 27.14 8.5 3.8 4.5 90.48  样品 16 12.80  30.27  0.70  4.24  5.02  

样品 17 14.1 26.46 7.5 3.3 4.1 90.71  样品 17 12.80  29.44  0.70  3.67  4.56  

样品 18 13.2 30.22 10.1 1.8 4.6 88.76  样品 18 12.80  34.36  0.70  2.05  5.23  

样品 19 13.4 29.13 9.3 3.1 4.4 89.45  样品 19 12.80  32.86  0.70  3.50  4.96  

样品 20 11.4 29.86 8.2 2.3 4.1 93.00  样品 20 12.80  32.40  0.70  2.50  4.45  

样品 21 12.2 27.44 7.6 4.1 4.5 92.78  样品 21 12.80  29.85  0.70  4.46  4.89  

样品 22 14.1 26.47 8 3.3 4.1 90.14  样品 22 12.80  29.64  0.70  3.69  4.59  

样品 23 12.9 26.82 8.2 4.2 4.1 91.28  样品 23 12.80  29.65  0.70  4.64  4.53  

样品 24 14.3 22.39 5.6 5.4 4.2 92.66  样品 24 12.80  24.39  0.70  5.88  4.57  



样品 25 12.3 28.05 8.8 4.1 4.6 91.28  样品 25 12.80  31.01  0.70  4.53  5.09  

样品 26 13.5 26.22 7.8 3.8 4.1 91.06  样品 26 12.80  29.06  0.70  4.21  4.54  

样品 27 12.3 24.79 7.1 4.7 4.2 93.23  样品 27 12.80  26.83  0.70  5.09  4.55  

样品 28 12.6 24.28 6.6 5 4.2 93.46  样品 28 12.80  26.22  0.70  5.40  4.53  

样品 29 12.5 24.52 7.3 4.5 4 92.78  样品 29 12.80  26.67  0.70  4.89  4.35  

样品 30 12.5 24.77 7.3 4.2 4 92.78  样品 30 12.80  26.94  0.70  4.57  4.35  

样品 31 13.7 28.81 8.3 4.1 4.4 90.25  样品 31 12.80  32.21  0.70  4.58  4.92  

样品 32 10.4 29.69 8.8 3.5 4.4 93.46  样品 32 12.80  32.06  0.70  3.78  4.75  

样品 33 12.7 23.42 6.3 2.9 3.9 93.69  样品 33 12.80  25.23  0.70  3.12  4.20  

样品 34 13.5 25.92 7.4 4 4.2 91.51  样品 34 12.80  28.58  0.70  4.41  4.63  

样品 35 15 27.7 8.1 4 4.8 88.99  样品 35 12.80  31.41  0.70  4.54  5.44  

样品 36 14.1 25.84 7.5 4.3 4.9 90.71  样品 36 12.80  28.75  0.70  4.78  5.45  

样品 37 14.1 22.15 5.4 4.8 4.1 93.12  样品 37 12.80  24.00  0.70  5.20  4.44  

样品 38 11.6 24.28 6.4 5.1 4.7 94.84  样品 38 12.80  25.84  0.70  5.43  5.00  

样品 39 15.4 24.62 7 3.9 4.3 89.79  样品 39 12.80  27.67  0.70  4.38  4.83  

样品 40 13.2 23.2 6.9 3.4 4.3 92.43  样品 40 12.80  25.33  0.70  3.71  4.69  

样品 41 13.7 22.05 5.7 5.1 4.2 93.23  样品 41 12.80  23.87  0.70  5.52  4.55  

样品 42 13.9 27.5 7.7 3.8 4.6 90.71  样品 42 12.80  30.59  0.70  4.23  5.12  

样品 43 13.8 28.8 8.3 3.3 4.5 90.14  样品 43 12.80  32.24  0.70  3.69  5.04  

样品 44 14.3 28.33 8.4 3.1 4.2 89.45  样品 44 12.80  31.96  0.70  3.50  4.74  

样品 45 13.2 29.87 8.8 2.8 4.6 90.25  样品 45 12.80  33.40  0.70  3.13  5.14  

样品 46 12.8 25.5 8.4 3.7 3.6 91.17  样品 46 12.80  28.23  0.70  4.10  3.98  

max 15.4 30.22 10.1 5.4 4.9   max   34.36  0.70  5.88  5.45  

min 10.4 22.01 5 1.8 3.6   min   23.65  0.70  2.05  3.98  

avg 13.22 26.2 7.609 3.833 4.28   avg   28.90  0.70  4.22  4.72  

检测机构2提供的小麦胚指标数据及折算成小麦胚芽粕数据汇总见附件1。 

从国家企业标准公示平台上收集到《小麦胚芽粕》企标 7 个，其指标对比见表 7。 

表 7   企标公示平台《小麦胚芽粕》企业标准技术指标对比一览表 

企标编号 感官性状 
水分

（%) 

粗蛋白

质（%) 

粗纤维

（%） 

粗灰分 

（%） 

粗脂肪 

（%） 
备注 

河北家丰植物油有限

公司 

Q/HJF 001-2017 

《小麦胚芽粕》 

不规则片状或小颗粒、粉状，

白色或微黄色，具有小麦胚

固有的气、滋味，无异味，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13.0 ≥27.0 / ≤6.0 ≤2.0  

河南麦肽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Q/410725MT02-2021 

《饲料原料 小麦胚芽

粕（膨化）》 

金黄色，具有产品特有的香

味和甜味，无异味，无肉眼

可见外来杂质 

≤10.0 ≥26.5 / ≤8.0 ≥6.5  

河南牧本原田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Q/410700MBYT005-2

020 

金黄色、麦香味浓郁 ≤10.0 ≥26.5 / ≤8.0 ≥6.5  



《小麦胚芽粕（膨化）》 

山东花悦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Q/SDHY 002-2024 

《饲料原料 小麦胚芽

粕（小麦胚芽粕粉）》 

白色或黄色，色泽均匀，具

有小麦胚芽粕固有气味，无

腐败、变质气味，片状或小

颗粒和粉状 

粕： 

≤12.0 

粉： 

≤13.0 

≥24.0 / 

粕： 

≤5.0 

粉： 

≤6.0 

≥7.0  

益海嘉里 (武汉 )粮油

工业有限公司 

Q/YHWHN 

013G-2023 

《饲料原料 小麦胚芽

粕》 

浅黄色或金黄色；不规则的

碎片状或颗粒状或粉状，无

发酵、霉变、虫害及异味异

臭 

≤13.0 ≥20.0 / / ≤2.0 

粗蛋白质、

粗 脂 肪 指

标以 87.0%

干 物 质 为

基础计算。 

河北丝路晨光油脂有

限公司 

Q/SLCG 0009S-2021 

《脱脂小麦胚》 

浅黄或灰白色，片状或粉末，

无正常视力可见异物 
≤10.0 

≥25.0

（干基） 
/ 

≤6.5（干

基） 
/ 食品原料 

河北家丰植物油有限

公司 

Q/HJF 0006S-2022 

《脱脂小麦胚》 

浅黄或灰白色，松散的片状，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13.0 ≥28.0 / 

≤6.5（干

基） 
/ 食品原料 

参照同类国家/行业标准及相关文献、企业标准的要求结合《饲料原料目录》

中对小麦胚芽粕强制性标识要求及预审会专家的建议，确定了《饲料原料  小麦

胚芽粕》标准中的指标及其检测方法（见表 8）。 

表 8 指标及检测方法一览表 

指标 检测方法 

水分 按 GB/T 10358 或 GB/T 18868 的规定执行，其中 GB/T 10358 是仲裁方法。 

粗蛋白质 按 GB/T 6432 或 GB/T 18868 的规定执行，其中 GB/T 6432 是仲裁方法。 

粗纤维 按 GB/T 6434 或 GB/T 18868 的规定执行，其中 GB/T 6434 是仲裁方法。 

粗灰分 GB/T 6438 

生产小麦胚芽油的工艺主要有普通溶剂浸出以及亚临界萃取，目前国内小麦

胚芽油加工处于起步阶段，生产企业并不多，故生产小麦胚芽粕的厂家也不多。

从国内主要小麦胚芽油生产企业，分次收集了来自我国不同地区的 106 个小麦胚

芽粕产品，采样信息见表 9。对采集小麦胚芽粕样品的感官性状（色泽、组织形态、

气味、杂质）、理化指标（水分、粗蛋白、粗灰分、粗纤维的含量）进行了测定，

相关生产小麦胚芽粕的常规营养指标见表 10。 

表 9 采集样品数据统计表 

样品类型 采样省份 测定样品数量（个） 

小麦胚芽粕 河南省 29 



湖北省 26 

河北省 5 

山东 22 

安徽 12 

江苏 12 

合计 106 

表 10 制油企业小麦胚芽粕样品指标检测数据 

小麦胚芽粕样品序号 感官性状 水分/% 粗蛋白/% 粗灰分/% 粗纤维/% 

样品 1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3.75  24.96  6.47  6.24  

样品 2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1.80  31.72  4.84  3.43  

样品 3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3.53  25.51  5.35  4.53  

样品 4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1.54  28.25  3.60  2.59  

样品 5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3.17  26.57  6.03  6.53  

样品 6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08  27.97  6.66  6.58  

样品 7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9.80  31.85  5.11  3.25  

样品 8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60  27.11  6.84  8.42  

样品 9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1.37  27.78  3.43  2.53  

样品 10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84  24.50  6.70  6.32  

样品 11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3.04  26.19  6.44  5.46  

样品 12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0.91  29.94  4.87  3.43  

样品 13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58  25.39  5.99  6.63  

样品 14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1.50  27.73  2.95  2.46  

样品 15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3.00  25.21  5.82  5.46  

样品 16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1.45  27.66  3.56  3.09  

样品 17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12  24.96  6.50  5.84  

样品 18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1.43  27.90  3.30  2.72  

样品 19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16  26.72  6.44  7.46  

样品 20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1.38  27.95  3.19  2.44  

样品 21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89  26.66  5.82  4.92  

样品 22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0.35  31.53  5.07  2.62  

样品 23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31  26.06  6.00  5.64  

样品 24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1.33  27.85  3.38  2.74  

样品 25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90  24.05  5.12  4.78  

样品 26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0.70  31.52  5.32  3.33  

样品 27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22  25.59  6.38  6.80  

样品 28 微黄，不规则片状 11.20  27.77  3.17  2.62  

样品 29 微黄，不规则片状 12.78  27.62  6.31  6.08  

样品 30 微黄，不规则片状 10.89  31.89  5.14  2.97  

样品 31 微黄，不规则片状 12.74  26.88  6.34  6.80  

样品 32 微黄，不规则片状 11.45  28.32  3.03  2.27  

样品 33 浅黄色，不规则片状 12.71  27.12  6.34  6.46  

样品 34 浅黄色，不规则片状 11.18  27.08  4.48  3.88  



样品 35 微黄，不规则片状 12.79  27.37  6.26  6.62  

样品 36 浅黄色，不规则片状 11.62  27.73  3.39  2.89  

样品 37 浅白色带浅黄色，不规则片状 12.17  28.59  6.50  7.82  

样品 38 浅白色带浅黄色，不规则片状 11.67  28.39  3.37  2.39  

样品 39 浅白色带浅黄色，不规则片状 11.80  26.49  6.27  6.15  

样品 40 浅白色带浅黄色，不规则片状 11.07  28.41  3.43  2.31  

样品 41 浅白色带浅黄色，不规则片状 12.65  25.12  6.41  5.65  

样品 42 浅白色带浅黄色，不规则片状 12.95  26.05  5.91  5.22  

样品 43 微黄或浅黄色，不规则片状 11.28  27.90  3.67  2.78  

样品 44 微黄或浅黄色，不规则片状 12.85  27.02  6.26  5.09  

样品 45 微黄或浅黄色，不规则片状 12.63  25.84  6.19  6.25  

样品 46 灰白色，不规则片状 11.27  28.22  3.14  2.10  

样品 47 灰白色，不规则片状 12.93  25.52  6.38  5.54  

样品 48 灰白色，不规则片状 11.06  28.00  3.63  3.09  

样品 49 灰白色，不规则片状 12.84  28.60  6.04  5.91  

样品 50 灰白色，不规则片状 10.29  29.35  4.80  3.49  

样品 51 微黄或浅黄色，不规则片状 12.92  26.52  6.13  6.11  

样品 52 微黄或浅黄色，不规则片状 12.77  27.14  6.24  5.77  

样品 53 微黄或浅黄色，不规则片状 11.40  29.95  4.77  3.28  

样品 54 微黄或浅黄色，不规则片状 13.00  25.52  6.21  6.00  

样品 55 微黄色，不规则片状 12.45  25.01  6.28  6.96  

样品 56 微黄色，不规则片状 10.03  29.25  4.74  3.52  

样品 57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65  26.98  6.25  6.40  

样品 58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61  24.56  7.26  8.30  

样品 59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1.77  32.00  4.84  3.30  

样品 60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52  25.05  5.34  7.89  

样品 61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43  25.02  5.74  7.30  

样品 62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41  24.62  5.87  7.96  

样品 63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9.66  30.90  5.30  3.23  

样品 64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42  25.02  4.82  7.14  

样品 65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1.50  30.13  4.76  3.03  

样品 66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84  25.83  6.39  6.41  

样品 67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40  25.65  5.12  5.38  

样品 68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1.84  32.30  5.17  3.64  

样品 69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62  25.03  6.20  6.96  

样品 70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12  25.99  4.79  4.84  

样品 71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97  24.52  6.09  7.11  

样品 72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0.69  30.88  5.23  3.16  

样品 73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1.27  30.87  5.42  4.18  

样品 74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59  25.07  5.45  6.62  

样品 75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86  25.37  6.28  7.31  

样品 76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1.51  30.66  4.81  3.15  

样品 77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71  25.52  6.40  7.39  

样品 78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82  25.02  5.76  7.79  



样品 79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8.27  31.26  5.51  4.13  

样品 80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93  25.27  6.24  8.13  

样品 81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00  27.17  6.05  6.54  

样品 82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9.98  29.76  5.02  3.64  

样品 83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77  25.09  5.97  7.74  

样品 84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1.29  29.93  4.86  3.19  

样品 85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80  25.17  6.30  8.16  

样品 86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9.69  30.49  5.13  3.33  

样品 87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3.00  25.33  5.42  5.51  

样品 88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90  25.04  5.79  7.65  

样品 89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9.83  31.79  5.22  3.46  

样品 90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95  25.11  5.60  6.48  

样品 91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0.32  31.76  5.50  3.60  

样品 92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92  25.71  5.42  5.50  

样品 93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1.67  31.99  5.43  4.22  

样品 94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85  25.45  6.75  7.38  

样品 95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0.78  31.69  5.33  3.16  

样品 96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89  25.33  6.41  7.44  

样品 97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2.97  28.45  5.58  3.64  

样品 98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1.76  29.71  5.12  3.77  

样品 99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1.22  28.07  3.66  2.66  

样品 100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8.91  31.46  5.60  2.57  

样品 101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1.44  27.79  3.65  3.03  

样品 102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9.27  31.38  5.04  3.16  

样品 103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9.48  30.92  5.02  3.05  

样品 104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1.19  27.53  2.99  2.90  

样品 105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9.73  30.31  4.83  3.28  

样品 106 金黄色，颗粒状或粉状 11.28  27.48  2.80  2.65  

Max 13.75  32.30  7.26  8.42  

Min 8.27  24.05  2.80  2.10  

Avg 11.85  27.65  5.30  4.91  

    注：除水分外，其他指标均以干物质含量 88%为基础计算。 

2.2. 1 小麦胚芽粕感官要求 

    

                亚临界萃取工艺产生的粕    普通的溶剂萃取产生的粕 



本标准在参考有关企业标准（表 7）和对制标组收集样品观察的基础上，对小

麦胚芽粕感官要求的规定为：灰白色、浅黄色至金黄色，不规则碎片状或颗粒状

或粉状。无酸败、霉变、虫蛀及异味异臭。不得掺入沙石、麻绳等无机杂质和其

他有机杂质。 

2.2.2 小麦胚芽粕理化指标 

根据预审会专家意见，本标准规定的理化指标包括：水分、粗灰分、粗蛋白

质、粗纤维指标。 

对于小麦胚芽粕生产加工工艺主要是溶剂浸出法和亚临界萃取法，因小麦胚

芽粕是油脂生产浸出后的副产物，其使用的溶剂与其他食用油生产一致均需要满

足 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且溶剂作为油脂生产成

本的重要组成，需要被重复回收利用，故粕中的残溶通常会非常低，且其他同类

饲料原料推荐性标准均未设定溶剂残留指标，故本标准也未设定该指标。 

2.2.2.1 水分  

水分作为天然成分，虽然不看作营养素，但水分含量的多少，直接影响产品

的感官性状，并对产品的腐败变质和营养成分的水解有一定作用。且小麦胚芽粕

中蛋白含量丰富，是微生物活动的良好能量和蛋白来源，因此非常容易滋生微生

物，影响产品品质；水分系微生物增殖所必需，因此控制饲料水分含量和活度，

就能控制小麦胚芽粕中的微生物活动，减少小麦胚芽粕的酸败；小麦胚芽粕中水

分控制尤其重要，更加严格。 

关于小麦胚芽粕中水分的分析方法，可以采用：《饲料中水分和其他挥发性

物质含量的测定》（GB/T 6435—2006）、《饲料中水分的测定》（GB/T 6435—

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GB 5009.3）等标准。考虑到《饲

料中水分的测定》（GB/T 6435—2014）不适用饼粕类，因此采用《油料饼粕 水

分及挥发物含量的测定》（GB/T 10358—2008）作为基础检验法，考虑快速检测

的发展，增加了 GB/T 18868《饲料中水分、粗蛋白质、粗纤维、粗脂肪、赖氨酸、

蛋氨酸快速测定 近红外光谱法》。 

收集的 7 个企业标准中，4 个企业的企业标准规定水分≤13.0%，3 个小于

10.0%，具体情况见表 10。实验室收集的 106 个样品检测结果的平均值为 11. 85%，

具体检测结果如图 2。  

 



表 10 小麦胚芽粕相关标准中水分含量的要求 

有关企业标准 水分（%） 

河北家丰植物油有限公司(小麦胚芽粕) ≤ 13.0 

河南麦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10.0 

河南牧本原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10.0 

山东花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粕 12.0/粕粉 13.0 

益海嘉里(武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 13.0 

河北丝路晨光油脂有限公司 ≤ 10.0 

河北家丰植物油有限公司(脱脂小麦胚) ≤ 13.0 

制标组收集样品的实测值 均值 11.85 

 

图 2 样品水分含量示意图 

表 11 小麦胚芽粕样品水分含量分布 

水分数值范围（%） 样品个数 占总数百分比（%） 

＞13.0 5 4.7 

12.5（含）～13.0（含） 38 35.8 

12.0（含）～12.5 13 12.2 

11.0（含）～12.0 31 29.2 

≤11.0 19 17.9 

小麦胚芽粕样品水分含量分布见表 11，可以看出样品水分基本都在 11～13%

之间，占 80%左右。本标准在参考有关企业和制标组检测结果的基础上，结合生

产安全储存水分经验，对小麦胚芽粕水分的规定：≤13.0%。 

2.2.2.2 粗灰分 



本标准认为小麦胚芽粕中的粗灰分含量应该受限定，粗灰分含量过高说明小

麦胚芽粕中混入的杂质多，甚至可能掺入了沙石等导致粗灰分含量大大增加，从

而降低小麦胚芽粕品质。因此本次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将其纳入指标体系。 

本标准采用GB/T 6438《饲料中粗灰分的测定》作为粗灰分指标检测方法。 

收集的 7 个企业标准中，2 个企业标准均规定粗灰分≤8.0%，2 个小于 6.0%，

2 个小于 6.5%，具体情况见表 12。实验室收集的 106 个样品检测结果的平均值为

5.30%，具体检测结果见如图 3。 

表 12 小麦胚芽粕相关标准中粗灰分含量的要求 

有关企业标准 粗灰分（%） 

河北家丰植物油有限公司(小麦胚芽粕) ≤ 6.0 

河南麦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8.0 

河南牧本原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8.0 

山东花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粕 5.0/粕粉 6.0 

益海嘉里(武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 / 

河北丝路晨光油脂有限公司 ≤ ≤6.5（干基） 

河北家丰植物油有限公司(脱脂小麦胚) ≤ ≤6.5（干基） 

制标组收集样品的实测值 均值 5.3 

 

   图 3 样品粗灰分含量示意图 

表 12 小麦胚芽粕样品灰分含量分布 

灰分数值范围（%） 样品个数 占总数百分比（%） 

＞6.5 5 4.72  



6.0～6.5（含） 31 29.25  

5.5～6.0（含） 15 14.15  

5.0～5.5（含） 24 22.64  

4.5～5.0（含） 12 11.32  

≤4.5 19 17.92  

小麦胚芽粕样品粗灰分含量分布见表12，可以看出样品粗灰分基本都在4.5～

6.5%之间，占77.36%。本标准在参考有关企业、文献和制标组检测样品结果的基

础上（≤6.5%的占比95.28%），结合《小麦胚》（LS/T 3210—1993）中灰分指标分

等且三等灰分≤5.8% (以干基计)换算为胚芽粕，对小麦胚芽粕粗灰分的规定为：

粗灰分≤6.5%（以88%干物质计）。 

2.2.2.3 粗蛋白质 

小麦胚芽粕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在考察的企业标准中均有规定，考察的 7

个企标中对粗蛋白质指标设定，具体内容见表 13。制标组对采集的 106 个样品的

测定结果平均值为 27.65%，具体检测结果如图 4。 

表 13 小麦胚芽粕相关标准中蛋白质含量的要求 

有关企业标准 粗蛋白质（%） 

河北家丰植物油有限公司(小麦胚芽粕) ≥ 27.0 

河南麦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26.5 

河南牧本原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26.5 

山东花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24 

益海嘉里(武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 20 

河北丝路晨光油脂有限公司 ≥ ≥25.0（干基） 

河北家丰植物油有限公司(脱脂小麦胚) ≥ ≥28.0 

制标组收集样品的实测值 均值 27.65 



 

图 4 样品粗蛋白质含量示意图（%） 

表 14 小麦胚芽粕样品粗蛋白质含量分布 

粗蛋白质数值范围

（%） 
样品个数 占总数百分比（%） 

＞30.0 22 20.8 

28.0（含）～30.0（含） 17 16.0 

26.0（含）～28.0 31 29.2 

25.0（含）～26 29 27.4 

＜25.0 7 6.6 

小麦胚芽粕样品粗蛋白质含量分布见表 14，可以看出样品粗蛋白质含量基本

都在 25%以上，占 93%左右，其中蛋白含量在 28%以上占 36%。在参考有关企业

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小麦胚》（LS/T 3210—1993）中三等粗蛋白≥22%换算成脱

油后的小麦胚芽粕粗蛋白质含量，根据相关规定和制标组检测样品的数据，结合

市场需求和同类相关要求模板，本标准对小麦胚芽粕中粗蛋白含量设定分为两个

等级：以检测样品满足 35%的条件为一级要求，设定一级粗蛋白质含量要求≥

28.0%，以检测样品满足 95%的条件为二级要求，设定二级粗蛋白质含量≥25.0（以

88%干物质计）。 

检测以 GB/T 6432 为基础检验法，考虑快速检测的要求，增加了 GB/T 18868

《饲料中水分、粗蛋白质、粗纤维、粗脂肪、赖氨酸、蛋氨酸快速测定 近红外

光谱法》。 

2.2.2.4 粗纤维 

    收集的 7 个企业的企业标准，均未对粗纤维有要求，《饲料原料目录》中也未



规定其为强制性标识要求。但参考其他同类相关标准也对粗纤维指标进行了限定，

制标组测定的 106 个样品的粗纤维平均值为 4.91%。具体检测结果如图 5。 

 

图 5 样品中粗纤维含量示意图（%） 

表 15 小麦胚芽粕样品粗纤维含量分布 

粗纤维数值范围（%） 样品个数 占总数百分比（%） 

＞8.0 4 3.8 

7.5（含）～8.0（含） 6 5.7 

7.0（含）～7.5 8 7.5 

6.5（含）～7.0 10 9.4 

5.5（含）～6.5 18 17.0 

4.5（含）～5.5 10 9.4 

＜4.5 50 47.2 

小麦胚芽粕样品粗纤维含量分布见表 15，可以看出样品粗纤维含量基本都在

7.5%以下，占 91%左右；根据相关规定和制标组检测的数据，本标准对小麦胚芽

粕中粗纤维含量的规定：≤7.5%（以 88%干物质计）。 

检测以 GB/T 6434 为基础检验法，考虑快速检测的要求，增加了 GB/T 18868

《饲料中水分、粗蛋白质、粗纤维、粗脂肪、赖氨酸、蛋氨酸快速测定 近红外

光谱法》。 

2.2.3 小麦胚芽粕卫生指标 

依据 GB 13078《饲料卫生标准》，随机选择 20 个自采小麦胚芽粕样品，测定

了样品中的铅、镉、呕吐毒素和黄曲霉毒素 B1 的含量（以 88%干物质为基础计算），

结果如表 16 所示。所有指标均符合 GB 13078《饲料卫生标准》规定的要求。 

标准预审会上，考虑到玉米赤霉烯酮在粮食作物中容易滋生，专家提出建议

补充测定饲料原料小麦胚芽粕中玉米赤霉烯酮的含量；起草组测定了 20 个样品玉



米赤霉烯酮，并将相关数据补充到表 16 中。 

铅、镉、呕吐毒素、黄曲霉毒素 B1 和玉米赤霉烯酮指标均满足 GB 13078《饲

料卫生要求》标准。 

表 16  小麦胚芽粕样品卫生指标统计（n = 20） 

指标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限量值 

铅（mg/kg） 0.582 0.013 0.176 10 

镉（mg/kg） 0.134 0.058 0.096 1 

呕吐毒素（mg/kg） 0.37 0.23 0.26 5 

黄曲霉毒素 B1（µg/kg)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30 

玉米赤霉烯酮（mg/kg） 0.063 0.0087 0.033 1 

综上所述，本标准确定了饲料原料小麦胚芽粕的技术指标，见表 17。 

表 17  本标准的制定的饲料原料小麦胚芽粕的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一级 二级 

水分，% ≤13.0 

粗蛋白质，% ≥28.0 ≥25.0 

粗灰分，% ≤6.5 

粗纤维，% ≤7.5 

注：除水分外，其他指标均以干物质含量 88%为基础计算。 

根据最终确定的本标准中小麦胚芽粕的技术指标，所采集的 106 个小麦胚芽

粕样品合格品和等外品（不合格品）样品个数及所占比例如表 18。 

表 18  根据本标准技术指标 106 个样品各级分布 

项目 一级品 二级品 等外品 

样品个数/个 38 56 12 

所占比例/% 35.8% 52.8% 11.4% 

注：已考虑了允许误差后的判定。 

2.3 取样 

《饲料 采样》（GB/T 14699—2023）标准中范围备注部分规定对于饼粕类的

采样见 GB/T 10360《油料饼粕 扦样》，对于小麦胚芽粕，其属于油料榨油后的饼

粕，因此取样方法为《油料饼粕 扦样》GB/T 10360。 

2.4 试验方法 

对于指标的检测方法，本标准均参考引用同类标准或采用国标方法，值得注

意的是目前我国近红外光谱检测技术成熟，方法操作简单、耗时短、绿色环保、

检测精准高，已被证实能广泛应用在饲料原料加工生产企业，因此对于水分、粗



蛋白质、粗纤维的测定，将《饲料中水分、粗蛋白质、粗纤维、粗脂肪、赖氨酸、

蛋氨酸快速测定  近红外光谱法》（GB/T 18868）作为可选法，供生产企业选择。

仲裁法仍然为常规检测方法。 

2.5 检验规则 

与其他同类型标准一致，本章规定了组批、出厂检验、型式检验、判定规则

的相关要求。对于组批：规定以相同原材料、相同生产工艺、连续生产或同一班

次生产的同一规格的产品为一批，结合小麦胚芽油生产工厂的产能换算，规定每

批不超过 500 t。出厂检验指标包括外观与性状、水分、粗蛋白质。对于型式检验，

规定至少每年进行一次，但当停产 3 个月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也需要进行型式

检验。整体内容与饲料原料行业同类标准一致。 

2.6 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本章节规定了标签、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的内容，整体内容基本饲料

原料行业标准一致，如下： 

标签：按 GB 10648 的规定执行。 

包装：包装材料应无毒、无害。 

运输：运输中应防止包装破损、日晒、雨淋，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共运。 

贮存：在通风干燥处贮存，应防止日晒、雨淋，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或其他

有污染的物品混合贮存。 

保质期：未开启包装的产品，在规定的运输和贮存条件下，产品保质期应与

标签中标明的保质期一致。 

四、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国际上尚无《饲料原料 小麦胚芽粕》的相关标准。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修订可为饲料质量安全的评价、相关质量标准指标的制订和贯彻执

行提供直观的指导。满足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本稿的编写过程中，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作为行业推荐性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建议广泛组织宣传贯彻，指导饲料原料小麦胚芽粕的生产和



销售，有助于产业高质量发展。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该标准为首次制定。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附件1：检测机构2小麦胚指标数据结合榨油厂生产实际（出粕率和水分、残油控制）折算成小麦胚芽粕数据汇总 

  



 



  



     



机构2 小麦胚芽粕换算后各指标值分布区间及占比 

指标 粗蛋白质/% 粗灰分/% 

数据 

范围 占比 范围 占比 

＜25 1.64 ≤5.0 8.36  

25（含）～28（含） 56.39 5.0～5.5（含） 50.82  

＞28 41.97 5.5～6.0（含） 36.23 

  6.0～6.5（含） 4.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