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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奖】面向生命健康，用科技保障饲料质量安全

记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畜禽饲料质量安全控制关键技术创建与应用”

文章来源：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作者：  发布时间：2021-11-03

　　饲料安全关系食品安全。饲料是畜牧业生产的主要投入品，其质量安全是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石，是支撑食

品安全和健康中国的保障。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中，畜牧业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饲料

业快速发展，已成为全球第一饲料生产大国，为推动畜牧业发展、保障居民肉蛋奶供应，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

用。然而，本世纪初，瘦肉精、三聚氰胺等畜产品安全事件的发生，直接危及到畜产品安全和人民身体健康。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秦玉昌研究员以保障饲料质量安全为己任，从非法添加和生物污染两大

饲料安全问题入手，带领研究团队勇挑重担、攻坚克难，在饲料非法添加物阈值与限量、有害微生物检测与控

制、加工过程营养保真与清洁生产、质量安全预警与追溯等关键技术方面开展了长期、系统的研究，构建了“原

料检测、加工控制和产品溯源”的全产业链饲料质量安全控制技术体系，为保障饲料和畜产品质量安全发挥了重

要作用，有力推动了我国饲料工业和畜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临危受命  制定三聚氰胺限量标准

　　制定饲料中三聚氰胺限量标准是打击非法添加的依据和准绳。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三聚氰胺成为

影响奶产品安全的罪魁祸首，但由于其环境本底不清，代谢残留规律不明，致使打击非法添加无从下手。在此非

常时刻，秦玉昌研究员临危受命、迎难而上，以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怀着强烈的使命感

和紧迫感，主持了饲料中三聚氰胺限量制定工作。他迅速组织动物营养、毒理学、检测与追溯技术和风险评估等

相关专业的专家，成立专项工作组，并组织研究团队经过半年多的连续奋战，解析了饲料原料及环境中三聚氰胺

本底值，揭示了其在牛羊等动物体内的代谢残留规律，建立了基于“环境迁移—畜产品蓄积—人群暴露”为核心

的饲料中三聚氰胺风险评估方法，在国际上首次制定出饲料三聚氰胺限量标准。该标准被我国政府、联合国食品

法典委员会和世界卫生组织采纳，解决了饲料中三聚氰胺环境本底和非法添加并存的监管难题，为及时控制三聚

氰胺在畜产品生产中的违法添加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并为有环境本底的非法添加物风险评估奠定了方法学基础。

　　攻坚克难  创建有害物质检测技术体系

　　建立有害物质检测技术体系是保障饲料质量安全的先决条件，缺乏检测标准，难于实现有效检控，质量安全

就无从谈起。秦玉昌研究员团队从非法添加物、有害微生物和霉菌毒素等有害物质检测控制入手，研究莱克多巴

胺等违禁添加物在牛羊尿液、毛发、组织器官中的残留规律，创建了以毛发为靶标的检测新技术，实现了反刍动

物“瘦肉精”快速无损检测；利用纳米金和石墨烯新型材料，创制了“瘦肉精”分子印迹表面等离子共振特异性

检测芯片；建立了饲料中20多种主要有害微生物的检测方法，制定了沙门氏菌、李斯特氏菌、葡萄球菌、志贺氏

菌等检测方法标准，其中3项填补了国内空白，保障了《饲料卫生标准》的实施，为我国饲料有害微生物预警监

测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采用免疫亲和柱净化—反相HPLC柱分离技术，创新饲料中霉菌毒素检测方法，制定了

玉米赤霉烯酮检测方法国家标准。上述成果形成的检测技术已在全国各级饲料质检机构和生产企业全面推广应

用，为提升我国饲料质量安全水平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革故鼎新  破解有害因子消减与营养成分保真两兼顾难题

　　秦玉昌研究员团队从饲料原料抗营养物质消减、生产过程交叉污染防控、热敏性营养素保真等方面入手，系

统研究饲料原料中主要抗营养物质的含量分布规律，创建了针对不同原料差异化的最佳预处理挤压膨化工艺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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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使大豆中胰蛋白酶抑制因子和大豆球蛋白、棉籽粕中游离棉酚、菜籽粕中硫甙等主要抗营养物质含量显著降

低，突破了非常规蛋白原料使用量受限的瓶颈；研究揭示了霉菌、大肠杆菌等有害微生物在饲料加工过程中的消

减规律，提出了有效杀灭有害微生物的工艺技术，引领了我国清洁饲料生产工艺的发展；研究确定了药物添加剂

交叉污染控制上限值，制定《饲料加工设备交叉污染防控规范》国家标准，为饲料产品交叉污染防控提供综合解

决技术方案；系统研究了维生素、酶制剂等热敏性物质在不同热加工条件下的损失率，发明了将粉料高温调质熟

化、杀菌处理、再添加热敏性物质低温制粒的畜禽饲料生产新工艺，实现了有害物质消减与营养成分保真的高效

协同，破解了高温灭菌与营养保真难兼顾的技术难题；构建了以颗粒饲料加工质量、饲料营养价值、动物生产性

能为指标的饲料加工工艺参数综合评价模式，建立了肉鸡、蛋鸡、断奶仔猪、生长育肥猪配合饲料最佳加工工艺

参数，实现饲料产品营养保真和精准加工。上述成果形成的加工保障技术改善了饲料产品品质、提高了转化效

率、保障了质量安全，实现了饲料的清洁生产和提质增效。

　　凝心聚力  实现饲料质量安全风险预警与可追溯

　　针对饲料生产全过程信息化程度低、追溯难，质量安全预警监测基础数据分散、分析方法落后的问题，秦玉

昌研究员团队创新了饲料加工过程质量安全可追溯管理技术，研发了基于条形码的饲料质量安全管理系统，实现

了“原料—加工—产品”生产全过程的信息化和可追溯；创建了涵盖饲料危害因子、原料加工特性、加工工艺参

数的饲料质量安全数据库，为饲料产品配方精准设计、加工工艺优化、饲料品质控制提供了重要基础数据；建立

了全国唯一的饲料质量安全预警监测平台，实现了饲料质量安全动态分析与预警监测，为开展饲料质量安全风险

预警和日常监管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乘风破浪扬帆起，春华秋实二十载。秦玉昌研究员团队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和创新攻关，紧紧围绕饲料质量

安全的关键问题，外防非法添加，内控污染风险，突破检测控制、加工保障等多项关键技术，集成构建了覆盖饲

料生产全过程、满足“产”和“管”两方面需求的质量安全控制技术体系，为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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