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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饲料与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看畜牧水产养殖业的持续发展

吴礼龙 , 　邓 　　, 　陈福华 , 　谭美英 , 　曹 　峰
(湖南省兽药饲料监察所 , 长沙 410006)

摘 　要 :湖南省 2008年上半年饲料产品 质量 安全监督检测的 129个批次的样品中 ,生产环节中样品合格 率为

98. 7% ,比经营环节样品合格率 (92. 2% )高 出 6. 5个百分点 。生产环 节中添 加剂的 合格率 (100% )与浓 /配

料合格率相同 ,比预混料合格率 (96% )高 4个百分点 ,而经营环节中添加 剂的 合格率 (100% )比浓 /配料 的合

格率 (82. 6% )和预混料的合格率 (89. 5%)分别 高 17. 4和 10. 5个百分点 。猪禽 饲料与水产 饲料违禁添 加物

监测样品的合格率分别 100. 0%和 87. 0%。经营环节中反刍动物饲料牛 、羊源性成分监测样品的合格率 则比

生产环节的合格率略高 。为保证畜牧水产养殖业的持续发展 ,必须加强饲料与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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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guard ing the Susta inab leD evelopment of Stockbreed ing

and Aquaculture Through Qual ity Sur veil lance for

Feed and L ivestock Products

WU L i2long, DENG Fang, CHEN Fu2hua, TAN Mei2ying, CAO Feng
(Huπnan Supervisory Instituteof VeterinaryDrugs and Feedstuf fs, Changsha410006, China)

Abstract: 129 batchesof feed samp leswere randomly examined for qual ity security surveil lance inHuπnanp rovince in
the first half of 2008. 98. 7% of samp les from the manufacture p rocedure accorded with the criterion,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ose from themarketing for6. 5%. Duringmanufactureprocedure, thepassing rate of both feed additive

and concentrated/ compound feed reached the standard (100% ) ,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p remix for 4%. But

for the samp les from the marketing, the el igible proportion for the feed additive, concentration/ compound feed and

p remix were 100% , 82. 6% , 89. 5% , respectively. The samp leswith forbidden additive in p ig/ poul try and aquatic

feed were also checked out, the passing rates of both were 100% , 87. 0% , respectively. Ruminants feed samp les

were detected the cattle and sheep - derived ingredient, the passing rate of samp les frommarketingwas higher than

that frommanufacturep rocedure. Inorder to guarantee the sustainabledevelopment of stockbreeding and aquacul ture,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qual ity survei llance for feed and livestock p roduct.

Key words: feed; livestock p roduct; quali ty safety

　　民以食为天 ,食品的质量安全重于山。大力

发展畜牧水产养殖业 ,丰富人们的餐桌上肉食水

产品和努力保证饲料与畜禽水产品的质量安全都

同样重要 。发展畜牧水产养殖 ,不能以牺牲环境

为代价 ,不能只求产量 ,不讲质量 ,必须是以保证

质量安全为前提。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 ,一个养

殖业大省 ,同时也是一个饲料产销大省 ,其任务更

大 ,责任更重 。近几年来 ,在国家农业部及省农业

厅和省畜牧水产局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持下 ,广大

质检人员本着科学 、公正的原则 ,认真开展饲料与

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 ,使湖南省的饲料

与畜产品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畜牧水产养殖及

饲料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

1　湖南畜牧水产养殖业与饲料生产概况

1. 1　湖南畜牧水产养殖业的基本情况

我国现行的农业产业 政策是前所 未有的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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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极大地促进了畜牧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湖南

省的畜牧水产养殖在经历蓝耳病 、禽流感等重大

动物疫病的严峻考验和畜禽产品价格与饲料原料

价格的大幅波动之后 ,畜禽水产品产量仍稳步上

升 ,市场供需亦基本平衡 。2007年 ,湖南省年出

栏肉猪近 7 978万头 ,比上年增长 3. 6%。牛 、羊 、

禽的出栏 (笼 )分别达 230万头 、882万只和 6. 4

亿羽 ,分 别比 上年 增长 4. 5%、2. 2%和 6. 2%。

肉 、蛋、奶及水产品同比也有明显增长 。生猪年出

栏量居全国第 2位 ,人均生猪出栏量居全国第 1

位 ,淡水水产品产量居全国第 5位 。同生猪养殖

一样 ,湖南省的牛羊养殖业也在稳步发展 。2007

年 ,全省 牛、羊的出 栏分别为 230万头和 882万

只 ,分别比上年增长 4. 5%和 2. 2%。牛与羊的存

栏数较上年也有一定的增长 。

1. 2　饲料生产的基本情况

畜牧业的持续发展主要归功于党的富民政策

和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也得益于饲料工业的发

展与贡献 。湖南现共有大大小小饲料生产厂家近

500个 ,其中添加剂生产厂家 63个 ,占厂家总数

的 12. 6% ,预混料生产厂家 132个 ,占厂家总数

的近 26. 4% ,配 合料 与浓 缩料 生产 厂家 近 300

家 ,占厂家总数的 60%。2007年共生产饲料 687

万吨 ,总产值达 199亿多元。其中添加剂 预混合

饲料 40万 t,配合饲料 530万 t,浓缩饲料 117万

t。在饲料生产厂家中 ,生产猪 、禽饲料的同时还

生产牛 、羊饲料或专业生产牛饲料的厂家共有 6

个 。在生 产的 配合饲 料 中 ,猪的 配合 料产 量为

318万 t,占配合料总量的 60% ,其余部分主要是

禽配合料和水产配合料 。而猪的浓缩饲料生产量

为 108万 t,占浓缩料总量的 92%。

在 6家生产牛饲料的生产厂家中 ,有 4家是

以生产猪 、禽饲料为主 ,兼营牛饲料生产。其生产

规模与生产量都较少 ,主要是根据用户需要照单

生产或小批量生产 。而另外 2个生产厂家 ,一家

是专门生产牛精料补充料 (邵阳市城步县 ) ,一家

是单一生产牛的预混料 (娄底市 ) ,两家的生产规

模都较小 。生产品种较多的是长沙市的普瑞纳饲

料公司 ,共有 10个牛饲料品种 ,包括哺乳奶牛料 、

干奶牛料 、小牛料等 。

3　饲料销售与使用的基本情况

湖南现阶段饲料的销售主要有代理店代销和

厂家直销两种形式 ,销售与生产基本持平 。本地

中小型饲料生产厂家的猪 、禽饲料大部分在省内

销售 ,即以内销本地为主 。只有小部分大型饲料

生产厂家 ,如正虹 、岳泰和唐人神等是面向全国销

售 。省内的牛饲料生产厂家生产的牛饲料也多是

在境内销售 ,其市场份额不大 。而外省厂家在湖

南销售的牛饲料 ,其品种与数量则相对较多 。

在猪 、禽 、鱼饲料的销售中 ,大型养殖场 多是

直接由厂家供货或自产 ,零售门店一般是面向较

小的养殖户 。部分养殖场 、户采取自己加工饲料 ,

或委托一些前店后厂小企业加工 。在牛饲料的供

应方面 ,我省只有邵阳市的城步县县城及城步县

的南山牧场有专业性牛饲料销售店和牛饲料的批

发与零 售 。而 在牛 饲料的 使 用中 ,奶 牛养 殖场

(户 )基本 上都使用 了商品精饲料 。其他用途的

牛 ,包括肉用牛 ,则很少使用商品精饲料 。

湖南现阶段羊的饲养主要以放牧为主 ,较少

使用精饲料 ,冬季的补充料也多是草料。全省也

因此没有一家专业性的羊饲料生产厂家及羊饲料

的零售店与批发商 。

2　湖南饲料与畜品质量安全监测情况及
比较分析

　　饲料与畜 、禽 、水产品质量安全不仅事关畜牧

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而且还关系到人们的身心健

康 。因此 ,湖南省在饲料与畜禽产品质量安全监

测与违禁添加物的专项整治等工作中 ,不断加大

资金投入 ,加强监管力度 ,认真贯彻有关文件精

神 ,努力完成部 、省两级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 ,各

项工作均得到上级 各有关部门 的充分肯定和好

评 。全省饲料与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情况反映良

好 ,饲料产品的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高。畜产品

的安全也因此得到很好的保证 ,饲料生产与销售

的稳步上升和畜牧水产养殖业的持续发展就是饲

料与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业绩的直接反映 。

2. 1　饲料与 畜禽水 产品 质量 安全 监测 的基本

情况

2. 1. 1　饲料产品质量好 ,安全监测合格率高 　多

年来 ,湖南饲料生产企业生产的饲料及在湖南市

场上销售的饲料质量普遍较好 ,其产品监测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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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率也较高 。2002 - 2007年 , 6年间的安 检合格

率高 ,平均合格率达到 91. 2%。2008年饲料与畜

产品质量安全 监测的 总合格 率为 95. 1% ( 236 /

247) ,比前 6年的平均合格率高 3. 9个百分点 。

2. 1. 2　违禁药物的检出率低 ,无重大质量安全事

故 　目前饲料中违禁药物的添加虽难从根本予以

杜绝和控制 ,但由于行业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各

级职能部门的共同努力 ,湖南省在打击违禁药物

在养殖业中的使用方面还是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

2002 - 2007年 ,饲料与畜产品中违禁添加物专项

整治监测样品的 平均 合格率高达 99. 4%。2008

年上半年 ,其样品合格率也高达 97. 3%。与此同

时 ,多年来湖南省没有发生过一次重大饲料与畜

禽水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

2. 1. 3　牛羊饲料中牛 、羊源成分检出率低 ,样品

合格率高 　湖南省的牛 、羊饲料与动物源性饲料

中牛 、羊源成分检出率低 ,样品的合格率高 。2003

- 2007年 ,牛 、羊饲料与动物源性饲料中牛 、羊源

成分监测样品的平 均合格率为 97. 9%。2008年

的牛 、羊饲料与动物源性饲料中牛 、羊源成份监测

样品更是没有检出一批次阳性样品 ,样品的合格

率达 100%。

2. 2　饲料与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结果的比

较分析

2. 2. 1　猪浓 /配料及禽 、鱼配合料质量安全监测

情况比较

①生产环节中样品的合格率普遍比经营环节

的合格率高

在 2008年 饲料 产品 质量 安 全监 督检 测的

129个批次的样品中 ,生产环节中样品的合格率

为 98. 7% ,比经营环节样品的合格率 ( 92. 2% )高

出 6. 5百分点 。2002 - 2007年 ,饲料生产环节样

品的平均合格率 (90. 37%)也比饲料经营环节样

品的合格率 ( 86. 34% )高 4个百分点。这一现象

存在的可能原因 ,一是饲料生产企业质量自控能

力增强 ,办法多 ;二是存在经销商为降低产品的原

料成本 ,增加销售利润 ,在按自已的要求定购或自

配饲料中作些文章的可能性 。使用环节中的抽样

量较少 ,未作比较分析 。

②添加剂样品的合格率高 ,浓 配料与预混料

的合格率低

在本次饲料安检中 ,生产环节添加剂的 合格

率 ( 100%)与浓 /配料的合格率相同 ,比预混料的

合格率 ( 96%)高 4%。而在经营环节中 ,其差异

则较为明显 ,添加剂的合格率 ( 100%)比浓 /配料

的合格率 ( 82. 6%)和预混料的合格率 ( 89. 5%)

分别高 17. 4%和 10. 5%。这说明经营环节 的大

宗饲料产品以非正规途径节省饲料成本的可能性

相对较大 。

③营养指标不合格项多为蛋白质含量偏低

蛋白质是饲料中最重要营养成分 ,占饲 料成

本构成比也很大 。在 2008年监测中所有 10个不

合格样品中 ,因蛋白质含量偏低而不合格的占了

5个 ,占总不合格样品数的 50%。在平常的 日常

检测中和以往的饲料质量安全监测中 ,蛋白质含

量低于标准值的情况也同样较多 。由于饲料原料

价格涨幅过大 ,个别饲料生产厂家可能为降低生

产成本 ,而减少了鱼粉 、豆粕等蛋白原料的用量 。

④常规卫生指标不合格项以砷超标为多

饲料产品的卫生指标中所检测的不合格项主

要是砷的含量 ,而其他检测项基本上没有检测出

不合格产品 。2008年共有 11个不合 格产品 ,其

中 2个 是 砷 含 量 超 标 ,占 不 合 格 产 品 总 量 的

45. 5%。砷超标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添 加了

阿散酸等砷制剂而未加标注 ;二是可能与该项检

测步骤多 ,影响因素与环节多有关 。

此外 ,饲料中一些非常规检测项目 ,如霉菌及

其毒素等 ,在养殖中发案与报案较多 ,属于引起质

量争议的项目 。不过 ,这类指标在抽检与送检样

品中的合格率较 高。造成这种 现象的原因可能

是 ,在有效保存期内和正常贮藏的情况下 ,饲料一

般不会出现霉变等情况 ,而出问题的可能多是过

期产品或贮藏不当的产品 。

2. 2. 2　饲料中违禁添加物监测情况比较

①生产环节饲料违禁添加物监测样品的合格

率比经营环节的高

2008年 ,生产环 节、经营环 节饲料中违禁添

加物监测样 品的合格率 分别 98. 6%和 93. 5%。

这说明通过工厂化生产加入违禁药物的可能性较

在经营环节中人工加入的可能性稍大 。但其不合

格样品批次少 ,其统计分析意义不大 。

②猪 、禽饲料违禁添加物样品监测的合 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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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水产饲料的高

在 2008年的监测中 ,猪 、禽饲料与水 产饲料

违禁添 加物监测 样品的 合格率分别 100. 0%和

87. 0%。这说明在水产饲料中添加喹乙醇等违禁

药物较在猪饲料中添加盐酸克伦特罗和在禽饲料

中添加苏丹红等违禁药物的可能性大 。其原因可

能与新建的水产饲料厂家较多 ,对政策的掌握不

够有关 。

③关于蛋白精等的检测

众所周知 ,蛋 白精的 添加要 在 500mg/kg以

上才有一点实际意义 。因此 ,低含量的蛋白精多

是由原料污染和辅料造成的 ,但也不能完全排除

人为添加的可能 ,特别是在蛋白原料大幅上涨的

今天 ,添加蛋白精的可能性在增大 。其他违禁添

加物均不如瘦肉精与蛋白精等集中 。

2007年对湖南省饲料中 蛋白 精的检测结果

显示 ,高浓度的阳性样品十分少见 ,而较低浓度的

阳性样品的检出率较高 。2008年检测的 7个样

品当中 ,也有一例阳性样品 。由此可见 ,这一工作

还需继续进行 。

2. 2. 3　牛 、羊饲料质量安全监测情况的比较分析

①生产环节牛饲料的合格率较使用环节的合

格率低

不同于猪 、禽 、鱼饲料质量安全监测 ,经营与

使用环节反刍动物饲料牛 、羊源性成分监测样品

的合格率反而比生产环节的合格率略高。但不合

格样品的总批次少 ,其可比性不大 ,且在生产环节

和使用环节的阳性样品都可能与牛的皮屑与分泌

物对饲料的污染有关 。

2008年 ,反刍动物 饲料中牛 、羊源性成分例

行监测样品的合格率为 100% ,但不能对各个环

节样品做出有意义 的统计 。而在 2003 - 2007年

反刍动物饲料牛、羊源性成分例行监测中 ,使用环

节样品的合格率为 99. 5%,比生产环节样品的合

格率 (95. 6%)高 3. 9个百分点 。在 2003 - 2007

年检出的使用环节中的 14个不合样品中 ,只有 2

个是养殖场的自配样 ,仅占总不合格样 品的 14.

3%,而生产厂家的饲料样品的不合格数为 12个 ,

占总不合格数的 85. 7% ,差异显著 。这可能是因

为养殖者一般没有添加含牛 、羊源性成分原料的

意识及购销渠道。

然而 ,湖南省境内 牛 、羊 饲料的生 产厂家较

少 ,进入湖南的外省厂家也不多 ,样品监测的可比

性不大 。监测的饲料样品量虽不少 ,但部分厂家

样品的重复性较高 ,其统计意义也不大。养殖环

节的样品量也不少 ,但也没有较高的统计分析意

义 。被监测经营企业与监测的样数则都较少 ,未

列入统计分析 。

②进口动物性饲料牛 、羊源性成分检出 率较

国产的低

在 2003 - 2007年 ,进口动物性饲料牛 、羊源

性成分检出率较国产的低 ,前者 5年的平均检出

率为 1. 75%,而后者 为 3. 8%。这一现象有 些出

乎意料 ,但其抽样量不大 ,其统计分析意义也不

大 。同样 ,2008年的监测结果在此也无统计分析

意义 。

此外 ,在 2008年反刍动物饲料中牛羊源性成

分例行监测中 ,精料补充料 、配合料与自配料的合

格率都是 100%,没有对比分析意义 。

3　对发展畜牧水产养殖业的几点粗浅看

法与设想

3. 1　消除不利因素 ,把握发展机遇

影响养殖业发展的因素很多 ,其中主要 有价

格 、政策 、养殖病害及资源等 。与其他任何产业一

样 ,赢利是所有养 殖业从业者的主要目的之一 。

养殖成本增高和产品销售价格下降 ,都会导致养

殖者减少养殖规模或转产 ,继而造成市场供应量

缩减 ,养殖产品 价格上浮 。从 理论上讲 ,经过长

期 、反复的市场调节后 ,养殖产品及相关产品的价

格都会逐渐趋于合理 ,市场的供需逐渐趋于平衡 。

产品的价格与产供销平衡除受市场因素影响外 ,

还受国家 、地方与行业政策和一些人为因素的影

响 。如目前肉价的迅速攀高 ,就不是简单的供需

平衡矛盾所致 。

此外 ,重大动物疫病可对养殖业造成毁 灭性

的打击 ,更是一个变数大和不能忽视的因素 。而

生猪 、家禽与鱼类的养殖受粮食生产的产量与价

格及其饲料的质量与价格的影响也很大 。就行业

自身而言 ,只能是加强饲料与畜禽水产品的质量

安全监测与病害防治工作 ,提高饲料产品质量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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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优势养殖品种 ,提高养殖产量与养殖效益 。饲

料与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虽不是畜牧业监管工作

的全部 ,但对畜牧业的发展仍至关重要 。

目前 ,国家对养猪业出台了大量的扶持政策 ,

市场有所回暖 ,但肉价仍在高位震荡之中 。禽蛋

与水产品的生产与价格已在逐渐回升 。而由于牛

奶的价格甚至还不如矿泉水 ,其市场比价远低于

猪肉与家禽等 。较大的价格反差使奶牛养殖的相

对利润进一步下滑 ,杀牛卖牛的现象已时有发生 ,

养殖业中顾此失彼的问题已初露端倪 。草食动物

的发展主要是与牧草资源相关联 ,牧草资源丰富 ,

其饲料的需求量少 ,养殖成本低 。反之 ,其综合效

益反而不如水产养殖和猪、禽的养殖 。因此 ,对上

述影响因素必须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通过有一

个更灵活 、合理的市场调节 、约束与激励机制 。必

须重视和限制其不利因 ,及时消除不利因素的影

响 ,把握好时代的发展机遇 ,促进畜牧水产养殖业

的迅速发展 。

3. 2　理顺产业关系 ,协调产业发展

由于各环节的经营与管理模式和对市场控制

方式与力度的不同 ,饲料原料供应商 、饲料生产厂

家 、养殖户和屠夫或零售商在养殖业的低谷与高

潮中的利润率增减完全不同 。不管养殖业如何萧

条 ,屠夫与原料供应商的利益一般不会受到太大

的影响 ,甚至还会高于其正常时期 。而养殖户与

饲料生产厂的利益损失则首当其冲 。在养殖业的

黄金时期 ,获利最大的并不是养殖户与饲料厂家 。

由于肉食销售市场的垄断程度相当高 ,肉食品的

市场零售价格几乎是不变。销售商通常在猪源不

足时肆意抬高肉价 ,使肉价涨幅高于生猪收购价

涨幅 ,以保证其自身的销售利润不降反增或不变 。

而在猪源过剩时 ,销售商会借机打压生猪收购价 ,

使生猪收购价的跌幅高于肉价的跌幅 ,仍保证销

售利润有增不减或不变 。另外饲料原料商对市场

的控制力也大 ,当生猪存栏量与饲料需求量减少

时 ,他们可通过统一提价来弥补由原料销量减少

所致的利润缺口。

这样一来 ,养殖业中的黄金筹码和市 场风险

往往都集中到个别环节上 。反复的 、大幅度的价

格波动对畜牧水产养殖业者的信心打击很大 ,利

益分配不公对养殖业的持续 、稳定发展更为不利 。

而目前政府的补贴政策只能带来一时之效 ,且其

杠杆作用也有限 ,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市场格局。

因此 ,在现在的养殖业中 ,一方面要打破产业

链中一些环节的市场垄断 ,理顺物价运行机制 ;另

一方则是要在一些环节中真正发挥行业协会的协

调作用 。只有这些关系正常了 ,各环节之间的利

润分配才能趋于合理 ,各生产环节才能平衡 、协调

和持续发展 。

3. 3　建立预警调控机制 ,科学发展畜牧水产

养殖业的发展有一个时间周期性 ,存在 市场

反应的惯性和滞后性 ,不能等到肉价大幅下跌或

攀升后才采取补救与调节措施 。因此 ,为保护养

殖者的正常利益和积极性 ,保证畜产品的有效供

应 ,维持畜产品的均衡上市 ,防止大幅度的价格波

动对养殖业与消费市场造成大的冲击 ,有必要建

立一套切实可行的预警机制 。其内容大致包括以

下三个方面 。

①研究 、建立前瞻性的养殖业预警数学模型 。

如以生猪及肉食品价格 、饲料与饲料原料价格和

母猪的存栏数及重大动物疫病等作为生猪养殖预

警参数 ,并据此绘制出相关曲线 ,建立数学模型 ,

确立预警与控制点 。当这些参数发生显著变化 ,

突破其理论受控指数 ,即预警点时 ,就提示养殖主

管部门及养殖业者需采取相应的措施 。

②在养殖业相关网站建立养殖业预警调查信

息反馈与采集窗口 ,由各相关业务主管部门 、专兼

职信息员及广大养殖业主收集和提交有关养殖情

况 ,通过计算机网络将在这些情况与数据传送、汇

集到数据接收 、处理中心 ,然后得出可供业务主管

部门进行决策的图表与数据 。

③业务主管部门根据计算机网络资料 、终端

处理结果及市场需要做出相应的决策和指令 ,并

采取必要的产业调整措施 ,为广大养殖户提供切

实可行的指导 、参考与支持 。同时 ,养殖业者也可

直接将网络汇集和提示的情况作为自己判断与决

策的参考 。

3. 4　落实措施 ,强化监管 ,促进畜牧水产养殖业

持续发展

近几年来 ,畜禽产品的质量安全事故连 续不

断 ,毛蚶事件 、多宝鱼事件 、孔雀石绿与氯霉素事

件以及瘦肉精引发食物中毒等 ,给人们的消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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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出口创汇均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一些

地方 ,部分饲料生产厂家与经销商对饲料与畜产

品质量安全监督意义的认识还不足 ,甚至还有一

定的抵触情绪 。部分养殖户的质 量安全意识淡

薄 ,对有毒有害物质的辨别能力也有限 。因此 ,应

继续加 强宣 传 教 育 工 作 ,强 化 法制 观 念 , 严格

执法 。

当前饲料质量安全问题的主要特点是饲料经

营环节中饲料样品的合格率较低 ,因此要加大对

饲料生产环节监测的力度 ,不让不合格的饲料出

厂 。同时 ,也要加强对饲料经营环节的监测力度 ,

禁止经销商经销不合格饲料产品 。

总之 ,饲料及畜产品的质量安全监测工 作任

重而道远 ,必须大力加强 。必须落实好其质量安

全监测工作的各项政策与措施 ,切实搞好饲料与

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 ,为畜牧水产养殖

业保驾护航 ,为促进畜牧水产养殖业的持续发展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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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以饲料质量检测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 、

行业标准和一些地方标准为基础所编写 。全书

共分十章 ,主要包括 :饲料分析基础知识 ,饲料中

常规成分分析 ,饲料中矿物质、微量元素成分分

析 ,饲料中氨基酸的分析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

校作为教材使用 ,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

为参考用书使用 。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手册 》的编者都是我

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领域的专家 。全书编写

注重检验检测方法的系统性 、多元性 、先进性、时

效性和代表性 ,涉及的检测方法适合农产品质量

控制 、收购等现场快速检测和国家 、部门 、科研院

所和高等院校专业性实验室的精确测定 。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手 册 》的出 版 ,将对

提高我国全民的农产品安全意识 ,以及农产品质

量安全水平起到推动作用 ,对促进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大的现

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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