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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的饲料工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是一个新兴行业。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饲料工业体系，在技术上大大缩
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农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以及养殖业的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目前饲料工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产业，中国的饲料生产规模也跃居世界第二位。
我国养殖业正处在以农家散养为主导的传统养殖方式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现代化养殖方式转
变的关键时期。
广大农区积极推行适度规模化、集约化饲养，牧区和半农半牧区推广舍饲和半舍饲养殖。
根据《饲料工业“十一五”规划》，2010年我国配合饲料产量将达到9500万t，浓缩饲料产量3000万t，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量600万t。
这些为饲料业的发展将创造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进入21世纪以来，“饲料安全即食品安全”已在世界范围达成共识。
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城乡居民正向更加富裕的生活迈进，人民对食品的需求，
已从量的保障转为质的提高，营养、保健型食品成为发展趋势，相应地对饲料需求更加着重营养、安
全、可靠等。
为确保饲料产品质量，维护人类健康、提高畜产品出口量，饲料工业的发展将由偏重产量增长向产量
、质量并重的方向转变。
加强饲料质量和饲料安全的监管，维护食品安全，将是今后长期重要的工作。
饲料分析与检测是控制饲料生产质量和保证饲料安全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一项重要的技术措施。
因而，饲料分析与检测是畜牧兽医类专业的主干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饲料分析与检测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提高职
业素养，为未来成为饲料行业优秀的饲料检验化验员做好知识和能力上的准备。
本教材的特点是：紧扣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应用型高级技术专门人才”的目标，以能力培养为本位，
注重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和实践能力；密切联系饲料生产实际，注意与国家制定的饲料检验化验员职
业资格标准相适应，突出实用性、适用性和实效性；注重选取饲料分析与检测方法的最新国家标准，
以适应饲料分析与检测技术的更新与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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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应用型高级技术专门人才”的目标，以能力培养为本位，并参照饲料行
业的饲料检验化验员国家职业标准而编写的。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饲料样本的采集、制备和保存，饲料的简易鉴定，饲料常规成分、矿物质元素、
维生素、氨基酸、饲料卫生指标、饲料中微生物、配合饲料加工质量指标分析与检测，饲料检验设计
和质量管理。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注重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和实践能力，密切联系饲料生产实际，突出实用性、适
用性和实效性；注重选取饲料分析与检测方法的最新国家标准，以适应饲料分析与检测技术的更新与
发展需要。
    本书适用于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畜牧兽医类专业及相关专业，也可作为饲料检验化验员职业培训教材
和饲料分析与检测生产一线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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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饲料样品的采集、制备与保存　　第二节　分析样品的制备　　分析样品的制备是指把
采集到样品进行分取、粉碎及混匀的过程。
其目的在于保证样品的均匀性，从而在分析时取任何部分都能充分代表待测饲料的品质。
样品的制备分为风干样品的制备和半干样品的制备。
　　一、风干样品的制备　　饲料中水分有3种存在形式，游离水（单独存在于饲料中）、吸附水（
吸附在蛋白质、淀粉及细胞膜上的水）和结合水（与糖和盐结合的水）。
风干样品是指饲料样品中不含游离水、只含有少量吸附水、且吸附水的含量在15％以下的样品。
此类饲料包括籽实、糠麸、油饼、干草、鱼粉、乳粉、肉骨粉、蒿秆和血粉等。
　　1.样品的缩分　　将采集到的份样充分混合得总份样，将总份样用“四分法”缩分，从而获得够3
～4份实验室样本的缩分样。
将缩分样分成3～4份，其中的一份用来制备分析样品。
　　2.样品的粉碎　　缩分后的样品，应根据不同的测定项目选择适当的粉碎设备。
常用的粉碎设备有植物样品粉碎机（图2—11）和高速粉碎机（图2—12）。
植物样本粉碎机易清洗，不会过热及使水分发生明显变化，能使样品经研磨后完全通过适当筛孔的筛
。
高速粉碎机粉碎效率较高。
对于常规分析项目，可采用植物样本粉碎机粉碎，如需测定氨基酸和矿物质等项目，应采用高速粉碎
机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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