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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制定背景及任务来源 

1. 标准制定背景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观念的更新，日常肉食已经向高蛋白、低脂肪的动

物食品方向转化。羊肉瘦肉多、脂肪少、肉质鲜嫩、易消化、膻味小、胆固醇含量低，

是颇受消费正欢迎的“绿色”产品，而且肉羊产业具有出栏早、周转快、投资少的突出

特点。目前，养羊业已经成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主要

产业之一，在畜牧业乃至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目前，在肉羊养殖业比较发达国家多采用全混合日粮（Total Mixed Ration，TMR）

的饲养方式，不仅可以提高肉羊的增重效果，而且，可以有效利用非粮型饲料资源，降

低饲养成本。研究发现，常规的 TMR 调制方式由于水分含量高，在生产后的 12 小时内

就开始发热、进而发生好氧变质。好氧变质不仅降低饲料的营养价值，造成严重的浪费，

而且会降低适口性和饲料干物质采食量，引起生产性能下降；同时，由于霉菌等微生物

活动会产生一些有害的代谢产物，进而影响肉羊健康、降低生产性能，甚至可能造成死

亡，对肉羊养殖业的健康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针对这一现状，标准建议单位成功研制并推广应用了发酵全混合日粮生产和利用技

术。发酵全混合日粮融合了 TMR 技术和青贮发酵技术，根据家畜不同生产阶段的营养

需要和饲料原料的营养价值，设计科学合理的日粮配方，通过专用的搅拌机械将所需原

料进行切割、混合搅拌，利用高密度成型、拉伸膜裹包，通过乳酸菌发酵制成一种营养

平衡的发酵饲料。和传统 TMR 相比，这样的保存方式有可长期保存、提高适口性、改

善肉羊瘤胃环境等诸多优点。而且，配送到牧场后，可直接开包饲喂，既可以省去 TMR

的设备成本和制作成本，又可以更加自由的安排人力物力，可谓是一举多得。 

但是目前在我国，由于没有相关国家或行业标准作为依据，各个地区无法对发酵全

混合日粮进行统一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发酵全混合日粮的品质难以统一，影响了

发酵全混合日粮的利用及推广。因此迫切需要有相应的规程来正确指导生产，从而保证

肉羊用发酵全混合日粮的质量。 

在此背景下，项目组根据近些年来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TMR 发酵过程中微

生物种群演替规律及有氧稳定性机理研究”、国家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现代奶业中非粮

型饲料调制及高效利用研究”、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优质牧草资源开发与多元化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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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优质饲草供给及草畜种养循

环关键技术研发”的研究成果，制定了“肉羊用发酵全混合日粮生产技术规程”。 

2. 任务来源 

2017 年 12 月北京华夏草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获得国家标准委团体标准制定资

格。2018 年 1 月发布《北京华夏草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建议

书》，确定编制联盟团体标准“发酵全混合日粮生产技术规程”。由中国农业大学主持，

于 2019 年 6 月底完成该标准的制定任务。 

二、主要工作过程 

经过半年多的资料收集、实验检测和技术分析、讨论、起草初稿，预评审及修改，

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工作过程简述如下： 

1. 收集文献资料及国内外相关发酵全混合日粮技术标准 

文献资料是起草标准的基础。为了做好此标准的起草工作，标准起草小组广泛收集

了国内外发酵全混合日粮的相关资料，并认真整理并总结发酵全混合日粮的研究成果。

目前，发酵全混合日粮的调制和利用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以色列、韩国、中国和泰国

等亚洲国家，内容包括发酵全混合日粮原料选择、加工设备、调制工艺，以及贮藏过程

中的营养成分的变化和微生物种群演替等基础理论的研究。目前，除 2010 年日本生态

饲料利用促进会出版了一部“利用非粮型饲料原料生产 TMR 饲料指南”外，其他国家

（地区）尚未制定相应的技术的标准。 

2. 讨论确定标准适用范围及主要调制技术指标 

适用范围。此标准最初起草时将将适用范围定为奶牛、肉牛和肉羊。预审时，专家

组认为，考虑到近年来肉牛和肉羊规模化养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有必要分别制定奶牛、

肉牛和肉羊专用的发酵全混合日粮生产技术规程，并将标题确定为“肉羊用发酵全混合

日粮生产技术规程”。 

调制技术标准。根据生产实践理论与整理的科研成果资料确定。发酵全混合日粮生

产技术包括原料的选择、原料的饲料成分分析、原料的卫生质量监测、加工设备、调制

工艺、运输、贮藏、产品品质检测等。饲料的选择、原料的成分和卫生状况直接影响到

产品的质量和企业效益；加工设备的选择关系到能耗及企业的效益；调制工艺、贮藏、

产品品质直接影响产品质量，而产品质量最终决定了家畜的生产性能和健康状况，进而

影响到人类的健康。为了提高家畜的生产性能必须对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进行标准化的

规范和管理，从饲料的源头开始保证畜产品安全。 

3. 获得基础数据确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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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定发酵全混合日粮加工、贮藏、运输和利用的各项指标数据，标准起草小组

调查和分析了国内外科研院校、企业的相关试验以及文献资料，并结合标准起草小组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TMR 发酵过程中微生物种群演替规律及有氧稳定性机理研究”、

国家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现代奶业中非粮型饲料调制及高效利用研究”、国家科技支撑

项目“优质牧草资源开发与多元化草产品加工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国家重

点研发项目“优质饲草供给及草畜种养循环关键技术研发”的研究成果，为标准的最终

制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依据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我们始终遵循密切联系生产实践，确保标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可操作性，坚持促进行业规范发展的基本原则。根据反刍家畜用饲料的特点，结合各地

区饲料资源状况，针对我国发酵全混合日粮的原料、加工设备、调制加工工艺、贮藏方

式、运输、贮藏管理等技术提出要求，形成本标准中的技术内容和指标。将标准的适用

范围确定为“肉羊用发酵全混合日粮的生产”。 

1. 原料 

发酵全混合日粮是根据家畜不同生产阶段的营养需要和饲料原料的营养价值，设计

科学合理的日粮配方，通过专用的搅拌机械将所需原料进行切割、混合搅拌，并采用高

密度成型、拉伸膜裹包等技术，经过乳酸菌发酵而调制成的营养平衡日粮。根据我国地

域性饲料资源的不同特点，为了开发饲料资源，降低饲料成本，在原料的选择上尽可能

的利用当地的饲料资源，特别是非粮型饲料资源。不同来源、不同种类的饲料其成分变

化范围不同，为了确保发酵全混合日粮的质量，需要对饲料原料的水分、粗蛋白、中性

洗涤纤维（NDF）、酸性洗涤纤维（ADF）、粗灰分、钙和总磷等成分进行检测，并根

据不同原料确定不同的检测频度。同时，从饲料卫生质量安全出发，需要对饲料原料进

行卫生方面的检测，以确保发酵全混合日粮源头的安全。 

2. 加工机械选择 

根据不同生产规模和生产条件，配制合适的加工机械，不仅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而

且可以节约能源消耗，降低饲料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目前，混合设备（TMR 搅

拌机）种类较多，既有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也有国外大型专用机械制造商的产品；

有移动式的，也有固定式的；有大容量的，也有小容量的。因此，需要根据企业自身的

生产规模选择适当的设备。针对干草、秸秆等粗饲料，要选择合适的切断、揉切或粉碎

设备；针对玉米等精饲料需要选择合适的压扁或粉碎设备；同时，针对裹包型发酵全混

合日粮需要选择合适的专用打捆和裹膜机械，以确保产品的密度和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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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制技术 

为了保证发酵全混合日粮的质量，降低混合机械的磨损，在进行加工之前，一般需

要对原料进行预加工处理，如切断、粉碎或压扁等。为了确保产品中各种营养成分的含

量，需要准确计量各种原料的重量，并根据原料的比重大小安排相应的投入顺序，确保

混合的均匀度。一般来说，对于卧式 TMR 搅拌机械，原料投放顺序为：精饲料、维生

素和矿物质等补充料、干草、青贮、糟渣类；而对于立式 TMR 搅拌机，原料的投放顺

序为：干草、青贮、糟渣类、精料、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补充料。为了保证发酵质量、便

于运输，需要对搅拌后的材料进行打捆处理，打捆后的密度一般应在 650kg/m³以上。

打捆后需要立即裹包，可以根据贮藏时间、贮藏方式以及运输距离等综合平衡后进行选

择。环境温度直接影响到发酵速度，为了确保产品的发酵质量，一般来说，冬春温度较

低的季节需要 4-5 周的发酵时间，而夏秋温度较高的季节发酵 2-3 周即可开封饲喂。 

4. 运输 

为了确保饲料卫生安全，发酵全混合日粮进行运输时，必须保证运输工具的清洁、

干净，严禁产品与有害、有毒、有异味和其他易污染物品混运。同时为了防止疫病传播，

应加强对运输车辆及容器的彻底消毒。运输时应注意保持包膜的完整，防止运输过程中

发生破损从而导致发酵全混合日粮变质。  

5. 贮藏 

发酵全混合日粮的贮藏参考裹包青贮的贮藏方法，并根据发酵全混合日粮的自身特

点，确定科学的贮藏方法，即贮藏场所应保持清洁、干燥，避免日光直射，堆放高度不

超过 3层。严防践踏、老鼠和鸟的侵害，及时修补漏洞，防雨水浸泡，冬季注意防冻。 

四、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根据我国发酵全混合日粮调制和利用实际而制定，没有引用国际标准。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该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无冲突，并保证了对该标准最新版本的引用。 

六、其他应予说明的事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