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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办公厅文件

农办牧!!"#$"% 号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 年饲料质量安全

管理规范示范企业验收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 治 区#直 辖 市 畜 牧$农 业#农 牧% 厅#委#局#办&饲 料 工 作

$工业%办公室'

为贯彻落实(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依法推进饲料质

量安全管理规范&树立饲料企业质量安全管理标杆&!"#$ 年我部将

继续组织开展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示范企业$以下简称*示范

企业+%验收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验收工作自 !"#$ 年 & 月 # 日启动&#! 月 &# 日截止, 具体验

收时间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饲料管理部门$以下简称*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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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申报情况确定,

二!验收程序

示范企业验收遵循企业自愿原则&由饲料生产企业向所在地

省级管理部门提出验收申请&经省级管理部门初审合格后&向我部

畜牧业司提出验收申请, 我部畜牧业司收到申请后&组织成立专

家组开展现场验收工作&核查专家组意见及验收工作报告&确定示

范企业并予公布,

三!有关要求

$一%省级管理部门申报时&应充分考虑示范企业代表性&避

免示范企业集中在某个地区或某个企业集团, 每省每批申请验收

的企业数量不超过 ' 家&每年申请验收的批次不超过 ! 批, 省级

管理部门应从严把关&参照示范企业现场验收工作要求和流程$附

件 #%以及示范企业现场验收表$附件 !%组织开展初审工作,

$二%专家组应严格按照示范企业现场验收工作要求和流程

$附件 #%开展工作&遵守验收纪律&认真填写示范企业现场验收表

$附件 !%.并于验收结束后 #" 个工作日内&将示范企业现场验收

表及验收工作报告报农业部畜牧业司饲料处&抄送全国畜牧总站#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饲料行业指导处,

示范企业验收组织工作由农业部畜牧业司负责&全国畜牧总

站#中国饲料工业协会配合&所需经费由饲料质量安全监管专项经

费列支, 验收工作中如有问题&请与畜牧业司#全国畜牧总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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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饲料工业协会相关处室联系,

联系人'李大鹏(电话 "#")$*#*&&"+($*#*!%'%$传真%

胡广东(电话 "#")$*#*'$%!($*#*'$*#$传真%

附件'#,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示范企业现场验收工作要求

和流程

!,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示范企业现场验收表

农业部办公厅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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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示范企业现场验收

工作要求和流程

一!通知与准备

农业部畜牧业司收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饲料管理部门$以

下简称*省级管理部门+%验收申请后&组织成立专家组#确定验收

时间&并于验收工作开始 $ 个工作日前&通知省级管理部门,

省级管理部门收到通知后&应指定专人配合验收工作&准备企

业生产许可证申报材料#生产许可证年度备案表#委托生产备案

表#饲料工业统计报表等相关资料&通知企业做好准备工作并协助

专家组拟定验收行程,

企业应做好验收准备工作&确保企业负责人&技术#生产#质

量#采购#销售部门负责人&检验化验员等特有工种人员及相关人

员到场配合.收集整理相关部门负责人学历证书或职称证书#特有

工种人员职业资格证书&(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 $以下简称*规

范+%规定的管理制度#工艺文件#质量标准#操作规程#记录#档案

等文件&以及受委托检测机构的计量认证或实验室认可证书及附

表复印件等材料.验收过程中&企业所有生产设备设施#检验设备

设施和辅助设施应处于开机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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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场验收

每个企业验收时间不少于 + 个小时&验收流程如下'

$一%首次会议

参加人员'专家组全体成员#地方饲料管理部门人员#企业负

责人以及技术#生产#质量#采购#销售部门负责人,

会议内容'专家组组长介绍专家组成员及验收工作流程&承诺

保密义务&提出验收要求, 企业负责人介绍企业人员以及本企业

规范实施工作,

$二%现场验收

专家组按照(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示范企业现场验收表)

$以下简称*现场验收表+%&全面检查企业执行规范的情况, 验收

方式包括现场察看厂区#生产车间#原料库#成品库#化验室&询问

管理#技术#操作人员&查阅省级饲料管理部门以及企业提供的相

关文件与记录等,

现场验收过程中&专家组除在现场验收表中进行记录外&对于

发现的问题#存在争议事项以及验收中发现的其他违法违规情况&

应当留取必要的文字#影像资料,

$三%验收评议

专家组成员对验收情况进行讨论&汇总后形成综合评价意见&

并在现场验收表上签字,

$四%末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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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人员'同首次会议,

会议内容'专家组组长向企业通报验收的总体情况以及发现

的问题&宣布综合评价意见.对于企业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和建议, 省级管理部门和企业分别对验收工作提出意见, 如企业

对专家组指出的问题存在不同意见&企业人员可以做出解释或说

明&必要时专家组应进一步核实,

三!后续工作

$一% 验 收 结 束 后&省 级 管 理 部 门 和 企 业 复 印 留 存 现 场 验

收表,

$二%专家组应当在现场验收工作结束后 #" 个工作日内&将现

场验收表及验收工作报告报畜牧业司, 验收工作报告应包括验收

的总体情况&发现的问题和推荐建议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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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示范企业现场验收表

企 业 名 称：

生产许可证号：

生 产 地 址：

企业法定代表人：

企业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产 品 类 别： 浓缩饲料（畜禽□ 水产□ 反刍□ 幼畜禽□ 种畜禽□

水产育苗□ 宠物□ 特种动物□)

配合饲料（畜禽□ 水产□ 反刍□ 幼畜禽□ 种畜禽□

水产育苗□ 宠物□ 特种动物□)

精料补充料(反刍动物□ 其他□ )

复合预混合饲料 （畜禽水产□反刍动物□)（固态□液态□）

微量元素预混合饲料(畜禽水产□反刍动物□)(固态□液态□）

维生素预混合饲料(畜禽水产□ 反刍动物□)（固态□液态□）

日 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一、本表适用于申请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示范企业的现场验收。

二、现场验收专家组成员应当熟悉验收内容、验收方法与验收标准，

明确验收任务分工。

三、本表由验收专家组负责填写。应当使用蓝色或黑色签字笔填写，

字迹工整，不得随意涂改。现场验收结束后，本表由农业部存档。省级饲

料管理部门和企业可以复制留存。

四、在验收过程中，除本表规定的验收内容外，若企业存在其他问题，

应在总体评价中做出具体说明。

五、验收结果判定

验收专家根据验收细目的符合程度，在表 2“验收结果”“分值(0-10

分)”一栏中标注具体分数，分数为整数。若存在不涉及细目在“不涉及”

一栏中标注“1”。

六、评价结果

评价结果按以下方式计算：

每个细目满分为 10 分。完全符合为 10 分；基本符合为 6-9 分；不符

合 0-5 分；不涉及细目不计分。公式计算如下：

A=(Z/(∑-B))×10

A—评价分数;

Z—总分数；

∑—细目总数；

B —不涉及细目总数。

计算结果：评价分数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七、验收结论

1.评价分数大于等于 90 分（A≥90）的通过现场验收，90 分以下的未

通过。

2.在验收过程中，如企业在原料采购与管理、生产过程控制、产品质

量控制等重要评价项目中存在重大缺陷的，可确定为未通过现场验收。

3.在验收过程中，如企业不符合生产许可条件要求或存在其他违法违

规行为的，可确定为未通过现场验收。



表 1 现场验收专家组成员及现场验收意见

姓 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签字

现场

验收

专家

组人

员组

成

姓 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签字

地方

饲料

管理

部门

人员

细目总数

（个）

不涉及项

（个）
总分数 评价分数验收

细目

统计 110



总体评价

现场验收结论

通过现场验收□

未通过现场验收□

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验收

企业意见

□同意现场验收结论

□不同意现场验收结论，具体理由如下：

企业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表 2

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示范企业现场验收细目表

一、原料采购与管理

验收结果
验收

内容
验收方法 验收项目 验收细目及标准 存在问题 分值

(0-10 分)
不涉

及

供应商评价和

再评价制度

1.有供应商评价和再评价制度。

供应商评价和再评价制度应当规定供应商评价及

再评价流程、评价内容、评价标准、评价记录等

内容。

制度内容应当完整、合理，符合企业生产实际，

具有可操作性并有效实施。

(一)

原料

供应商

评价

1.询问企业相关人员如何进行供

应商评价。

2.查阅企业的原料供应商评价和

再评价制度、供应商评价记录、

合格供应商名录。

3.抽查库存原料或出入库记录对

供应商评价和再评价制度执行

情况进行对照检查。 原料供应商

评价记录

2.有原料供应商（原料生产企业）评价记录。

从原料生产企业采购的，供应商评价记录应当包

括生产企业名称及生产地址、联系方式、许可证

明文件编号（评价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

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浓缩饲料生产

企业时填写)、原料通用名称及商品名称、评价内

容、评价结论、评价日期、评价人等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评价内容和评

价结论符合评价制度的规定。



3.有原料供应商（原料经销商）评价记录。

从原料经销商采购的，供应商评价记录应当包括

经销商名称及注册地址、联系方式、营业执照注

册号、原料通用名称及商品名称、评价内容、评

价结论、评价日期、评价人等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评价内容和评

价结论符合评价制度的规定。

4.企业统一采购原料供分支机构使用的，分支机

构除了本企业的供应商评价记录之外，还应当复

制、保存总公司提供的相应的供应商评价记录。

供应商评价记录的要求同第 2 和（或）3 款。

5.有合格供应商名录。

合格供应商名录应当包括供应商的名称、原料通

用名称及商品名称、许可证明文件编号（供应商

为单一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

加剂预混合饲料、浓缩饲料生产企业时填写）、

评价日期等信息。

名录信息应当齐全、客观、完整、真实。

合格供应商名录

6.企业统一采购原料供分支机构使用的，分支机

构除了本企业的合格供应商名录之外，还应当复

制、保存总公司提供的相应的合格供应商名录。

合格供应商名录的要求同第 5 款。

人员素质 7.相关人员应当熟悉饲料法律法规、规范要求及

业务流程。



原料采购验收

制度

8.有原料采购验收制度。

原料采购验收制度应当规定采购验收流程、查验

要求、检验要求、原料验收标准、不合格原料处

置、查验记录等内容。

制度内容应当完整、合理，符合企业生产实际，

具有可操作性并有效实施。

原料验收标准 9.建立原料验收标准，并涵盖所有使用的原料。

原料验收标准应当规定原料的通用名称、主成分

指标验收值、卫生指标验收值等内容，卫生指标

验收值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行业标准

的规定。

（二）

原料验收

与查验

检验

1.查阅原料采购验收制度和原料

验收标准。

2.询问企业相关人员是否在制定

原料验收标准过程中考虑原料

中相关的风险因素。

3.询问企业人员查验和检验的具

体内容。

4.对于实施行政许可或注册管理

的国产(进口)原料，抽查原料查

验记录。对于不需行政许可的原

料，查阅原料供应商提供的质量

检验报告是或自行检验结果或

委托检验报告，抽取库存原料或

出入库记录进行对照检查。

5.抽查原料的主要卫生指标定期

检测结果及原料安全性评价报

告。委托检测的，查看受委托检

测机构的计量认证或实验室认

可证书及附表复印件。

国产原料查验 10.企业采购实施行政许可的国产单一饲料、饲料

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浓缩饲料的，应当逐批查验许可证明文件编号和

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

无许可证明文件编号和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的，

或者经查验许可证明文件编号不实的，不得接收、

使用。

有原料查验记录。

原料查验记录应当包括原料通用名称、生产企业、

生产日期、查验内容、查验结果、查验人等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进口原料查验 11.企业采购实施登记或者注册管理的进口单一

饲料、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

混合饲料、浓缩饲料的，应当逐批查验进口许可

证明文件编号。

无进口许可证明文件编号的，或者经查验进口许

可证明文件编号不实的，不得接收、使用。

有原料查验记录。

查验记录应当包括原料通用名称、生产企业、生

产日期、查验内容、查验结果、查验人等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12.企业采购不需行政许可的原料的，应当依据原

料验收标准逐批查验供应商提供的该批原料的质

量检验报告。

不符合原料验收标准的，不得接收、使用。

企业应当保存原料质量检验报告、自行检验结果、

委托检验报告。

有关信息应当完整、真实。

原料质量检验

13.无质量检验报告的，企业应当逐批对原料的主

成分指标进行自行检验或者委托检验。

不符合原料验收标准的，不得接收、使用。

企业应当保存原料质量检验报告、自行检验结果、

委托检验报告。

有关信息应当完整、真实。



原料安全控制 14.企业应当每 3 个月至少选择 5 种原料，自行或

者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对其主要卫生指标进行检

测，根据检测结果进行原料安全性评价，保存检

测结果和评价报告。

有关信息应当完整、真实。

实施委托检测的，有委托检测机构的计量认证或

实验室认可证书及附表复印件。

人员素质 15.相关人员应当熟悉饲料法律法规、规范要求及

业务流程。

（三）

原料进货

台账

查阅原料进货台账，与原料出入

库记录进行对照检查。

原料进货台账 16.有原料进货台账。

原料进货台账应当包括原料通用名称及商品名

称、生产企业或者供货者名称、联系方式、产地、

数量、生产日期、保质期、查验或者检验信息、

进货日期、经办人等信息。

台账信息应完整、真实。

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 2 年。

（四）

原料仓储

管理

1.查阅原料仓储管理制度、出入

库记录、长期库存原料质量监控

制度。

2.询问企业相关人员如何制定库

位规划以及长期库存原料如何

监控，抽查监控记录。

原料仓储管理

制度

17.有原料仓储管理制度。

原料仓储管理制度应当规定库位规划、堆放方式、

垛位标识、库房盘点、环境要求、虫鼠防范、库

房安全、出入库记录等内容。

制度内容应当完整、合理，符合企业生产实际，

具有可操作性并有效实施。



原料出入库记录 18.有原料出入库记录。

原料出入库记录应当包括原料名称、包装规格、

生产日期、供应商简称或者代码、入库数量和日

期、出库数量和日期、库存数量、保管人等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原料垛位标识卡 19.有原料垛位标识卡。

原料垛位标识卡应当标明原料名称、供应商简称

或者代码、垛位总量、已用数量、检验状态等信

息。

标识卡上记录的信息应完整、清晰。

原料现场管理

情况

20.原料仓储应做到“一垛一卡”。原料库应当保

持通风干燥，垛位间距、垛高、堆放方式合理，

并明确标识。

库房内不应堆放与生产无关的原料和其他物品。

原料库现场干净整洁。

3.查看大宗原料库、热敏原料库、

危险化学品库和药物饲料添加

剂库的现场管理情况。

4.检查原料的垛位标识卡。

热敏原料管理 21.维生素、微生物和酶制剂等热敏物质的贮存温

度符合标签上的贮存要求，有满足要求的温度监

控设施。

原料应当分类整齐码放、有明确标识。

现场干净整洁。



热敏原料温度

监控

22.有温度监控记录。

温度监控记录应包括设定温度、实际温度、监控

时间、记录人等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监控中发现实际温度超出设定温度范围的，企业

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处置。

危险化学品管理 23.按危险化学品管理的亚硒酸钠等饲料添加剂

有独立的贮存间或贮存柜。

有清晰的警示标识，采用双人双锁管理。

原料应当分类整齐码放、有明确标识。

现场干净整洁。

药物饲料添加剂

管理

24.药物饲料添加剂应当有独立的贮存间。

原料应当分类整齐码放、有明确标识。

现场干净整洁。

长期库存原料

质量监控制度

25.有长期库存原料质量监控制度。

长期库存原料质量监控制度应当规定监控方式、

监控内容、监控频次、异常情况界定、处置方式、

处置权限、监控记录等内容（含立筒仓原料）。

制度内容应当完整、合理，符合企业生产实际，

具有可操作性并有效实施。

长期库存原料

质量监控记录

26.有长期库存原料质量监控记录。

长期库存原料质量监控记录应当包括原料名称、

监控内容、异常情况描述、处置方式、处置结果、

监控日期、监控人等信息（含立筒仓原料）。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人员素质 27.相关人员应当熟悉饲料法律法规、规范要求及

业务流程。



二、生产过程控制

验收结果
验收

内容
验收方法 验收项目 验收细目及标准 存在问题 分值

(0-10 分)
不涉

及

工艺设计文件 28.有工艺设计文件。

工艺设计文件应当包括生产工艺流程图、工艺说明

和生产设备清单等内容。

上述文件应能准确、全面反映企业实际生产条件。

（五）

生产基础

文件

查阅工艺设计文件、生产工艺

参数及相关资料。

生产工艺参数 29.粉碎工艺设定筛片孔径；

混合工艺设定混合时间；

制粒工艺设定调质温度、蒸汽压力、环模规格、环

模长径比、分级筛筛网孔径；

膨化工艺设定调质温度、模板孔径。

上述工艺参数设定应科学合理，符合生产实际需

要。

（六）

生产管理

1.查阅生产岗位操作规程和生

产记录。

2.检查生产车间各岗位的现场

管理情况。

3.检查并询问各岗位操作工对

本岗位操作规程的熟悉程度。

岗位操作规程

及执行情况

30.有小料配料岗位操作规程，规定小料原料的领

取与核实、小料原料的放置与标识、称重电子秤校

准与核查、现场清洁卫生、小料原料领取记录、小

料配料记录等内容。

规程内容应当合理、符合企业生产实际，具有可操

作性并有效实施。

岗位操作工应当熟悉本岗位操作规程。



31.有小料预混合岗位操作规程，规定载体或者稀

释剂领取、投料顺序、预混合时间、预混合产品分

装与标识、现场清洁卫生、小料预混合记录等内容。

规程内容应当合理、符合企业生产实际，具有可操

作性并有效实施。

岗位操作工应当熟悉本岗位操作规程。

32.有小料投料与复核岗位操作规程，规定小料投

放指令、小料复核、现场清洁卫生、小料投料与复

核记录等内容。

规程内容应当合理、符合企业生产实际，具有可操

作性并有效实施。

岗位操作工应当熟悉本岗位操作规程。

33.小料配制间原料摆放整齐，并明确标识，现场

干净整洁，小料预混合和小料投料现场干净整洁，

没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隐患。

4.查阅生产配方，以及生产配

方中添加比例小于 0.2% 的原

料预混合记录。

34.有大料投料岗位操作规程，规定投料指令、垛

位取料、感官检查、现场清洁卫生、大料投料记录

等内容。

规程内容应当合理、符合企业生产实际，具有可操

作性并有效实施。

岗位操作工应当熟悉本岗位操作规程。

大料投料现场干净整洁，没有可能影响投料安全的

隐患。



35.有粉粉碎岗位操作规程，规定筛片锤片检查与

更换、粉碎粒度、粉碎料入仓检查、喂料器和磁选

设备清理、粉碎作业记录等内容。

规程内容应当合理、符合企业生产实际，具有可操

作性并有效实施。

岗位操作工应当熟悉本岗位操作规程。

36.有中控岗位操作规程，规定设备开启与关闭原

则、微机配料软件启动与配方核对、混合时间设置、

配料误差核查、进仓原料核实、中控作业记录等内

容。

规程内容应当合理、符合企业生产实际，具有可操

作性并有效实施。

岗位操作工应当熟悉本岗位操作规程。

37.有制粒岗位操作规程，规定设备开启与关闭原

则、环模与分级筛网更换、破碎机轧距调节、制粒

机润滑、调质参数监视、设备（制粒室、调质器、

冷却器）清理、感官检查、现场清洁卫生、制粒作

业记录等内容。

规程内容应当合理、符合企业生产实际，具有可操

作性并有效实施。

岗位操作工应当熟悉本岗位操作规程。

38.有膨化岗位操作规程，规定设备开启与关闭原

则、调质参数监视、设备（膨化室、调质器、冷却

器、干燥器）清理、感官检查、现场清洁卫生、膨

化作业记录等内容。

规程内容应当合理、符合企业生产实际，具有可操

作性并有效实施。

岗位操作工应当熟悉本岗位操作规程。



39.有包装岗位操作规程，规定标签与包装袋领取、

标签与包装袋核对、感官检查、包重校验、现场清

洁卫生、包装作业记录等内容。

规程内容应当合理、符合企业生产实际，具有可操

作性并有效实施。

岗位操作工应当熟悉本岗位操作规程。

包装现场干净整洁。

40.有生产线清洗操作规程，规定清洗原则、清洗

实施与效果评价、清洗料的放置与标识、清洗料使

用、生产线清洗记录等内容。

规程内容应当合理、符合企业生产实际，具有可操

作性并有效实施。

岗位操作工应当熟悉本岗位操作规程。

清洗料的放置和标识与规程中的规定相符。

41.有小料原料领取记录，包括小料原料名称、领

用数量、领取时间、领取人等信息。

有小料配料记录，包括小料名称、理论值、实际称

重值、配料数量、作业时间、配料人等信息。

有小料预混合记录，包括小料名称、重量、批次、

混合时间、作业时间、操作人等信息。

有小料投料与复核记录，包括产品名称、接收批

数、投料批数、重量复核、剩余批数、作业时间、

投料人等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生产记录表单

42.有大料投料记录，包括大料名称、投料数量、

感官检查、作业时间、投料人等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43.有大料配料记录，包括配方编号、大料名称、

配料仓号、理论值、实际值、作业时间、配料人等

信息。

有中控作业记录，包括产品名称、配方编号、清洗

料、理论产量、成品仓号、洗仓情况、作业时间、

操作人等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44.有粉碎作业记录，包括物料名称、粉碎机号、

筛片规格、作业时间、操作人等信息。

有制粒作业记录，包括产品名称、制粒机号、制粒

仓号、调质温度、蒸汽压力、环模孔径、环模长径

比、分级筛筛网孔径、感官检查、作业时间、操作

人等信息。

有膨化作业记录，包括产品名称、调质温度、模板

孔径、膨化温度、感官检查、作业时间、操作人等

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45.有包装作业记录，包括产品名称、实际产量、

包装规格、包数、感官检查、头尾包数量、作业时

间、操作人等信息。

有标签领用记录，包括产品名称、领用数量、班次

用量、损毁数量、剩余数量、领取时间、领用人等

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46.有生产线清洗记录，包括班次、清洗料名称、

清洗料重量、清洗过程描述、作业时间、清洗人等

信息。

有清洗料使用记录，包括清洗料名称、生产班次、

清洗料使用情况描述、使用时间、操作人等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原料预混合 47.企业应当对生产配方中添加比例小于 0.2% 的

原料进行预混合。

预混应使用专用混合机，混合机(含混合机缓冲仓)

与物料接触部分使用不锈钢制造。

原料预混合间现场干净整洁，无粉尘积垢。

48.企业应当合理制定生产计划，遵循“无药物的

在先、有药物的在后”原则。生产含有药物饲料添

加剂的产品后，生产不含药物饲料添加剂或者改变

所用药物饲料添加剂品种的产品的，应当对生产线

进行清洗。

（七）

防止污染

措施

1.抽查含药物饲料添加剂产品

的生产计划。

2.询问相关人员生产线如何清

洗,清洗料如何处置。抽查生产

线清洗记录。

3.在小料配料间，查看盛放小

料及中间品的器具或包装物。

4.停机状态下查看混合机、配

料仓溜管等生产设备的清洗效

果。

5.查看生产现场。

防止交叉

污染措施

49.清洗料回用时，应当明确标识并回置于同品种

产品中。

盛放饲料添加剂、药物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合

饲料、含有药物饲料添加剂的产品及其中间产品的

器具或者包装物应当明确标识，不得交叉混用。

设备定期清理，及时清除生产设备及管线中残存

料、粉尘积垢等残留物。



防止外来污染

措施

50.生产车间应当配备防鼠、防鸟等设施，地面平

整，无污垢积存。

生产现场的原料、中间产品、返工料、清洗料、不

合格品等应当分类存放，清晰标识。

保持生产现场清洁，及时清理杂物。

规范使用润滑油、清洗剂。

不使用易碎、易断裂、易生锈的器具作为称量或盛

放用具。

不在饲料生产过程中进行维修、焊接、气割等作业。

人员素质 51.相关人员应当熟悉饲料法律法规、规范要求及

业务流程。

52.有配方管理制度。

配方管理制度应当规定配方设计、审核、批准、更

改、传递、使用等内容。

制度内容应当合理、符合企业生产实际，具有可操

作性并有效执行。

配料单应当体现配方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八）

配方管理

1.查阅配方管理制度。

2.询问企业配方设计相关人

员，了解其对饲料法规及限制

性规定（如《饲料和饲料添加

剂管理条例》、《饲料添加剂

品种目录》、《饲料原料目录》、

《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

《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

等的熟悉程度。

3.询问企业相关人员配方管理

流程，并在中控室或配料间抽

查配料单。

配方管理制度

53.企业配方设计相关人员应当熟悉饲料法规及限

制性规定。

配方设计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九)

标签管理

1.查阅产品标签管理制度、抽

查产品标签。

2.查看产品标签专人专库\专

柜管理情况。

3.查阅产品标签领用记录，询

问标签保管员标签领用程序的

有关事宜。

4.有散装料运输的企业，查看

随车附具的产品标签格式。

产品标签管理 54.有产品标签管理制度。

产品标签管理制度应当规定标签的设计、审核、保

管、使用、销毁等内容。

制度内容应当符合企业生产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并

有效实施。

产品标签内容应当符合《饲料标签》标准的规定。

产品标签应当专库（柜）存放，摆放整齐，专人管

理。

产品最佳混合

时间确定

55.有最佳混合时间实验记录。

最佳混合时间实验记录应当包括混合机编号、混合

物料名称、混合次数、混合时间、检验结果、最佳

混合时间、检验日期、检验人等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产品混合均匀度

定期验证

56.每 6 个月按照产品类别（添加剂预混合饲料、

配合饲料、浓缩饲料、精料补充料）进行至少 1

次混合均匀度验证。

混合机发生故障经修复投入生产前，应当进行混合

均匀度验证。

有混合均匀度验证记录。

混合均匀度验证记录应当包括产品名称、混合机编

号、混合时间、检验方法、检验结果、验证结论、

检验日期、检验人等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十)

混合时间

确定和混合

均匀度验证

1.查阅最佳混合时间实验记

录，混合均匀度验证记录。

2.询问相关工作人员如何确定

产品的最佳混合时间。

人员素质 57.相关人员应当熟悉饲料法律法规、规范要求及

业务流程。



生产设备管理

制度

58.有生产设备管理制度。

生产设备管理制度应当规定采购与验收、档案管

理、使用操作、维护保养、备品备件管理、维护保

养记录、维修记录等内容。

制度内容应当完整、合理，符合企业生产实际，具

有可操作性并有效实施。

生产设备档案 59.有生产设备档案。

关键生产设备档案应当包括基本信息表（名称、编

号、规格型号、制造厂家、联系方式、安装日期、

投入使用日期）、使用说明书、操作规程、维护保

养记录、维修记录等内容。

粉碎机、混合机、制粒机、膨化机、空气压缩机等

关键生产设备应当“一机一档”。

关键设备操作

规程

60.有粉碎机、混合机、制粒机、膨化机、空气压

缩机等关键设备操作规程。

设备操作规程应当规定开机前准备、启动与关闭、

操作步骤、关机后整理、日常维护保养等内容。

(十一)

生产设备及

辅助系统

管理

1.查阅生产设备管理制度、关

键设备操作规程。

2.抽查设备档案、设备维护保

养记录、维修记录。

3.查看计量秤、地磅、压力表

等测量设备的检定合格证。

4.询问相关人员如何保养设

备。

设备维护保养 61.有设备维护保养记录。

设备维护保养记录应当包括设备名称、设备编号、

保养项目、保养日期、保养人等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设备维修 62.有设备维修记录。

设备维修记录应当包括设备名称、设备编号、维修

部位、故障描述、维修方式及效果、维修日期、维

修人等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生产设备及辅助

系统要求

63.生产设备、辅助系统应当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计量秤、地磅、压力表等测量设备应当定期检定或

者校验，有定期检定报告或校验记录。

对于需要强检的测量设备，企业应当委托具有资质

的检定部门进行检定，并保存检定报告；对于不需

要强检的测量设备，企业可自行或委托相关机构进

行检定或校验，并有检定或校验记录。

人员素质 64.相关人员应当熟悉饲料法律法规、规范要求及

业务流程。

(十二)

安全生产

1.查看生产现场，粉尘控制、

噪声控制、安全防护、消防设

施等符合安全生产需要。

2.查看锅炉、压力容器等特种

设备的安全检查证书。

安全生产 65.粉尘控制良好，防爆设施完善，无安全隐患。

工作区噪声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防护栏、防护罩、升降平台等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无安全隐患。

消防设施齐全良好。

锅炉、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应当通过安全检查，有

相关部门的安全检查证明文件。



三、产品质量控制

验收结果
验收

内容
验收方法 验收项目 验收细目及标准 存在问题 分值

(0-10 分)
不涉

及

现场质量巡查

制度

66.有现场质量巡查制度。

现场质量巡查制度应当规定巡查位点、巡查内容、

巡查频次、异常情况界定、处置方式、处置权限、

巡查记录等内容。

制度内容应当完整、合理，符合企业生产实际，

具有可操作性并有效实施。

现场质量巡查

记录

67.有现场质量巡查记录。

现场质量巡查记录应当包括巡查位点、巡查内容、

异常情况描述、处置方式、处置结果、巡查时间、

巡查人等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十三)

现场质量

巡查

1.询问相关人员巡查位点和巡

查频次。

2.抽查巡查位点。

3.查阅现场质量巡查制度、巡

查内容、异常情况界定、处置

方式。

4.抽查现场质量巡查记录，追

溯异常处置情况。

人员素质 68.相关人员应当熟悉饲料法律法规、规范要求及

业务流程。



产品标准 69.生产产品若执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该标准

应现行有效。

生产产品若执行企业标准，该标准应当在备案有

效期内，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产品出厂检验 70.依据产品质量标准中规定的出厂检验项目及

检验方法对产品进行出厂检验。

有产品出厂检验记录。

产品出厂检验记录应当包括产品名称或者编号、

检验项目、检验方法、计算公式中符号的含义和

数值、检验结果、检验日期、检验人等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产品出厂检验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 2 年。

产品定期检验 71.每周抽查生产的 5 个批次产品，按照产品质量

标准中规定的检验方法对产品进行主成分指标自

行检验。维生素预混合饲料：两种以上维生素；

微量元素预混合饲料：两种以上微量元素；

复合预混合饲料：两种以上维生素和两种以上微

量元素；浓缩饲料、配合饲料、精料补充料：粗

蛋白质、粗灰分、钙、总磷。

若出厂检验指标属于定期检验规定的指标，则该

指标可不再进行定期检验。

主成分指标检验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 2 年。

(十四)

产品质量

检验

1.询问相关人员出厂检验项

目、定期检验项目。

2.查阅产品质量标准。

3.抽查产品销售台账，与产品

出厂检验记录做对照检查。

4.抽查产品定期检验记录，核

查定期检验周期和产品检验数

量以及检验指标。

人员素质 72.相关人员应当熟悉饲料法律法规、规范要求及

业务流程。



留样观察制度 73.有产品留样观察制度。

留样观察制度应当规定留样数量、留样标识、贮

存环境、观察内容、观察频次、异常情况界定、

处置方式、处置权限、到期样品处理、留样观察

记录等内容。

制度内容应当完整、合理，符合企业生产实际，

具有可操作性并有效实施。

留样观察记录 74.每批次产品有留样观察记录。

留样观察记录应当包括产品名称或者编号、生产

日期或者批号、保质截止日期、观察内容、异常

情况描述、处置方式、处置结果、观察日期、观

察人等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留样贮存 75.留样室的面积和留样橱的数量、空间满足其产

品种类和数量的需要，留样便于观察。

贮存环境符合产品标签上的贮存要求。

留样保存时间应当超过产品保质期 1 个月。

留样室管理规范，现场干净整洁。

(十五)

产品留样

观察

1.询问相关人员生产品种与产

量,留样种类与数量,留样保存

时间。

2.查看留样观察室环境、面积、

橱柜数量、留样摆放，必要时

要求展示留样观察情形。

3.查阅留样观察制度、留样标

识、环境要求、观察内容、观

察频次、异常情况界定、处置

权限、处置方式。

4.抽查留样观察记录，追溯异

常处置情况。

人员素质 76.相关人员应当熟悉饲料法律法规、规范要求及

业务流程。



不合格品管理

制度

77.有不合格品管理制度。

不合格品管理制度应当规定不合格品的界定、标

识、贮存、处置方式、处置权限、处置记录等内

容。

制度内容应当完整、合理，符合企业生产实际，

具有可操作性并有效实施。

不合格品处置

记录

78.有不合格品处置记录。

不合格品处置记录应当包括不合格品的名称、数

量、不合格原因、处置方式、处置结果、处置日

期、处置人等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十六)

不合格品

管理

1.询问相关人员不合格品的常

见项目和出现频次。

2.查阅不合格品管理制度,不

合格品的界定,处置权限,处置

方式。

3.抽查不合格品处置记录、追

溯不合格品处置情况。

人员素质 79.相关人员应当熟悉饲料法律法规、规范要求及

业务流程。

(十七)

检验化验

室管理

1.查阅检验管理制度、化学试

剂和危险化学品管理制度、仪

器设备操作规程。

2.查看检验化验室现场。

3.抽查检验仪器设备档案,仪

器设备使用记录,危险化学品

出入库记录。

检验管理制度 80.有检验管理制度。

检验管理制度应当规定人员资质与职责、样品抽

取与检验、检验结果判定、检验报告编制与审核、

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签发等内容。

制度内容应当完整、合理，符合企业生产实际，

具有可操作性并有效实施。



仪器设备操作规

程

81.根据仪器设备配置情况，制定分析天平、高温

炉、干燥箱、酸度计、分光光度计、高效液相色

谱仪、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等主要仪器设备操作

规程。

仪器设备操作规程应当规定开机前准备、开机顺

序、操作步骤、关机顺序、关机后整理、日常维

护、使用记录等。

操作规程应符合检测工作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并

有效实施。

检验化验室

现场管理

82.检验化验室布局合理、清洁、整齐，检化验设

备等管理规范、摆放有序。

检化验操作 83.检验化验员应熟悉检验业务工作，严格按照相

应的仪器设备操作规程和检测标准开展检验工

作。

4.询问实验室有关人员实验室

管理及仪器设备管理的相关规

定。

5.询问检验化验员开展检验工

作的情况。

仪器设备使用

记录

84.有仪器设备使用记录。

仪器设备使用记录应当包括仪器设备名称、型号

或者编号、使用日期、样品名称或者编号、检验

项目、开始时间、完毕时间、仪器设备运行前后

状态、使用人等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检验仪器档案 85.根据仪器设备配置情况，建立分析天平、高温

炉、干燥箱、酸度计、分光光度计、高效液相色

谱仪、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等主要仪器设备档案。

仪器设备档案应当包括仪器基本信息表（名称、

编号、型号、制造厂家、联系方式、安装日期、

投入使用日期）、使用说明书、购置合同、操作

规程、使用记录等内容。

仪器设备应实行“一机一档”管理。

化学试剂和危险

化学品管理制度

86.有化学试剂和危险化学品管理制度。

化学试剂和危险化学品管理制度应当规定采购、

贮存要求、出入库、使用、处理等内容。

制度内容应当符合企业生产实际，具有可操作性

并有效实施。

化学试剂、危险化学品以及试验溶液的使用，应

遵循 GB/T 601、GB/T 602、GB/T 603 以及检验方

法标准的要求。

危险化学品

出入库记录

87.有危险化学品出入库记录。危险化学品出入库

记录应当包括危险化学品名称、入库数量和日期、

出库数量和日期、保管人等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人员素质 88.相关人员应当熟悉饲料法律法规、规范要求及

业务流程。



检验能力验证

与评价

89.每年选择5个检验项目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措

施进行检验能力验证：

（1）同具有法定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比对；

（2）利用购买的标准物质或者高纯度化学试剂进

行检验验证；

（3）在实验室内部进行不同人员、不同仪器的检

验比对；

（4）对曾经检验过的留存样品进行再检验；

（5）利用检验质量控制图等数理统计手段识别异

常数据。

有检验能力验证记录和评价报告。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报告内容应客观、完整、真实。

(十八)

检验能力

验证

1.查阅检验能力验证记、评价

报告。

2.询问相关人员开展检验能力

验证工作的情况。

人员素质 90.相关人员应当熟悉饲料法律法规、规范要求及

业务流程。



四、产品贮存与运输

验收结果
验收

内容
验收方法 验收项目 验收细目及标准 存在问题 分值

(0-10 分)
不涉

及

产品仓储管理

制度

91.有产品仓储管理制度。

产品仓储管理制度应当规定库位规划、堆放方式、

垛位标识、库房盘点、环境要求、虫鼠防范、库

房安全、出入库记录等内容。

制度内容应当完整、合理，符合企业生产实际，

具有可操作性并有效实施。

产品出入库记录 92.有产品出入库记录。

产品出入库记录应当包括产品名称、规格或者等

级、生产日期、入库数量和日期、出库数量和日

期、库存数量、保管人等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现场管理情况 93.成品库房应当保持通风干燥，划分区域方便产

品出入库。

垛位间距、垛高、堆放方式合理，并明确标识。

库房内不应当堆放与仓储产品无关的产品。

现场干净整洁。

不合格产品和过期产品应当隔离存放并有清晰标

识。

(十九)

产品仓储

管理

1.查阅产品仓储管理制度、出

入库记录和垛位标识卡。

2.询问企业相关人员如何制定

环境要求。

3.查看产品库房现场管理情

况。

4.查看不合格产品和过期产品

贮存隔离情况。

人员素质 94.相关人员应当熟悉饲料法律法规、规范要求及

业务流程。



袋装产品运输 95.在产品装车前应当对运输车辆的安全、卫生状

况实施检查。

(二十)

产品运输

卫生控制

1.现场检查运输车辆包括罐装

车的卫生状况。

2.查阅企业相关管理规定。

3.通过询问相关人员或查看相

关记录。

罐装车运输 96.直接销售给养殖者的饲料可以使用罐装车运

输，罐装车专车专用。

使用罐装运输饲料产品时，应当随车附具产品标

签和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

产品标签内容应当符合《饲料标签》标准的规定。

罐装车装运不同产品时，应当对罐体进行清理。

(二十一)

产品销售

查阅产品销售台帐，与产品出

入库记录做对照检查。

产品销售台账 97.有产品销售台账。

产品销售台账应当包括产品的名称、数量、生产

日期、生产批次、质量检验信息、购货者名称及

其联系方式、销售日期等信息。

销售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 2 年。



五、产品投诉与召回

验收结果
验收

内容
验收方法 验收项目 验收细目及标准 存在问题 分值

(0-10 分)
不涉

及

客户投诉处理

制度

98.有客户投诉处理制度。

客户投诉处理制度应当规定投诉受理、处理方法、

处理权限、投诉处理记录等内容。

制度内容应当完整、合理，符合企业生产实际，

具有可操作性并有效实施。

(二十二）

客户投诉

1.询问产品投诉受理程序、常

见问题及处理情况。

2.查阅客户投诉处理制度、客

户投诉受理、处理权限、处理

办法。

3.抽查投诉处理记录。

客户投诉处理

记录

99.有投诉处理记录。

投诉处理记录应当包括投诉日期、投诉人姓名和

地址、产品名称、生产日期、投诉内容、处理结

果、处理日期、处理人等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产品召回制度 100.有产品召回制度。

产品召回制度应当规定召回流程、召回产品的标

识和贮存、召回记录等内容。

制度内容应当完整、合理，符合企业生产实际，

具有可操作性并有效实施。

(二十三)

产品召回

1.询问产品召回演练情况和演

练效果。

2.查阅产品召回制度、产品召

回流程、召回产品的处置方式，

产品召回或模拟演练的总结报

告以及产品召回的通知、报告、

召回、处置等记录。 产品召回记录 101.有产品召回记录。

产品召回记录应当包括产品名称、召回产品使用

者、召回数量、召回日期等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产品召回模拟

演练

102.每年应当进行至少一次产品召回模拟演练。

有综合评估演练结果和模拟演练总结报告。

有关信息应当完整、真实。

103.召回产品应当在饲料管理部门的监督下进行

无害化处理或销毁。

召回产品处置

104.有召回产品处置记录。

召回产品处置记录应当包括处置产品名称、数量、

处置方式、处置日期、处置人、监督人等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六、培训、卫生和记录管理

验收结果
验收

内容
验收方法 验收项目 验收细目及标准 存在问题 分值

(0-10 分)
不涉

及

人员培训制度 105.有人员培训制度。

人员培训制度应当规定培训范围、培训内容、培

训方式、考核方式、效果评价、培训记录等内容。

制度内容应当完整、合理，符合企业生产实际，

具有可操作性并有效实施。

(二十四)

人员培训

1.查阅人员培训制度与记录。

2.询问企业相关人员，了解培训

情况。

人员培训计划 106.有年度培训计划。

每年应当对员工进行至少 2 次饲料质量安全知识

培训。

有培训记录。

培训记录应当包括培训对象、内容、师资、日期、

地点、考核方式、考核结果等信息。

记录信息应当客观、完整、真实。

(二十五)

环境卫生

查看厂区环境。 厂区环境卫生 107.厂区环境应当卫生干净整洁，无污染源。

厂区道路和作业场所采用混凝土或沥青硬化。

垃圾密闭存放。



记录管理制度 108.有记录管理制度。

记录管理制度应当规定记录表单的编制、格式、

编号、审批、印发、修订、填写、存档、保存期

限等内容。

制度内容应当完整、合理，符合企业生产实际，

具有可操作性并有效实施。

(二十六)

记录管理

1.询问记录管理人员。

2.抽查相关记录。

记录管理 109.各类记录表单分类归档保存。

保存环境符合档案管理的要求。

档案室的面积和资料橱的数量、空间，满足其记

录种类和数量的需要。

原料进货台账、产品出厂检验记录、产品定期检

验记录和产品销售台账的保存期限不少于 2 年，

其余各种记录的保存期限不少于 1 年。

七、企业履行法定义务情况

验收结果
验收

内容
验收方法 验收项目 验收细目及标准 存在问题 分值

(0-10 分)
不涉

及

(二十七）

备案与统计

抽查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年度备

案表、委托生产备案表、饲料

工业统计报表。

备案与统计 110.企业应当及时收集、整理、记录本规范执行情

况和生产经营状况，认真履行年度备案和饲料统计

义务。

有委托生产行为的，委托方和受托方应当分别向所

在地省级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备案。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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