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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饲料质检技术》在参考国内外教材、国际公认方法、我国现行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和相关资料的
基础上，系统地介绍了饲料原料及产品的物理性质、各种营养成分、抗营养成分、有毒有害物质、添
加剂等的定性或定量测定方法。
　　《饲料质检技术》共分为9章，分别包括饲料分析样本的采集与制备、饲料原料品质检测与鉴别
、饲料营养成分分析、矿物元素添加剂的检测、维生素添加剂的检测、氨基酸添加剂的检测、饲用酶
制剂活力的检测、饲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检测、配合饲料加工质量的检测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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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饲料分析样品的采集与制备　　从待测饲料原料或产品中获取一定数量、具有代表性部
分原料或产品的过程称为采样，所采集的部分饲料称为样品或样本。
将采集的饲料样品经过烘干、粉碎等加工并达到一定的粒度要求以便进行理化分析的过程称为样品制
备。
　　一、饲料采样和制备的目的　　（一）饲料采样的目的　　采样是饲料分析过程的第一步，也是
非常关键的步骤，采样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样品理化指标的分析，客观反映受检饲料原料或产品的品
质。
如果饲料采样错误，则无论分析步骤、分析方法再准确，仪器再精密，分析结果都毫无意义。
　　样品的分析结果可作为饲料厂家选择原料或产品供应商、接收或拒收某种饲料原料、判断饲料加
工生产工艺的质量和产品质量是否合格、分析保管储存条件是否恰当等的依据。
　　（二）饲料样品制备的目的　　饲料样品制备的目的在于使饲料颗粒变小、提高均匀性。
　　二、饲料采样与制备的原理　　（一）饲料采样的原理　　饲料采样的原理是利用各种采样工具
，根据待测饲料的种类、特性（如形态、均匀度、颗粒大小等）和数量，利用数学原理，按照科学方
法来采集样品，使采集的样品具有代表性。
　　（二）饲料制备的原理　　田为饲料原料的颗粒大小、形态、均匀度等各异，新鲜样品如青饲料
、多汁饲料（水生饲料）、青储饲料等含有大量水分，不易保存，而饲料分析时称取的样品数量较小
，因此，针对不同的饲料原料特性，通过烘干或粉碎等加工使其达到一定的粒度要求，使饲料样品成
为均一的混合物，保证饲料分析时称取的样品具有代表性，分析结果可靠，这就是饲料制备的原理。
制备后的样品称为分析样品，可以长期保存。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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