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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2022 年中国宠物实体市场规模达 1158 亿，宠物食品份额进一步增至 46%，其中宠物主粮

更是占比 34%，成为最大的一支细分品类。而烘焙粮又是宠物主粮中增长最快的一类，GMV 同

比增长高达 96 倍。干粮市场过去的升级路线主要集中在产品原料、营养指标两方面，然而在

未来，更多将发生在工艺和产品安全检测层面。烘焙粮凭借有别于膨化工艺的优势，广受爱宠

人士欢迎，细分标准的缺位，导致市场鱼龙混杂，烘焙粮标准的制定迫在眉睫。

京东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发布《2022 京东宠物消费趋势报告》，根据京东近 6 亿活跃用

户的购物清单，爱宠人士用买投票，揭示了宠物烘培粮、生骨肉、冻干类口粮成最受欢迎的宠

物粮品类。烘焙粮产品购买量，同比增长超 8倍。但截至目前，烘焙工艺生产的全价猫犬粮无

标准可依。

近十年来，中国宠物食品市场复合增长率超过 25%，宠物食品高端化和人性化趋势将是市

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高温膨化粮是目前全价宠物食品中的主要形式，之所以被称之为膨化粮

是因为其在加工过程中通过高温膨化挤压成型。相对比烘焙粮采用烘焙干燥工艺，具有更低的

加工温度，降低了高温膨化过程中营养和风味的流失，同时可能减少高温致癌物质的产生。截

至目前，烘焙工艺生产的全价宠物食品无工艺标准可依，市面上出现大量“烘焙粮”名义的产

品，实质工艺与大众朴素认知中的“烘焙”相差甚远。这些行业不规范的情况，严重危害了宠

物食品行业形象和消费者权益。

解决目前烘焙工艺规范空白，及时响应人民群众对新技术、新产品的需求，同时提高优秀

企业产品的竞争力。通过团标的制定，企业自我规范并辅以行业委员会的形式维护消费者和企

业的合法权益。在确保产品品质的同时，促进宠物食品行业向更好、更优的方向发展。让已经

成为消费新趋势的营养均衡、天然健康理念再向前迈进，让宠物食品行业的转型、升级和发展

进一步推动，使我国宠物行业有适用于本土的优质工艺规范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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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标准的任务来源及参与单位

2022 年 8 月 19 日，深圳大喆文化传播咨询有限公司向广东省分析测试协会提出了制定团

体标准《全价宠物食品烘焙工艺安全检测技术规范》(现已拟更名为《全价烘焙宠物食品分级

评价规范》)的项目申请，协会组织评审专家小组，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召开团体标准立项评

审会议，评审小组成员对该项目进行论证并获得通过，并同时开始该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在

组织上拟定了相关的措施，确定了本部标准的修订思路。

2023 年 1 月 9 日，广东省分析测试协会下达了该项目的制定计划任务，详见《广东省分

析测试协会关于《全价烘焙宠物食品检测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粤测协字[2023]2

号）。

本标准由深圳大喆文化传播咨询有限公司制定。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为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

限公司、广东省科学院测试分析研究所（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宠控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帅克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快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山东省国宠宠物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辽宁海辰宠物有机食品有限公司、浙江朗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网易严选贸易有限

公司、杭州吾尾科技有限公司、德州派得宠物食品有限公司、上海简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广

州清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东莞市京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广州灵镜宠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萌爪科技有限公司，参与起草单位有佩蒂智创（杭州）宠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路斯宠物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宠熙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本标准由广东省分析测试协会归口。

三、 标准的编制过程

本单位 2023 年 1 月组织成立了标准起草小组，确定了工作进度时间表，并进行了分工。

（1）2023 年 1 月-2023 年 2 月，起草小组进行了技术论证和技术规范内容探讨，确定了

制定计划、制定原则、标准框架，标准基本内容。

（2）2023 年 2 月-2023 年 3 月，起草小组对酸价、过氧化值、丙烯酰胺含量测定的方法

进行全面调研，收集相关技术资料。起草小组根据现实需求完成了标准初稿，进行第一次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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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研讨会，并对相关企业及技术单位征求意见。

（3）2023 年 3 月-2020 年 5 月，起草小组收集相关验证样品，将验证样品寄往验证单位，

验证单位根据试验报告对标准方法进行验证。

（4）2023 年 5 月-2023 年 6 月，起草小组完成对标准涉及的检测项目样品验证报告的收

集汇总，对验证数据进行了第一轮分析，根据相关参与单位修改意见，根据试验数据，对标准

初稿进行有必要的修改。

（5）2023 年 7 月召开了第二次团体标准的研讨会议，经过专家评审、起草单位的充分讨

论，最终认为团体标准应根据市场、行业最新动向和需求进行合理调整。此外增大样本数据的

验证量、减少企业应用标准成本和完善标准的适用性，成为了团体标准修改调整的主要方向。

（6）2023 年 8 月-2023 年 9 月，起草小组完成了第二轮相关验证样品的收集、检测工作，

验证单位根据实验报告，对标准涉及的检测方法进行了充分验证与补充，对不必要的理化指标

项目进行了取消。标准由《全价宠物食品烘焙工艺安全检测技术规范》更名为《全价烘焙宠物

食品分级评价规范》，以更符合标准实际内容方向，加强市场和行业的适用性，更准确的反应

产品品质。

四、 标准编制原则

制定《全价宠物食品烘焙工艺安全检测技术规范》遵循以下原则：

（1）规范性

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

进行制定。

（2）一致性

与现行有效的相关国家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保持一致，对采用烘焙工艺生产加工的全价

宠物食品品质安全检测的相关术语和定义、理化指标比值要求、检验规则、试验方法等要求作



4

出相应的规定。

（3）适用性

充分考虑现状和现实情况，确定产品要求及检验规则，并把标准制定过程中标准物质因素、

样品种类因素、含量高低因素等融入其中，适应性比较广泛。

（4）可操作性

充分考虑当前烘焙全价宠物食品的工艺现状，采用已有的方法、指导原则等对标准进行规

范，以分级评价的方式强化可操作性和普适性。

（5）先进性

标准创新提出了蛋白灰分比、蛋白丝氨酸比、丝苏氨酸比的指标及计算方式；首次在宠物

食品中提出组胺、苯并(a)芘、丙二醛的指标要求；编写设计过氧化值的测定方法，过程中吸

收了国内外几年来先进的分析手段、处理过程、反应条件等，对方法中的处理条件、参数调整、

数据准确性等进行优化，体现了标准的技术性、科学性和先进性。

五、 标准的整体结构

本标准内容主要 7个部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烘焙全价宠物食品的分

级、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级别标识。

六、 标准的主要内容及解析

1、范围

对标准的目的和适用范围作了描述，明确本标准适用于采用了烘焙、干燥工艺生产加工的

宠物配合饲料全价猫粮、宠物配合饲料全价犬粮。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标准条文制定过程中引用的标准。

3、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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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价烘焙宠物食品涉及的工艺和创新指标术语行了定义，其中“烘焙”工艺已在 GB/T

10647 饲料工业术语中涉及，因此未对“烘焙”这一名词进行重复定义。

4、产品要求

明确了全价烘焙宠物食品的三个等级，即特级、一级、二级（“特级”根据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6号第六条之规定“不适用《广告法》关于绝对化用语的规定”），

并制定各等级的分级指标。指标项目涉及蛋白灰分比、过氧化值、挥发性盐基氮等，采取灵活

客观的方式对不同质量水平的产品进行等级划分，为消费者提供有效的参考评价维度。产品分

级指标验证分析如下：

4.1 蛋白灰分比

对市售和内部选送的 47 款猫犬粮(37 款烘焙粮、9 款膨化粮、1 款风干粮)进行了粗蛋白

质、粗灰分检测，其中实测粗蛋白质含量低于 35%的共 5款(含 3款膨化粮、2款烘焙粮)，蛋

白灰分比平均值为 4.05，明显低于本标准的最低水平(二级≥4.6），推测实际使用了较多骨

粉或肉骨粉原料，因此粗灰分相对粗蛋白质含量处于较高水平；

实测粗蛋白质均高于 35%的产品共 42 款(平均值 47.1%)，对应蛋白灰分比平均值为 5.75，

最高值 9.5，中位数 5.64，标准差 0.94，符合该指标特级、一级、二级要求的分别有 37 款、

0款、2款。

4.2 蛋白丝氨酸比

对市售和内部选送的 47 款猫犬粮进行了粗蛋白质、丝氨酸检测，其中蛋白丝氨酸比表现

最佳值为 24.7，最低值为 16.8(膨化粮)，平均值为 21.14，中位数 21.46，标准差 1.83。

烘焙粮样本中无法达到≥20.0 共 6 例(平行样均低于 20.0 者)，其余烘焙粮因使用鲜冻肉

或优质肉粉原料，丝氨酸含量表现不高。

4.3 丝苏氨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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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售和内部选送的 47 款猫犬粮进行了丝氨酸、苏氨酸检测，其中丝苏氨酸比表现最佳

值为 0.91，最高值为 1.80，平均值为 1.20，中位数 1.18，标准差 0.21。丝苏氨酸比表现高

于 1.30 的样本共 7例（3款膨化、4款烘焙），膨化粮较烘焙粮的丝苏氨酸比出现异常的概率

更高。

4.4 酸价

对市售和内部选送的 47 款猫犬粮进行了酸价检测，过程中有专家指出，认为部分样品中

添加柠檬酸可能造成酸价偏高的情况。后续开展了柠檬酸影响酸价数据的专项试验验证，从数

据结果观察，柠檬酸确实会使酸价表现变高，但影响有限。后经多方讨论，出于对企业产品慎

重评价分级的考虑，将酸价指标要求移除。

4.5 过氧化值

对市售和内部选送的 47 款猫犬粮进行了过氧化值检测，除 3款样品未检出外，过氧化值

表现最低样本值为 0.0082，最高值 0.14，平均值为 0.05，中位数 0.04，标准差 0.03，均符

合本标准对过氧化值的最低要求，说明不同样本在保质期内的早期脂肪氧化指标水平较低。

4.6 丙烯酰胺

对市售和内部选送的 27 款猫犬粮进行了丙烯酰胺检测，其中 12 例样品为未检出(定量限

10)。最终因专项设计的检测方法难以剔除宠物食品样本中较为复杂的杂质，可能影响数据结

果的客观性，故将丙烯酰胺指标要求移除。

4.7 苯并(a)芘

对市售和内部选送的 47 款猫犬粮进行了苯并(a)芘检测，全部样品均未检出苯并(a)芘。

4.8 丙二醛

对市售和内部选送的 47 款猫犬粮进行了丙二醛检测，数据表现最高的前三数据为 5.83、

5.65(进口膨化粮)、4.11(进口膨化粮)，总体平均值为 1.84，中位数 1.39，标准差 1.26。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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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该指标特级、一级、二级要求的烘焙粮分别有 31 款、1款、3款。

4.9 组胺

市售和内部选送的 47 款猫犬粮进行了组胺检测，其中 34 例样品为未检出(定量限

10mg/kg)，数据表现最高的前三数据为 61.3(进口烘焙)、55.1(进口膨化)、27.5(进口膨化)，

检出平均值为 22.38，中位数 15.55，标准差 16.19。 根据样品配料信息鱼类原料的占比观察，

“鱼类原料”与“组胺数据结果高低”不存在必然关系。含鱼配方存在组胺未检出的样本，不

含鱼配方亦存在组胺相对较高的情况。根据实验数据，符合该指标特级、一级、二级要求的烘

焙粮分别有 27 款、5款、3款。

4.10 挥发性盐基氮

对市售和内部选送的 47 款猫犬粮进行了挥发性盐基氮检测，最低值为 9.06，最高值为

45.9，平均值为 23.17，中位数 21.60，标准差 9.52。指标要求制定时参考了 GB/T 19164 鱼

粉白鱼粉≤70mg/100g、NY/T 3969 鸡肉粉 ≤100mg/100g，考虑到团体规范为优质标准，同时

不会出现 100%纯肉粉/鱼粉产品，且基本都采用鲜肉/冻肉/优质肉粉原料，因此该标准按品级

分为特级≤50mg/100g，一级、二级≤70mg/100g。

5、检验规则

规定了组批，以相同配方、相同原料、同一班次生产的产品为一批次，每批次产品进行出

厂检验。采样按 GB/T 2828.1 的规定执行（因 GB/T 14699 饲料采样中明确表示该方法不适用

于宠物食品，故未采用）。判定规则中如检验时出现不合格项目，应重新自同批产品中两倍量

的包装中抽样进行复验；如果复验结果中仍有不合格项，则判该批次产品为不合格品。

6、附录

规定了蛋白灰分比、蛋白丝氨酸比、丝苏氨酸比、过氧化值的计算或测定方式。

其中过氧化值为附录测定方法，方法通过了三家专业检测机构方法学验证，结果均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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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全价烘焙宠物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报告详见附件。

七、 标准水平分析

国外目前未对烘焙工艺生产的全价宠物食品提出规范化、标准化的案例，国内宠物食品产

品标准主要依据农业部 20 号公告、GB/T 31216 及 GB/T 31217，目前尚未存在全价烘焙宠物食

品的相关国家标准。

此前因生产效率低下国内未进行全价烘焙宠物食品的生产，但烘焙宠物食品在 2017 年左

右，便已传入我国，因其工艺特殊性，逐渐被我国市场消费者接受，近年来随着国内企业的工

艺突破和日趋成熟，全价烘焙宠物食品的消费增长迅猛，为规范行业与市场，有必要对该类宠

物食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

八、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

协调性

本标准不涉及与任何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强制性标准冲突问题，标准的制定符合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

九、 专利及涉及的知识产权

本标准不涉及任何专利或知识产权。

十、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一、 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行业团体标准发布实施。

十二、 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与目前行业生产、工艺及管理水平的适应性强，标准化程度高，便于被该类烘焙食

品企业所引用。同时，也可作为中小企业生产中质量监控，保证烘焙工艺生产的全价宠物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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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顺利发展。

《全价烘焙宠物食品分级评价规范》标准编制组

202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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