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抗肉鸭认证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任务来源与背景

本《无抗肉鸭认证技术规范》标准的制定任务由河北乐寿鸭业有

限责任公司提出，并由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归口，联合中检计量有限

公司、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检验有限公司、中检科（北京）测试技术有

限公司、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等单位共同参与制定。本标准的制定旨在

响应市场对健康、安全肉类产品的需求，提升无抗肉鸭产品的质量和

安全性，增强消费者信心，并促进肉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建立一个全面、严格、透明的质量控制体系，确保肉鸭产品在整

个生产链中不使用抗生素，从而提高产品质量，满足市场对健康、安

全肉类产品的需求，增强消费者信心，并促进肉鸭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它要求养殖企业采用更为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管理方法，比如通

过改善养殖环境、优化饲料配方、增强生物安全措施等，来提高肉鸭

的健康水平和生产效率。其次，规范的实施将促进相关科研机构和企

业加大对无抗养殖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为消费者提供了重要的健康保护，确保他们能够享受到无抗生素

残留的安全食品，满足当前消费者对健康饮食和食品安全的高度关注。

激励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和升级，推动养殖企业采纳更为环保和可持续

的生产实践，有效提升了整个肉鸭产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增强

国内品牌的市场竞争力，还有助于拓展国际市场，满足全球消费者对

高标准食品安全的需求，促进了我国肉鸭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发展，

增强了国际竞争力。

建立全程可追溯体系，提高产品透明度，使消费者能够清晰地了



解食品的来源和生产过程，从而增强了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为科研

和技术发展提供新的动力，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在无抗养殖技术领域

进行创新，推动科研成果的实际应用，促进行业的科技进步。有助于

完善现有的标准体系，为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规基础。

三、主要起草过程

本标准起草小组自 2024 年 8 月成立以来，为确保项目的顺利进

行，开展了一系列工作。2024 年 9月 18 日相关专家开展现场调研，

研究无抗肉鸭的技术指标和养殖技术规范。2024 年 9月 27 日通过专

家立项评审。2024 年 12 月，起草组进一步完善标准文本，形成征求

意见稿。

（一）组织落实与技术支持

起草工作由项目负责人全面负责，确保了项目指导和监督的连贯

性。通过指派专人负责具体任务，明确了各成员的职责和工作重点。

同时，聘请了行业专家代表，为起草工作提供了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确保了标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二）市场调研与产业沟通

起草小组深入生产企业和销售市场进行调研，与肉鸭的养殖、加

工企业进行了广泛的沟通和协调。通过走访各大小超市、肉品市场等

流通领域，收集了市场对无抗肉鸭产品的需求和反馈，了解了消费者

对产品质量和安全性的期望和关注点。

（三）资料收集与分析

起草小组注重相关资料的收集与分析工作，通过多种渠道搜集了

与无抗肉鸭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市场准入要求。

对国内外无抗肉鸭产品的检验数据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分析，重点关

注了养殖环境、生产过程控制、产品安全性等信息，并进行了必要的



实验论证，以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四）技术规范的制定

基于调研和分析结果，起草小组制定了包括术语和定义、总体要

求、认证评价要求、认证实施要求、认证标识等方面的技术规范。确

保了标准的全面性和可操作性，满足了无抗肉鸭产品认证的要求。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本标准按照 GB/T 1.1 给出的规则起草。本标准的编制遵循“统一

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原则。 确保标准能够满足市

场需求、保障食品安全、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五、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随着消费者对健康和食品安全的日益关注，市场对无抗生素残留

的肉鸭产品需求增长。标准旨在满足这一需求，确保肉鸭产品无抗生

素、无药物残留或违禁药物，从而保护消费者健康。

标准制定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如《食品安全法》

和其他相关的国家标准，确保无抗肉鸭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

节符合法律要求。标准的内容基于科学研究和实验数据，结合无抗肉

鸭产品的实际生产情况，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先进性及合理适用性。

行业实践和经验：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行业内专家、企

业和相关机构的意见，结合行业实践和经验，确保标准的实用性和可

操作性。

全程可追溯性：标准强调了建立全程可追溯体系的重要性，确保

从养殖到加工再到销售的每一个环节都能追溯，提高产品透明度，增

强消费者信任。

认证实施的便利性和有效性：标准在制定时考虑了认证实施的便

利性和有效性，确保认证过程既严格又高效，便于认证机构和生产企



业操作。

六、各项技术指标确立的依据和必要性

技术指标遵循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等国家

标准，确保了无抗肉鸭产品在添加剂和污染物方面的安全性。

通过限制抗生素的使用，确立了无药物残留的要求，以保护消费

者免受潜在的健康风险。技术指标考虑了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如《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596），推动了养殖业向

环保和可持续方向发展。

通过设定高标准的技术指标，激励生产企业提升产品质量，满足

市场对高品质肉类产品的需求，增强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要

求建立从养殖到销售的全程可追溯体系，提高了产品透明度，增强了

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

技术指标的确立基于科学研究和实验数据，反映了当前肉鸭养殖

和加工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考虑了认证实施的便利性和有效性，确

保认证过程既严格又高效，便于认证机构和生产企业操作。

无抗技术指标主要依据的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和制度，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99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247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790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245 号和 2024 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等。

七、与国内外同类标准的对比情况

本规范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的国际、国内标准，确保标准的

科学性、先进性及合理适用性。

八、征求意见过程中产生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起草小组积极与各参与单位沟通，对收集到的意见进行分类、分



析，并在必要时组织专家讨论，根据反馈调整规范内容。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

加强宣传和培训，提高企业和消费者对规范的认识。

建立监督机制，确保规范得到有效执行。

制定详细的实施细则和操作指南，方便企业和认证机构操作。

通过本编制说明，我们期望无抗肉鸭认证技术规范能够为行业提

供明确的指导，促进无抗肉鸭产品的健康发展，满足消费者对健康、

安全食品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