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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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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漯河市畜牧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漯河市畜牧工作站、漯河市召陵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扶沟县大新镇农业服

务中心、扶沟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漯河市动物检疫站、扶沟县动物卫生监督所、临颍县动物卫生

检疫服务中心、济源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漯河市功能区畜牧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袁军虎、宁志军、蔡群德、李秀芳、程春华、祝军辉、孙素歌、吕阳育、许柳

柳、郭永丰、王强、曹志昂、李冀光。 

本文件于2021年07月08日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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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社会化服务：畜牧业投入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中畜牧业投入品的术语和定义、采购、贮存、使用、销毁、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漯河市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中使用的畜牧业投入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NY 5027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 

DB 4111/T 274.2  畜牧业社会化服务：术语和定义 

DB 4111/T 274.9  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信息化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畜牧业投入品 

指在畜牧业饲养环节中使用或添加的畜牧业生产资料产品，包括饮用水、兽药、饲草、饲料及饲料

添加剂等。 

4 采购 

兽药的采购 4.1 

4.1.1 应签订购销合同，且附合法票据，并要求兽药供应商提供《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

可证》和《营业执照》复印件纸质版或原件电子版。记录应保存 2年以上。 

4.1.2 不应采购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无产品批准文号及批准文号过期的兽药。 

4.1.3 兽药入库时，应查验其包装（商品标签）及产品合格证，明确登记进货时间、商品名称、通用

名称、剂型、规格、批准文号、生产厂家、生产日期（批号）、有效期、进货渠道、进货数量、金额、

休药期。记录应保存 2年以上。 

饲草、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采购 4.2 

4.2.1 应签订购销合同，并要求供应商提供生产许可证复印件、产品标签、产品质量标准和本批次产

品的质量检验合格证。上述资料应保存 2年以上。 

4.2.2 应完善饲料及饲料添加剂采购记录，包括但不限于：产品的通用名、商品名称、产地、数量、

保质期、生产企业名称或者供货者名称及其联系方式、进货日期、经办人信息、入库日期、查验或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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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等。记录应保存 2年以上。 

4.2.3 采购饲料原粮应无霉变、无酸味、无芽变、无病斑、无破损及虫蛀等。 

4.2.4 采购饲草产品应无霉变、无破损、无异味、无变质等。 

5 贮存 

兽药的贮存 5.1 

5.1.1 设置专用兽药贮存场所并合理规划，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库或分柜存放，按照兽药说明书规定

条件进行保存并配备适用的药品柜、冰箱等。 

5.1.2 应建立兽药贮存管理制度，设专人管理，规范填写并保存贮存记录，包括但不限于：堆放方式、

垛位标识、库房盘点、虫鼠防范、出入库记录等。 

5.1.3 根据兽药品种、类别、批号、用途、有效期、保存温度等要求，分类、分批贮存并设立专门卡

片。 

5.1.4 易燃、易爆、有腐蚀性、有毒害的药品，应使用专库和专柜，实现双人双锁管理，且不应与内

服药品混合存放。具有特殊气味的药品应密封后隔离存放，内服与外用药物应分类存放。 

饲草、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贮存 5.2 

5.2.1 应合理规划库房，做好通风、防雨、防潮、防虫、防鼠、防高温、防霉、避光、防火等相应措

施。 

5.2.2 应建立饲草、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贮存管理制度，分类存放，专人管理，规范填写并保存出入

库记录。并完善饲草、饲料及饲料添加剂贮存记录，包括但不限于：堆放方式、垛位标识、库房盘点、

虫鼠防范、出入库记录等。 

5.2.3 应存放在低温、干燥、避光、清洁的环境条件下，并按照产品规定的有效期决定更新的时间。 

5.2.4 饲草料应在清洁、干燥、通风、无鼠虫害的地方存贮，防止日晒、雨淋、霉变等。草捆贮存时，

应防止返潮和自燃，堆垛之间应留有通风口。定期检查青贮设施的密封性，及时补漏。 

5.2.5 微生物、维生素和酶制剂等热敏物质应避光或低温贮存，填写并保存温度监控记录。监控记录

包括但不限于：设定温度、实际温度、监控时间、记录人等。 

6 使用 

饮用水的使用 6.1 

6.1.1 畜禽饮用水的水质应符合 NY 5027 中水质标准的要求。 

6.1.2 应定期对供水系统进行清洗消毒，并每年至少 1次饮用水水质检测。 

兽药的使用 6.2 

6.2.1 使用处方药物时，应按药物说明书及标签的内容，由备案的执业兽医开具处方笺，处方笺记录

应保存 2年以上。 

6.2.2 应建立用药记录，详细记录兽药使用情况。用药记录应保存 2年以上。 

6.2.3 用于食用动物及其产品的兽药严格按照休药期规定执行。 

饲草、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使用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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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配合饲料、浓缩饲料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应按照产品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使用。 

6.3.2 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规范使用饲料添加剂。 

6.3.3 应建立用料记录，详细记录饲料使用情况。用料记录应保存 2年以上。 

6.3.4 饲草料应规范取饲，防止饲料霉变或二次发酵。 

7 销毁 

制定畜牧业投入品销毁制度。 7.1 

过期、霉变、腐败、变质的畜牧业投入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7.2 

应避免需要销毁的畜牧业投入品露天焚烧或随意堆放。 7.3 

销毁场所应远离生产区、办公区、饮用水源等区域。 7.4 

8 管理 

组织 8.1 

建立投入品使用管理组织，负责投入品的采购、接收、贮存、检验等管理制度的制修订。 

人员 8.2 

设置专职或兼职投入品管理人员，管理人员须经过技术培训以及考核。 

管理制度 8.3 

8.3.1 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投入品的采购制度、入库查验制度、使用制度、贮存制度等。 

8.3.2 记录包括但不限于：投入品采购记录、出入库记录、使用记录、检验记录等。各种记录应分类

归档，妥善保管，保存 2年以上。 

信息化追溯 8.4 

8.4.1 制定并执行畜牧业投入品信息化追溯制度。 

8.4.2 设置信息化追溯管理人员，负责制度的执行。 

8.4.3 信息化管理应符合 DB 4111/T 274.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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