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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期  总第 45 期 

一、批发价格监测 

 1. 1 月 28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节前下降 0.33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 月 28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36.78，

比节前（1 月 20 日，下同）下降 0.33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

为 139.97，比节前下降 0.30 个点。截至今日 14:00 时，全国农产品批发市

场猪肉平均价格为 23.24 元/公斤，与节前持平；牛肉 78.58 元/公斤，比

节前上升 0.6%；羊肉 69.14元/公斤，比节前上升 0.3%；鸡蛋 11.01 元/公

斤，比节前下降 2.1%；白条鸡 18.72 元/公斤，比节前上升 0.7%。 

2. 1 月 30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下降 0.21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 月 30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36.45，

比昨天下降 0.21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39.59，比昨天下

降 0.24 个点。截至今日 14:00 时，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

23.17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9%；牛肉 77.93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1.1%；

羊肉 69.23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3%；鸡蛋 10.79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2.4%；白条鸡 18.85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1.6%。 

3. 1 月 31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下降 0.27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 月 31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36.18，

比昨天下降 0.27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39.30，比昨天下

降 0.29 个点。截至今日 14:00 时，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

22.65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2.2%；牛肉 77.93元/公斤，与昨天持平；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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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93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4%；鸡蛋 10.73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6%；白条鸡 18.72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7%。 

4. 2 月 1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下降 0.74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 月 1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35.44，

比昨天下降 0.74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38.44，比昨天下

降 0.86 个点。截至今日 14:00 时，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

22.63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1%；牛肉 77.76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2%；

羊肉 68.83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1%；鸡蛋 10.62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1.0%；白条鸡 18.76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2%。 

5. 2 月 2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下降 0.53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 月 2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34.91，

比昨天下降 0.53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37.82，比昨天下

降 0.62 个点。截至今日 14:00 时，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

21.94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3.0%；牛肉 78.57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1.0%；

羊肉 69.31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7%；鸡蛋 10.55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7%；白条鸡 18.47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1.5%。 

5. 2 月 3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下降 0.48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 月 3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34.43，

比昨天下降 0.48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37.19，比昨天下

降 0.63 个点。截至今日 14:00 时，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

22.71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3.5%；牛肉 77.99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7%；

羊肉 68.67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9%；鸡蛋 10.54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1%；白条鸡 18.69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1.2%。 

                                         信息来源：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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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场价格动态 

 

1 月份第 3 周畜产品和饲料集贸市场价格情况 

 

据对全国 500 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监测，1 月份第 3周（采集日为

1 月 18 日）家禽产品、牛羊肉、玉米、蛋鸡配合饲料价格上涨，生猪产品、

生鲜乳价格下跌，豆粕、育肥猪配合饲料、肉鸡配合饲料价格持平。 

生猪产品价格。全国仔猪平均价格 34.39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2.7%，

同比上涨 31.8%。上海、海南仔猪价格上涨，新疆、吉林、山西、河南、云

南等 25 个省份价格下跌，北京、天津、宁夏等 3 个省份价格持平。华北地

区仔猪平均价格较高，为 40.03 元/公斤；西南地区较低，为 29.31 元/公

斤。全国生猪平均价格 15.85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2.7%，同比上涨 4.9%。

天津、浙江、上海、江苏等 4个省份生猪价格上涨，海南、青海、新疆、吉

林、黑龙江等 26 个省份价格下跌。西南地区生猪平均价格较高，为 16.61

元/公斤；东北地区较低，为 14.34 元/公斤。全国猪肉平均价格 28.99 元/

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3.3%，同比上涨 10.5%。海南猪肉价格上涨，北京、新

疆、吉林、甘肃、黑龙江等 29个省份价格下跌。华南地区猪肉平均价格较

高，为 34.86 元/公斤；东北地区较低，为 23.37 元/公斤。 

家禽产品价格。全国鸡蛋平均价格 12.32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6%，

同比上涨 12.3%。河北、辽宁等 10 个主产省份鸡蛋平均价格 11.25 元/公

斤，比前一周上涨 1.5%，同比上涨 14.4%。全国鸡肉平均价格 25.12元/公

斤，比前一周上涨 0.9%，同比上涨 11.5%。商品代蛋雏鸡平均价格 3.8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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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比前一周上涨 0.3%，同比上涨 6.3%。商品代肉雏鸡平均 3.36 元/只，

比前一周上涨 2.4%，同比上涨 14.3%。 

牛羊肉价格。全国牛肉平均价格 88.60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6%，

同比上涨 0.5%。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和河南等主产省份牛肉平均价格

79.15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5%。全国羊肉平均价格 83.37 元/公斤，

比前一周上涨 0.3%，同比下跌 2.2%。河北、内蒙古、山东、河南和新疆等

主产省份羊肉平均价格 75.13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1%。 

生鲜乳价格。内蒙古、河北等 10 个主产省份生鲜乳平均价格 4.10 元/

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2%，同比下跌 4.0%。 

饲料价格。全国玉米平均价格 3.04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3%，同

比上涨 5.9%。主产区东北三省玉米平均价格为 2.79 元/公斤，与前一周持

平；主销区广东省玉米价格 3.14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3%。全国豆粕

平均价格 4.97 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上涨 29.8%。育肥猪配合饲料

平均价格 4.04 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上涨 10.7%。肉鸡配合饲料平

均价格 4.08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上涨 11.2%。蛋鸡配合饲料平均

价格 3.78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3%，同比上涨 10.9%。 

 

 信息来源：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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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份第 4 周畜产品和饲料集贸市场价格情况 

 

据对全国 500 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监测，1 月份第 4周（采集日为

1 月 28 日）鸡肉、商品代雏鸡、牛羊肉、育肥猪配合饲料价格上涨，生猪

产品、鸡蛋、生鲜乳、豆粕、肉鸡配合饲料、蛋鸡配合饲料价格下跌，玉米

价格持平。 

生猪产品价格。全国仔猪平均价格 33.50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2.6%，

同比上涨 29.7%。福建、辽宁、上海、河北、重庆等 7 个省份仔猪价格上涨，

江苏、新疆、山西、湖北、云南等 22个省份价格下跌。西北地区仔猪平均

价格较高，为 36.41 元/公斤；西南地区较低，为 29.02元/公斤。全国生猪

平均价格 15.82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2%，同比上涨 6.5%。福建、广

东、上海、北京、海南等 16 个省份生猪价格上涨，甘肃、宁夏、青海、湖

北、山西等 13 个省份价格下跌，重庆价格持平。华南地区生猪平均价格较

高，为 16.73 元/公斤；东北地区较低，为 14.48元/公斤。全国猪肉平均价

格 28.87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4%，同比上涨 10.8%。北京、海南、新

疆、上海、江西等 9 个省份猪肉价格上涨，宁夏、湖北、甘肃、天津、山西

等 20 个省份价格下跌，河北价格持平。华南地区猪肉平均价格较高，为

35.17 元/公斤；东北地区较低，为 23.17 元/公斤。 

家禽产品价格。全国鸡蛋平均价格 12.16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1.3%，

同比上涨 11.3%。河北、辽宁等 10 个主产省份鸡蛋平均价格 10.97 元/公

斤，比前一周下跌 2.5%，同比上涨 12.3%。全国鸡肉平均价格 25.14元/公

斤，比前一周上涨 0.1%，同比上涨 10.2%。商品代蛋雏鸡平均价格 3.87元



 

 6 / 24 

 

/只，比前一周上涨 0.3%，同比上涨 6.6%。商品代肉雏鸡平均价格 3.43元

/只，比前一周上涨 2.1%，同比上涨 15.9%。 

牛羊肉价格。全国牛肉平均价格 88.82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2%，

同比上涨 0.3%。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和河南等主产省份牛肉平均价格

78.69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6%。全国羊肉平均价格 83.52 元/公斤，

比前一周上涨 0.2%，同比下跌 2.4%。河北、内蒙古、山东、河南和新疆等

主产省份羊肉平均价格 75.08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1%。 

生鲜乳价格。内蒙古、河北等 10 个主产省份生鲜乳平均价格 4.09 元/

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2%，同比下跌 4.2%。 

饲料价格。全国玉米平均价格 3.04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同比上涨

5.9%。主产区东北三省玉米平均价格 2.78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4%；

主销区广东省玉米价格 3.14 元/公斤，与前一周持平。全国豆粕平均价格

4.96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2%，同比上涨 28.8%。育肥猪配合饲料平均

价格 4.05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2%，同比上涨 10.7%。肉鸡配合饲料

平均价格 4.06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5%，同比上涨 10.6%。蛋鸡配合

饲料平均价格 3.77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3%，同比上涨 10.6%。 

 

信息来源：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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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4 周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 

 

    一、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交易情况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2023 年第 4 周（2023 年 1 月 23 日—1 月 29 日，

下同）“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37.04（以 2015 年为 100），比

前一周升 1.30 个点，同比高 0.49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40.22（以 2015 年为 100），比前一周升 1.54 个点，同比低

0.28 个点。  

  1. 猪牛羊肉价格小幅上涨，鸡蛋价格略有下降。猪肉批发市场周均价

每公斤 23.07 元，环比涨 0.8%，同比高 5.5%；牛肉每公斤 78.01 元，环比

涨 0.7%，同比高 2.9%；羊肉每公斤 69.54 元，环比涨 0.6%，同比低

2.9%；白条鸡每公斤 18.66 元，环比跌 1.1%，同比高 4.5%。鸡蛋批发市场

周均价每公斤 11.16 元，环比跌 0.6%，同比高 16.4%。  

  2.多数水产品价格小幅上涨。鲫鱼、花鲢鱼、白鲢鱼、草鱼和鲤鱼每

公斤分别为 19.58 元、17.34 元、10.05 元、17.05 元和 14.37 元，环比分别

涨 3.8%、3.2%、3.0%、2.8%和 2.6%；大黄花鱼和大带鱼批发市场周均价

每公斤分别为 42.14 元和 38.35 元，环比分别跌 1.9%和 1.1%。   

  3.蔬菜均价小幅上涨。重点监测的 28 种蔬菜周均价每公斤 6.20 元，

环比涨 2.8%，同比高 7.5%。市场反映，春节期间蔬菜供应有保障，初三

起批发商陆续返回开市，供应和需求同步回升，特别是餐饮业去库存较

快，对鲜嫩蔬菜需求较大，导致鲜嫩蔬菜价格涨幅明显。分品种看，25 种

蔬菜价格上涨，3 种下跌，其中，芹菜、平菇、大白菜和菠菜价格涨幅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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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环比分别涨 9.4%、9.1%、8.7%和 7.7%，胡萝卜、蒜薹、韭菜、白萝

卜、生菜和莲藕环比分别涨 6.7%、6.0%、5.6%、5.6%、5.5%和 5.0%，其余

品种价格涨幅在 5%以内；黄瓜、西葫芦和南瓜价格环比分别跌 4.0%、

2.8%和 1.1%。  

  4.水果均价持平略降。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周均价每公斤 7.44 元，环

比跌 0.1%，同比高 11.7%。分品种看，菠萝和巨峰葡萄周均价环比分别跌

5.7%和 1.0%，香蕉、鸭梨、富士苹果和西瓜周均价环比分别涨 2.1%、

2.0%、0.7%和 0.5%。  

  二、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  

  1. 大米和食糖价格小幅上涨  

  泰国 100%B 级和 5%破碎率大米曼谷离岸周均价每吨分别为 538 美元

和 523 美元，环比均涨 1%，同比分别高 20%和 21%；国际糖料理事会原

糖周均价每磅 18.83 美分（每吨 415 美元），环比涨 1%，同比高 2%。  

  2.棕榈油和小麦价格环比基本持平  

  马来西亚棕榈油荷兰鹿特丹港到岸周均价每吨 997 美元，环比基本持

平，同比低 29%；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小麦最近期货合约收盘周均价每

吨为 272 美元，环比基本持平，同比低 7%。  

  3.豆油、大豆和玉米价格环比小幅下跌  

  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豆油、大豆和玉米最近期货合约收盘周均价每

吨分别为 1344 美元、552 美元和 249 美元，环比分别跌 4%、2%和 1%，

同比分别低 4%、高 5%和高 1%。  

 

信息来源：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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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周国际动物疫情动态-395-396期 

 

非洲猪瘟 

 

  1. 波兰发生 150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 月 19、25 日，波兰通报滨海省等 6 地发生 150起野猪非洲猪瘟疫

情，221头野猪感染死亡。  

  2. 俄罗斯发生 1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 月 20日，俄罗斯通报库尔斯克州发生 1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14

头野猪感染死亡。  

  3. 罗马尼亚发生 23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 月 20日，罗马尼亚通报博托沙尼县等 6地发生 23起野猪非洲猪瘟

疫情，34 头野猪感染死亡。  

  4. 希腊发生 1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 月 23日，希腊通报东马其顿和色雷斯大区发生 1起野猪非洲猪瘟疫

情，1 头野猪感染死亡。  

  5. 摩尔多瓦发生 1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1 月 23日，摩尔多瓦通报弗洛列什蒂区发生 1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4 头家猪感染死亡，3 头被扑杀。  

  6. 拉脱维亚发生 15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 月 24日，拉脱维亚通报库兹米尔市等 3地发生 15起野猪非洲猪瘟

疫情，25 头野猪感染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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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匈牙利发生 12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 月 24日，匈牙利通报诺格拉德州等 4 地发生 12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

情，15 头野猪感染死亡。  

  8. 意大利发生 20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 月 25日，意大利通报利古里亚大区发生 20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20 头野猪感染死亡。  

  9. 塞尔维亚发生 14 起野猪和 1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1 月 25日，塞尔维亚通报普奇尼亚州等 3地发生 14起野猪和 1 起家

猪非洲猪瘟疫情，17 头野猪感染死亡，1 头家猪感染死亡。  

  10. 南非发生 1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1 月 25日，南非通报高登省发生 1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244头家猪

感染，238 头死亡。  

     

禽流感  

     

  1. 比利时发生 7 起野禽和 2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18、23、25 日，比利时通报瓦隆大区等 2 地发生 7 起野禽和 2 起

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7只野禽感染死亡，498 只家禽感染

死亡，13.5万只被扑杀。  

  2. 德国发生 5 起家禽和 28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19、20、23、25 日，德国通报拜恩州等 7 地发生 5 起家禽和 28

起野禽 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2 万只家禽感染，500 只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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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8只被扑杀，308 只野禽和散养家禽感染，263 只死亡，1694只被扑

杀。  

  3. 瑞典发生 8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19、25 日，瑞典通报斯堪尼亚省发生 8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8 只野禽感染死亡。  

  4. 匈牙利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19日，匈牙利通报贝凯什州发生 1 起野禽 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

流感疫情，1 只野禽感染死亡。  

  5. 加拿大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19日，加拿大通报新不伦瑞克省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1 只野禽感染死亡。  

  6. 奥地利发生 1 起家禽和 17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0日，奥地利通报上奥地利州等 4 地生 1 起家禽和 17 起野禽

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2只家禽感染死亡 30 只野禽和散养家禽

感染，20 只死亡，4 只被扑杀。  

  7. 俄罗斯发生 2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0、23 日，俄罗斯通报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等 2 地发生 2 起野禽

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7只野禽感染死亡，137 只被扑杀。  

  8. 丹麦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0日，丹麦通报斯拉厄尔瑟自治市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

病性禽流感疫情，120 只家禽感染死亡，1.5 万只被扑杀。  

  9. 日本发生 4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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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0日，日本通报新泻县等 4地发生 4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

禽流感疫情，172 只家禽感染死亡，194.9 万只被扑杀。  

  10. 日本发生 1 起家禽 H5N2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0日，日本通报大阪市发生 1 起家禽 H5N2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

疫情，160 只家禽感染死亡，5.5 万只被扑杀。  

  11. 日本发生 10 起野禽 H5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3、24 日，日本通报北海道县等 8 地发生 10 起野禽 H5 亚型高致

病性禽流感疫情，11 只野禽感染死亡。  

  12. 摩尔多瓦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3日，摩尔多瓦通报索罗卡区发生 1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

禽流感疫情，11 只家禽感染，5 只死亡，168 只被扑杀。  

  13. 法国发生 10 起家禽和 14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0日，法国通报卢瓦尔河大区的旺代省等 8地发生 10 起家禽和

14 起野禽 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1.5万只家禽感染，967只死

亡，6.3万只被扑杀，69只野禽和散养家禽感染，42 只死亡，27 只被扑

杀。  

  14. 墨西哥发生 9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0日，墨西哥通报塔毛利帕斯州等 4地发生 9起家禽 H5N1亚型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48.7 万只家禽感染，11.9万只死亡。  

  15. 罗马尼亚发生 4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0日，罗马尼亚通报苏恰瓦县等 2 地发生 4起野禽 H5N1 亚型高

致病性禽流感疫情，5 只野禽感染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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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斯洛伐克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4日，斯洛伐克通报普雷绍夫州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23只野禽和散养家禽感染，2只被扑杀。  

  17. 塞尔维亚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4日，塞尔维亚通报北巴奇卡县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2 只野禽感染死亡。  

  18. 瑞士发生 2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4日，瑞士通报巴塞尔乡村州等 2 地发生 2起野禽 H5N1 亚型高

致病性禽流感疫情，2 只野禽感染死亡。  

  19. 哥伦比亚发生 3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4日，哥伦比亚通报科尔托巴省等 2地发生 3起野禽 H5N1亚型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136只野禽和散养家禽感染，95 只死亡，117 只被

扑杀。  

  20. 荷兰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3日，荷兰通报格尔德兰省发生 1 起家禽 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

流感疫情，600只家禽感染，400 只死亡，5.4 万只被扑杀。  

  21. 波兰发生 18 起野禽和 44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3、25 日，波兰通报库亚瓦滨海省等 6 地发生 18 起野禽和 44 起

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30 只野禽感染死亡，79.3万只家禽

感染，1.4 万只死亡，77.9 万只被扑杀。  

  22. 哥斯达黎加发生 1 起野禽 H5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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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4日，哥斯达黎加通报利蒙省发生 1起野禽 H5亚型高致病性禽

流感疫情，4 只野禽感染死亡。  

     

其它动物疫病  

     

  1. 法国发生 1 起新城疫疫情  

  1 月 18日，法国通报比利牛斯大西洋省发生 1 起新城疫疫情，170只

家禽感染死亡，1430 只被扑杀。  

  2. 阿塞拜疆发生 1 起羊痘疫情  

  1 月 24日，阿塞拜疆通报中阿兰经济区发生 1 起羊痘疫情，30只绵

羊感染，2 只死亡。  

  3. 南非发生 3 起兔出血病疫情  

  1 月 24日，南非通报自由省等 2地发生 3起兔出血病疫情，207 只家

兔感染死亡。  

  4. 西班牙发生 2 起羊痘疫情  

1 月 24 日，西班牙通报卡斯蒂利亚拉曼查大区发生 2起羊痘疫情，51

只绵羊和山羊感染，5214 只被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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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猪瘟 

  1. 波兰发生 152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 月 27、30 日和 2 月 1日，波兰通报大波兰省等 5地发生 152 起野猪

非洲猪瘟疫情，193头野猪感染死亡。  

  2. 希腊发生 1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 月 27日，希腊通报马其顿和特雷斯大区发生 1起野猪非洲猪瘟疫

情，1 头野猪感染死亡。  

  3. 罗马尼亚发生 11 起野猪和 2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1 月 27日，罗马尼亚通报卡拉什塞维林县等 8 地发生 11起野猪和 2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22 头野猪感染死亡，10 头家猪感染被扑杀。  

  4. 南非发生 3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1 月 27日，南非通报东开普省发生 3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86头家

猪感染，84头死亡。  

  5. 摩尔多瓦发生 1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 月 30日，摩尔多瓦通报布里切尼区发生 1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1

头野猪感染死亡。  

  6. 拉脱维亚发生 11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1 月 31日，拉脱维亚通报库兹米尔市等 3地发生 11起野猪非洲猪瘟

疫情，11 头野猪感染死亡。  

  7. 匈牙利发生 23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2 月 1 日，匈牙利通报佩斯州等 4地发生 23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26

头野猪感染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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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意大利发生 17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2 月 1 日，意大利通报利古里亚大区等 2 地发生 17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

情，17 头野猪感染死亡。  

     

禽流感  

  1. 日本发生 4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7日，日本通报滋贺县等 4地发生 4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

禽流感疫情，49 只家禽感染，34 只死亡，71.6 万只被扑杀。  

  2. 奥地利发生 1 起家禽和 17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7日，奥地利通报施泰尔马克州等 3地发生 1起家禽和 17起野

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3 只家禽感染，3103 只被扑杀，23只

野禽感染死亡。  

  3. 南非发生 1 起野禽和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7日，南非通报高登省发生 1 起野禽和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

病性禽流感疫情，1只野禽和 1226 只家禽感染死亡。  

  4. 美国发生 5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7日，美国通报新罕布什尔州等 4 地发生 5起野禽 H5N1 亚型高

致病性禽流感疫情，36只散养家禽感染死亡，90只被扑杀。  

  5. 罗马尼亚发生 2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7日，罗马尼亚通报巴克乌县发生 2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

禽流感疫情，2只野禽感染死亡。  

  6. 比利时发生 8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7 / 24 

 

  1 月 30日，比利时通报瓦隆大区发生 8 起野禽 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

流感疫情，9 只野禽感染死亡。  

  7. 捷克发生 1 起野禽和 3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30、31 日，捷克通报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州等 3地发生 1起野禽

和 3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1只野禽感染死亡，25 只家

禽感染死亡，2.5 万只被扑杀。  

  8. 罗马尼亚发生 2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30日，罗马尼亚通报布拉索夫县发生 2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18.1 万只家禽感染死亡。  

  9. 瑞典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7日，瑞典通报西约特兰省发生 1 起野禽 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

流感疫情，45 只散养家禽感染，44 只死亡，14 只被扑杀。  

  10. 波兰发生 3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7日，波兰通报喀尔巴阡山省等 2 地发生 3起野禽 H5N1 亚型高

致病性禽流感疫情，7 只野禽感染死亡。  

  11. 厄瓜多尔发生 8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9日，厄瓜多尔通报柯托帕希省等 4地发生 8起家禽 H5N1亚型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72.9 万只家禽感染死亡，23.1 万只被扑杀。  

  12. 英国发生 4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27日，英国通报苏格兰发生 4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

疫情，31 只散养家禽感染，26只死亡，65只被扑杀。  

  13. 法国发生 4 起家禽和 14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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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7日，法国通报新阿基坦大区的朗德省等 9地发生 4 起家禽和

14 起野禽 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4902 只家禽感染，7422 只被扑

杀，240只野禽和散养家禽感染，111 只死亡，129 只被扑杀。  

  14. 玻利维亚发生 2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31日，玻利维亚通报科恰班巴省发生 2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325只家禽感染死亡。  

  15. 丹麦发生 29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31日，丹麦通报奥尔堡市等 3 地发生 29起野禽 H5N1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30只野禽感染死亡。  

  16. 厄瓜多尔发生 2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31日，厄瓜多尔通报埃尔傲罗省等 2地发生 2起野禽 H5N1亚型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2 只野禽感染死亡。  

  17. 荷兰发生 2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30日，荷兰通报戈尔德兰省等 2 地发生 2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

病性禽流感疫情，95 只家禽感染死亡，6.5 万只家禽被扑杀。  

  18. 卢森堡发生 2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30日，卢森堡通报迪基希区发生 2 起野禽 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

流感疫情，28 只野禽和散养家禽感染死亡，24 只被扑杀。  

  19. 西班牙发生 5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1 月 30日，西班牙通报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等 2 地发生 5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5 只野禽感染死亡。  

  20. 以色列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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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 日，以色列通报中央区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

疫情，60 只家禽感染死亡，1.9 万只被扑杀。  

  21. 德国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2 月 1 日，德国通报萨克森安哈特州发生 1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

禽流感疫情，4100只家禽感染，100 只死亡。  

     

其它动物疫病  

  1. 南非发生 1 起 SAT2 型和 1 起 SAT3 型口蹄疫疫情  

  1 月 27日，南非通报夸祖鲁纳塔尔省等 2地发生 1起 SAT2 型和 1 起

SAT3型口蹄疫疫情，55头野生非洲水牛和 9 头牛感染。  

  2. 伊拉克发生 9 起口蹄疫疫情  

  1 月 26日和 2月 1 日，伊拉克通报尼尼微省等 9地发生 9 起未定型口

蹄疫疫情，2.5万头牛、水牛和绵羊感染，21 头死亡。  

  3. 哈萨克斯坦发生 1 起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疫情  

  1 月 30日，哈萨克斯坦通报阿克托别州发生 1 起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疫

情，6 头牛感染。  

  4. 俄罗斯发生 1 起新城疫疫情  

  1 月 30日，俄罗斯通报马里埃尔共和国发生 1 起新城疫疫情，19 只

家禽感染死亡。  

  5. 瑞典发生 1 起新城疫疫情  

  1 月 30日，瑞典通报维尤纳比港市发生 1起新城疫疫情，5000只家

禽被扑杀。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20 / 24 

 

四、政策、法律、法规、标准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食品快速检测使用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为发挥食品快速检测（以下简称食品快检）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

作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现就规范食品快检

使用提出以下意见： 

  一、食品快检应具备的条件和能力 

  食品快检可用于对食用农产品、散装食品、餐饮食品、现场制售食品等

的食品安全抽查检测，并在较短时间内显示检测结果。 

  （一）开展食品快检要有相应设施设备和制度。食品快检单位应具备相应

设施设备和环境条件，并制定食品快检人员培训、设施设备管理、操作规程等

制度。（《食品快速检测操作指南》见附件 1） 

  （二）食品快检操作人员要经过专业培训。食品快检操作人员应经过食

品检验检测专业培训，熟悉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掌握食品快检操作规

范、质量管理等知识和技能。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对食品快检操作人员的专业

培训情况进行检查。 

  二、真实客观记录和公开食品快检信息 

  （三）真实、客观记录食品快检过程信息。应记录食品快检食品和被检

测单位（或摊位）名称、售货人姓名及联系电话、检测项目、检测日期、检

测结果、食品快检产品和试剂、检测人员签名等信息。食品快检操作人员及

所在机构应对食品快检过程、数据和结果信息的真实、完整和可追溯负责。 

  （四）公布食品快检信息应真实、客观、易懂。食品快检结果是否在检

测场所公布由组织方确定。如公布，应按照食品快检信息公布要求，公布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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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称、被检测单位（或摊位）、检测日期、检测项目（注明俗称）、检测

结果、判定结论等信息。公布的食品快检信息应真实、客观、易懂，不得误

导消费者。（《食品快速检测信息公布要求》见附件 2） 

  三、依法处置食品快检发现的问题产品 

  （五）市场监管部门应依法规范使用食品快检。市场监管部门在日常监

管、专项整治、活动保障等现场检查工作中，依法使用国家规定的食品快检

方法开展抽查检测。对食用农产品快检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检测结果

时起四小时内申请复检，复检不得采用快检方法。食品快检不能替代食品检

验机构的实验室检验，不能用于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食品安全抽样检验。 

  （六）妥善处置食品快检发现的问题产品。食品快检抽查检测结果表明

可能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被抽查食品经营者应暂停销售相关产品；属地

市场监管部门应及时跟进监督检查或委托符合法律规定的食品检验机构进

行检验，及时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抽查检测结果确定有关食品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四、切实提升食品快检产品质量水平 

  （七）开展食品快检结果实验室验证。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对食品快

检结果进行实验室验证。有关验证工作应做到程序规范、记录完整、数据真

实、过程可追溯；验证结果及时上传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并在

该信息系统中对食品快检结果的准确率进行动态排名。（《食品快速检测结

果验证规范》见附件 3） 

  （八）稳妥推进食品快检产品符合性评价和认证。完善食品快检用仪器

设备、试剂等相关标准，鼓励开展食品快检产品认证，加强食品快检方法研

制。市场监管总局对声称采用市场监管总局公布食品快检方法的快检产品，

组织开展符合性评价。有关评价工作应做到公平、公正、过程可追溯，确保



 

 22 / 24 

 

评价结果客观、科学、准确。食品快检产品评价结果在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

验信息系统内公布。鼓励市场监管部门采购通过符合性评价或获得认证的

食品快检产品。（《食品快速检测产品符合性评价程序》见附件 4） 

  五、因地制宜开展“你送我检”便民服务活动 

  （九）指导食品快检“你送我检”便民服务活动。鼓励食品快检机构现

场接收消费者送检的自购食品，并及时告知和解读检测结果；检测人员要科

学回答消费者有关的食品安全咨询，宣传食品安全科普知识。县级市场监管

部门应加强对本地区“你送我检”便民服务活动指导。 

  本意见适用于规范市场监管部门、销售食品的市场开办者使用食品快

检的行为。销售食品的市场是指销售食品的农产品批发市场、零售市场（包

括农贸市场）、商场、超市、便利店和餐饮店等场所。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规范食品快速检测

方法使用管理的意见》（食药监科〔2017〕49 号）、《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办公厅关于印发食品快速检测方法评价技术规范的通知》（食药监办科

〔2017〕43号）同时废止。 

  

附件：1.食品快速检测操作指南 

         2.食品快速检测信息公布要求 

         3.食品快速检测结果验证规范 

         4.食品快速检测产品符合性评价程序 

 

                                                   市场监管总局 

                                                   2023年 1 月 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信息来源：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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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业资讯 

 

2022 巴西鸡肉出口 482.2 万吨，再创纪录 

 

根据巴西动物蛋白协会 ABPA 在 2023 年 1 月 10 日发布的统计：巴西

2022 年全年出口鸡肉 482.2 万吨， 较 2021 年增长 4.6%， 同时也创下了

历史性出口记录。出口额 97.62 亿美金， 较 2021 年增长了 27.4%。  

2022年 12 月当月出口鸡肉为 38.63万吨，较 2021 年减少了 6%。12 月当月

出口额较 2021 年增长了 9.2%。  

中国还是巴西最大的出口市场，2022 年全年巴西向中国出口 54.05 万

吨鸡肉，较 2021 减少了 15.6%；向阿联酋国家出口 44.49万吨，较 2021年

增长了 14.2%； 菲律宾 2022 年进口巴西鸡肉 24.63 万吨，较 2021 增长了

46.5%； 欧盟进口 23.79 万吨巴西鸡肉，增长了 22.8%； 韩国进口 18.54

万吨，增长了 62.9%。  

“2022 年家禽业面临各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乌冲突、饲料高成

本、欧盟产量下降、以及遍及五大洲的禽流感；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互相牵

动；但是在这种环境下巴西仍然取得了很好的出口成绩， 也证明巴西家禽

业的韧性和坚持， 没有禽流感让巴西家禽业可以继续对 2023 年的出口有

了更多的信心。”巴西动物蛋白协会会长 Ricardo Santin 说到。  

猪肉努力的努力拼搏一直到 12 月底， 但是没有能力挽狂澜：2022 年

巴西猪肉出口 112 万吨。 较 2021 年减少了 1.4%， 2021 年合计出口了

113.7 万吨。2022 年猪肉全年出口收入累计收入为 25.72 亿美金，较 2021

年减少了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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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2 年的最后一个月， 巴西猪肉出口有了冲刺的表现：12 月当月

出口 102,800 吨，超出 2021 年同期 14.6%，中国市场在 2022 年 12 月进口

53,500 吨巴西猪肉。2022 年下半年出口明显好于上半年， 下半年月平均

出口超过 10万吨，上半年月平均出口量为 85,000吨。  

2022年猪肉也同样面临的严峻出口形势，希望 2023年巴西猪肉能够有

出口增长。  

 

信息来源：动物蛋白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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