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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期  总第 51 期 

一、批发价格监测 

  1. 3 月 13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上周五下降 0.46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3 月 13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31.68，

比上周五下降 0.46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33.99，比上周

五下降 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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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3元/公斤，与上周五持平；牛肉 77.18元/公斤，比上周五上升 0.7%；

羊肉 68.96 元/公斤，比上周五上升 0.2%；鸡蛋 10.46 元/公斤，比上周五

上升 1.1%；白条鸡 18.22 元/公斤，比上周五上升 1.1%。 

2. 3 月 14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上升 0.03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3 月 14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31.71，

比昨天上升 0.03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34.03，比昨天上

升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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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7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8%；牛肉 76.97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3%；

羊肉 68.68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4%；鸡蛋 10.49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3%；白条鸡 18.60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2.1%。 

3. 3 月 15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下降 0.30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3 月 15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31.41，

比昨天下降 0.30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33.68，比昨天下

降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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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5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1%；牛肉 76.63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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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肉 68.36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5%；鸡蛋 10.41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8%；白条鸡 18.32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1.5%。 

4. 3 月 16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与昨天持平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3 月 16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31.41，

与昨天持平，“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33.70，比昨天上升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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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8 元/公

斤，比昨天下降 0.3%；牛肉 77.59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1.3%；羊肉 69.27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1.3%；鸡蛋 10.49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8%；白条

鸡 18.54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1.2%。 

5. 3 月 17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比昨天上升 0.33 个点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3 月 17 日"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31.74，

比昨天上升 0.33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 134.08，比昨天上

升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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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5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6%；牛肉 76.90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9%；

羊肉 69.32 元/公斤，比昨天上升 0.1%；鸡蛋 10.46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0.3%；白条鸡 18.35 元/公斤，比昨天下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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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份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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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第 2 周（采集日

为 3 月 8日）仔猪、生猪、鸡蛋、商品代雏鸡价格上涨，猪肉、牛羊肉、

生鲜乳、豆粕、配合饲料价格下跌，鸡肉、玉米价格持平。  

  生猪产品价格。全国仔猪 37.67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2.2%，同比

上涨 53.9%。安徽、河南、陕西、甘肃、山西等 25个省份仔猪平均价格上

涨，青海、海南等 2 个省份仔猪平均价格下跌，天津、上海等 2 个省份平

均价格持平。华中地区仔猪平均价格较高，为 40.38元/公斤；西南仔猪

平均价格地区较低，为 31.42 元/公斤。全国生猪平均价格 15.95元/公

斤，比前一周上涨 0.1%，同比上涨 23.8%。山西、北京、广西、贵州、天

津等 19 个省份生猪平均价格上涨，海南、黑龙江、浙江、福建、广东等

11 个省份生猪平均价格下跌。华东地区生猪平均价格较高，为 16.41 元/

公斤；西北生猪平均价格地区较低，为 15.52元/公斤。全国猪肉平均价

格 26.83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3%，同比上涨 16.0%。陕西、山西、

天津、辽宁、安徽等 10个省份猪肉平均价格上涨，青海、福建、内蒙

古、广东、上海等 19 个省份猪肉平均价格下跌，四川平均价格持平。华

南地区猪肉平均价格较高，为 31.98元/公斤；东北猪肉平均价格地区较

低，为 23.15 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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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禽产品价格。全国鸡蛋平均价格 11.60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5%，同比上涨 13.8%。河北、辽宁等 10 个主产省份鸡蛋平均价格 10.33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1.2%，同比上涨 15.3%。全国鸡肉平均价格 24.40

元/公斤，与前一周基本持平，同比上涨 8.3%。商品代蛋雏鸡平均价格

3.94元/只，比前一周上涨 1.0%，同比上涨 8.2%。商品代肉雏鸡平均价格

4.05元/只，比前一周上涨 3.3%，同比上涨 38.2%。  

  牛羊肉价格。全国牛肉平均价格 87.12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2%，同比下跌 0.3%。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和河南等主产省份牛肉平

均价格 78.15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1%。全国羊肉平均价格 81.63 元/

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2%，同比下跌 2.7%。河北、内蒙古、山东、河南

和新疆等主产省份羊肉平均价格 75.02 元/公斤，比前一周上涨 0.2%。  

  生鲜乳价格。内蒙古、河北等 10个主产省份生鲜乳平均价格 4.01 元

/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2%，同比下跌 4.5%。  

  饲料价格。全国玉米平均价格 3.00 元/公斤，与前一周基本持平，同

比上涨 3.1%。主产区东北三省玉米平均价格为 2.75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

跌 0.4%；主销区广东省玉米平均价格 3.11 元/公斤，与前一周基本持平。

全国豆粕平均价格 4.71 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1.7%，同比上涨 3.1%。

育肥猪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95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3%，同比上涨

4.2%。肉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4.03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2%，同比上

涨 6.6%。蛋鸡配合饲料平均价格 3.73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 0.5%，同

比上涨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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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第 2 周（总第 10 周）畜产品、饲料集市价格表 

 单位：元／公斤、元／只  

项目  本周  上年同期  前一周  同比%  环比%  

仔猪  37.67  24.48  36.86  53.9  2.2  

生猪  15.95  12.88  15.93  23.8  0.1  

猪肉  26.83  23.13  26.90  16.0  -0.3  

鸡蛋  11.60  10.19  11.54  13.8  0.5  

主产省份鸡蛋  10.33  8.96  10.21  15.3  1.2  

鸡肉  24.40  22.53  24.40  8.3  0.0  

商品代蛋雏鸡  3.94  3.64  3.90  8.2  1.0  

商品代肉雏鸡  4.05  2.93  3.92  38.2  3.3  

牛肉  87.12  87.34  87.29  -0.3  -0.2  

羊肉  81.63  83.89  81.83  -2.7  -0.2  

主产省份生鲜乳  4.01  4.20  4.02  -4.5  -0.2  

玉米  3.00  2.91  3.00  3.1  0.0  

豆粕  4.71  4.57  4.79  3.1  -1.7  

育肥猪配合饲料  3.95  3.79  3.96  4.2  -0.3  

肉鸡配合饲料  4.03  3.78  4.04  6.6  -0.2  

蛋鸡配合饲料  3.73  3.52  3.75  6.0  -0.5  

蛋鸡主产省份统计范围：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

东、河南、陕西。  

生鲜乳主产省份统计范围：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

陕西、宁夏、新疆。  

信息来源：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6 / 28 

 

2023 年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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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周（2023 年 3 月 6日—3 月 12日，

下同）“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32.06（以 2015 年为 100），比

前一周降 0.36 个点，同比高 0.32 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34.46（以 2015 年为 100），比前一周降 0.47个点，同比低

0.03个点。  

  1. 猪牛羊肉价格略有下跌，鸡蛋价格小幅上涨。猪肉批发市场周均价

每公斤 20.96 元，环比跌 0.1%，同比高 14.7%；牛肉每公斤 76.97元，环

比跌 0.2%，同比低 1.6%；羊肉每公斤 68.78元，环比跌 0.5%，同比低

3.9%；白条鸡每公斤 18.36元，环比涨 0.2%，同比高 7.2%。鸡蛋批发市

场周均价每公斤 10.34 元，环比涨 1.5%，同比高 16.7%。  

  2.水产品价格小幅下跌。白鲢鱼、鲤鱼、草鱼、大带鱼、大黄花鱼、

花鲢鱼和鲫鱼批发市场周均价每公斤分别为 9.13元、12.98 元、15.38

元、38.99 元、41.36 元、16.34元和 17.75 元，环比分别跌 3.2%、

2.1%、1.8%、1.6%、1.5%、1.4%和 1.0%。  

  3.蔬菜均价小幅下跌。重点监测的 28种蔬菜周均价每公斤 5.44元，

环比跌 3.7%，同比低 4.7%。分品种看，17种蔬菜价格下跌，1 种持平，

10 种上涨，其中，油菜价格跌幅较大，环比跌 17.9%，菠菜、西葫芦和黄

瓜价格环比分别跌 13.9%、13.3%和 10.1%，其余品种价格跌幅在 1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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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白萝卜价格环比基本持平；西红柿价格环比涨 3.3%，其余品种价格涨

幅在 3%以内。  

  4.水果均价小幅上涨。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周均价每公斤 7.68元，

环比涨 1.5%，同比高 15.3%。分品种看，西瓜、巨峰葡萄、香蕉、菠萝和

富士苹果周均价环比分别涨 7.6%、1.2%、0.5%、0.4%和 0.2%；鸭梨价格

环比跌 0.8%。  

  二、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  

  1.多数大宗农产品价格环比下跌  

  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豆油、小麦和玉米最近期货合约收盘周均价每

吨分别为 1278 美元、247 美元和 233 美元，环比分别跌 4%、4%和 1%，同

比分别低 28%、45%和 21%；国际棉花指数（SM 级）每磅 100.16美分（每

吨 2208 美元），环比跌 1%，同比低 26%；泰国 100%B 级和 5%破碎率大米

曼谷离岸周均价每吨分别为 482 美元和 468 美元，环比均跌 1%，同比分别

高 11%和 12%。  

  2.棕榈油、大豆和食糖价格环比小幅上涨  

  马来西亚棕榈油荷兰鹿特丹港到岸周均价每吨 997美元，环比涨 1%，

同比低 49%；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大豆最近期货合约收盘周均价每吨为

561 美元，环比涨 1%，同比低 10%；国际糖料理事会原糖周均价每磅

20.46 美分（每吨 451 美元），环比涨 1%，同比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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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 期 

 

非洲猪瘟 

     

  1. 俄罗斯发生 1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3 月 9 日，俄罗斯通报伏尔加格勒州发生 1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5

头家猪感染，1头死亡。  

  2. 摩尔多瓦发生 4 起家猪和 1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3 月 9、14日，摩尔多瓦通报克柳列内区等 3 地发生 4 起家猪和 1 起

野猪非洲猪瘟疫情，15头家猪感染，9 头死亡，40 头被扑杀，3头野猪感

染死亡。  

  3. 南非发生 4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3 月 10日，南非通报西北省等 3地发生 4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985

头家猪感染，969 头死亡，15 头被扑杀。  

  4. 罗马尼亚发生 6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3 月 10日，罗马尼亚通报布泽乌县等 5 地发生 6起野猪非洲猪瘟疫

情，6 头野猪感染死亡。  

  5. 波兰发生 65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3 月 10日，波兰通报滨海省等 6地发生 65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128

头野猪感染死亡。  

  6. 尼泊尔发生 1 起野猪和 3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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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2、15 日，尼泊尔通报远西区舒克拉芬塔国家公园和远西区其他

地区发生 1 起野猪和 3 起家猪非洲猪瘟疫情，1 头野猪感染死亡，17头家

猪感染，8 头死亡。  

  7. 捷克发生 2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3 月 14日，捷克通报利贝茨克州发生 2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2 头野

猪感染死亡。  

  8. 拉脱维亚发生 8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3 月 14日，拉脱维亚通报维兹米市等 2 地发生 8起野猪非洲猪瘟疫

情，10 头野猪感染死亡。  

  9. 德国发生 12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3 月 15日，德国通报萨克森州等 2 地发生 12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99 头野猪感染死亡。  

  10. 意大利发生 3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  

  3 月 14日，意大利通报利古里亚大区发生 3 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23

头野猪感染死亡。  

     

禽流感  

     

  1. 瑞士发生 2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3 月 9 日，瑞士通报苏黎世州等 4地发生 2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39只野禽感染死亡。  

  2. 英国发生 6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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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9、10日，英国通报马恩岛等 3 地发生 6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15只野禽感染死亡。  

  3. 哥伦比亚发生 6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3 月 8 日，哥伦比亚通报考卡山谷省等 2 地发生 6起野禽 H5N1 亚型高

致病性禽流感疫情，361 只散养家禽感染，134只死亡，514 只被扑杀。  

  4. 匈牙利发生 8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3 月 10日，匈牙利通报巴奇基什孔州等 2地发生 8起家禽 H5N1亚型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2484 只家禽感染死亡，3.3 万只被扑杀。  

  5. 日本发生 1 起家禽和 22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3 月 10、14 日，日本通报福冈县等 10地发生 1 起家禽和 22 起野禽

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225 只蛋鸡感染死亡，92.8 万只被扑杀，

25 只野禽感染死亡。  

  6. 美国发生 3 起野生动物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3 月 9 日，美国通报犹他州等 3地发生 3 起野生动物 H5N1 亚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5 只野生美洲豹和臭鼬感染死亡，2 只被扑杀。  

  7. 美国发生 10 起家禽和 4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3 月 9 日，美国通报宾夕法尼亚州等 6 地发生 10 起家禽和 4 起野禽

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233 只家禽感染死亡，14.9 万只被扑杀，

29 只散养家禽感染死亡。  

  8. 阿根廷发生 16 起野禽和 3 起家禽 H5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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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0、13、14 日，阿根廷通报科尔多瓦省等 12 地发生 16起野禽和

3 起家禽 H5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866 只散养家禽感染死亡，1253 只

被扑杀，2 万只家禽感染死亡，1 万只被扑杀。  

  9. 加拿大发生 10 起野禽和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3 月 9 日，加拿大通报萨斯喀彻温省等 4 地发生 10 起野禽和 1起家禽

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164 只野禽感染，120只死亡，5 只家禽

感染死亡，29 只被扑杀。  

  10. 印度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3 月 9 日，印度通报贾坎德邦发生 1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

疫情，2615只家禽感染死亡，3532 只被扑杀。  

  11. 比利时发生 1 起野禽 H5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3 月 13日，比利时通报瓦隆大区发生 1 起野禽 H5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

感疫情，1 只野生游隼感染死亡。  

  12. 比利时发生 5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3 月 13日，比利时通报瓦隆大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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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洪都拉斯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3 月 12日，洪都拉斯通报阿特兰蒂达省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

病性禽流感疫情，132 只野生棕鹈鹕感染，68 只死亡，64只被扑杀。  

  14. 德国发生 2 起家禽和 24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3 月 10、15 日，德国通报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等 6地发生 2起家禽和

24 起野禽 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1750 只家禽感染，1250 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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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3.6万只被扑杀，54只野禽和散养家禽感染，51 只死亡，14 只被扑

杀。  

  15. 法国发生 4 起家禽和 117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3 月 13日，法国通报诺曼第大区厄尔省等 20地发生 4 起家禽和 117

起野禽 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780 只家禽感染，580 只死亡，

4.1 万只被扑杀，557 只野禽和散养家禽感染，474 只死亡，134 只被扑

杀。  

  16. 塞内加尔发生 2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3 月 14日，塞内加尔通报圣路易大区等 2地发生 2起野禽 H5N1亚型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967只海鸥感染死亡。  

  17. 厄瓜多尔发生 1 起野禽 H5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3 月 14日，厄瓜多尔通报马纳比省发生 1起野禽 H5亚型高致病性禽

流感疫情，3 只军舰鸟感染，1 只死亡。  

  18. 厄瓜多尔发生 3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3 月 13日，厄瓜多尔通报因巴布拉省等 3地发生 3起家禽 H5N1亚型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1.7万只蛋鸡感染，5551 只死亡，1.2 万只被扑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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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3、15 日，智利通报比奥比奥大区等 4 地发生 3 起野禽和 1 起家

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30只野禽和散养家禽感染，12 只死

亡，319只被扑杀，541 只家禽感染，511 只死亡，4.1 万只被扑杀。  

  20. 西班牙发生 2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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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3日，西班牙通报巴斯克大区等 2 地发生 2起野禽 H5N1 亚型高

致病性禽流感疫情，5 只野禽感染死亡。  

  21. 意大利发生 24 起野禽 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3 月 15日，意大利通报威尼托大区等 2 地发生 24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

致病性禽流感疫情，25只野禽感染死亡。  

  22. 巴拿马发生 1 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3 月 14日，巴拿马通报西巴拿马省发生 1起野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

禽流感疫情，4只散养家禽感染，2只死亡，15 只被扑杀。  

  23. 尼泊尔发生 3 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3 月 15日，尼泊尔通报巴格马蒂区发生 3起家禽 H5N1 亚型高致病性

禽流感疫情，4974只蛋鸡感染死亡，1.8 万只被扑杀。  

     

其它动物疫病  

     

  1. 利比亚发生 2 起 O 型口蹄疫疫情  

  3 月 8 日，利比亚通报绿山区等 2地发生 2 起 O 型口蹄疫疫情，35 头

牛感染，1 头死亡。  

  2. 土耳其发生 1 起 SAT2 型口蹄疫疫情  

  3 月 10日，土耳其通报厄德尔省发生 1 起 SAT2 型口蹄疫疫情，4 头

牛感染。  

  3. 日本发生 1 起新冠病毒感染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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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0日，日本通报和歌山县动物园发生 1 起新冠病毒感染疫情，2

头狮子感染死亡。  

  4. 瑞士发生 1 起非典型牛海绵状脑病疫情  

  3 月 13日，瑞士通报格劳宾登州发生 1 起非典型牛海绵状脑病疫情，

1 头 12 岁奶牛感染被宰杀。  

  5. 乌拉圭发生 1 起马传染性贫血疫情  

  3 月 10日，乌拉圭通报萨尔托省发生 1 起马传染性贫血疫情，2 匹马

感染。  

  6. 以色列发生 4 起新城疫疫情  

  3 月 10日，以色列通报南部区等 2 地发生 4 起新城疫疫情，520 只家

禽感染死亡，28.8万只被扑杀。  

  7. 以色列发生 4 起牛结核病疫情  

  3 月 12日，以色列通报北部区发生 4 起牛结核病疫情，22 头牛感

染。  

  8. 哈萨克斯坦发生 2 起羊痘疫情  

  3 月 15日，哈萨克斯坦通报东哈萨克斯坦州发生 2起羊痘疫情，多只

绵羊感染。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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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法律、法规、标准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 

《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管理规定》已经 2023 年 2 月 20 日市场监管总局

第 2 次局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市场监管总局   

2023 年 3 月 13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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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制定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制定应科学可靠，具有实用性、可操作性和

可推广性。 

第三条 对可能掺杂掺假的食品，可以制定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制定范

围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情形： 

（一）现有食品安全标准规定的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无法检验的； 

（二）未规定食品中有害物质临时检验方法的； 

（三）对发现的添加或者可能添加到食品中的非食品用化学物质和其

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未规定检测方法的。 

第四条 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可用于食品的抽样检验、食品安全案件调查

处理和食品安全事故处置。 

第五条 市场监管总局负责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的制定工作。食品补充检

验方法制定工作包括立项、起草、送审和审查、批准和发布、跟踪评价和修

订等。 

第六条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成立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审评委员会（以下简

称审评委员会），审评委员会设专家组和办公室，专家组由食品检验相关领

域的专家组成，负责审查食品补充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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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立  项 

  

第七条 市场监管总局可通过征集、委托等方式，按照区分轻重缓急、

科学可行的原则，确定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立项项目和起草单位。食品安全监

管中发现重大问题或应对突发事件，可以紧急增补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项目。 

第八条 申报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起草食品补充检验方法所需的技术水平和组织能力； 

（二）在申报项目所涉及的领域内无利益冲突； 

（三）能够提供食品补充检验方法起草工作所需人员、经费、科研等

方面的资源和保障条件，能够按照要求完成相关起草任务。 

第九条 项目负责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食品安全及相关领域具有较高的造诣和业务水平，熟悉国内

外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和食品补充检验方法； 

（二）具有起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工作经验者优

先。 

第十条 项目负责人承担的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项目延期期间，原则上不

得申报新方法项目；同一起草单位原则上同一批次申报数量不得超过三项。 

第十一条 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征集立项要求，申报单位填写食品补充检

验方法立项申请书，并将相关材料报送至审评委员会办公室。 

第十二条 立项申请材料应包含拟解决的食品安全问题，立项背景和理

由，方法的适用条件、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已有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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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同类方法和国内相关法规情况，可能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以及申报

单位前期工作基础等。 

第十三条 审评委员会办公室收集立项申请材料，组织专家进行立项审

查，根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需求，推荐立项项目和起草单位，需要多家单位

共同承担项目时，专家组应根据申报材料推荐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 

第十四条 市场监管总局可根据工作需要，征求省级市场监管部门等相

关单位立项意见。 

  

第三章  起  草 

  

第十五条 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制定实行起草单位负责制，起草单位对方

法的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和规范性负责。鼓励食品检验机构、科研院所、

大专院校、社会团体等单位联合起草。 

第十六条 起草食品补充检验方法文本，应参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编写

规则，内容包含适用范围、方法原理、试剂仪器、分析步骤、计算结果等；

编制说明包含相关背景、研制过程、各项技术参数的依据、实验室内和实验

室间验证情况等内容。 

方法文本中有需要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其他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协调

处理内容的，应当在编制说明中明确说明，并提供相关材料，同时提出需要

协调处理的技术意见。 



 

 19 / 28 

 

第十七条 起草单位应根据所起草方法的技术特点，原则上选择不少于

5 家食品检验机构，委托开展实验室间验证。验证单位的选择应具有代表性

和公信力，其中至少包含 1家食品复检机构。 

验证单位应向起草单位提供加盖公章的验证报告。验证单位对其出具

验证报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 

第十八条 验证报告中至少包括方法的食品基质、检出限、定量限、线性

范围、准确度、精密度。其他验证内容和指标参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方法验证

的相关要求。必要时采取保证一定均匀性和稳定性的真实阳性样品、模拟加标

样品或质控样品进行实验室间验证。 

第十九条 起草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应当在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论证技术

指标的基础上按要求研制食品补充检验方法。起草单位应当广泛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时应提供方法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征求意见对象应具有代表

性，其中包括食品检验机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行业协会学会和专家等。 

征求意见收到的书面意见不少于 20 份。起草单位应当对反馈意见进行

归纳整理，填写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第二十条 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研制项目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起草单位原

则上应当提前三十日向委托单位提交书面申请，并抄送审评委员会办公室，

同意后方可实施： 

（一）起草单位或者项目负责人变更； 

（二）项目延期，原则上只有一次且不得超过半年； 

（三）项目调整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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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送审和审查 

  

第二十一条 起草单位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起草工作，并将方法草案、

编制说明、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验证报告、社会风险分析报告等材料报送

至审评委员会办公室。 

第二十二条 审评委员会办公室在收到方法草案及相关材料的 5个工作

日内组织形式审查。审查内容应当包括完整性、规范性、与项目要求的一致

性等。 

形式审查通过的，审评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进行会议审查；形式审

查未通过的，审评委员会办公室告知起草单位。 

第二十三条 专家组推选组长，主持会议审查，对方法送审材料的科学

性、先进性、实用性、规范性以及其他技术问题等进行审查。每个方法指定

主审专家，负责组织提出审查意见、指导修改方法内容等。 

第二十四条 会议审查时，项目负责人应当到会报告方法起草经过、技

术路线、内容依据等，回答专家的提问。 

第二十五条 会议审查原则上采取协商一致的方式。审查实行专家组负

责制，专家组根据起草单位送审材料及现场质询情况形成审查意见，每位参

与审查的专家在审查意见上签字确认。会后审评委员会办公室汇总专家意

见，形成会议纪要。 

第二十六条 通过会议审查的方法，起草单位应根据审查意见进行修改，

经主审专家和审评组长签字确认后，按规定时限报送相关材料。 



 

 21 / 28 

 

未通过会议审查的方法，专家组应当向方法起草单位出具书面意见，

说明不通过的理由。需修改后再审的，起草单位应当根据审查意见进行修改，

再次送审；未通过再次审查的方法，原则上审查结论为不通过。 

第二十七条 起草单位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原则上将不再委托新的食品

补充检验方法研制项目，并提请相关部门给予处理： 

（一）项目未达到质量要求或起草单位未履行相关职责，并未按要求

进行整改的； 

（二）方法起草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 

（三）未经批准停止方法起草或者延长方法起草时限的； 

（四）不按规定使用方法工作经费的； 

（五）其他不符合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管理工作规定的情形。 

  

第五章 批准和发布 

  

第二十八条 审查通过的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审评委员会办公室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将食品补充检验方法报批稿、审查结论等材料报送市场监管

总局。 

第二十九条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后以公告形式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

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缩写为 BJS）按照“BJS+年代号+序号”规则进行编号，

除方法文本外，同时公布主要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信息。 

第三十条 食品补充检验方法自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在市场监管

总局网站上公布，并列入食品补充检验方法数据库供公众免费查阅、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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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跟踪评价和修订 

  

第三十一条 市场监管总局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审评委员会、市场监管部

门、食品检验机构、方法起草单位等，对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实施情况进行跟

踪评价。 

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以对方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

意见和建议。 

第三十二条 审评委员会应当根据跟踪评价等情况适时进行复审，提出

继续有效、修订或者废止的建议。 

修订程序按照本规定的立项、起草、送审和审查、批准和发布等程序

执行。修订后发布的方法编号按照本规定第二十九条进行编号，并在方法文

本前言部分注明替代的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第三十三条 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发布后，个别内容需作调整时，以市场

监管总局公告的形式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修改单。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食品检验机构依据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出具检验数据和结

果时，应符合国家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有关规定。 

第三十五条 发布的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属于科技成果，可作为主要起草

人申请科研奖励和参加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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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制定程序参照本规定执

行。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

印发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工作规定的通知》（食药监办科〔2016〕175 号）、

《关于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研制指南的通告》（2017年 第 203 号）同时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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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业资讯 

 

2022 年度俄罗斯对华禽肉出口额增长 53%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莫斯科 3 月 6 日电 俄罗斯农业部下属的联

邦农产品出口发展中心向卫星通讯社表示，2022 年俄罗斯对华禽

肉出口额增长 53%。 

对华出口量为 13.9 万吨，与 2021 年相比增长 11%。中国成为

俄罗斯禽肉制品的主要出口国家，2022 年出口中国的俄罗斯禽肉按

重量计算占出口总量的 39%，2021 年占 41%。 

俄罗斯国家养禽者联盟总干事谢尔盖 ∙拉赫秋霍夫说，这要得

益于俄罗斯在 2022 年扩大了禽肉产品的生产，并成功解决了很多

与运输限制相关的问题。 

俄罗斯禽肉制品的主要出口国还包括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

坦、阿联酋、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巴林和非洲国家。 

2022 年俄罗斯肉制品出口量增长 16%，出口额增长 51%。自

2017 年以来，禽肉产品出口量增长超过一倍，出口额增长了 3.7

倍。 

                                                数据来源：国际畜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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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羽肉鸡苗价格“破 7” 2023 白羽肉鸡价格强化上涨趋势 

隐性白羽鸡属于快大白羽肉鸡。是从白洛克(或白温多得)中选育

而成。原产于法国。隐性白羽鸡在优质鸡配套上的应用对我国优质鸡

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白羽肉鸡苗价格“破 7” 

据益生股份、民和股份每日产品报价，今年春节后，鸡苗价格一

路上扬，直至于近日突破 7元/只。近期，益生股份表示，公司商品代

白羽肉鸡苗的订单已排到 6月份。 

当前，海外蔓延的禽流感疫情严重程度或超出市场认知。据了

解，此轮高致病性禽流感起源于欧洲，暴发于欧洲，逐渐蔓延至美

洲、亚洲，整体呈现洲际蔓延、跨年持续的态势，自 2021 年年底至今

已持续一年多时间，而且现在正值季节性高峰。 

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美国在本轮禽流感疫情中已发生 318 例

商业养殖场、459 例家庭养殖场 HPAI(高致病性禽流感)、扑杀禽类数

量达到 5853万只，受疫情影响的州达到 47个，相较上一轮禽流感疫

情在更短的时间内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范围与扑杀数量。 

此外，疫情在南美洲继续扩大传播，阿根廷近日出现第二例禽流

感疫情，因疫情影响阿根廷已将暂停禽类产品出口，南美洲疫情发展

或影响全球鸡肉供应，进一步加大种源紧缺程度。 

受到海外禽流感影响，去年 5 月以来我国白羽鸡祖代鸡海外引种

量大幅下滑，对应在产祖代鸡存栏已经自 2 月中旬开始下滑。随着祖 

代鸡存栏的下滑，商品代鸡苗苗价格持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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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白羽肉鸡价格强化上涨趋势 

截至 3 月 10日河北石家庄白羽肉苗鸡价格为 6.40元/羽，相比年

初的 1.35 元/羽，暴涨 374%，创下自 2020年 4 月以来新高。肉鸡方

面，3 月 1 日，肉鸡价格涨至 10.12元/公斤，相比 1 月 4日的 7.76

元/公斤，涨幅达到 30.41%，创 2019 年 12 月以来新高。 

3 月 14 日，益生股份、民和股份更新产品报价，鸡苗价格已涨至

7 元/只，环比上涨超 60%，较年初涨幅达 350%。 

据了解，当前海外禽流感蔓延或超市场预期，全球蛋价和肉鸡价

格不断推升，中国出口鸡肉、鲜鸡蛋量价齐升。 

受此影响，白羽鸡产业链备受市场关注，相关公司密集接受调

研，机构都在求问一个确定性的机会。有券商研报称，行业基本面将

会从需求因素转向供给端收缩驱动，产业链价格联动性会强化上涨趋

势。 

鸡肉是我国仅次于猪肉的第二大消费肉类。现阶段国内肉鸡市场

主要有白羽肉鸡、黄羽肉鸡、肉杂鸡等品种，其中白羽肉鸡占据过半

市场份额。 

而海外禽流感疫情的传播，国内祖代鸡种源缺口或将持续。截至

23 年 2 月 28 日，美国在本轮禽流感疫情中已发生 318例商业养殖

场、459例家庭养殖场 HPAI、扑杀禽类数量达到 58.53M，疫情影响州

达到 47 个，相较上一轮禽流感疫情在更短的时间内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范围与扑杀数量。机构预测祖代鸡海外低引种状况或持续更长时间，

引种缺口有望进一步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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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研普华研究院《2023-2028年中国白羽肉鸡行业深度分析

及发展前景报告》显示：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2 月 23 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白条

鸡均价为 18.22元/公斤，比 1 月 31 日的 18.72元/公斤下跌了

2.7%。 

鸡肉市场行情有望好转 

刚出炉的 1 月份全国统计数据显示，肉毛鸡均价为 11.22 元/公

斤，环比下降 5.6%。其中：白羽肉鸡为 8.49 元/公斤，环比下降

2.4%;黄羽肉鸡为 14.95 元/公斤，环比下降 7.5%。白羽肉鸡分割产品

综合价格为 10.91元/公斤，环比下降 1.6%。鸡肉价格为 25.02元/公

斤，环比下降 1.1%。价格降幅看起来比较温和，但养殖收益只能用

“微薄”两字来概括。1 月份，肉鸡生产全产业链平均收益为 1.68 元

/只。其中，白羽肉鸡平均收益为 2.32元/只，黄羽肉鸡平均收益为

0.81元/只。 

肉鸡养殖难赚钱，是因为供应量增长过快吗?答案是否定的。从存

栏、出栏数据看，鸡肉产出呈收缩态势。数据显示，1 月份全国出栏

肉鸡 7.6亿只，同比减少 6.5%;鸡肉产量 129.8万吨，同比减少 3.9%;

肉鸡存栏 16.4 亿只，同比减少 4.3%。从产能看，1 月份全国祖代存栏

低于年均线 2.7%。祖代种鸡存栏 383.2 万套，同比减少 0.9%，环比减

少 0.2%，较年均线减少 2.7%。其中，在产存栏 269.3万套，环比减少

2.0%，较年均线减少 1.1%。父母代种鸡当月存栏 14058.8 万套，环比

减少 0.5%。其中，在产存栏 7741.5 万套，较年均线减少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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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开年，白羽肉鸡就开启涨价模式。 

首先是鸡苗涨价，以国内鸡苗龙头益生股份报价来看，1月 26日

的鸡苗报价 3.6元/只，2 月 23日，该报价已达 5.7 元/只，鸡苗报价

不到一个月上涨了约 58%，并创下了近两年新高。特别是本周开始，

白羽鸡苗连续上涨，报价从 5.0 元/只上涨至 5.7 元/羽，4 天涨幅

14%。 

供需失衡是鸡苗价格快速上涨的主要原因。一方面，鸡苗供给较

少，种禽厂去年 12月中下旬存在淘鸡、换羽情况，现在产能还未恢

复，市场出苗量少;另一方面，受毛鸡价格上涨拉动，当前出栏的毛鸡

盈利可观，养殖端补栏积极性高，带动鸡苗价格上涨。 

毛鸡方面，近期价格也是不断攀升。益生股份的数据显示，2 月

23 日，山东地区毛鸡报价 4.95元/斤，较前一日上涨 5分/斤，而从

上海钢联调研的数据来看，滨州、潍坊、临沂等地区市场毛鸡收购 

此前白羽鸡产业供需失衡，养殖端亏损较大，这导致养殖户“跨年

鸡”补栏不足，进而导致当前鸡源紧缺，推涨了毛鸡价格。此外，随

着白羽肉鸡价格连续上涨，养殖户出现压栏操作，进一步加大了鸡源

紧张力度，对毛鸡价格上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数据来源：现代畜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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