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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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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提出.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农业信息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北京欧特欧国际咨询有限公司、阿里巴巴(中国)

有限公司、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深圳市标准技术

研究院、北京达邦食安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俊晔、陶莎、罗兴、孙伟、左臣明、杨杰、曾浩、古雪、张洪宇、席兴军、张峭、白云

艳、尚佳琪、曹渊、杨志花、杨明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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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一二三产业加快融合,电子商务成为活跃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农
产品流通渠道由线下持续向线上拓展,产品结构和类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销售产品的种类更加丰富,更
突出个性化多场景消费,并与物流快递配送服务相适应.农产品网络零售市场的规模和产品结构等信息

受到行业管理部门和市场主体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农业农村经济信息化对农产品网络零售市场信息监测

的标准化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在新形势下,根据网络化交易的特点,并考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深化农业

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需求,界定农产品网络零售市场信息监测的品类范围,提高信息采集、处理与交换的规

范性、一致性和科学性,能有效满足行业管理和生产经营管理需要,为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提供高效服务.

　 «农产品及制品网络零售信息监测　品类范围»规范的信息监测对象为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零售

交易的满足城乡居民日常消费需求的农产品及制品.本文件的制定对提高相关经济活动中产品数据监测

的准确性和不同来源数据的可比性,加强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消费各环节信息资源共享,促进农业全

产业链的信息化,推动农产品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促进农业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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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及制品网络零售信息监测　品类范围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产品及制品网络零售信息监测的对象和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农产品及制品网络零售市场信息采集、信息交换、信息处理和信息发布等相关活动.
本文件不适用于农产品范围的界定,不适用于产品网络交易行为规范及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认证、追

溯等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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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１０１１３　
GB/T１８１０６—２０２１　零售业态分类

NY/T３１７７—２０１８　农产品分类与代码

３　术语和定义

GB/T１０１１３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零售　retailing
主要面向最终消费者(如居民等)的销售活动,生产资料的销售不作为零售活动.
[来源:GB/T１８１０６—２０２１,２１]

３２
网络零售　onlineretail
通过互联网将自营或合作经营的商品,经物流配送或消费者自提等方式,送达消费者的零售活动.
[来源:GB/T１８１０６—２０２１,４２和４２１,有修改]

４　监测对象

农产品及制品网络零售信息监测对象是通过网络零售方式开展交易的农林牧渔业的初级产品,以及

以农林牧渔业初级产品为主要原料加工制成的可食用产品.

５　监测范围

５１　纳入监测范围的农产品品类

纳入网络零售信息监测的品类包括 NY/T３１７７中列明的、且可通过网络零售方式开展交易的农产

品,见表１.

表１　主要农产品品类

品类 细类 说明

蔬菜

　指新鲜或冷冻的各类蔬菜(含食用菌)
根菜类 　包括萝卜、胡萝卜、芫菁、根芹菜、根菾菜、牛蒡等

白菜类 　包括大白菜、普通白菜、菜薹等

甘蓝类 　包括结球甘蓝、紫甘蓝、抱子甘蓝、花椰菜、青花菜、球茎甘蓝、芥蓝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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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续)

品类 细类 说明

蔬菜

芥菜类 　包括大头菜、辣疙瘩、芥菜头、茎瘤芥、棒菜等

茄果类 　包括番茄、樱桃番茄、茄子、鲜用辣椒、青椒等

豆类蔬菜 　包括豇豆、菜豆、扁豆、鲜食豌豆、食荚豌豆、鲜食蚕豆、四棱豆、青豆等

瓜类蔬菜 　包括黄瓜、冬瓜、节瓜、南瓜、笋瓜、西葫芦、丝瓜、苦瓜、越瓜、瓠瓜、佛手瓜、蛇瓜等

葱姜蒜类 　包括大葱、洋葱、大蒜、蒜苗、蒜苔、韭菜、细香葱、姜等

叶菜类
　包括芹菜、菠菜、莴笋、叶用莴苣、长叶莴苣、茴香、球茎茴香、苋菜、蕹菜、茼蒿、荠菜、菊花菜、
木耳菜等

薯芋类 　包括马铃薯、甘薯、芋、山药、豆薯、菊芋等

水生蔬菜类 　包括莲藕、荸荠、茭白、茨菰、水芹、菱角等

多年生蔬菜 　包括香椿、芦笋、秋葵、竹笋、金针菜、洋蓟等

芽苗类 　包括豆芽、萝卜芽、豌豆苗等

食用菌类
　包括香菇、平菇、杏鲍菇、金针菇、木耳、草菇、白灵菇、口蘑、双孢蘑菇、绣球菌、银耳、虫草花、
姬松茸、松茸、牛肝菌、羊肚菌、鸡枞菌、竹荪、灰树花等

野生蔬菜类 　包括发菜等

其他蔬菜 　包括鲜食玉米、可食用鲜花等可作为蔬菜销售的其他品类

果品

　指新鲜或冷冻的各类水果和坚果

柑橘类 　包括橘、柑、橙、柚、柠檬等

仁果类 　包括苹果、梨、海棠、山楂等

核果类 　包括桃、鲜食枣、鲜食杏、李、梅、樱桃、杨梅、余甘子等

浆果类 　包括鲜食葡萄、鲜食柿、猕猴桃、草莓、蓝莓、桑葚、树莓、无花果、石榴、香瓜茄等

瓜果类 　包括西瓜、甜瓜等

热带及亚

热带水果

　包括香蕉、菠萝、芒果、荔枝、鲜食龙眼、红毛丹、木瓜、椰子、菠萝蜜、榴莲、百香果、火龙果、牛
油果、山竹、莲雾、枇杷、杨桃、黄皮、番石榴、番荔枝、人心果等

坚果类 　包括鲜核桃、鲜板栗、鲜松子等

其他果品 　包括果用甘蔗等其他果品

肉类

　指未经调味的冷鲜或冷冻的畜禽肉类及可食用副产品

牛肉 　包括分割或未分割、带骨或不带骨的牛肉(含肉用黄牛肉、水牛肉、牦牛肉等)
猪肉 　包括分割或未分割、带骨或不带骨的猪肉

羊肉 　包括分割或未分割、带骨或不带骨的羊肉(含绵羊肉、山羊肉等)
其他家畜肉类 　包括马、驴、骡、兔和骆驼等家畜肉

家畜可食用内

脏及副产品
　包括心、肝、肺、胃等家畜可食用内脏和耳、舌、尾、蹄、血等副产品

鸡肉 　包括胴体鸡或分割的鸡肉

鸭肉 　包括胴体鸭或分割的鸭肉

鹅肉 　包括胴体鹅或分割的鹅肉

其他家禽肉 　包括鸽、鹌鹑、火鸡等禽肉

家禽可食用

内脏及副产品
　包括心、肝、胗、肠等家禽可食用内脏和头、脖、爪、掌、血等副产品

蛋产品
　指新鲜的供食用的蛋类产品

鲜禽蛋 　包括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鸽子蛋、鸵鸟蛋等带壳鲜禽蛋

水产品

　指活的、冰鲜或冷冻的各类水产品

鱼类
　包括草鱼、鲢鱼、鲤鱼、鳙鱼、鲫鱼、罗非鱼等淡水鱼类和带鱼、鳀鱼、鲐鱼、鲅鱼、小黄鱼等海

水鱼类

虾类
　包括克氏原螯虾、青虾、罗氏沼虾等淡水虾类和南美白对虾、毛虾、鹰爪虾、虾蛄、斑节对虾等

海水虾类

蟹类 　包括河蟹、青蟹等淡水蟹类和梭子蟹、青蟹等海水蟹类
贝类 　包括田螺、河蚬等淡水贝类和牡蛎、蛤、贻贝、蛏、毛蚶等海水贝类

头足类 　包括鱿鱼、墨鱼、章鱼等头足类
藻类 　包括海带、裙带菜、紫菜、羊栖菜、石花菜等可食用藻类

棘皮动物类 　包括海参、海胆、海星等
杂类水产品 　包括鳖、牛蛙、蜗牛等杂类淡水动物和海蜇、沙蚕、海肠等杂类食用海洋动物

２



NY/T４７３３—２０２５

表１ (续)

品类 细类 说明

蜂产品

　指蜂蜜和其他蜂产品

蜂蜜 　包括洋槐蜜、枣花蜜、荆条蜜、油菜蜜、椴树蜜、紫云英蜜、荔枝蜜、龙眼蜜、百花蜜等蜂蜜产品

其他蜂产品 　包括蜂王浆、蜂花粉、蜂胶等其他蜂产品

干货

　指干制的蔬菜、水果、肉类和水产品

干制蔬菜
　经自然干制或热风干燥制成的蔬菜(含食用菌),包括笋干、黄花菜、梅干菜、贡菜干、干豇豆、
莴笋干、干蕨菜、干木耳、干银耳、干香菇、干竹荪、干猴头菇、干牛肝菌、干羊肚菌、干鸡枞菌等

干制水果
　经自然干制或热风干燥脱水、未经熏蒸、糖渍的水果制品,包括干制枣、葡萄干、柿饼、杏干、
无花果干、龙眼干、酸角、荔枝干、黑枣、椰枣、酸梅干等

生干肉制品
　经腌腊、风干、发酵等方法制成的生干肉制品,包括火腿、腊肉、咸肉、腌腊鸡、风干鸡、腌腊

鸭、风干鸭等

干制水产品

　包括鱼干、干鱼皮、干鱼唇、干鱼肚、干鱼鳔、虾干、虾米、虾皮、干贝、牡蛎干、干鲍、淡菜、蛤蜊

干、海螺干、蛏干、鱿鱼干、墨鱼干、干海带、干裙带菜、干紫菜、干石花菜、干海带、干裙带菜、干
紫菜、干石花菜、干海参、沙虫干、星虫干等

粮油米面

　指粮食作物籽粒及其经研磨、制粉等工艺制成的粉面类产品与加工制品,以及油籽油料经压

榨等工艺制成的食用植物油

大米 　包括大米、糙米、大米粉、糙米粉等

面粉 　包括通用小麦粉、专用小麦粉等

杂粮杂豆
　包括玉米、小米、高粱、大麦、燕麦、黍米、薏苡米、大豆、绿豆、赤豆、豌豆、蚕豆、鹰嘴豆、花生、
芝麻、荞麦、藜麦等籽粒以及经研磨等工艺加工制成的粉面产品

食用植物油

　包括大豆油、花生油、菜籽油、芝麻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橄榄油、油茶籽油、玉米油、米糠

油、茶叶籽油、核桃油、红花籽油、葡萄籽油、棕榈油、沙棘籽油、精炼椰子油、南瓜籽油等可食用

植物油

调味品

　指在饮食、烹饪和食品加工中用于调和滋味与气味并具有去腥、除膻、解腻、增香、增鲜等作

用的产品

香辛料
　指具有芳香和辛香等典型风味的香辛作物产品及粉面产品.包括干制辣椒、花椒、胡椒、孜
然、肉桂、八角、小茴香、肉豆蔻、小豆蔻、香叶、草果等单一香辛料及其复合类产品

茶

　指以茶树鲜叶等为原料,采用特定工艺加工制成的供人饮用或食用的产品

绿茶 　包括龙井茶、碧螺春、黄山毛峰、都匀毛尖、信阳毛尖、蒙顶茶、太平猴魁、玉露等

红茶 　包括小种红茶、功夫红茶、红碎茶等

乌龙茶 　包括铁观音茶、黄金桂茶、水仙乌龙茶、肉桂乌龙茶、单丛茶、佛手乌龙茶、大红袍茶等

白茶 　包括白毫银针茶、白牡丹茶、寿眉茶、贡眉茶等

黄茶 　包括君山银针茶、蒙顶黄芽茶、霍山黄芽茶、北港毛尖茶、平阳黄汤茶、霍山黄大茶等

黑茶 　包括普洱茶(熟茶)散茶、六堡茶散茶等

再加工茶 　包括花茶、紧压茶、袋泡茶茶粉等

代用茶
　包括荷叶茶、桑叶茶、薄荷叶、苦丁茶、银杏叶、大麦茶、苦荞茶、胖大海、罗汉果、金银花茶、菊
花茶、牛蒡茶等代用茶

花卉绿植

　包括观赏用植物的活体植株或种苗、种球及具有观赏价值的植物材料

草本花卉

　包括石竹、勿忘我、雏菊等一、二年生花卉,长春花、菊花、芍药、君子兰等球宿根花卉,荷花、
睡莲、石菖蒲等水生花卉,春兰、蕙兰、蝴蝶兰等兰科植物,铁线蕨、凤尾蕨等蕨类植物,仙人掌、
仙人球等多浆类植物等及其他草本花卉

木本花卉 　包括茶花、茉莉花、栀子花、牡丹、月季等灌木花卉等

藤本花卉 　包括文竹、牵牛、旱金莲等草质藤本花卉以及铁线莲、紫藤、蔷薇等木质藤本花卉等

其他观赏植物 　包括盆栽金桔、盆栽苹果、盆栽葡萄、盆栽蓝莓、盆栽猕猴桃等盆栽观果植物及其他观赏植物

鲜切花 　包括从活体植株上切取的,具有观赏价值的茎、叶、花、果等植物材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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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纳入监测范围的农产品制品及其他相关产品品类

纳入网络零售信息监测的品类还包括已列入 NY/T３１７７的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加工制成的可食用

产品,以及通过农林牧渔业等生产获取的、但未列入 NY/T３１７７代码的其他食品原料及制品,见表２.

表２　主要农产品制品及其他相关产品品类

品类 细类 说明

粮油

米面(续)

食用淀粉
　包括小麦淀粉、玉米淀粉、甘薯淀粉、马铃薯淀粉、木薯淀粉、绿豆淀粉、豌豆淀粉等谷物、薯
类和豆类淀粉

生干粉面制品

　指以小麦粉、大米粉和各类食用淀粉等为主要原料,加工制成的生干制品.包括挂面、荞麦

面条等生干面制品,米粉、米线、河粉等生干米粉制品,红薯粉丝、绿豆粉丝、马铃薯粉、蕨根粉、
西米等生干淀粉制品,以及魔芋粉丝等其他生干粉面制品

食品预拌粉 　包括蛋糕预拌粉、饼干预拌粉、松饼预拌粉和食用果蔬粉、粉面类烘焙原料等

豆制品

　指以豆类等为主要原料加工制成的非发酵制品和蛋白素肉产品

生鲜豆制品
　包括豆腐、豆腐干、冻豆腐、油豆腐、熏豆干等豆腐类产品,鲜腐竹类产品和冷冻千页豆腐等

植物蛋白素肉类产品

生干豆制品 　包括脱水豆腐制品,干腐竹、干腐皮等干制腐竹类产品和素肉干等植物蛋白素肉类产品

乳品

　指仅以生乳和(或)生乳的分离组分为原料,或以不低于８０％生乳或复原乳为主要原料加工

制成的各类食品

液态乳 　包括杀菌乳、灭菌乳、调制乳、发酵乳

乳粉 　包括牛乳粉、羊乳粉和其他乳粉

其他乳制品 　包括炼乳、黄油、奶油、干酪、再制干酪等其他乳制品

蛋产品

(续) 蛋制品
　包括咸蛋、皮蛋、糟蛋等再制蛋,全蛋液、蛋清液、蛋黄液等冷冻禽蛋制品和全蛋粉、蛋黄粉、
蛋白粉等干燥蛋制品

预制食品

　指经调味、加工制成的成品和半成品食材、冷冻食品等

米面预制品

　包括生湿面条、饺子皮、烧卖皮等生湿面制品,生湿米线、米粉等生湿米粉制品,红薯粉等生

湿淀粉制品,以及包子、饺子、馄饨、烧麦、春卷、汤圆、元宵、馒头、窝头、手抓饼、面包(坯)、蛋糕

(坯)、饼干(坯)、蛋挞皮、披萨饼底等冷冻面制品

肉类预制品
　经腌制、调味、经或未经速冻、未经熟制的非即食肉类制品,包括调理猪排、调理牛排、调理鸡

排、腌制的肉串、鸡翅、鸡腿、鸭翅、鸭腿等调理肉类和肉丸、肉肠等肉糜制品

水产预制品

　经腌制、调味、经或未经速冻、未经熟制的水产制品,包括咸鱼、糟鱼、醉鱼、鲟鱼子酱、醉泥

螺、咸泥螺、醉蟹、咸蟹、盐渍裙带菜、盐渍海带、盐渍海蜇皮等腌制水产品,以及鱼糜和鱼丸、鱼
糕、鱼饼、鱼豆腐、蟹丸、虾丸、鱿鱼丸、墨鱼丸等水产品肉糜制品

预制菜

　指经腌制、调味、经或未经熟制、速冻的菜肴,需加热或再烹饪后食用的半成品菜肴和预制方

便菜,包括梅菜扣肉、四喜丸子、水煮牛肉,免浆鱼片、酸菜鱼、烤鱼、麻辣小龙虾、蒜蓉粉丝扇

贝、佛跳墙等预制菜

调味品

(续)

　指在饮食、烹饪和食品加工中用于调和滋味和气味,并具有去腥、除膻、解腻、增香、增鲜等作

用的产品

香辛料调味品 　包括辣椒油、芥末油、木姜子油等香辛料调味油,以及蒜汁、姜汁等香辛料调味汁

食糖 　包括白砂糖、绵白糖、赤砂糖、冰糖、方糖、红糖等食糖,以及糖霜、糖粉、姜汁红糖等调味食糖

谷物豆类调味品 　包括以谷物豆类为主要原料经发酵制成的酱油、食醋、豆酱、面酱、黄酱、腐乳、豆豉等

水产调味品
　包括鱼露、耗油、虾油、虾酱、蟹酱、蟹黄酱、鱼籽酱、等水产酱类,以及鱼调味粉(液)、贝调味

粉(液)等水产调味品

畜禽调味品
　包括动物油脂、猪肉酱、牛肉酱、等肉酱调味品,以及鸡精、鸡粉、鸡汁调味液、肉粉、排骨粉、
肉汁调味液等肉类调味品

果蔬调味品
　包括番茄酱、辣椒酱、芝麻酱、花生酱、榛子酱等坚果籽类酱,苹果果酱、草莓果酱、蓝莓果酱

等果泥果酱和腌菜酱菜等盐渍类蔬菜制品

火锅调料 　包括火锅底料和火锅蘸料

其他调味品 　包括油醋汁、糟卤、沙拉酱、蛋黄酱、烤肉酱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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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续)

品类 细类 说明

方便休闲

食品

　以谷物米面、肉、蛋、水产品和果蔬等为主要原料,经调味、熟制等工艺加工制成的可即食的

各类主食零食

方便主食
　包括方便面、方便米粉、方便米线、方便米饭等方便米面食品,麦片、芝麻糊、莲子羮、藕粉、杂
豆糊、豆粉等即食麦片冲调,以及粥类罐头、豆类罐头等谷物豆类罐头

面点糕点 　包括主食面点、中西糕点、面包和饼干等

肉类熟制品 　包括畜禽肉罐头及肉汤类罐头、肉肠火腿肠、卤肉、酱肉、熏烧焙烤肉类等

禽蛋熟制品 　包括鸡蛋清罐头、鹌鹑蛋罐头、即食卤蛋、烤蛋、蛋肠、蛋干等

水产熟制品 　包括油浸(熏制)类、调味类、清蒸类水产罐头、鱼肉肠、海鲜肠、鱼肉火腿肠等

果蔬罐头 　包括糖浆型、糖水型、果汁型、清水型水果罐头,清渍类、调味类蔬菜罐头,食用菌罐头

果脯蜜饯

　以果蔬等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食品添加剂和其他辅料,经糖或蜂蜜或食盐腌制(或
不腌制)等工艺制成的食品.包括佛手蜜饯、橄榄蜜饯、冬瓜蜜饯、杏脯、桃脯、苹果脯、制芒果、
制陈皮、制话梅、话梅、话杏、山楂糕、山楂条、酸枣糕等

坚果炒货
　包括经烘炒、油炸等熟制加工工艺制成的开心果、核桃、栗子、扁桃核(仁)、松籽、榛子、腰果

(仁)、香榧等坚果产品,葵花籽、西瓜籽、南瓜籽、瓜蒌籽等籽类制品,豆类和花生制品

其他方便

休闲食品

　包括肉干、肉脯、肉松等肉类零食,即食鱼片、鱼脯、鱼肉松、烤鱼排、烤虾、烤鱿鱼片、烤紫菜、
调味紫菜、烤裙带菜等水产制品,即食豆干、豆脯、面筋、辣条等即食豆干素肉,即食魔芋丝、即
食藕、手剥笋等卤味蔬菜零食

饮料

　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加工制成的饮品

果蔬汁类

及饮料
　包括果汁、蔬菜汁、果浆、蔬菜浆、复合果蔬汁(浆)等

蛋白饮料 　包括豆奶(饮料)、核桃露、杏仁露、椰奶等植物蛋白饮料和含乳饮料等

茶类饮料 　包括红茶饮料、绿茶饮料、乌龙茶饮料、茉莉花茶饮料、果汁茶、奶茶等

咖啡 　包括生咖啡、焙炒咖啡豆、焙炒咖啡粉、咖啡提取液、速溶咖啡、脱咖啡因咖啡及咖啡类饮料

其他饮料 　包括谷物饮料、草本饮料,以及果蔬类、蛋白类固体饮料

饮料酒

　酒精度在０５％vol以上的部分种类的酒精饮料

葡萄酒 　包括干葡萄酒、半干葡萄酒、半甜葡萄酒、甜葡萄酒等

果酒 　包括苹果果酒、草莓酒、荔枝酒等

黄酒 　包括干黄酒、半干黄酒、甜黄酒、半甜黄酒等

养生补品

　通过种植、养殖、采摘、捕捞等活动得到的食药物质类、保健食品原料类和新食品原料类初级

产品及加工制品,通常可作为养生补品、药膳原料等进行网络零售.不包括保健食品、中药饮

片、中成药等

食药物质类

　包括当归、山柰、西红花、草果、姜黄、荜茇、小蓟、马齿苋、乌梢蛇、乌梅、火麻仁、代代花、玉
竹、甘草、白芷、白果、白扁豆花、决明子、余甘子、阿胶、鸡内金、麦芽、郁李仁、青果、枳椇子、枸
杞子、栀子、砂仁、茯苓、香橼、香薷、桃仁、橘红、桔梗、益智仁、莱菔子、莲子、高良姜、淡竹叶、淡
豆豉、菊苣、黄芥子、黄精、紫苏、紫苏籽、葛根、槐米、槐花、蒲公英、酸枣仁、鲜白茅根、鲜芦根、
蝮蛇、橘皮、薄荷、薤白、藿香等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初级产品及以其为主要原料加

工制成的普通食品

保健食品

原料类

　包括人参叶、三七、土茯苓、大蓟、女贞子、山茱萸、川牛膝、川贝母、川芎、马鹿胎、马鹿茸、马
鹿骨、丹参、五加皮、五味子、升麻、天门冬、天麻、太子参、巴戟天、木香、木贼、车前子、车前草、
北沙参、平贝母、玄参、生地黄、生何首乌、白及、白术、白芍、白豆蔻、石斛、地骨皮、竹茹、红花、
红景天、西洋参、吴茱萸、怀牛膝、杜仲、杜仲叶、沙苑子、牡丹皮、芦荟、苍术、补骨脂、诃子、赤
芍、远志、麦门冬、龟甲、佩兰、侧柏叶、制大黄、制何首乌、刺五加、刺玫果、泽兰、泽泻、玫瑰茄、
知母、罗布麻、金荞麦、金樱子、青皮、厚朴、厚朴花、姜黄、枳壳、枳实、柏子仁、绞股蓝、胡芦巴、
茜草、韭菜子、首乌藤、香附、骨碎补、党参、桑白皮、桑枝、浙贝母、益母草、积雪草、淫羊藿、菟丝

子、黄芪、湖北贝母、番泻叶、蛤蚧、越橘、槐实、蒲黄、蒺藜、酸角、
保健食品原料类 　墨旱莲、熟大黄、熟地黄、鳖甲等初级产品

新食品原料类

　包括人参(５年及５年以下人工种植)、玛咖、显齿蛇葡萄(茎叶)、乳木果油、杜仲籽油、杜仲

雄花、乳木果油、茶树花、广东虫草子实体、沙棘叶等初级产品以及其为主要原料加工制成的普

通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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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未纳入监测范围的品类

以下品类暂不纳入农产品及制品网络零售信息监测范围,具体包括:

a)　主要用于农业再生产的种子、种苗、畜禽饲料等;

b) 主要用做纺织工业原料的棉、麻、动物皮毛、羽绒等;

c) 某些特殊用途的动植物,如观赏鱼、观赏鸟等活体宠物;

d) 按照国家法规仅在指定网络交易平台销售的产品,如烤烟、烟草等;

e) 不以农林牧渔业初级产品为主要原料的食品,如食盐、饮用水、碳酸饮料等;

f) 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

g) 商品价值与所用农产品原料本身价值关联性弱的某些精深加工类食品,如白酒、啤酒、威士忌等.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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