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体标准《非笼养鸡蛋生产评价指南》 

编制说明（修订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食品安全工作委员会（以下

简称“食安委”）提出并归口，首次发布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13 日。

根据 CCFA 团体标准相关规定及非笼养鸡蛋在国内发展情况，经复审，

CCFA将《非笼养蛋鸡生产评价指南》团体标准列入协会 2023 年团体

标准制修订计划。 

（二）修订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上海悦孜企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国家动物健康与食品安全创新联盟、快乐的蛋农业发展（北京）有限

公司、苏州欧福蛋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川信德农牧有限公司、上海天

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 

（三）主要工作过程 

1. 起草阶段 

2023年 5 月，按照 CCFA标准制修订计划，邀请行业专家、非笼

养鸡蛋生产企业、销售企业等组建标准修订工作组，此工作组包含原

标准所有起草单位。工作组制定了标准修订工作流程和计划，主要包

括信息收集、文献资料查找和比对、标准起草、征求意见、专家审查、

报批公示、发布等。 



5-6 月，标准工作组收集了国内外最新非笼养蛋鸡养殖、生产等

相关的政策法规、文献资料与标准，并对部分非笼养鸡蛋养殖企业开

展了数据调研与讨论工作。6 月 29 日，在 CCFA主办的“食品安全工

作委员会 2023 年工作扩大会议”上，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与超市、

便利店（食品销售企业）、餐饮（原料应用企业）、电商平台等共同讨

论了非笼养鸡蛋在国内的发展现状及趋势，消费者购买力和认可度等

热点话题，为本标准修订提供现实参考依据。 

7-8 月，标准工作组完成对非笼养鸡蛋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标

准等信息汇总后，整理并确定了此次修订的重点内容，并分工完成标

准修订草稿的编写。 

2、征求意见 

9 月，CCFA 在官网、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公开网等网站公开标准修

订信息，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征求意见起止时间为 9 月 11

日至 10 月 10 日，共计 30 天。期间，标准工作组拟组织座谈研讨会，

定向邀请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山东新希望六合集团有限公

司、永辉、大润发、沃尔玛、联华、美团、西贝、云海肴、海底捞等

企业参加会议，开展标准讨论，并定向征集意见和建议。 

10 月，标准工作组将根据反馈意见对标准修订内容进行了修改

和完善，形成《非笼养鸡蛋生产评价指南》团体标准修订送审稿。 

3. 专家审查与报批公示 

拟定于 10 月中下旬举办标准修订专家审查会，会后根据审查专

家的建议和意见，继续完善标准内容，形成团体标准《非笼养蛋鸡生

产评价指南》修订报批稿。计划于 11 月初至 12 月，在 CCFA 官网、



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公开网等渠道开展标准报批公示，广泛收集意见和

建议，拟定于 12 月中下旬发布标准修订版。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团体标准制定和修订遵循开放、透明、公平的原则，充分吸纳

团体内生产者、经营者、管理者以及相关使用者、消费者、科研机构、

检测及认证机构、政府部门等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反映各方的

共同需求。 

（二）标准编制依据 

本团体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和 GB/T 20004.1—2016《团体标准化 第 1 部分：

良好行为指南》的要求和规定，确定标准的结构要素和格式。 

本标准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规

定》的相关规定，并引用或参考了如下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9000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T 19011   管理体系审核指南 

GB/T 39438   包装鸡蛋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T 1338    蛋鸡饲养 HACCP 管理技术规范 



NY/T 2664    标准化养殖场 蛋鸡 

NY/T 5030    无公害农产品 兽药使用准则 

T/CAS 269     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蛋鸡 

T/GXAS 035   蛋鸡养殖技术规程 

三、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及论据 

（一）修订的主要内容 

此次修订的内容包括：添加起草单位和起草人，进一步明确标准

的适用范围，更新或添加规范性引用文件，修改或完善了部分术语和

定义，修改合法性要求，增加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修改养殖环境中的

通用要求、地面垫料要求、空气环境质量要求、栖架要求、饲养密度

计算方式、舍外环境要求等，修改雏鸡运输、饲养管理和健康管理中

的部分措辞，以及鸡蛋的标签和标识和淘汰蛋鸡的抓捕要求。 

（二）主体修订内容论据 

1. 添加起草单位和起草人 

四川信德农牧有限公司是目前国内开展规模化自由散养的最大

规模企业之一，在自由散养方面有很好的基础和实践经验，因此，此

次修订过程中邀请了四川信德农牧有限公司参与标准中有关舍外散

养要求的撰写和修改，并将该公司的发起人胡民杰先生加入主要起草

人之一。 

标准修订过程中上海悦孜的李聪聪博士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

意见并主导了本次团体标准的修订工作，因此将李聪聪也列入本标准

的主要起草人。 

2. 范围 



    详细界定了鸡蛋的“储存和包装”的过程适用于本标准的适用范

围。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查阅了最新的蛋鸡养殖以及鸡蛋生产相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对

部分引用文件进行了更新。比如“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T 39438 包装鸡蛋”、“GB/T 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4. 术语和定义 

为了便于理解本标准的内容和要求，避免争议，对标准中“非笼

养蛋鸡”、“单层平养”、“多层平养”、“自由散养”、“山林牧

场散养”、“育成鸡”、“产蛋鸡”等术语的定义进行了更新或添加。 

定义的修订主要参照 GB/T 19000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NY/T 1388 《蛋鸡饲养 HACCP管

理技术规范》和 T/CAS 269 《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蛋鸡》等标准中的

相关定义。 

5. 合法性要求 

因为非笼养鸡蛋生产涉及到蛋鸡养殖和鸡蛋收集储存包装的环

节，所以标准里对合法性要求的表述进行了调整，除了“鸡蛋食品经

验活动”之外增加了“畜禽养殖”的合法性要求。 

主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

疫法》、GB/T 19011 《管理体系审核指南》、NY/T 388 《畜禽场环

境质量标准》、NY/T 1388 《蛋鸡饲养HACCP管理技术规范》和T/CCFAGS 

008 《初级农产品食品安全管理要求 （畜禽类）》等相关材料。 



6. 建设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根据非笼养蛋鸡农场实际情况，对此部分与“记录”、“纠正与

纠正措施”、“自我评估”和“定期检查”方面的表述进行了调整。 

主要参照 NY/T 1388 《蛋鸡饲养 HACCP管理技术规范》、T/CAS 

269 《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蛋鸡》、T/GXAS 035 《蛋鸡养殖技术规程》

等标准中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再非笼养蛋鸡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 

7. 养殖环境要求 

在“通用要求”里对育成期和产蛋期都为非笼养的养殖模式进行

了规范。此外增加了“不应采取任何方式对蛋鸡进行强制换羽”的要

求。 

在“地面和垫料”部分对个别措辞进行了调整，并增加了“及时

清理湿的或板结的垫料，并补充新的垫料”的要求。 

在“温度和空气质量”部分，强调了鸡舍温度记录的频率为每天，

并根据国际标准对非笼养鸡舍氨气浓度的要求对本标准相关要求进

行了调整，调整为“育雏育成舍和产蛋舍鸡只高度处的 NH3浓度均不

超过 20ppm”。 

对“产蛋箱”中数量和面积的要求措辞进行了调整，增加了“不

低于”的限定。 

在“栖架”部分，强调了鸡只从育成鸡开始，即 7 周龄开始需要

能够接触栖架；根据市场对于钢管等的规格大小，将栖架宽度从

“2.6cm”调整为“2.5cm”；明确了相邻平行栖木的相隔距离；为了

保证栖架的利用率，调整了“栖架与墙壁以及天花板的距离以及相邻

的平行栖架之间的距离应至少为 30cm”的要求；为了确保鸡只在栖



架之间进行安全的飞跳，规定了“相邻的上下栖架垂直高度差应不超

过 1m”并增加了“所有栖架的放置和设计应允许鸡只以不超过 45 度

的角度上下栖架，且应避免粪便污染水和饲料”的要求。 

在“多层平养”部分中，为了适应规模化舍内多层非笼养的发展，

删除了“层数不多于 4 层”的要求，增加了最高层与屋舍空间顶部距

离的要求“不小于 45cm”，重新描述了排层之间距离的要求“为避免

鸡只进行有风险的飞跳行为，各排层架系统之间的水平距离应小于

80cm或者大于 2m”。此外对此部分其他描述进行了修改，以便于对标

准更好的理解。 

在“舍内活动空间”部分，对产蛋期饲养密度的计算方式进行了

更详细的描述，并调整了单层平养模式下的最大饲养密度，已使用中

国目前的养殖现状。此外也增加了在自由散养和山林牧场散养模式下

舍内环境和饲养密度的要求（见 6.10.3 和 6.10.4条款）。 

在“散养舍外活动空间”部分，增加了散养模式下舍外活动时间

的要求，以及舍外场地的管理要求。 

主要参照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NY/T 1388 《蛋

鸡饲养HACCP管理技术规范》、T/CAS 269 《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蛋鸡》、

T/GXAS 035 《蛋鸡养殖技术规程》、动物福利标准《HFAC Egg Laying 

Hens v6》以及《RSPCA welfare standards for LAYING HENS》等标

准中的相关规定。 

8. 雏鸡来源要求 

在此部分对雏鸡的运输环境参数进行了调整，运输时间也进行了

调整。 



主要参照NY/T 5038 《无公害食品 家禽养殖生产管理规范》、

NY/T 1388 《蛋鸡饲养HACCP管理技术规范》、T/CAS 269 《农场动物

福利要求 蛋鸡》、T/GXAS 035 《蛋鸡养殖技术规程》和T/ZNZ 012 《蛋

鸡健康养殖和安全生产技术规范》等标准中的相关规定。 

9. 饲料和水管理 

在此部分对个别描述进行了调整以方便对标准的理解。个别参数

的小数位数进行了调整，以避免对标准要求的误解。 

主要参照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13078《饲料卫

生标准》、NY/T 1388 《蛋鸡饲养HACCP管理技术规范》、T/CAS 269 《农

场动物福利要求 蛋鸡》、T/GXAS 035 《蛋鸡养殖技术规程》、动物福

利标准《HFAC Egg Laying Hens v6》等标准中的相关规定。 

10. 饲养管理 

在此部分仅对个别词语描述进行了修改，以方便对标准的理解。 

主要参照《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通知(农医发

〔2017〕25号)、NY/T 1388 《蛋鸡饲养HACCP管理技术规范》、T/CAS 

269 《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蛋鸡》、T/GXAS 035 《蛋鸡养殖技术规程》

等标准中的相关规定，并进行了适当修改。 

11. 健康管理 

在此部分，对安乐死的方式进行更详细的描述，对死鸡的处理方

式进行了更详细的阐述。 

主要参照NY/T 1388 《蛋鸡饲养HACCP管理技术规范》、T/CAS 269 

《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蛋鸡》、T/GXAS 035 《蛋鸡养殖技术规程》等

标准中的相关规定。 



12. 鸡蛋 

在“标签与标识”部分对可以使用专用标签的条件进行了界定，

即“按照本文件要求生产并获得认证的非笼养鸡蛋，产品或其包装上

可以标注“非笼”或“Cage Free”专用标识”。 

主要参照GB 7718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2749 《蛋与蛋

制品》、GB 21710 《蛋与蛋制品生产卫生规范》、GB/T 39438《包装

鸡蛋》、NY/T 1388 《蛋鸡饲养HACCP管理技术规范》、T/CAS 269 《农

场动物福利要求 蛋鸡》和T/GXAS 035 《蛋鸡养殖技术规程》等标准

中的相关规定。 

13. 淘汰蛋鸡 

在此部分，对抓鸡的方式进行了更详细的规范。比如“单只手一

次性不应超过3只鸡”。 

主要参照《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的通知(农医

发〔2017〕25号)、NY/T 1388 《蛋鸡饲养HACCP管理技术规范》、T/CAS 

269 《农场动物福利要求 蛋鸡》和T/GXAS 035 《蛋鸡养殖技术规程》

等标准中的相关规定，并进行了适当修改。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 

为了确保标准修订内容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以上提到的

标准修订内容先后在苏州欧福蛋业有限公司、快乐的蛋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宁夏晓鸣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川信德农牧有限公司等单位进

行了验证。验证结果表明，此次修订内容符合中国当下非笼养蛋鸡养

殖现状，对养殖生产有很高的借鉴和规范意义，整体具有科学性、利



于生产实践、可操作性强，对中国非笼养鸡蛋生产发展具有重要的引

导作用。 

五、与国家相关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规定》

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标准制定，并与其协调一致，没

有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征求了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并经过充分讨

论和论证，最终形成修订终稿，暂未遇到重大分歧。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实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

法等内容） 

本标准修订发布后，协会将及时在官方渠道公开最新标准文本，

组织召开标准宣贯会和培训会。基于鸡蛋的生产和销售周期规律，本

标准修订发布后，将预留 3个月过渡实施期，以便相关单位构建非笼

养鸡蛋生产体系、调整记录表单等。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的修订版本生效实施时，旧版（T/CCFAGS 025-2021）将

同时废止。 

九、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修订组 

2023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