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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系统是一种制度设计和技术设计的统一体。它的本质是对食品生产—流通—消费服

务等过程的全程监管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的对商品信息和经营责任的追溯。当前我国自动跟踪与追溯体系还

未在食品供应链全过程中应用, 因此, 缺乏完整的食品跟踪与追溯体系是我国食品安全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出

口食品特别要完善“原料—辅料—半成品—成品—仓储、运输”的生产全过程产品追溯制度。当出口食品在

国外被检出问题时, 完善的追溯系统可以帮助我们迅速查清原因, 制定出纠偏措施, 防止类似事件的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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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ceability system of food safety information is an entity of system design and technical 

design. In essence, it is the whole-course supervision on processes including food production, circulation, con-

sumption servic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raceability to commodity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respon-

sibility on basis of these processes. At present, the automatic tracking and tracing system has not been applie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food supply in our country, therefore, the lack of a complete food tracking and tracing 

system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s of food safety in our nation. Especially for food exports, the 

product traceability system should be perfected on the whole production process of  “raw materials-excipients- 

semi-finished products-finished products-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In case that the exported foods were de-

tected with defects, a perfect traceability system would help us quickly check out the causes, formulate meas-

ures for rectification, and prevent similar events to re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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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追溯体系形成的原因 

追溯系统的产生起因于 1996 年英国疯牛病 , 

1996 年 3 月 20 日, 英国政府首次承认食用疯牛肉可

能导致一种脑衰竭的绝症。消息传出, 在英国和全球

引起恐慌。英国 660 家麦当劳连锁店当即决定停止

用英国牛肉。 欧盟各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

坡、日本和南非等 30 多个国家相继宣布禁止进口英

国牛肉, 疯牛病风波严重损害了英国经济, 使英国养

牛业面临危机, 不仅 5 亿多英镑的牛肉出口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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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还需花费 35 亿英镑进口牛肉, 因而扩大了英国

的贸易赤字。另两起食品安全事件——丹麦的猪肉沙

门氏菌污染事件和苏格兰大肠杆菌事件(导致 21 人

死亡)使得欧盟消费者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缺乏信心, 

但这些食品安全危机同时也促进了食品可追溯系统

的建立。通过食品的可追溯管理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所

消费食品更加详尽的信息。实行强制性的动物产品可

追溯化管理是未来发展的必然, 它将成为推动农业

贸易发展的潜在动力[1]。 

2  追溯体系的概念及分类 

2.1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与国际标准化

组织(ISO)定义 

CAC 与 ISO(8042：1994)把可追溯性的概念定义

为通过登记的识别码, 对商品或行为的历史和使用

或位置予以追踪的能力。可追溯性是利用已记录的标

记(这种标记对每一批产品都是唯一的, 即标记和被

追溯对象有一一对应关系, 同时, 这类标记已作为记

录保存)追溯产品的历史(包括用于该产品的原材料、

零部件的来历)、应用情况、所处场所或类似产品或

活动的能力。在实践中“可追溯性”指对食品供应体

系中食品构成与流向的信息与文件记录系统[2]。 

2.2  按流通过程分类 

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可以按流通过程分类, 也可

以按照食品类型来分类。根据食品的流通过程, 食品

安全追溯系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2.2.1  源产地(属地)信息追溯系统 

主要指食品供应的源头, 如白菜、大豆的原产地

的基本信息。  

2.2.2  食品加工过程信息追溯系统 

主要指食品加工的生产流程、加工环境、加工方

法与步骤等信息。食品加工方式的不同会影响食品的特

质, 对食品的口味、储存时间等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2.2.3  存储与运输信息追溯系统 

主要针对食品的储运过程中, 有些食品, 特别是

水产品、肉类、熟食、新鲜水果、蔬菜、饮料等是有

一定的保质期的, 并且要求一定的环境条件, 如温

度、湿度等, 不符合要求可能导致食品腐烂、变质。

因此类似的信息需要采集和分析, 以保证食品的安

全性。 

 

3  国外畜禽产品可追溯体系[3] 

为了提高消费者的安全信心以及畜产品的地区

和品牌优势, 世界各国争相发展和实施家畜标识制

度和畜产品追溯体系, 有的已立法强制执行。 

3.1  加拿大 

2008 年, 加拿大有 80%的农业食品联合体实行

农产品可追溯行动。加拿大强制性的牛标识制度于

2002 年 7 月 1 日正式生效, 要求所有的牛采用 29 种

经过认证的条形码、塑料悬挂耳标或两个电子纽扣耳

标来标识初始牛群。 

3.2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70%的牛肉产品销往海外, 对欧盟市

场外贸出口值 5200 万澳元。国家牲畜标识计划(NLIS)

是澳大利亚的家畜标识和可追溯系统, 它是一个永

久性的身份系统, 能够追踪家畜从出生到屠宰的全

过程。 

3.3  欧盟 

欧盟要求大多数国家对家畜和肉制品开发实施

强制性可追溯制度。欧盟的畜体身份和登记系统由包

含唯一的个体注册信息的耳标、出生、死亡和迁移信

息的计算机数据库、动物护照以及农场注册机构   

组成。 

4  我国追溯体系发展情况 

我国上海、深圳等地也建立了肉类安全追溯体

系。2006 年上海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波及全市 9 个区, 

受害者达 336 人, 当地医院陆续收治了一百多名食物

中毒者, 症状都是手发麻、浑身冒冷汗, 他们都是在

单位食堂就餐时吃过猪肉引起中毒的, 初步断定为

“瘦肉精”中毒。  

中毒事件发生后, 当地公安分局立即与市食药

监局取得联系, 通过追溯体系初步查明这些导致此

次多起瘦肉精食物中毒事故的猪肉及猪内脏来自于

某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 B9009 和 B9055 号两个摊位, 

摊主再批发给全上海市 66 个贸易市场。而两个摊位

都是由当地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的某位一级批发商

所经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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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追溯体系在出口食品中的应用实例 

出口食品特别要完善“原料—辅料—半成品—成

品—仓储、运输”的生产全过程产品追溯制度。当出

口食品在国外被检出问题时, 完善的追溯系统可以

帮助我们迅速查清原因, 制定出纠偏措施, 防止类似

事件的再发生。 

2008 年我省一家企业被日方检出兽药残留超标, 

日本从 5 月 9 日对我此类出口产品开展命令检查, 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 14 家企业 18 批货物被日方检出

兽药残留超标。对我国出口相关产品带来很大的影响。 

当年 6 月 5 日下午, 我单位接到国家质检总局出

口食品不合格信息核查表, 通知我辖区企业对日出

口产品检出兽药残留超标, 检出值为 8μg/kg。我们

利用企业建立的产品追溯体系立即对出问题产品展

开全方面调查, 调查结果如下： 

日本厚生省的检测报告上显示, 同一集装箱内, 

发货的产品有二个品种, 一个品种有检出, 初步判断,

可能为混入其他原料。 

通过对追溯体系各种记录的追查, 该批产品为 5

月 3 日生产, 原料来自公司自属备案饲养场, 此产品

所使用的原料日期为 3 月 1~2 日, 当日出库 5340 kg, 

于 5 月 2 日晚班由缓化班在缓化槽处进行缓化。经询

问当日晚班缓化班长称在缓化当日未有异常情况；核

实腌制前的重量记录时, 发现当日共腌制了 271 筐原

料, 立即核实接收记录。腌制前实际原料重量为：20 

kg/筐*271 筐=5420 kg, 与当时出库的原料量(5340 kg)

有差值(多了 80 kg), 怀疑是否有其他原料混入的情

况。遂对生产部统计员进行了调查, 同时查看冷藏每

日返给生产一部形状不良品记录, 得知 4 月 30 日冷

藏科挑出退给生产部的 8 包冻后形状不良品, 存在过

道等待非出口生产日返回, 而当晚缓化的出口 

原料也在过道处拆包, 分析可能拉车工人将合

同户需返包产品当成拆包后的出口原料一起拉到缓

化槽处缓化, 造成混入。 

经查 4 月 30 日的生产计划, 农户饲养场混入至

出口加工原料中。立即对该批产品所用的原辅料及该 

农户屠宰的样品送至我局技术中心检测。经检测

结果为: 企业自有备案饲养场的原料及辅料检测合

格, 合同养户的样品的检测结果为 36.5 g/kg。 

小批号 

生产班组及批次    屠宰日期   饲养场备案号   栋号 

     
 

大批号 

生产日所在公历年的最后两位数字   生产日所在公历年中的天数 
 
 

 

08043 表示：追溯出此产品为 2008 年 2 月 12 日生产的； 
 

图 1 产品包装箱上 2 个追溯码示意图 
Fig.1  Two plots of traceability codes on product 

packing boxes 

 
至此判定, 导致此批产品呋喃代谢物超标的原

因为：饲喂禁用药物的农户饲养场原料误混入出口原

料当中造成兽药残留超标。 

该企业的产品追溯体系在此次事件调查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6  结  语 

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有利于提高政

府监管能力, 有利于提高消费者信心, 有利于提高企

业经营管理水平, 有利于提高食品品牌知名度, 有利

于提高出口创汇能力[5]。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 食品

产业链中的某些环节仍需加强管理, 如果没有一个

对全程进行管理的机制, 没有有效的预警、报警机制, 

食品安全的信息获取将受到限制, 食品安全信息的

真实性也无法保障, 这些都成为影响食品安全的重

要问题, 因此建立食品安全追溯系统意义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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