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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信息技术在保健品质量安全追溯 

系统中的应用 

冯  波*, 陈  强*, 钟  毅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  519040) 

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计算机信息技术在保健品质量安全

管理方面的应用也日趋广泛。本文主要对保健品质量安全、计算机信息技术在保健品质管理及保健品生产过

程中的应用进行了概述。将计算机信息技术的优点应用于保健品中, 使其在物料管理、财务管理、工艺控制、

检验分析等方面进行全面有效的控制和追溯; 实现从研究开发、原料获取、生产加工、流通消费、售后、监

督管理到信息服务等各个环节的高效管理, 将计算机信息技术与保健品质量安全控制措施相结合, 能够在源

头上遏制问题产品的扩散和对问题的控制, 确保保健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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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quality an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of health products 

FENG Bo*, CHEN Qiang*, ZHONG Yi 

(By-Health Co., Ltd., Zhuhai 51904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more and more extensive, and widely used i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management of health products.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d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health products quality 

management and production of health products. The advantages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re applied to 

health products, so that they can be fully and effectively controlled and traced in material managem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process control, inspection and analysis, achieving efficient management gro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aw materials acquisition, processing, circulation, consumption, after-sales,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to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so on. Compu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ombination of health 

products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measures, can prevent the spread of defective products and control the problem 

from the source, to ensur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health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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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保健品质量[1]要求越来越高, 

要求保健品企业需要不断的提高质量管理, 采取有效的手

段进行控制, 保证消费者安全和权益, 而科学技术的迅速

发展, 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已逐步深入到各

个领域中。特别是计算机信息技术在食品质量管理方面的

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和成熟, 保健品行业目前为我国的朝阳

产业, 在社会压力日增的今天, 各类人员健康大部分人员

处于亚健康状态, 服用保健品人群越来越多, 保健品行业

成为了直接关系到我国人员身体素质和身体健康的重要产

业, 将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于保健品质量 [2]安全全过程, 

可以发挥其巨大的优势, 实现保健品行业从产品研发、原

料选取、生产工艺确定、质量控制、人员管理、设备稳定

性设计、销售流通、售后追溯、召回等进行有效的监督、

控制和管理, 和相关的数据进行采集和记录, 确保保健品

在各个环节的流畅和质量安全可控。 

2  保健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概述 

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大规模爆发疯牛病以及“马肉掺

假”以及“瘦肉精”等全球范围内的食品安全事件频发, 2008

年中国奶制品三聚氰胺污染事件给国民敲响了警钟, 2013

年的“镉大米”[3]等事件, 研究人员开始进行质量安全可追

溯体系设计方面的研究[4], 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随着日益

频发的质量安全问题, 国内学者及各地监管部门也开始加

强对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研究; “保健品质量安全追溯

体系”是指在保健品生产过程中对产品的所有相关信息进

行记录并存储的质量安全保障系统。当保健品在生产过程

中出现质量问题时, 通过此体系能够快速有效地查出问题

环节, 必要时对产品进行召回并实施针对性的惩治措施[5]。

对保健品实施质量安全控制, 应对保健品生产的各个环节

进行监控, 从原料产地、原料运输、生产控制、销售、储

存等环节, 记录完整的信息数据。 

3  计算机信息技术在保健品安全追溯系统中的应用 

3.1  计算机信息技术在保健品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保健品生产重要的因素之一便是原料的选择和原料 

的储存, 原料的质量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到保健品质量以及

行业的发展, 目前国内大部分原料生产基地以及种植基地

的生产管理主要以人工管理和半自动化管理, 加工条件不

规范以及工作效率不高, 以及在原料加工、包装、储存、运

输存在缺陷和不规范化[6], 基于原料追溯系统的管理系统可

以实现保健品从原料生产基地、施肥、土壤结构、最前端的

光照记录以及包装、储存、运输、异常等信息的全方位追溯; 

可以通过对各个端口之间信息对接并对核心数据和信息的

读取了解原料基础数据并对此进行控制和规范, 进行系统

的管理, 确保原料质量安全管理和控制[7,8], 确保原料是否

合格后进行供应商合格等级风险评定后, 进行订单采购。 

订单开始进行记录和追溯进行波次下单计划分布到

库存收货和质量人员取样, 标签打印、包装到上货架进行

状态管理[9], 从采购订单下达到供应商送货、采购发单、

打印条码标签、IQC 检测、发料进行车间使用等一系列信

息对接和质量控制管理, 从各个端口信息对接并对原料管

理的状态、库存数量、存放具体位置进行基础数据读取和

分析[10], 并对原料储存进行源头管理和追溯, 确保原料合

格准确发放车间进行使用和控制(见图 1)。 

3.2  计算机信息技术在保健品生产中应用 

3.2.1  生产执行系统的搭建与应用 

生产执行系统(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MES)

是保健品生产时面对车间制造而实行的一种信息化技术, 

能够很好的与计划层和执行层进行良好的对接并进行数据

收集和分析、追溯[11]; 在搭建的时候需要利用信息之间的

连接端口对保健品生产过程中的来料检测接收以及仓库标

签的接收和信息传递, 接收端口信息进入车间或下个工位

时信息会产生车间标签物料进入车间库存, 在库存时车间

在信息系统中会建立虚拟的仓库以防物料用错, 同时用于

追溯, 物料进入下个端口时生产工序信息对接进行生产, 

生产过程中的步骤、岗位、人员等信息端口进行追溯和生

产可以快速并准确的进行追溯。同时也可以从制造执行方

面进行把控和追溯, 如从产品原料来料、车间物料接收、

扫描接收、输出使用记录、中间站暂存、自动包装、防伪

防窜码、扫码信息录入、库位分配、自动上架、入库确认

等, 自上而下的管理和控制追溯, 保健品生产和管理过程

每一环节均得到有效控制和进度追溯, 使生产管理信息化、

透明化、5 规范化, 提高消费者体现信心[12,13]。 

 

 
 

图 1  原料发往车间过程图 

Fig. 1  Process map of material sent to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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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产执行系统中设备管理的搭建与应用  

同时在保健品生产过程中设备管理系统(equipment 

management system, EMS)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能实现保健

品生产设备前期的选型、采购、安装测试、转固; 设备转

固后的移装、封存、启封、闲置、租赁、转让、报废, 设

备运行过程中的技术状态[14]、维护、保养、润滑情况记录

以及进行缺陷管理和事故管理和预防性维修及备品备件管

理 , 在整个保健品生产过程多个环节中 , 设备管理系统

(EMS)能够全方位的对设备信息控制和了解[15], 并进行监

控。利用先进计算机技术不断开发出操作简便、界面友好、

灵活、实用、安全, 更具时效性的设备信息管理系统实现

保健品生产过程中质量安全有效追溯。  

(2) 生产执行系统中防伪防窜货追溯的应用 

基于生产管理执行系统(MES)的防伪防窜货系统能实

现保健品生产从原料选择、收货暂存、入库检验、上货架、

放料使用、工艺原料追踪、半成品分装、成品入库、销售

运输、召回等保健品整个环节进行信息化控制和追溯能帮

助企业实现流通全过程追踪产品流向[16], 实现产品生产环

节、销售环节、流通环节、服务环节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杜

绝各级代理窜货乱象, 保证了产品信息流畅和生产质量安

全控制, 全方位维护品牌安全, 保护消费者利益, 为企业

谋求可持续发展[17]。 

3.2.2  电子记录系统 

根 据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要求, 企业使用电子记录必须真实、

完整, 企业计算机系统必须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以防记录

被修改[18], 同时如需修改则需对相关人员权限进行设置确

保记录真实、完整[19]。 

保健品行业引用电子记录是趋势所致, 它是依靠计

算机技术结合生产和行业实际而创建、维护、修改、存档、

查阅的记录能够确保保健品生产企业从原料进购、储存、

生产、检验、出货、发货、质量控制、人员管理、设备管

理、产品有效期、产品运输、召回等各项记录并能长时间

的保存和查阅 [19], 具有系统的完整书面资料并进行更新

(包括布置图、设计原则、目标、安全性措施、系统的范围、

操作方法, 以及与其他系统相关的文件资料)提高保健品

生产企业规范化和流程化, 提高行业竞争力[20,21]。 

3.2.3  资源计划系统 

保健品行业资源计划系统(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管理思路为保健品行业建立一

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22], 通过 ERP系统的管理可以使保

健品生产企业组织架构、产品管理、人员管理、决策管理、

预算管理、质检管理、仓储管理、成本预测等方面进行全

面控制和管理[23], 同时 ERP系统在整个保健品生产管理过

程中有产品生产中原料检验、过程检验、成品检验、入库

管理、储存管理、出库管理、质量标准管理等信息进行整

合分析和把控、提醒, 从而使生产管理、生产控制、物料

运输、人员管理、设备管理、研发管理等的每一个过程均

得到有效控制[24], 实现保健品从原料、生产、销售等全方

位的质量安全管理和追溯。 

3.3  计算机技术在供应商管理中应用 

质量是管理出料的也是采购回来的, 供应商管理的

优劣直接关系到保健品质量安全 [25], 供应商管理系统

(suppli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SRM)能够对供应物料采

购方面进行管理以及生产计划的调整和产品销售等进行端

口信息管理能够使信息迅速的传递[26]和处理并在出现问

题后能够迅速的进行控制和处理和追溯, 实现行业信息共

享和资源共用的有效平台[27], 能够在保健品各个环节进行

信息对接和质量控制实现全方位的追溯。 

3.4  计算机信息技术在检验管理中应用 

实验室管理系统(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LIMS)在保健品行业以实验室为中心[28], 将实验室

的系统管理、检测管理、设备管理、文档管理、样品管理、

工作流程、人员管理、统计查询、报告管理、方法标准、

物料管理、标物标液、化学试剂、标准方法、图书资料、

文件记录、科研管理、项目管理、等影响分析数据的因素

有机结合起来[29], 组成一个全面、规范的管理体系[30], 为

实现分析数据网上调度、分析数据自动采集、快速分布、

信息共享、分析报告无纸化、质量保证体系顺利实施、成

本严格控制、人员量化考核、实验室管理水平整体提高等

各方面提供技术支持[31], 是连接实验室、生产车间、质管

部门及客户的信息平台, 同时引入先进的数理统计技术, 

如方差分析、相关和回归分析、显著性检验、累积和控制

图、抽样检验等, 协助职能部门发现和控制影响产品质量

的关键因素, 能使科学技术与实际质量控制和追溯全面结

合; 实现保健品生产质量安全和追溯, 降低质量风险[32,33]。 

4  总结和展望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 各类人群压力越来越大, 

人们对自身健康关注度越来越高, 急需安全可靠的保健品, 

计算机信息化技术的广泛使用, 能够根据保健品行业的特

点利用信息技术中的以生产执行系统为中心进行搭建的基

础上将防串货系统、物料管理系统、设备管理系统等进行

结合, 将保健品原料选购、运输、入库检验、储存、生产

使用、工艺研发、设备管理、人员管理、产品检验、防伪

防窜货、召回等环节进行信息端口对接和控制追溯, 实现

数据化、信息化、网络化, 使整个行业迈向智能化打下坚

实的基础; 计算机信息技术与保健品行业进行结合使企业

产生巨大的变化能够利用信息技术, 我国保健品行业处于

一个刚刚起步的朝阳行业, 发展空间大, 国内保健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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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参差不齐, 目前已有保健品企业率先导入计算机信息

技术对保健品从原料种植基地、原料运输、储存、检验、

研发、生产、人员管理等环节进行端口监控和数据化、信

息化生产和追溯, 将信息化和实际生产进行结合, 更加有

效保证保健品安全, 提升保健品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 

为大健康产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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