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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

出口食品可追溯体系的建立研究

管恩平 　袁 　涛 　吕 　朋 　李 　进 　秦 　红 　张艺兵 　孙华杰

(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山东 　青岛 　266001)

摘　要 : 　通过对国外以及我国出口食品追溯管理工作的分析 ,建立了出口食品可追溯管理系统 ,包括食品身份

管理、动态追溯、检验检疫部门口岸查验管理、内部管理和因特网食品追溯等 5 个子系统 ,实现了对出口食品的追

溯管理 ,包括 :食品身份信息可随食品的移动而传递、对出口食品身份信息动态追溯查询、检验检疫人员在口岸现

场查验、检验检疫部门内网系统识别判定 ———食品身份是否合法、消费者通过因特网追溯查询食品身份信息。此

外 ,该系统可实现对仓储数据的自动化采集 ,从而为企业仓储物流的现代科学管理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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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y analyzing food tracing management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 the traceability system of food for export were

developed , including food identity management subsystem , dynamic traceability , CIQ port check , inner management and food

tracing by internet. The traceability system of food achieved the goal of the food traceable management , as follows : the transferring

of food identity with the movement food , dynamic tracing query for food identity information , judging food identity on the spot of

port check and in the CIQ office , and acquire food identity information for the customer by internet. Furthermore , this system can

also help food plants to realize automatic collection for storage data which offers huge advantage for modern scientific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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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国内外普遍关注的

热点社会问题 ,这就要求必须加强食品“身份”管理 ,

完善食品可追溯体系。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国外就

开始了对食品可追溯制度的研究[1 ]
,以确保食品从

餐桌到农场的安全性具有可追溯性。我国近年来也

非常重视食品的可追溯性管理 ,已有部分出口食品

企业根据国家要求初步建立了保障食品可追溯的管

理程序。如出口肉类企业在肉品包装上标注了含有

屠宰厂注册编号、生产日期以及备案饲养场代码的

编码 ,通过该编码可以追溯到肉品所来源的养殖

场[2 ] ,但是该追溯方式执行起来繁杂 ,容易被伪造。

也有的用射频技术进行追溯[3 ]
,但是射频技术实施

成本太高 ,尤其对小包装食品而言 ,由于使用数量

大 ,会大幅度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也有的用二维

条码技术对出口螃蟹进行追溯管理[4 ] ,但是仅解决

了出口产品的换货情况。

出口食品是我国的大宗出口产品。建立完善的

出口食品可追溯体系 ,可确保出口食品“源头可追

溯、信息可查询、流程可跟踪、产品可召回”,这对于

从根本上保障我国出口食品的安全卫生质量 ,促进

食品出口 ,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 ,具有重要的社

会、经济意义。

1 　方法

本体系由食品身份管理、动态追溯、检验检疫部

门口岸查验管理、检疫检验部门内部管理和因特网

追溯等 5 个子系统组成。所有子系统均采用 BΠS 结

构进行开发 ,用户使用 IE浏览器即可实现对系统的

使用。关系型数据库选用 ORACLE ,应用服务器选

用 Windows 2000 Server、Windows 2003 Server , 提供

Web 服务、应用管理、事务处理等 ,运行 SoftExpress

电子商务应用平台。

111 　食品身份管理子系统

出口动物产品 (如肉类产品)包括企业药物使用

管理 (包括兽药采购、违禁药物成分检测、记录等) 、

饲养管理 (包括饲养计划、饲养日志、病死记录、用药

记录、免疫记录、出栏记录) 、屠宰加工管理、熟制加

工厂管理、出口装运监督等模块。

出口植物产品 (如出口蔬菜)包括种植基地管理

(包括种植计划、田间管理、施肥记录、用药记录、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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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作业、巡视记录、收获记录) 、蔬菜加工厂管理 (包

括生产、检测、备货、监装)模块。

在此子系统内 ,专门开发使用了基于 PDF417

(portable data file)标准的二维条码打印功能 ,根据用

户选择的食品身份数据 ,创建数据信息并加密 ,打印

条码标签并允许条码的重复打印。在企业端 ,通过

该系统 ,根据输入的食品身份信息可打印 PDF417

二维条形码的标签。以二维条码作为载体进行食品

身份信息存储 ,该标签可以贴在包装袋或外包装箱

上 ,作为食品的唯一标识进行识别。

112 　食品身份动态追溯子系统

通过出口食品追溯管理系统 ,在企业端使用专

业二维条码识别设备 ,或输入二维条码标签中的唯

一身份标识代码 ,可获取条码标签中的信息。

专门为二维条码的识别及追溯开发了子系统。

允许用户使用二维条码识别设备 ,将识别后的信息 ,

输入到系统中指定的接收模块 ,并对输入的信息进

行解密 ,进而实现二维条码的识别。同时 ,允许用户

直接输入二维条码标签中的唯一身份标识代码 ,系

统将自动根据此标识码 ,查询此条码所包含的信息。

113 　食品身份口岸查验管理子系统

使用 Visual Studio 2005 开发适用于手持设备

(personal digital asistant , PDA) 或掌上电脑的二维条

码识别功能。将手持 PDA 设备或掌上电脑等按照

软件程序要求 ,安装出口食品追溯管理系统软件 ,搭

配二维条码扫描识别设备 ,即可在出口食品的口岸、

码头等实现对产品的身份信息追溯。

114 　食品身份检验检疫部门内部管理子系统

根据国家网络安全管理规定 ,在检验检疫内部

网络系统内 ,结合 BΠS 架构 ,使用 SoftExpress 中间件

技术开发内部管理子系统 ,对二维条码进行识别。

115 　食品身份因特网追溯子系统

结合 BΠS 架构 ,使用 SoftExpress 中间件技术 ,开

发基于 Internet 的开放式条码识别功能。应用服务

器置于 DMZ区独立运行 ,确保数据及网络安全。用

户通过提供二维条码唯一标识代码或条码照片 ,提

交查询请求。

2 　结果

211 　食品身份管理子系统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在产品从种植Π养殖源头开

始一直到出口装运的各个生产阶段 ,将产品来源的

种植Π养殖情况、用药情况、生产日期、车间、班次、HS

编码、品名、规格、批次、数量以及重量等关键数据在

“食品身份数据管理子系统”中详细记录并自动在该

系统中创建产品身份库存 ,企业出口备货的产品全

部来自企业产品身份库存。

将企业食品身份信息 ,以二维条码作为载体进

行存储 ,根据输入的食品身份信息打印二维条形码

标签 ,该标签可以贴在包装袋或外包装箱上 ,作为食

品的唯一标识进行识别 ,以备口岸查验和产品追溯。

212 　食品身份动态追溯子系统

该系统给每个出口食品企业均设立了一个独立

的食品身份数据仓库 ,用以存放种植Π养殖源头数

据、产品生产、核销记录以及库存数据等。以二维条

码作为载体 ,将承载有身份信息数据的二维条码加

贴到食品包装上 ,实现了食品身份信息随着食品的

移动而传递。

使用专业二维条码识别设备 ,或输入标签中的

唯一身份标识代码 ,通过追溯管理系统进行解读即

可获取条码标签中的信息 ,可以实现对源头、生产、

出口的全程追溯 ,查询标签所标识食品的源头、生

产、备货以及监装出口数据。

213 　食品身份口岸查验管理子系统

用手持 PDA 或掌上电脑对货物包装上的二维

条码进行扫描识别。合法有效的二维条码包含的食

品身份信息能够被正确识别和显示于手持 PDA 或

掌上电脑 ,将解码的食品身份信息与标签上打印的

信息进行比对 :相符的说明食品合法 ,否则说明标签

系伪造或食品不合法。

214 　食品身份检验检疫部门内部管理子系统

从检验检疫部门端登陆“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

内部平台”(http :ΠΠ1013710116) 进入“业务在线”模块

的“出口动植物源性食品身份追溯系统”中查询 ,可

以查看有关备货、生产、源头等企业生产出口全过程

的综合信息。若根据标签查询出的数据与产品真实

情况不符或标签信息无法从系统中查询 ,则说明标

签系伪造或企业生产管理存在缺陷。

215 　食品身份因特网追溯子系统

任何条码持有者均可通过此系统进行用户注册。

注册用户可登录“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门户网站

(www. sdciq. gov. cn) ,点击“在线服务”中的“食品追

溯”超链接进入系统 ,提供食品二维条码标签的数码

照片或标签相关信息 ,并附上查询人的信息和联系方

式 ,待检验检疫人员审核通过后 ,监管人员对用户提

交的二维条码信息进行识别 ,再将识别信息与用户提

交的标签信息比对 ,并将相关信息反馈至用户。

3 　应用效果与讨论

本系统开发完毕后 ,2008 年 2 月首先在山东检验

检疫系统、青岛正大有限公司、青岛福生食品有限公

司蔬菜车间、青岛福生食品有限公司水产车间以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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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养殖、种植基地试点运行。运行过程中 ,系统能

够很好地满足出口食品养殖Π种植、生产加工、出口、

监管等各方的业务需求 ,能够准确无误地完成所需要

的查询 ,提供口岸查验的出口产品的追溯信息。2008

年 6 月开始在山东众多出口食品企业进行了运行 ,从

运行的情况看 ,系统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311 　对出口企业的意义

31111 　完善了企业出口食品追溯体系 　该出口食

品追溯系统能实现对食品的产地、种植Π养殖、运输、

生产加工、仓储、检验等进行全程追溯 ,通过查询终端

可在任何环节立即实现对出口产品“从田头到餐桌 ,

从餐桌到田头”的双向智能追溯 ,克服了以前通过出

口报检编号、书面材料、书面记录人工反向查询追溯

至种植Π养殖源头的复杂工作情况 ,也有助于出口企

业快速追溯查询出口产品的数量与流向等情况。

在此基础上可以对出现问题的出口食品 ,快速

查清原因 ,及时汇总出现安全问题可能涉及的食品

范围 ,从而快速召回可能存在问题的相关货物 ,降低

或避免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31112 　帮助企业提高出口产品仓储物流的管理水

平 　运行该系统后 ,在出口企业仓库管理中引入的

二维条码技术 ,首次实现了对仓库的到货检验、入

库、出库、调拨、移库移位、库存盘点等各个作业环节

的数据进行自动化的数据采集 ,保证了数据输入的

效率和准确性。企业及时准确地掌握库存的真实数

据 ,合理保持和控制企业库存。另外通过科学的编

码 ,还可方便地对物品的批次、保质期等进行管理 ,

克服了以往手工管理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手工管

理劳动效率低下、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台帐记录错误

或标牌悬挂错误 ,导致发错货物或将不合格的货物

发到国外。

312 　对检验检疫监管工作的意义

通过构建检验检疫口岸查验子系统 ,首次将手

持式设备 (PDA) 与现场查验相结合 ,在出口口岸即

可准确判定查验的出口食品是否合法 ,提高了查验

的效率。

通过构建检验检疫内部查询子系统 ,食品标签

信息从检验检疫端食品身份追溯系统中即可查询 ,

并可了解食品生产、加工、检验、出口装运以及检测

等信息。

313 　提振社会消费者的信心

通过因特网追溯子系统 ,消费者可凭食品二维

条码数码照片查询到标签对应的食品身份数据。这

对于提振消费者对我出口食品质量安全的信心 ,提

升我国出口食品安全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 ,出口食品可追溯体系的构建与运行

不但实现了出口企业对出口食品的动态追溯、提高

企业对出口产品仓储物流管理水平 ,也实现了对出

口食品种植Π养殖、加工、包装、储运等全过程的检验

检疫监管和监控。因此 ,该系统是一个集出口企业

生产、质量监控、追溯管理与检验检疫监管为一体的

综合管理系统 ,相信该系统的应用与推广对于出口

食品生产企业完善出口食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官

方监管部门加强食品安全监管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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