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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加强中国的食品追溯管理 ,并为中国食品追溯管理提供依据 ,综述了欧盟、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

已经建立的食品可追溯性体系及其存在的不足 ,分析了中国已开展的食品可追溯性管理方面的工作 ,并结合中国

在该方面工作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下一步加强食品追溯管理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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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国际、国内食品

安全质量事件时有发生。国际上 ,肆虐欧洲的二　

英污染事件 ,日本的致病性大肠杆菌 (O157 : H7) 风

暴 ,横扫欧洲以及美、加、日等国家的疯牛病 ,2000

年韩国与日本的口蹄疫 ,2003 年到 2004 年亚洲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禽流感 ,2005 年 10 月以来一直到

2006 年 2 月遍布亚洲、非洲与欧洲等近 30 个国家的

禽流感等 ;国内的污染大米、出口蔬菜农药残留以及

出口动物性食品氯霉素与硝基呋喃代谢物残留超标

问题等。这些事件的发生使得人们愈发重视食品的

安全问题 ,特别是食品的“身份”问题 ,因为一旦发生

食品安全事故 ,人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将可能有问题的

食品召回、减少对消费者的危害。所以 ,强化食品的

“身份”管理 ,完善食品的可追溯体系 ,保证食品的安

全卫生质量 ,最大限度地降低不安全食品对消费者生

命健康造成危害已成为全球最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1 　食品的可追溯性与食品的身份

可追溯性是指通过记录的标识追溯某个实体的

历史、用途或位置的能力 ,这里的“实体”可以是一项

活动或过程、一项产品、一个机构或一个人。对于产

品而言 ,可追溯性指的是原料或部件的来源、产品的

加工历史、产品配送过程中的流通和位置。从用户

的角度出发 ,可追溯性是指在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采

用定性和定量方式跟踪产品。

食品安全的跟踪与追溯包括 2 个途径 :一是从

上往下进行追踪 ,即从农场、食品原材料供应商、加

工商、运输商到销售商追踪 ,这种方法主要用于查找

食品质量问题的原因 ,确定产品的原产地和特征。

另一种是从下往上进行追溯 ,也就是消费者在销售点

购买的食品发现了安全问题 ,可以向上层层进行追

溯 ,最终确定问题所在 ,这种方法主要用于问题食品

召回。建立食品的可追溯体系 ,不仅可从市场上及时

撤回有问题食品 ,而且可以促进对危害环境、人类、动

物健康的无意识的长期的影响进行识别与监测。

食品的身份是指食品的名称、产地、特征、批次

与标识等信息的集合。食品的可追溯性是通过构建

食品“户口”档案 ,将食品身份信息在食品种植、收

割、加工、生产、运输与销售全过程传输而实现的。

可追溯制度有助于确定食品的身份、历史和来源 ,增

强通过生产与销售链追踪食品的能力 ,是食品质量

安全管理体系成功的要素之一。强化食品的身份管

理有助于提高食品的可追溯性。

2 　有关国家的食品可追溯体系及其存在的问题

国外对食品可追溯制度的建立研究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了 ,其中欧盟、加拿大、新西兰、澳大

利亚等农产品生产、出口大国研究实施得最为深入 ,

但是并非都实用有效。

211 　欧盟[1 ]

21111 　欧盟 853Π2004ΠEC 法规规定的食品的“可追

溯性”是确保其安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该法规批

准的食品生产者应确保他们投放在市场中的动物源

性产品或由第三国输出到欧盟的动物源性产品都拥

有符合第 854Π2004ΠEC 法规的健康标识 ,或身份证

明标识。

21112 　欧盟 178Π2002ΠEC法规规定的追溯能力是指

能够追溯到食品或饲料生产、加工、发放的全过程的

能力 ,包括食源性动物、欲加入的物质等。食品、饲

料、食用动物及其他期望进入食品或饲料的成分应

建立良好的追溯性。食品、饲料经营者应能识别供

应食品、食用动物或饲料以及食品与饲料辅料的成

分。食品及饲料经营者应具备识别产品供应情况的

标识体系及程序。正在或拟在欧盟市场销售的产

品 ,应标识良好以便根据更详细的有关规定通过适

当文件进行追溯。

21113 　2000 年 7 月 ,欧盟通过 2000Π1760ΠEC 指令 ,

建立了对牛的验证与注册体系 ,同时对牛肉和牛肉

制品的标签标识做出了规定 ,包括对牛耳标签、电子

数据库、动物护照、企业注册等。按照规定 ,所有于

1997 年 12 月 31 日之后出生的牛或 1998 年 1 月 1 日

之后进入欧盟进行销售的牛 ,都必须在牛耳上加挂

标签 ,每一个标签都有单独的编码 ,如没有标签 ,则

不准向外转运。对从欧盟之外第三国进口的牛 ,也

同样须按该规定在牛的进口地加挂牛耳标签 ,未经

成员国主管部门许可 ,牛耳标签不准挪动或更换。

每头牛在出生后 14 d 内 ,成员国主管部门为其签发

一本护照。如该牛死亡或被屠宰或出口到欧盟之外

的第三国 ,其护照须交回成员国主管部门。在销售

环节 ,经营者要强制性进行牛肉标识 ,标识内容包

括 :可追溯号、牛的出生地所在国家、牛饲养地所在

国家、屠宰地所在国家与屠宰场批准编号以及分割

厂所在地、批准编号等。

21114 　欧盟对转基因生物以及含有转基因生物的

食品和饲料 ,也建有可追踪系统。欧盟 2001 年 7 月

通过了对转基因生物及其制品实施跟踪与标识的规

定 ,要求企业经营者传达并保留其将转基因生物和

转基因食品与饲料投放到市场上每个环节的信息。

企业应建立一套制度 ,通过该制度能够识别其转基

因产品的来源和销售的去向 ,有关转基因生物的信

息通过商业链来传达 ,并保存 5 年。

21115 　存在的问题 　欧盟实施以上法规 ,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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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能确保食品的可追溯性 ,主要原因是因为欧盟

对肉品一般不进行分割。但是当动物胴体分割后 ,

分割后的每一块肉则很难追溯到相应的动物胴体。

为此 ,欧盟有一些公司已将 DNA 鉴定技术应用于食

品的可追溯体系建设 ,但进展缓慢。

212 　加拿大

21211 　2004 年 1 月 ,加拿大最大的猪肉生产和加工

商枫叶食品公司建立并启动了猪肉追踪系统 ,这个

系统可以在数小时内对其销往各处的猪肉产品一直

追溯到提供此块肉的肉猪的出生地点 ,枫叶公司称

这套系统有朝一日也会将牛肉或其他肉制品纳入其

追踪范畴。

根据这套系统 ,对养猪场提供的猪的血样进行

DNA 鉴定 ,然后将该 DNA 信息输入与养殖场信息相

连的数据库 ,通过建立的基因库可以在数小时内将

其销售的每一块肉追踪到其来源的猪。该系统要求

养殖场及时更新其拥有的生猪血液样本 ,枫叶公司

从样本中提取的 DNA 资料输入其数据库 ,以备日后

全球范围内查询和检验之需。枫叶公司现正试图说

服政府及更多的企业来参与系统的运作 ,以期增强

该系统的追踪能力。

21212 　存在的问题 　加拿大枫叶食品公司通过

DNA 鉴定技术在猪肉生产与消费链所建立的追溯

体系 ,能够保证消费者所购买的每一块动物肉能追

溯到它所来源的动物。但是该体系庞大、投资高 ,另

外还须建立规范的商品动物饲养体系 ,因此该体系

目前在中国难以推广。

213 　新西兰

21311 　新西兰屠宰的牛都要有耳标 ,证明牛的身份

与药物处理情况 ,动物达到屠宰场后 ,按不同来源分

进不同的圈舍。同一饲养场的动物给予相同的饲养

场编号 ,并输入微机 ,然后动物开始挂链宰杀。宰杀

掏脏并冲洗完毕后 ,经扫描自动称重 ,自微机中给予

每一胴体一个唯一的标签 ,包括胴体编号、饲养场编

号、重量、屠宰日期、动物类别与产品名称等 ;然后 ,

冷却、分割、速冻包装等 ,确保动物胴体可有效追溯

到来源的饲养场。生产后 ,屠宰企业将产品的来源

信息等通过新西兰食品安全局统一研发的电子出证

系统 ( E2cert)输入微机 ,这些信息包括企业名称、编

号、产品名称与数量、来源的饲养场、屠宰日期等。

当产品出口或运至中转冷库后 ,这些信息将会传输

到中转冷库或农业部的出证机构等相关部门 ,而且

可通过农业部与进口国官方、进口商以及进口国的

用户相联接 ,进口国的有关各方均可通过该系统了

解进口货物的情况。

近来 ,新西兰、澳大利亚[3 ]将保存有动物“身份”

信息的电磁卡置于动物胃中 ,它将终生存在于动物

体内 ,不会丢失 ,这样可以克服耳标容易丢失或阅读

不方便等的缺点。动物屠宰前经过设有扫描仪的门

时 ,电脑可阅读动物的有关信息 ,并与屠宰过程的相

关信息链接 ,保证屠宰后的动物胴体追溯到所来源

的饲养场。

21312 　存在的问题 　新西兰对动物性食品的追溯

性研究可谓非常深入 ,但是同样不能克服肉品分割

后难以追溯的缺陷。

214 　法国 　法国 PAYS 公司自 2001 年开始研究

DNA 追踪计划 ;2003 年底 ,该公司通过系统取样与

DNA 指印技术完成了对14 000头奶牛的追踪实验研

究 ;但该研究尚未在产业界应用。

215 　日本 　由于日本雪印食品公司用进口牛肉冒

充国产牛肉在日本国内销售 ,日本星善食品公司承

认他们在长达 1 年零 7 个月的时间里用白毛猪肉冒

充质量好的黑毛猪肉 ,日本某火腿股份公司除了用

进口牛肉冒充国产牛肉外、还加工成火腿销售一系

列事件。日本农林水产省与厚生劳动省加强了食品

的身份标识管理。

首先 ,对有疯牛病疫情的国家 ,重点是对美国实

行了全面禁止牛肉进口的禁令 ,并且要求美国的加

工食品 (奶制品除外) 出口到日本时 ,出口商必须提

供不含反刍动物源性成分的证明。其次 ,日本农林

水产省对牛肉在已开始采用“可追溯”制度的基础

上 ,将牛肉的基本生产情况进一步系统化管理 ,同时

配合开发了自动生产历史信息系统 ,采取政府对合

格的牛肉产品授予认证标识的措施 ,为日本本国的

牛肉产品提供全生产过程的认证。为了更加清晰准

确地对所有农产品实施管理 ,日本农林水产省进一

步开发扩展了“可追溯”信息系统的使用范围 ,计划

到 2005 年把所有农产品全部纳入自动信息系统管

理 ,对生产和销售的符合规范的农产品授予认证标

识 ,使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可以便捷地鉴别哪些是

安全的食品。

3 　中国的食品可追溯管理工作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对食品的可溯体系建设起步较晚。虽然在

出口食品中 ,已经启动了这方面工作 ,并发布了相关

的法规、规定 ,但实际工作还不深入、不成熟 ,内销食

品则刚刚开始。

311 　中国对出口水产品实行追溯管理 　国家质检

总局 2004 年 5 月出台了《出境水产品追溯规程 (试

行)》、《出境养殖水产品检验检疫和监管要求 (试

行)》。出口养殖水产品生产、加工、储存企业实施卫

生注册登记制度 ,向出口生产企业提供养殖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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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的养殖场需于 2004 年 10 月 1 日之前完成备案

工作。出口养殖水产品的加工原料必须来自经检验

检疫机构备案的养殖场 ,否则不予受理报检。出口

水产品及其原料需按照《出境水产品追溯规程 (试

行)》的规定标识 , 中国的出口水产品将可以通过特

定标志追溯到从成品到原料每一个环节。当产品不

合格时 ,通过产品识别代码 ,可实现从成品到原料每

一环节的可追溯性 ,海捕原料可追溯到船 ,养殖原料

可追溯到养殖场或塘 ,淡水捕捞原料可追溯到捕捞

区域 ,进口原料可追溯到进口批次。通过追溯 ,可用

查阅该批产品的相关记录等手段分析不合格的

原因。

312 　对出口肉类产品也必须建立追踪制度[3 ] 　目

前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要求 ,建立了对出口屠宰用动

物养殖场实施的备案制度 ,中国各出口肉类屠宰企

业在屠宰后的内外包装上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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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码可以很快地追溯到肉品来源的养殖场 ,从而可

以了解动物养殖过程中的饲养用药、防疫与病死情

况。

313 　中国有关部门今后将对中国农产品实施“身

份”标识制度 　市场上出售的农产品将贴上标明“身

份”的号码。如出现质量问题 ,可以根据这一号码追

溯到生产者。另外 ,中国将对肉类食品试推安全信

用码制度。为防止在食品、饲料和种子生产中潜在

的转基因成分的污染 ,中国有关部门将对有关产品

进行非转基因身份保持 ( IP)认证。

314 　存在的问题 　中国虽已开始对食品可追溯性

工作的管理 ,并且也在出口肉类、水产品中实施 ,但

是与其他国家相比 ,中国在该方面所做的工作还非

常粗浅 ,并且出口肉食品需要结合屠宰企业的生产

时间记录与班次记录等一步步后推才可能追溯到所

来源的动物与饲养场 ,出口水产品要结合加工记录

与班次记录以及原料记录等才可能追溯到所来源的

养殖厂 ,因此这样的追溯体系管理还比较简单、原

始 ,容易出现不同批次食品的混淆。

另外 ,中国目前食品包装上的条形码并不能代

表食品的追溯身份特征 ,只能证明它的产地与产品

名称等 ,并不能显示其生产日期、原料来源、批次编

号等信息。

4 　对加强中国食品可追溯体系建设的建议

411 　使用安全条形码 　安全条形码是相关信息的

载体 ,通过扫描产品内外包装上的条形码可以获取

各个节点的有关数据编码信息 ,包括每一个产品加

工地来源代码 ,如批次、有效期、保质期等。举例来

说 ,在牛肉食品安全的跟踪过程中 ,在宰杀环节可以

给屠宰场宰杀的牛肉胴体分配一个屠宰产地代码 ,

惟一标识该胴体 ;应用标识符对宰杀的批次、日期及

胴体重量等进行编码 ;通过微机管理系统将有关信

息依次从生产开始传递到成品包装 ,最后在加工后

的成品包装上显示其唯一的条形码 ,即同一天、同一

班次生产的食品可能载有不同的条形码。

412 　借鉴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做法 ,在全国范围内

对牛、羊、猪实施耳标管理 　将屠宰动物的耳标输入

微机 ,与屠宰后的肉品结合 ,将肉品来源的动物耳标

信息转换成唯一的识别代码 ,标注在产品的内外包

装上 ;通过电子数据交换、电子表格交换、电子邮件

等将食品的电子信息随同食品传输到接收食品的场

所 ,实现食品身份的电子信息与食品同步流动。

413 　规范中国商品动物的养殖场 　参照加拿大的

做法 ,通过建立 DNA 追溯系统 ,将肉品直接追踪到

所来源的活动物与养殖场。

总之 ,中国对食品的标识与可追溯体系建设刚

刚起步 ,对部分出口食品所建立的追溯体系还很不

完善 ,应借鉴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在近一段时

期内进一步充实、细化、完善 ,在企业对产品及其属

性信息进行有效标识的基础上 ,加强对相关信息的

获取、传输以及管理 ,实现源头可追溯、流向可跟踪、

信息可查询、产品可召回 ,尽快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

食品跟踪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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