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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追溯体系 新 技 术、新 方 法，保 障 追 溯 体 系 基 础 设

施购置、维护和更新的 成 本。RFID 技 术 先 进，但 是

成本太高，从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及畜牧业发

展现状来 看，难 以 应 用 于 商 品 家 畜。因 此，可 加 强

技术创新，利 用 新 材 料、新 方 法 和 新 工 艺 改 进 现 有

二维码耳标，使 其 更 加 准 确、简 易、可 行，并 规 范 标

识生产技术，保证耳标质量。
针对生产实际中耳标识读设备存在的问题，加

强技术研发 工 作，改 善 识 读 设 备 软 件 及 硬 件 质 量，

以简单、实用为目标，提高识读设备可操作性，保证

识读效果。
信息化是追溯体系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追

溯体系数据中心存储动物标识编码、饲养、防疫、检

疫、流通监管等信息，是实现溯源数据的网上记录，

达到对畜肉食品快速、准确溯源和控制的保障。可

加强追溯标识技术与信息技术的结合，完善追溯体

系数据中心 建 设，实 现 各 环 节 溯 源 信 息 的 采 集、上

传及查询功能，充分发挥可追溯体系建设在保障畜

肉食品安全中的作用。
3. 5 加强培训工作

基层工作 人 员 的 素 质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决 定 了 可

追溯体系建设的成败，从而决定了畜肉食品的质量

安全。
相关管理 部 门 可 积 极 开 展 基 层 防 疫、检 疫、生

产经营等工作人员的培训，使他们充分认识畜肉食

品可追溯体系的目的、意义、溯源流程等方面，熟练

掌握标识加施方法、技术要点、规范标准、养殖档案

内容及建立要求、信息采集方法及录入程序。提高

人员的工作 能 力，为 追 溯 体 系 建 设 提 供 高 标 准、高

素质的人员保障。

4 结语

畜肉食品可追溯监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但涉 及 到 众 多 部 门 和 行 业，而 且 受 现 有 技 术 水

平、国际兼容 性、经 济 承 受 力 和 时 效 性 等 诸 多 因 素

的制约，因此 绝 非 一 蹴 而 就［10］。当 前，我 国 畜 产 品

仍存在 安 全 风 险，溯 源 监 管 责 任 重 大、任 务 艰 巨。
只有完善法 规 标 准 及 追 溯 计 划，理 顺 管 理 体 系，加

强可追溯监 管，加 大 技 术 研 发、人 员 培 训 等 方 面 的

措施，才能确 保 畜 肉 食 品 质 量 安 全，保 证 人 民 身 体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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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栏

卫生部关于指定 D-甘露糖醇等 58 个食品添加剂产品标准的公告

2011 年 第 8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卫生部等 9 部门《关于加强食品添加剂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卫

监督发〔2009〕89 号) 和卫生部 2011 年第 6 号公告等规定，我部组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参照国际标准，

指定 D-甘露糖醇等 58 个食品添加剂产品标准。
特此公告。
附件: 1. D-甘露糖醇等 58 个食品添加剂产品标准目录( 略)

2. D-甘露糖醇等 58 个食品添加剂产品标准(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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