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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介绍追溯、可追溯性和追溯体系的概念和产生背景，了解国内外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的建设进展状况，掌握国内外农产品食品在法规、监管制度建设以及追溯系统设计规范、追溯系统应用效果等方

面的成效，为探索建设中药材 “从生产者到消费者”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提供思路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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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必需品，然而近年来

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地威胁

世界民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引起农产品消费

信任危机，影响社会稳定。为切实保障农产品质量

安全，构建完善的质量安全控制体系，世界各国积

极寻求解决农产品安全问题的有效途径，其中建立

从 “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被

证实是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有

力手段。当出现食品安全问题时，能够第一时间发

现并撤出危害消费者健康的食品，强化产业链上各

企业的责任意识，给予消费者选择权和信息知情权，

为政府提供快捷、现代化的监管手段［１］。鉴于此，

本文通过介绍追溯、可追溯性和追溯体系的概念和

产生背景，概述国内外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追溯

体系的建设进展状况，掌握国内外农产品食品在法

规、监管制度建设以及追溯系统设计规范、追溯系

统应用效果等方面的成效，为探索建设中药材 “从

生产者到消费者”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提供思路和

借鉴。

１　追溯体系的应用背景

“追溯”最早被应用于汽车制造业，农产品质

量安全管理实行追溯是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疯牛病事
件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最早由法国等部分欧盟国家

提出［２］。２０００年７月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共同推
出（ＥＣ）ＮＯ１７６０／２０００法令 《关于建立牛科动物检

验和登记系统、牛肉及牛肉制品标签问题》，第一次

从法律的角度提出牛肉产品可追溯性要求［３］，旨在

作为食品安全管理的措施，帮助识别食品的身份、

流通环节和来源，按照从原料生产至成品最终消费

过程中各个环节所必须记载的信息，确认和跟踪食

品生产链相关产品的来源和去向，在发生食品质量

问题时，可以查找问题原因，迅速召回问题产品［２］。

２００１年７月上海市颁发了 《上海市食用农产品安全

监管暂行办法》，提出在流通环节建立市场档案的可

追溯体制，正式将可追溯制度应用于我国农产品质

量安全领域［４］。

２　追溯、可追溯性和追溯体系概念

追溯，在中国 “溯”意逆水而行，后引申为追

求根源，比喻回首往事、探寻渊源［５］。在韦伯斯特

字典中，追溯是指对某一活动或进程的历史进行跟

踪或详细分析的能力［５］。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提
出了更为严格的定义：追溯是跟踪和溯源动植物食

品和饲料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的各个环节的能力，具

有跟踪和溯源双向性的特点［６］。

可追溯性，最早在１９８７年的ＮＦＥＮＩＳＯ８４０２中
被定义为：通过记录的标识追溯某个实体的历史、

用途或位置的能力［３］。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ＣＡＣ）
的定义是能够追溯食品在生产、加工和流通过程中

任何特定阶段的能力［７］。国际食品标准委员会

（Ｃｏｄｅｘ）对 “可追溯性”的定义是：加工、储运、

流通等任何过程的能力，以保持食品供应链信息流

的完整性和持续性［３］。欧盟 《通用食品法》（ＥＣ
１７８／２００２）的定义是指在生产、加工及销售的各个
环节中，对食品、饲料、食用性禽畜及有可能成为

食品或饲料组成成分的所有物质的追溯或追踪能

力［３］。《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体系设计与实施的

通用原则和基本要求》（ＩＳＯ２２００５：２００７）中将
“可追溯性”定义为：跟踪饲料或食品在整个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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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和分销的特定阶段流动的能力［１３］。在我国，

《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术语》（ＧＢ／Ｔ６５８２
１９９４）将可追溯性界定为：追溯所考虑对象的历史、
应用情况或所处场所的能力［３］。中国良好农业规范

（ＣｈｉｎａＧＡＰ）中对可追溯性的要求是：通过记录证
明来追溯产品的历史、使用和所在位置的能力（即材

料和成分的来源、产品的加工历史、产品交货后的

销售和安排等）［８］。可追溯体系流程（见图１）。

图１　可追溯体系示意图

可追溯体系是可追溯性概念在产品安全管理方

面的理论表述。欧盟 《通用食品法》（ＥＣ１７８／
２００２）认为是追踪食品从生产到流通全过程的信息
系统，目的在于食品质量控制和出现问题时召回［３］。

国际食品标准委员会（Ｃｏｄｅｘ）将可追溯体系定义表
述为食品市场各个阶段的信息流的连续性保障体

系［７］。美国农业部第８３０号农经调查报告首次将食
品可追溯体系按照 “深度、宽度和精确度”三个标

准进行评价，其中宽度指系统所包含的信息范围，

深度指可以向前或向后追溯信息的距离，精确度指

可以确定问题源头或产品某种特性的能力［９］。中国

物品编码中心从技术角度解释了食品可追溯体系，

即采用 ＥＡＮ／ＵＣＣ系统对食品原料的生产、加工、
储藏及零售等供应链各个环节上的管理对象进行标

识，通过条码和人工可读方式记录信息，一旦食品

出现卫生安全问题，可以通过这些标识追溯到问题

食品的源头［９］。

３　国内外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概况

自英国出现首例疯牛病以来，世界各国更加重

视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纷纷采取措施防止相关

问题再次出现。目前，全世界己有多个国家和地区

成立专门机构，并实行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相应追

溯体系，对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生产过程进行严

格地监控、跟踪与追溯。

３１国外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概况
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的建立源于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欧洲疯牛病的爆发，最初主要针对牛肉等畜
产品［２］。１９８５年４月英国肯特郡出现第一例记录，
科学家检验追查出疯牛病感染源可能是养牛饲

料［１０］。１９９０年英国政府成立 “疯牛病研究调查专门

委员会”，追溯调查研究引发疯牛病病源，进而产生

肉牛生产履历制度雏形［１０］。１９９１年欧盟颁布 《欧洲

有机法案》，要求为每一地块建立农药、肥料等的使

用情况，以监控有机农产品的生产过程［３］。２０００年
１月，欧盟发布了食品安全白皮书，首次引入了从
“农场到餐桌”的概念［１１］。同年７月，欧盟制定了
（ＥＣ）ＮＯ１７６０／２０００法令 《关于建立牛科动物检验

和登记系统、牛肉及牛肉制品标签问题》，第一次从

法律的角度提出牛肉产品可追溯性要求，并在欧盟

及其成员国建立牛肉产品溯源系统［３］。在这个基础

上，２００２年欧盟又颁布了（ＥＣ）ＮＯ１７８／２００２法规
《食品法规的一般原则和要求》，进一步把追溯的范

围扩大到全部食品，并明确提出禁止进口非追溯产

品［１１］。２００６年初，开始实施 《欧盟食品及饲料安全

管理法规》，突出强调了食品从农场到餐桌的全过程

控制管理和可追溯性［１１］。

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为确保消费者食品安
全，建立了新的可追溯性的国际化食品标准

ＩＳＯ２２００５。此标准在ＩＳＯ２２０００基础上添加了食品管
理体系，其中 ＩＳＯ２２００５∶２００７为策划和执行食品可
追溯系统建立了统一的原则和要求，对食品供给链

的每一步包括原料的流通途经，产品的追踪以及供

货商等信息提供都作了规定［１２］。为了推动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体系快速应用于生产实际，国际物品编

码协会相继出版了 《牛肉产品追溯指南》、《生鲜农

产品追溯指南》、《鱼类产品追溯指南》、《香蕉供应

链追溯指南》、《葡萄酒供应链追溯指南》、《ＧＳ１可
追溯性实施指南》以及 《ＧＳ１可追溯性标准》等可
追溯性应用指南和标准［１３］。

美国于２００２年通过生物反恐法案，即 《公共卫

生安全和生物恐怖准备与反应行为》，将食品安全上

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提出 “实行从农场到餐

桌的风险管理”，要求企业必须建立食品可追溯制

度［５］。２００３年５月，美国发布 《食品安全跟踪条

例》，要求所有涉及食品运输、配送和进口的企业要

建立并保全相关食品流通的全过程记录［１１］。２００９
年，美国相继通过 《２００９年食品安全加强法》和
《ＦＤＡ食品安全促进法》，加强对食品加工厂商的检
查与监督，提高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权限，包括

赋予该机构制定农场初级原料生产标准和召回追溯

系统、强制召回受污染食品、扣留不安全食品、限

制或禁止来自某个地区的不安全食品流通以及就可

能违规情况索取相关数据等［３］。

·４３２·



２０１３年３月　第１５卷　第３期 中国现代中药　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Ｍａｒ２０１３　Ｖｏｌ１５　Ｎｏ３

日本引入欧盟所推动的 “食品可追溯制度”，

于２００１年建立了肉牛可追溯系统［５］。２００２年５月，
日本制定了牛肉身份证制度，并逐步延伸至大米、

牡蛎等产业。消费者通过大米包装上的电子标签可

以了解大米的产地、生产者、生产过程中使用农药

和化肥以及加工等具体信息［１１］。２００５年底，建立了
粮农产品认证制度，对进入日本市场的农产品实施

身份编码识别制度，要求提供产地、生产者、化肥

及农药使用等详细信息，方便消费者查询［１４］。２００８
年１２月，日本农林水产省发布 ＷＴＯ／ＴＢＴ通报，拟
建立大米的可追溯体系［１５］。到目前为止，日本对所

有农产品实施可追溯管理模式已逐渐建立起来，在

农产品质量可追溯系统的应用方面，日本不仅制定

了相应的法规，而且在零售终端，大部分超市已经

安装了产品可追溯终端，供消费者查询产品

信息［１６］。

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

作。加拿大 ２００１年开始实施 “食品召回计划”，

２００４年建立了国家食品追溯体系［５］，并制定 《食品

追溯数据标准第一版》和 《食品追溯良好规范》，

以保证绝大部分国产食品从原料到零售终端都能够

实现追溯［１７］。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畜牧业大国，于

２００１年在国家层面上建立国家牲畜标识计划，并成
立配套的管理机构［１８］。韩国于２００５年６月对农产
品质量控制法令进行了补充修订，引入了全方位的

农产品追溯程序，并于２００６年１月开始在全国范围
内执行。２００７年 １２月公布了牛与牛肉可追溯性法
案［１９］。印度于２００６年出台的 《食品安全及标准法

案》明确了食品安全追溯制度，要求食品生产者提

供食品生产过程信息，提供原材料的企业信息，必

须贴上追溯标签，以确保食品的可追溯性［３］。越南

朔庄省２０１０年表示将建立水产品可追溯体系，以打
造全球最主要的水产品供应商［３］。

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已开发出很多成功应

用于实际生产的农产品追溯系统，在追溯体系建设

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英国率先建设了基于互联

网的牲畜跟踪系统（ＣＴＳ），实现了牲畜整个生命周
期的情况记录［２０］。欧盟各国普遍采用由国际物品编

码协会（ＥＡＮ）推出的 “ＥＡＮ·ＵＣＣ系统来开展质
量安全追溯［２１］，旨在对农产品供应链生产过程进行

有效标识，建立起对各个环节信息的管理、传递和

交换，实现对农产品有效的追溯［２２］。美国于 ２００９
年推出ＮＡＩＳ项目，以保证牛肉的可追溯性［２３］。荷

兰建立了禽蛋商品理事会的综合质量系统（ＩＫＢ），
旨在保证生产链中所有重要活动都在受控情况下进

行［２４］。澳大利亚于２００１年在国家层面上建立国家
牲畜标识计划（ＮＬＩＳ），即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
统，采用由ＮＬＩＳ认证的瘤胃标识球或耳标对牛、羊
进行标识，来实现对牲畜的标识和追溯［３］。

３２国内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概况
我国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仍然处

于研究和起步阶段，但近年来我国对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积极探索，在追溯管理和

体系建设上取得了显著进展。

３２１农产品食品法律法规建设概况　国家相继出
台了 《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关于

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意见》、《国务院

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

《关于加快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指导意见》

等纲领文件，出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及 《农产品产地安全管

理办法》、《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管理办法》、《农产品

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食品召回管理规

定》等规章制度。

３２２农产品食品追溯体系技术规范建设概况　我
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农产品、食品追溯体系技术规

范的建设，逐步建设建立健全各项农产品食品追溯

体系技术规范，以保证追溯系统的有效实施。在借

鉴欧盟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相继制定了 《饲料和食

品链的可追溯性体系设计与实施的通用原则和基本

要求》、《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体系设计与实施

指南》、《农产品追溯编码导则》、《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操作规程通则》、《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操作规

程水果》、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操作规程茶叶》、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操作规程畜肉》、 《奥运会食

品安全食品追溯编码规则》、《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生产单位代码规范》、《果品质量安全追溯产地编码

技术规范》、《亚运会食品安全食品追溯编码规则》、

《食品可追溯性通用规范》、 《食品追溯信息编码与

标识规范》等相关指南和标准，旨在建立农产品质

量安全例行监测制度和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强化

“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监管［３，１４，２５２７］。中国物品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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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中心在借鉴了欧盟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相继

制定了 《牛肉制品溯源指南》、《水果、蔬菜跟踪与

追溯指南》、《我国农产品质量快速溯源过程中电子

标签应用指南》以及 《食品安全追溯应用案例集》、

《牛肉质量跟踪与溯源系统实用方案》等规范和应

用指南［３］。这些技术规范的实施，切实有效推动了

我国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追溯工作的顺利展开。

３２３农产品食品追溯体系建设及应用概况　近几
年，随着国家加大对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力度，

严肃查处制假造假事件，逐步建立农产品产业链追

溯体系。各省、市政府也将保证农产品食品安全纳

入政绩考核；在龙头企业和部分农产品纷纷构建农

产品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以便实施从 “农场到

餐桌的全过程”安全控制和可追溯性，确保了农产

品食品的质量安全和消费安全。国家质检总局于

２００３年启动了 “中国条码推进工程”。在中国物品

编码中心积极开展食品跟踪与追溯的情况下，国内

部分畜产品、粮食、果蔬、中药材等开始拥有属于

自己的身份证［２１］。农业部实施 “城市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系统试点工作”，重点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体系建设［２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７
部委确定肉类行业作为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试点

行业，启动肉类食品追溯制度和系统建设项目等［１］。

国家条码推进工程办公室在山东省寿光市田苑蔬菜

基地和洛城蔬菜基地实施蔬菜安全可追溯性信息系

统研究及应用示范工程［２９］。北京市农业局与河北省

农业厅建设完成的北京市农产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管

理信息平台，对农产食品质量安全的管理横跨生产、

包装、加工及零售等各个环节，并覆盖蔬菜、水果、

畜禽和水产等多个领域［２７］。北京市 ２００８年全面启
用奥运食品安全监控和追溯系统，实施奥运食品安

全追溯制度，实现奥运食品从生产基地到最终消费

地的全程监控［１，２８］。上海市建立 “上海食用农副产

品质量安全信息平台”，于２００７年基本建成全覆盖
的农产品身份网上查询系统［２７］。天津市在全国率先

实施猪肉和无公害蔬菜安全追溯制度，推出网上无

公害蔬菜订菜服务［３０］。江苏南京市建立以农产品质

量安全网站为监管平台，全面启动农产品质量 ＩＣ卡
管理体系。海南、福建等省及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积

极推动ＥＡＮＵＣＣ系统在农副产品跟踪与追溯方面的
应用，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２７，３０］。此外，国内一些

大型的农副产品企业也积极采用ＲＦＩＤ技术建设内部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如北京市京裕大红门肉类

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市第五肉联厂及上海五丰上食

食品有限公司等［２１］。其中典型性农产品追溯系统有

中 国 产 品 电 子 监 管 网 （ｗｗｗ９５００１１１１ｃｏｍ／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ｅｒｖ／ｗｅｂ／ｉｎｄｅｘｊｓｐ）、国家食品安全追溯平台
（ｗｗｗｓａｆｅｆｏｏｄｇｓ１ｃｎｏｒｇ／）、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系
统（ｗｗｗｓａｆｅｔｙｆｏｏｄｇｏｖｃｎ）、北京市农业局食用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ｗｗｗａｔｒａｃｅｏｒｇ／）、中国肉牛全
程质量安全追溯管理系统（ｗｗｗｓａｆｅｂｅｅｆｃｎ）、上海市
食用农产品流通安全追溯系统（ｗｗｗｓｈｉａｎｇｏｖｃｎ）
和食品安全监管、追溯与召回公共服务平台

（ｗｗｗｓａｆｅｆｏｏｄｇｏｖｃｎ／）［３，２８］。

４　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立完善的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追

溯体系是确保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维护消费者权

益的重要手段之一，更是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管理

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欧美发达国家以及泰国等

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已在较大范

围内推广应用，并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我国在

牛奶、猪肉、海产品、有机食品等产品已实施了产

业链全程安全追溯，实现了 “产品质量有保证、企

业诚信可考量、问题责任可追究”的管理创新，创

建了 “中国制造”品牌的市场竞争力，缩短了与国

外在这方面的差距。我国在中药材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建设方面仍处于研究和起步阶段。因此，我国在

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

成熟经验基础上，认真分析和总结我国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体系建设中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加强对

中药材追溯体系的基础研究和开发，尽快制定与国

际接轨的中药材追溯标准和规范，稳步推进中药材

“从生产者到消费者”追溯管理体系的建立工作，

有效解决中药材质量安全问题，切实保障中医药临

床疗效和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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