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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食品安全溯源与预警的关键技术，将RFID技术应用于供港食品的全程溯源，通过开发
相应的系统，搭建了基于深港一体化的食品安全供应链公共信息平台，应用无线射频技术，实现了供
港蔬菜、活猪、果蔬、冷冻食品等不同食品供港运作模式下，供应链中多个环节的全流程溯源监管，
多个部门的信息共享，信息流、实物流、工作流的同步；回答了食品安全领域广为关心的两个问题；
对"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溯源技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获得多项研究成果；通过有效的应用示范，为
该项目的推广应用奠定了基础；能够帮助企业规范加工运作流程、快速定位事故发生的环节，有利于
增强消费者的信心，提升企业产品的信誉度和品牌价值，并且在相关生产、加工企业进行示范应用，
保证供港食品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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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章概述 第一节食品溯源的重要性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物是人类生
活的最基本物质基础。
食品安全不仅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更与政
府和国家的形象息息相关。
随着全球化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食物来源日趋广泛，食品流通频密，导致安全事故也越
来越频繁地发生。
 食品安全问题被列为2009年中国商业十大热点问题之一。
禽流感、口蹄疫、劣质奶粉、日本毒饺子事件等问题食品之多、涉及范围之广、造成恶果之重，已到
了令人谈“食”色变的地步。
食品安全仍存在超标、法律法规缺失、检测及环保体系和监管追溯信息平台不健全等问题。
消费者对任何一类食品安全性的信任度均较低，接二连三的食品安全问题正在沉重地打击人们的饮食
信心。
而目前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仍然处于《食品安全法》颁布以前的分段监管模式，农业、质监、工商分
别对食品种植养殖、生产、流通环节进行监管，人为形成了目前食品安全监管职能部门在食品产销链
条中各管一段的监管格局，导致职能部门对食品产销过程的监管缺乏连贯性。
而要对食品的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包装运输及批发零售的环节链条进行全程有效的监管（殷俊峰
，2008），其中一项基础措施就是必须要建立一个完备的食品溯源体系，实施食品安全追溯管理制度
（马海晓，2010）。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23号）指出，“要建立统一规范的食
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建立食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制度和食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
2009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是我国加强食品管理包括建设食品可追溯体系（food
traceability system）的法律保障。
 建立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是确保食品安全的关键（林凌，2009）。
食品溯源制度由欧盟为应对疯牛病（BSE）问题于1997年开始逐步建立（蒲应龚等，2008；刘英和陈历
程，2003）。
该制度利用现代化信息管理技术给每件商品标上号码，保存相关的管理记录，从而可以进行追踪溯源
。
食品安全的标识和溯源技术在国外发展较快，已成功开发了条形码、电子纽扣式标签、注射式电子信
号发射器、视网膜图像识别和DNA指纹等标识技术（李凯年和逯德山，2006）。
国外代表国际上食品安全控制先进水平的国家和组织（包括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巴西等）都已通过国家立法强制实施标识管理和溯源体系建设，制定的法规对这些国家的畜
牧生产、动物产品安全控制和规范管理体系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而我国虽然早在3000年前就有通过对动物剪耳或用烙铁进行标识以区别畜群或防盗的记载，但标识技
术在我国真正应用于食品安全追溯制度建设方面则刚刚起步。
为了加强防疫措施和提高免疫密度，我国从2001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强制实施动物免疫耳标。
近年来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国内食品的生产与流通领域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革，我
们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建立食品安全追溯制度的极端重要性，我国已经开始在食品安全追溯制度建设方
面开展积极试点示范工作（陆昌华，2007）。
目前，我国重点开展了肉类产品和水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建设，如上海市畜牧部门为猪、牛、羊等
畜产品建立档案（上海市农业委员会，2001），南京市借鉴国外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中产品实行产地
编码的先进管理模式，广州市启动了猪肉的无线射频标签（冯建国，2010；程浩，2007）。
 但是，我国在食品安全溯源方面与国外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明显差距：一是实施追溯制度的法律制度
不健全；二是开展溯源的领域少，许多鲜活食品的生产、经销和批发难以进行溯源；三是由于对出口
动物及产品尚未建立溯源制度，导致频频遭遇国外技术壁垒而使出口数量明显下降。
食品可追溯体系作为近年在食品安全领域出现的新的趋势，是一种旨在加强食品安全信息传递、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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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疾病危害、保障消费者利益的食品安全信息管理体系。
研究建立有效的食品可追溯体系，进而保证食品安全，是我国政府、食品生产者、消费者关注、探讨
并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本书的研究重点之一。
 第二节食品溯源的涵义 目前，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食品溯源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国际标准化组织（ISO9000/2000）将食品溯源定义为：溯源产品的地点、使用以及来源的能力。
 2）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将食品溯源定义为：鉴别/识别食品如何变化、来自何处、送往何地
，以及产品之间的关系和信息的能力。
 3）欧盟将食品溯源定义为：在整个食物链全过程中发现和追踪食品生产、加工、配送，以及用于食
品生产的动物的饲料或其他原料的可能性。
 在农业生产和食品供应溯源系统（agriculturalandfoodchaintraceabilitysys-tem）中，食品溯源有以下几个
基本要素（图1-1）（Linus，2003）。
1）产品溯源（product traceability），即通过溯源，确定食品在供应链中的位置或地点，便于后续和注
册的管理，实施食品召回，以及向消费者或利害关系人告知信息。
2）过程溯源（process traceability），即通过溯源，确定在食物生长和食品加工过程中影响食品安全的
行为或活动，包括产品之间的相互作用、环境因子对食物或食品中的迁移以及食品中污染的情况等。
3）基因溯源（genetic traceability），即通过溯源，确定食品产品的基因构成（the genetic constitution of
the product），包括转基因食品的基因源和类型，以及农作物的品种等。
4）投入溯源（input traceability），即通过溯源，确定种植和养殖过程中投入物质的种类及来源，包括
配料、化学喷洒剂、灌溉水源、家畜饲料、保存食物所使用的添加剂等。
5）疾病和害虫溯源（disease and pest traceability），即通过溯源，追溯病害的流行病学资料、生物危害
（包括细菌、病菌、其他污染食品的致病菌），以及摄取的其他来自农业生产原料的生物产品。
6）测定溯源（measurement traceability），即通过溯源，检测食品、环境因子、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健康
状况，获取相关信息资料。
如图1-2 所示，食品溯源是指在食品产、供、销的各个环节（包括种植养殖、生产、流通，以及销售
与餐饮服务等）中，食品质量安全及其相关信息能够被顺向追踪（生产源头到消费终端）或者逆向回
溯（消费终端到生产源头），从而使食品的整个生产经营活动始终处于有效监控之中。
该体系能够理清职责，明晰管理主体和被管理主体各自的责任，并能有效处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从而保证食品质量安全。
食品溯源是一种以信息为基础的先行介入措施（proactivestrategy），即在食品质量和安全管理过程中
正确而完整地收集溯源信息。
食品溯源本身不能提高食品的安全性，但它有助于发现问题、查明原因、采取行政措施及追究责任。
第三节食品溯源技术 一、建立食品溯源系统的基本要求 引入和建立食品溯源系统，目前尚无被国际
社会接受的标准，但以下基本要求可供参考（杨明亮，2006）。
 1、在各个阶段记录和储存信息 食品生产经营者在食物链的各个环节应当明确食品及原料供货商、购
买者，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并记录和储存这些信息。
 2、食品身份的管理 食品身份的管理是建立溯源的基础。
食品身份管理工作包括以下内容： 1）确定产品溯源的身份单位和生产原料； 2）对每一个身份单位的
食品和原料分隔管理； 3）确定产品及生产原料的身份单位与其供应商、买卖者之间的关系，并记录
相关信息； 4）确立生产原料的身份单位与其半成品和成品之间的关系，并记录相关信息； 5）如果生
产原料被混合或被分割，应在混合或分割前确立与其身份之间的关系，并记录相关信息。
 3、企业的内部检查 开展企业内部联网检查，对保证溯源系统的可靠性和提升其能力至关重要。
企业内部检查的内容有： 1）根据既定程序，检查其工作是否到位； 2）检查食品及其信息是否得到追
踪和回溯； 3）检查食品的质量和数量的变化情况。
 4、第三方的监督检查 第三方的监督检查包括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检查和中介机构的检查，它有
利于保持食品溯源系统有效运转，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增加消费者的信任度。
 5、向消费者提供信息 一般而言，向消费者提供的信息有两个方面： 1）食品溯源系统所收集的即时
信息，包括食品的身份编号、联系方式等； 2）既往信息，包括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活动及其产品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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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声誉等信息。
 向消费者提供此类信息时，应注意保护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其中，在各个阶段记录和储存信息是食品溯源的基本要求。
目前采用的常用技术有条形码、二维码和RFID电子标签技术。
 二、条形码技术在食品溯源中的应用 条形码是一种利用光电扫描阅读设备识读并实现数据自动输入
计算机的特殊编号，严格地讲，它是由一组规则排列的条、空及其对应字符组成的标记，用以表示一
定的信息（杨信廷等，2007）。
条形码技术的发展为食品溯源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可能，时下已经成为食品生产环节普遍应用的一项关
键的食品溯源技术（中国物品编码中心，2002）。
对消费者而言，最熟悉的条形码莫过于包装食品生产企业在产品包装上喷印的二维条形码（图1-3），
通过扫描条形码，可以迅速知悉该食品的生产者（原产地）、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相关信息，确保了
对问题食品的追根溯源。
例如，对蔬菜来说，条形码就相当于蔬菜的“身份证”，消费者可以在超市扫描，或通过电话、互联
网、短信等各种形式对条形码进行查询，可查到所买蔬菜的各种信息，包括产地、生产日期、生产农
户、品牌、是否合格、种源，甚至生长记录如施肥和浇水次数等。
一旦某盒蔬菜发生质量问题，通过条形码能在最短时间内追溯到问题蔬菜的具体生产地点，以便第一
时间解决问题（陈丹晖和刘红，2005）。
 2009年初，上海市还将条形码技术向食用农产品生产环节进行了推广，部分大型食品生产企业生产
的100多种农副产品贴上了“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条形码”，消费者只要将安全条形码放到多媒体查询
机前扫描，立刻就能看到该产品的生产档案，包括产品的产地、生产者、加工地、认证信息、检疫检
测结果等在内的相关信息均能查悉，并且还根据每一批农产品的种源、生产地环境、生产过程、用料
用药等情况的不同有区别地进行了编码。
但目前条形码技术还仅限于在食品生产环节应用，食品流通和餐饮服务环节尚未涉及，因此其还没能
在整个食品溯源体系中充分发挥作用。
 三、二维码动物标识的应用 二维码动物标识是动物标识溯源信息系统的基本信息载体，贯穿牲畜从
出生到屠宰历经的防疫、检疫、监督环节，通过可移动智能识读器等终端设备把生产管理和执法监督
数据汇总到数据中心，实现从牲畜出生到屠宰全过程的数据网上记录，是追溯体系三大业务系统（动
物标识申购与发放管理系统、动物生命周期各环节全程监管系统、动物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的数
据轴心。
 二维码动物标识由二维码和编码两个部分组成。
二维码采用加密技术的行业专用码，具有防伪功能；编码由动物种类+区划编码+标识顺序号组成，如
图1-4所示（佚名，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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