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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榨菜链的全过程，确定追溯的源头（基地和腌制池）、加工过程、报检3 个节点为追溯关键点，建立了基

于代码和记录方法的出口榨菜追溯管理体系，具有成本低，简单，实用和有效特点，初步应用达到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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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食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是食品安全工作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食品安全的关键措施之一，它可以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时，

实现可追溯或可召回，查明发生问题的环节，进而分析发生原因，明确责任追究，最终达到更好的控制食品安全[1]。GB/Z21274-2008 

出口蔬菜质量安全控制规范[2]、GB/Z21702- 2008 出口水产品质量安全控制规范[3] 专门章节规定了可追溯要求和方法。食品可追

溯体系作为近年来食品安全领域出现的新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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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形码技术、二维码动物标识、RFID 应用于追溯管理研究较多，方法各有特点，用途不一[4]。

本研究试图建立一种经济、实用、有效、简便的出口榨菜可追溯管理体系。 

1 可追溯体系建立思路 

1.1 确定追溯节点及其内容 

基于进口国家主管当局或消费者信息反馈， 或整个过程2 种情况，从青菜头种植基地的确定、种植、收获、加工、报检、出

口发运整个流程，确定追溯节点及其内容。 

1.2 制定可追溯管理体系 

基于《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考核指导意见（试行）》和《重庆市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管理办法

（试行）》可追溯管理要求条款编制并着重可操作性、经济、便捷、有效、实用。实现顺向或逆向双向可追溯。基本要点是编码

确定、管理和纸质记录。 

1.3 出口榨菜追溯实践 

选取青菜头、初级和深度加工的榨菜企业3 个进行追溯应用，分析存在问题和提出研究改进方向。 

2 基本内容 

2.1 溯源图建立 

依榨菜种植加工出口过程，建立出口榨菜溯源框架。实现相邻工艺可追溯，后工艺完整记录前工艺相关信息。溯源图如图1。 

 
图 1 

2.2 建立三大制度 

2.2.1 出口榨菜种植基地质量安全追溯制度。榨菜种植、收获记录，保证种植基地榨菜标识的唯一性和可追溯性。 

2.2.2 出口榨菜加工企业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实施备案管理，实施验收、贮藏、加工、出库等环节记录。 

2.2.3 出口榨菜批次规范管理制度。明确产品批次编码规则。实现通过批次号溯源至加工企业，再到种植基地。实现信息与

生产的同步。 

2.3 追溯内容 

2.3.1 追溯代码管理。确定种植地块至出口检验检疫环节为追溯链。确定种植基地安全水平、农药投入使用和加工过程添加



物质应用为追溯基本内容。以地块、地块种植青菜头的样本代表其节点信息，以添加物，包括包装样本代表其节点信息。 

2.3.2 标签代码设定。用标准化数字、字母和文字表述榨菜链上特性。便于信息收集与处理。 

2.3.2.1 基地代码设定：企业名称简写的拼音字母第一个的组合+ 基地（J）编号（英文字母）+ 田块号（阿拉伯数） （J+ 英

文字母+ 阿拉伯数）；如榨菜集团C 基地5 号地块以FZJC05 表示。 

2.3.2.2 腌制池代码设定：出口备案号（类别号+ 序列号） +Y（腌制池）+ 池号（阿拉伯数）+ 基地代码；如榨菜集团华富

备案厂（01）加工的源于23 号腌制池，其原料来自C 基地5 号地块。以01Y23FZJC05。 

2.3.2.3 加工代码设定：月日年+ 班次+ 腌制池代码。外包装、食品包装与追溯保持协调一致。 

2.3.2.4 出口报检代码设定：以检验检疫机构生成的编写后9 位数。可后补填写。 

2.3.2.5可追溯代码集成。企业形成榨菜链条上的可追溯号， 由报检代码+ 班次代码+ 腌制池代码+ 基地代码。每一环节代

码下记录相关信息。实现可追溯或可召回。 

2.4 追溯实施 

2.4.1 实施出口榨菜可追溯管理体系。记录要求完整，真实， 及时，全面。 

2.4.2 逆向追溯：发生预警和通报需要召回时，填写《启动追溯实施表》，经批准后启动。通过产品识别代码逆向追溯。流程是

检验检疫证书→报检单→报检批清单→加工记录→基地记录，实现可追溯至班次、基地的地块。 

2.4.3 顺向追溯：流程是从种植基地及青菜头、辅料等源头→加工→报检→检验检疫证单→预警或通报，企业可适时启动追溯演练，

发现方法缺陷和改进空间。 

2.4.4 追溯记录与企业自建销售信息，记录客户名称，销售批次，报检单号或检验检疫证书号、生产批次和数量及品种， 采购时

间等。 

3 分析与讨论 

3.1 出口榨菜追溯管理研究不多，国际上对出口食品预警采取一律制度，没有区域化和生产批次化管理，存在预警和通报召回时，

产品扩大化趋向[5]。然而建立追溯管理，可有效区分生产批次，强化安全水平差异性，尽可能减少风险。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

提出进口食品提供详细的可追溯信息，其他国家势必仿效，开展出口榨菜追溯管理除了满足进口国家和地区要求外，另可显示榨

菜先发优势，提升知名度，能追溯管理也能够体现榨菜安全卫生高标准，提升榨菜国际市场占有力[7]。开展追溯管理，能明确责任，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减少安全事件的发生。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应用出口榨菜追溯管理体系。 

3. 2 管曦（2007）[5] 对福建出口茶叶可追溯管理进行了研究， 以标识代码为基础，信息处理为手段，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后来

陈志雄（2012）[6] 自主研发了出口茶叶安全追溯信息化技术电子平台。条形码技术、二维码动物标识、RFID 应用于追溯管理研

究较多，方法各有特点，用途不一[4]，有的推广应用存在困难[7]。条形码技术是一种经典的标识方法，用于生产环节。二维码多

用于动物养殖环节的标识，进入屠宰加工环节时， 需要转换。RFID 技术可用于食品链各环节的追溯实现，需要一定的设施和技

术投入，成本较高。本研究基于榨菜产业链， 建立了代码与信息记录为核心的追溯体系。具有简结、经济。在批次样本不多的情

况下便捷。但存在信息记录效率低，客户查询不方便，但成本低，操作简单，比较成熟，不失为现阶段出口榨菜实现可追溯较好

地选择。如何与企业产品的条形码结合也是值得研究的内容。 

3.3 虽然国际上对食品的可追溯性（Traceability）尚未有明确统一的定义，ISO、CAC、EU 等定义有差异，但核心点是信息传

递和保存过程[5]。实现可追溯的有效性，应把握方法是根本，企业是主体，信息是关键基本要求。建立出口榨菜的源头、



加工、检验检测控制链，实现榨菜安全出口，提升消费信心需要追溯体系的保障，双向可追溯方法的

初步应用，达到可追溯效果。问题是追溯方法及信息对客户来讲，存在信息的不对称， 当达到一定出口规

模和数量时，有必要研究开发应用RFID 技术于榨菜可追溯管理，实现适时，在线查询信息，达到追溯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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