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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安徽省民政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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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助餐服务机构食品安全信息追溯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老年助餐服务机构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的追溯原则、追溯内容、信息采集环节要求、信

息安全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老年助餐服务机构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与信息共享。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WS/T 429 成人糖尿病患者膳食指导

WS/T 430 高血压患者膳食指导

WS/T 556 老年人膳食指导

DB 34/T XXXX—2022 老年助餐服务膳食配置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食品安全信息追溯 traceabililty

通过记录标识的方法追踪或溯源某个实体的来源、用途、位置、责任主体和流通节点的能力。

4 基本原则

安全性

应采用安全可靠的手段和方法，保证信息在传输、存储和使用过程中的安全。

真实性

应保证信息的真实、准确、有效，不应有虚假内容。

及时性

应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及时共享可追溯的信息，确保追溯信息的及时性。

规范性

各节点追溯信息在内容、格式、语言、术语等应达成一致意见，保证各节点信息内容规范。

5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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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建立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制度，确保食品从采购到销售的所有环节实现有效追溯。

应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管理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工作。

应配备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的设施设备和场所，便于信息采集。

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形式可为电子化形式或纸质化形式，保证记录信息可追溯，必要时可出示。

信息记录应填写真实完整，格式一致，内容清晰、准确即时。

应以单个最小销售单元包装为最小追溯对象。

流通过程各追溯节点应做好信息采集、信息共享， 各追溯节点服务方应可查询上一节点的追溯信

息。

信息记录和相关凭证的保存期限不应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 6 个月，产品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

期限不应少于 2 年。

6 追溯内容

食材信息

食材可追溯信息应满足表1的相关要求。

表 1 食材可追溯信息表

序号 信息类型 内容 追溯关键要素

1 生产信息

应记录食材名称、生产厂家、规格、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

批号、合格证书、主要原料、使用说明、储存方法、注意事项

等内容。

食材名称、规格、生产日期或

生产批号。

2 进货检验信息

应对食材生产信息、进货数量等进行检验，合格后应记录进货

数量、进货日期、供货商名称、供货商电话、检验结果、检验

责任人信息等，并保存相关凭证。

进货日期、供货商名称、供货

商电话、检验结果等。

3 领用使用信息
应记录食材领用/使用日期、数量、领用/使用人员信息等，并

保留相关凭证。

领用/使用日期、领用/使用责

任人信息。

4 抽样和留样信息
同批食材应抽样留样，并记录抽样留样时间、抽样留样责任人

信息，并保留相关凭证。

抽样留样时间、抽样留样责任

人信息。

5 储存信息
应按照食材储存要求按照食材类别储存食材，应记录储存时

间、储存设备、储存数量、储存位置、储存责任人等。

储存时间、储存设备、储存数

量、储存位置、储存责任人。

6 销毁信息
应记录销毁食材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批号、销毁原因、销

毁时间和销毁责任人信息。

食材名称、规格、批号、销毁

原因、销毁日期、销毁责任人。

加工信息

加工可追溯信息应满足表2的相关要求。

表 2 加工可追溯信息表

序号 信息类型 内容 追溯关键要素

1 人员信息
应记录加工责任人姓名、联系方式、健康信息、健康证编号、

厨师证信息、营养师证信息等。

责任人姓名、联系方式、健康

信息、健康证编号、厨师证信

息、营养师证信息。

2 设施设备信息 应记录设施设备清洗情况、安全卫生情况。 清洗、安全、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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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类型 内容 追溯关键要素

3 食谱信息 应记录食谱配制时间、责任人姓名、联系电话、评价信息等。配制时间、责任人、评价信息。

4 加工信息 应记录加工方法、加工温度、加工时长等。
加工方法、加工温度、加工时

长。

5 成品信息
应记录食品名称、规格、成品时间、特殊要求信息等。

注： 应记录老年人因健康状况、宗教习惯有特殊要求的信息。

食品名称、规格、成品时间、

特殊要求信息。

6 留样信息
应记录食品名称、留样量、留样日期、留样时间、留样责任人

信息等。

食品名称、留样量、留样日期、

留样时间、留样责任人。

配送信息

配送可追溯信息应满足表3的相关要求。

表 3 配送可追溯信息表

序号 信息类型 内容 追溯关键要素

1 运输工具信息 应记录运输工具类型、车牌号等。 运输工具类型、车牌号。

2 配送人员信息 应记录配送人员姓名、联系方式、健康信息、健康证编号信息等。
配送人员姓名、联系方式、

健康信息、健康证编号信息。

3 分拣包装信息 应记录托盘及配送单元标识、拆分后货箱标识对应的信息等。
托盘及配送单元标识、拆分

后货箱标识。

4 存储信息 应记录配送过程中存储工具、存储温度、存储时间信息等。
存储工具、存储温度、存储

时间。

5 验收信息 应记录验收人姓名、电话、地址、验收确认单据信息等。
验收人姓名、电话、地址、

验收确认单据。

7 信息追溯采集环节要求

采购

7.1.1 应对供货商能力、产品质量和供货情况进行选择和评价，建立合格供方名录，从合格供方进行

采购。

7.1.2 应按照 5.1 的相关要求对采购的食材信息进行核验与记录。

7.1.3 应索取采购食材的相关证明、票据和凭证，妥善保存，以备查验。

7.1.4 应根据食材存储要求对食材进行分类存储，并按照 5.1 要求对相关信息进行记录，并保证出入

库信息与采购信息相对应。

加工

7.2.1 老年人餐饮应符合 WS/T 429、WS/T 430、WS/T 556 的相关要求，按照老年人健康情况、宗教习

惯等做到合理搭配、营养均衡。

7.2.2 应按照 DB 34/T XXXX—2022《老年助餐服务膳食配置指南》配置老年人食谱，妥善保存，以备

查验。

7.2.3 应严格按照食谱信息选择食材、加工设施设备、加工方法，并按照 5.2 要求对相关信息进行记

录，保证食材信息与加工信息相衔接。

7.2.4 应为有特殊需求的老年人专门加工特殊配制的膳食，做到膳食与老年人信息相匹配。

标
准
征
求
意
见



DB 34/T XXXX—2022

4

7.2.5 每批餐饮均应有留样，留样餐饮应按品种、批号分别盛放于清洗消毒后的专用密闭容器内，放

置在专用冷藏设施中，并按照 5.2 要求对相关信息进行记录。

配送

7.3.1 因按照订单信息进行分拣包装，由配送人员选择配送工具、配送容器进行配送，因按照 5.3 要

求对相关信息进行记录。

7.3.2 应根据老年人或家属要求将餐饮送至订单位置，由老年人或家属确认订单信息。确认无误后保

存验收单据，以备查验。

8 信息安全

应按照日期、餐饮种类等将信息进行归类存档。

归档信息应具备防篡改、访问权限控制等能力。

电子信息应有两份以上实时备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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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标准名称 老年助餐服务机构食品安全信息追溯技术要求

任务来源

（项目计划号）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2 年第二批安徽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

通知》（皖市监函〔2022〕550 号），项目编号2022-2-41

第一起草单位

（盖章）
安徽信品道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合肥市包河区宁国南路1185号大宁缤购商业广场7幢1210

参与起草单位 安徽省社家健康养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工业大学

标准起草人

（全部起草人，应与标准文本前言中起草人排序一致）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电话

编制情况

1、编制过程简介

2022年8月12日，安徽信品道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省社家健康养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工业大

学等共同成立标准编制小组，明确小组人员和工作职责，讨论标准编制思路，确定标准基本框架，正式

开展标准编制工作。

2022年8月至9月，标准编制小组通过参考《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 、条码术语（GB/T 12905）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收集和研究了

食品信息追溯采集方面的要求，并多次向食品生产流通企业调研，针对搜集的资料组织多次标准讨论会，

统一、深入地讨论了草案的框架结构与各项内容，采取、吸纳了讨论中提出的建设性意见，确立了标准

内容框架，草拟形成了《老年助餐服务机构食品安全信息追溯技术要求》标准草案。

2022年9月26日，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2 年第二批安徽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

知》（皖市监函〔2022〕550 号），《老年助餐服务机构食品安全信息追溯技术要求》获批立项。

2022年10月12日，标准编制小组召开内部研讨会，对《老年助餐服务机构食品安全信息追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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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标准草案进行研讨，对标准结构框架及相关内容统一了意见，经过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

稿。依照相关规定公开征求意见。

2、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必要性：

食品安全是老年人关心的“关键小事”，直接关系到老年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是事关

千家万户的民生实事。《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保障食品可追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第七条提出，要落实生产

经营者主体责任，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目前，在国家、安徽省层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保障食品安全

的相关政策，为保障老年人食品安全提供保障，但是老年助餐服务机构仍存在食品来源、去向信息不可

追和明确食品全链条安全性的问题。老年助餐服务机构作为老年人用餐服务的主体，亟需一套完善的标

准，规范食品安全信息追溯信息采集和信息管理，全面强化食品全链条质量安全保障水平，确保食品来

源可溯、去向可追，保障老年人用餐安全，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

意义：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机构食品安全信息追溯技术要求》的制定，有利于全省各地区老年助餐服务机

构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有效引导老年助餐服务机构坚守食品安全，提升管理水平，保障老年人的餐

饮品质。通过规范老年助餐服务机构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内容、追溯信息的管理基本要求，提高老年助餐

服务机构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促进全省老年人助餐服务专业化、标准化发展，增强老年人安全感、

获得感、幸福感。

3、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制定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符合国家的政策，贯彻国家的法律法规；

（2）积极采用先进标准；

（3）具有科学性；

（4）具有实用性；

（5）具有适度性；

（6）广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7）适时制定，适时复审。

（二）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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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标准中服务管理要素的确定与标准内容的编制，结合了服务的现状和发展需求。

（2）本标准根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三）与现有法律法规、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要求，与强制性（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协调一致、无冲突和矛盾。

本标准参考了《成人糖尿病患者膳食指导》（WS/T 429-2013）、《高血压患者膳食指导》（WS/T 430-2013 ）、

《老年人膳食指导》（WS/T 556-2017）、老年助餐服务膳食配置指南（DB 34/T XXXX—2022 ）

4、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详细说明）

标准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老年助餐服务机构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的追溯原则、追溯内容、信息采集环节要求、信

息安全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老年助餐服务机构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与信息共享。

主要条款说明：

（1）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定义：通过记录标识的方法追踪或溯源某个实体的来源、用途、位置、责

任主体和流通节点的能力。

（2）基本原则：考虑老年助餐服务机构食品安全信息的管理要求，明确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的安全

性、真实性、及时性和规范性原则。

（3）追溯内容：根据老年助餐服务机构信息采集流程，明确食材、加工、配送三部分追溯信息内

容的要求。

（4）信息追溯采集环节要求：根据老年助餐服务机构信息采集流程，明确了采购、加工、配送三

个环节信息采集的管理要求。

5、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无。

6、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7、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8、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首先，利用电视、报纸、广播、网络、杂志等媒体广泛开展社会性宣传。其次，通过举办培训班、

标
准
征
求
意
见



4

研讨会和讲座等方式，增强宣贯人员的标准内容的理解。最后，通过组织专业服务人员到企业单位进行

标准培训及宣贯，积极开展标准推广工作。本规范批准后，即可组织实施。

9、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0、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注：没有的请填写 “无”。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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