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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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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食品质量控制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13)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工商大学、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泸州老窖股

份有限公司、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

司、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雀巢(中国)有限公司、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张裕

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拓恒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质

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纯良、刘鹏、杨志刚、韩英、李贤信、左敏、徐楠、云振宇、王明、戴岳、石亚萍、

李强、王欣、张青川、段敏、徐贞贞、陈历俊、宋志敏、孙伟、吕志勇、娄晓红、甄攀、李素彩、徐岳正、李记明、
王伟、任爽、马杰、周学礼、王晓慧、曲景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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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生产追溯体系通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生产追溯体系建立和管理的一般要求,以及追溯制度与人员、确定追溯单元、追
溯信息与记录、追溯标志、追溯信息系统、追溯演练、评价与改进等方面的要求,并描述了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食品生产企业追溯体系的建立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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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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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38159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体系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食品生产追溯 foodproductiontraceability
通过记录和标识,追踪和溯源食品生产过程的产品研发,原料、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采购,生

产加工,出厂检验,贮存,运输,销售和消费者投诉等的活动。
[来源:GB/T38155—2019,2.2,有修改]

3.2
食品生产追溯体系 foodproductiontraceabilitysystem
支撑维护食品及其食品生产过程的产品研发,原料、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采购,生产加工,出

厂检验,贮存,运输,销售和消费者投诉等活动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一组连续性要素。
[来源:GB/T38155—2019,2.9,有修改]

3.3
食品生产追溯单元 foodproductiontraceabilityunit
对食品生产的历史情况、生产经营环节相关情况的信息进行记录,标识并可追溯的单个食品或同一

批次食品。
[来源:GB/T38155—2019,2.4,有修改]

3.4
基本追溯信息 basictraceabilityinformation
能够实现食品追溯体系中各环节之间有效链接的必需信息。
[来源:GB/T38155—2019,3.1,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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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扩展追溯信息 extendedtraceabilityinformation
除基本追溯信息外,与食品追溯相关的其他信息。
[来源:GB/T38155—2019,3.2,有修改]

3.6
食品批次 foodproductbatch
采用相同的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相同的环境,相同的工艺,同期生产的一定数量的

食品。
[来源:GB/T38155—2019,2.19,有修改]

3.7
追溯标志 traceabilitysign
以文字、数字、符号、图形等方式标示食品生产追溯单元追溯信息的标志,与所追溯对象具有对应

关系。
[来源:GB/T38155—2019,3.8,有修改]

3.8
食品追溯演练 foodtraceabilityexercise
通过模拟食品生产经营相关过程,验证食品生产追溯体系是否能够达到食品可追溯和追溯效果等

方面预定目标的活动。

3.9
追溯评价 traceabilityevaluation
依照预先确定的追溯评价标准和程序,运用科学的方法对追溯体系或者追溯系统的作用或者价值

进行判定的全部活动和过程。
[来源:GB/T38155—2019,4.8,有修改]

4 一般要求

4.1 食品生产追溯体系的设计应符合GB/T22005和GB/T38159的相关要求。

4.2 食品生产追溯体系的建立应涵盖食品产品研发,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采购,食
品生产加工、质量控制、贮存、运输、销售、消费者投诉等过程。

4.3 食品生产追溯体系的追溯信息记录完整准确、真实有效,易于识别和检索,应确保各过程的追溯记

录信息相关联。

4.4 食品生产企业应确保追溯标志的唯一性。

5 追溯制度与人员

5.1 食品生产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制定食品生产追溯体系的建立、实施、评价与改进等制度文件。追

溯制度文件可与其他管理制度文件合并。

5.2 食品生产企业追溯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追溯管理岗位与人员管理制度;

b) 追溯信息记录制度;

c) 追溯标识制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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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追溯评价制度。

5.3 食品生产企业应设置食品生产追溯管理岗位,并配备专职或兼职人员。

5.4 食品生产企业应对食品生产追溯体系管理岗位人员进行培训并记录。

6 确定追溯单元

6.1 食品生产企业应结合食品生产经营实际和追溯要求,确定食品生产追溯单元。
6.2 每个食品生产追溯单元应有唯一的追溯标志,如食品批次号、食品生产日期、单一品类食品名称等

标志,并准确关联相关的追溯信息。

7 追溯信息与记录

7.1 追溯信息内容

7.1.1 一般要求

7.1.1.1 追溯信息包括基本追溯信息和扩展追溯信息。基本追溯信息应全部记录,扩展追溯信息可根

据追溯目标和实际需要选择记录。
7.1.1.2 应能够通过追溯标志实现各环节之间追溯信息的相互关联与一一对应。

7.1.2 食品产品研发追溯信息

食品产品研发追溯信息内容见表1。食品生产企业自行研发的,应按表1记录食品产品研发追溯

信息;委托食品研发机构研发的,应留存相关研发信息。

表1 食品产品研发追溯信息

信息类别
追溯信息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食品产品研发

食品产品研发计划报告及批准人、批准时间,食品配方、原料和

食品添加剂的选用情况及研发和批准人员,
最终小试、中试信息记录及参与人员,
食品包装设计及包装材料的选用情况及参与人员,
食品保质期确定情况及批准人员,
食品标签设计及批准人员,
研发食品执行的标准或制定的产品标准及其批准人员

工艺记录变更情况及变更人员

7.1.3 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采购追溯信息

7.1.3.1 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采购追溯信息内容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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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采购追溯信息

信息类别
追溯信息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原料

基本追溯信息应包括原料名称、生产者名称及地址(食用农产

品可用产地替代)、规格(预包装食品适用)、数量、生产日期(预
包装食品适用)、食品批次号(预包装食品适用)、产品合格证明

(或检验报告)、保质期(预包装食品适用)等。

原料为进口原料的,基本追溯信息还应包括境内收货人(进口

商、代理商)名称、地址、原 产 国(地)、进 口 货 物 检 验 检 疫 证

明等。

原料为供应商供货的,基本追溯信息还应包括供应商名称、地
址及联系方式等。

需冷藏冷冻或其他特殊条件贮存的原料,基本追溯信息还应包

括贮存设备温、湿度等

需要记录原料的运输信息的,记录

运输起止时间、起止地点、运输工

具信息(车牌号、船舶识别号)、运
输工具及其卫生状况检查信息、运
输途中的温度监控信息(有温度要

求的)、运输车辆进厂时间和验收

时间等

食品添加剂

基本追溯信息应包括食品添加剂名称、生产者名称及地址、规
格、数量、生产日期、食品批次号、产品合格证明(或检验报告)、

保质期等。

食品添加剂为供应商供货时,基本追溯信息还应包括供应商名

称、地址及联系方式。

食品添加剂为进口食品添加剂时,基本追溯信息还应包括境内

收货人(进口商、代理商)名称、地址、原产国(地)、进口货物检

验检疫证明等。

需冷藏冷冻或其他特殊条件贮存的,基本追溯信息还应包括贮

存设备温湿度等

需要记录食品添加剂的运输信息

的,记录运输起止时间、起止地点、

运输工具信息(车牌号、船舶识别

号)、运输工具及其卫生状况检查

信息、运 输 途 中 的 温 度 监 控 信 息

(有温度要求的)、运输车辆进厂时

间和验收时间等

食品相关产品

基本追溯信息应包括食品相关产品名称、生产者名称及地址、

规格、数量、生产日期、食品批次号、产品合格证明(或检验报

告)、保质期等。

食品相关产品为供应商供货时,基本追溯信息还应包括供应商

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等。

食品相关产品为进口食品相关产品时,基本追溯信息应包括食

品相关产品名称、境内收货人(进口商、代理商)名称、地址、原
产国(地)、进口货物检验检疫证明等

需要记录食品相关产品的运输信

息的,记录运输起止时间、起止地

点、运输工具信息(车牌号、船舶识

别号)、运输工具及其卫生状况检

查信息、运输车辆进厂时间和验收

时间等

原料、食品添加

剂、食品相关

产品验收

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

期、食品批次号、进货日期、产品合格证明(或检验报告)、验收

结论、验收人员等

—

原料、食品添加

剂、食品相关

产品入库

入库时间、入库人员姓名或代码、仓库或仓位名称等 —

7.1.3.2 使用植物类原料的采购追溯信息,根据自身情况可选择品种繁育信息、种植采收信息等。

7.1.3.3 使用畜禽类原料的采购追溯信息,根据自身情况可选择畜禽养殖信息、畜禽屠宰信息、畜禽肉

分割信息、禽蛋采收信息、生乳采收信息。

7.1.3.4 使用水产品类原料的采购追溯信息,根据自身情况可选择苗种繁育信息、养殖信息,或捕捞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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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食品生产加工追溯信息

食品生产加工追溯信息内容见表3。

表3 食品生产加工追溯信息

信息类别
追溯信息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生产计划 食品名称、品种、规格、生产日期、生产数量等 生产开始时间、生产结束时间等

领料

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计量单位、

生产日期、食品批次号、保质期、领用日期、领用人、原料追溯标

志、领料单位(部门)等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检查信息

配料或投料
食品名称,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名称、规格、数
量,食品批次号,生产地点,投料日期,投料人,原料追溯标志等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检查信息

关键生产工序

车间或生产线编号、食品名称、规格、生产日期、食品批次号、生产

线开机和停机时间、生产数量、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工艺控制参数

(如温度、时间、压力、流速等)、半成品检测记录、生产各工序的质

量控制与检查记录、加工人员等

生产车间环境卫生相关信息,食
品安全管理人员检查信息

7.1.5 生产设施设备追溯信息

生产设施设备追溯信息内容见表4。

表4 生产设施设备追溯信息

信息类别
追溯信息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基本情况 生产设施设备名称、存放位置等 —

维修保养
生产设施设备维修保养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工作内容、责任人

员等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检查信息

清洁消毒
洗涤剂名称、消毒剂名称及浓度、使用量、清洁消毒方法、清洁消

毒对象、清洁消毒时间、责任人员等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检查信息

7.1.6 贮存追溯信息

贮存追溯信息内容见表5。

表5 贮存追溯信息

信息类别
追溯信息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食品成品 食品名称、规格、品种、食品批次号、保质期、生产日期、追溯标志等 —

食品贮存
入库时间、出库时间、数量、单位、责任人员信息、出入库仓库或仓

位等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检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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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出厂检验追溯信息

出厂检验追溯信息内容见表6。

表6 出厂检验追溯信息

信息类别
追溯信息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食品出厂检验

抽检样品名称、样品数量、样品规格、生产日期、食品批次号、

抽样和留样时间、检验日期或时间、检验项目、检验方法、检
验结果、检验人员等

备样、留样时间、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检查信息

7.1.8 食品运输追溯信息

食品运输采用物流方式的追溯信息内容见表7。

表7 食品运输采用物流方式追溯信息

信息类别
追溯信息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运输工具 运输方式、运输车辆牌号、船舶识别号等 —

运输过程
承运单位名称、联系方式,驾驶员信息、联系方式,发货单位的名称、

联系方式,食品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追溯标志等
—

有特殊储运条件

要求的食品运输

有特殊储运条件要求的食品,应对相关要求进行记录,如冷藏、冷冻

食品运输过程中的环境温度和产品温度、运输载体名称、运输时间
—

  食品运输采用快递方式的追溯信息内容见表8。

表8 食品运输采用快递方式追溯信息

信息类别
追溯信息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订单信息 食品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追溯标志等 —

运输过程 快递公司名称、联系方式、快递单号、发货时间、是否冷链运输、签收时间 —

7.1.9 食品销售追溯信息

食品销售追溯信息内容见表9。

表9 食品销售追溯信息

信息类别
追溯信息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销售
销售食品名称、规格、生产日期、食品批次号、保质期、数量及计量单位、

检验合格证号或检验报告编号、购货者名称、联系方式、销售日期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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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0 消费者投诉信息

消费者投诉信息内容见表10。

表10 消费者投诉信息

信息类别
追溯信息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消费者投诉
被投诉食品名称、食品批次号、数量、投诉原因、投诉时间、投诉人以

及处置情况等
—

7.2 追溯信息记录

7.2.1 记录形式

7.2.1.1 追溯信息记录可采用纸质形式或电子形式,并能够查询。

7.2.1.2 鼓励食品生产企业采用视频形式记录追溯信息。

7.2.1.3 食品生产企业可建立电子化的食品追溯信息系统,食品追溯信息系统宜与其他控制管理信息

系统相关联。

7.2.2 记录填写

追溯信息记录应在现场填写或采集,不应事后补写和事先预估填写。

7.2.3 记录保存期限

记录的保存期限不应少于食品保质期满后6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应少于食品生产

日期后2年。

8 追溯标志

8.1 追溯标志应清晰完整,位置宜醒目,不应覆盖标签上的信息。

8.2 追溯标志应具有耐久性,并不对食品造成不良影响。

8.3 食品生产企业采用信息化技术进行追溯时,对每个食品追溯单元可使用一维条码、二维码或无线

射频等技术作为追溯标志载体。使用二维码作为追溯标志载体时,其技术要求见GB/T38574。

9 追溯信息系统

9.1 食品生产追溯信息系统应具有对追溯数据的采集、存储、查询、管理和共享等功能。

9.2 食品生产追溯信息系统应建立追溯数据存储和管理机制,确保数据完整、真实。

9.3 食品生产追溯信息系统应建立数据授权使用和安全监测机制。

10 追溯演练

10.1 食品生产企业应制定食品生产追溯演练预案,包括追溯演练涵盖的环节、涉及人员、演练频次、预
期效果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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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食品生产追溯涉及的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采购、生产加工、贮存、运输、销售等过程可

单环节演练,也可进行全过程演练。全过程演练应能实现从原料追踪到终产品的批次,或者从终产品溯

源到原料的批次,此外还应获得到各个环节的责任人员信息。

10.3 食品生产企业可定期实施食品追溯演练。

11 评价与改进

11.1 食品生产企业应定期开展食品生产追溯体系评价。

11.2 食品生产企业应制定食品生产追溯体系的评价方案,包括评价内容、评价方法、评价人员、评价结

果、结果分析等方面。

11.3 评价的结果应包括是否需要更新食品生产追溯体系内容、是否需要新的资源支持等内容。

11.4 应根据评价结果,审查不合格项,找出原因,确定是否存在类似的不合格或可能发生的其他不合

格,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纠偏措施。

12 证实方法

食品生产企业应保存以下成文信息:

a) 食品生产追溯体系建立的相关制度;

b) 食品生产追溯信息系统建立的相关技术文件;

c) 食品生产追溯体系演练与培训记录、评价记录、改进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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