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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体系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重要产品追溯体系的组成、建立原则、系统与平台设计、实施、

评价、改进等要求的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食用农产品、食品、药品、农业生产资料、特种设备、危险品、

稀土产品等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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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XXXX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XXXXX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 1 

追溯体系 traceability  system  

支撑维护产品及其成分在整个供应链或部分生产和使用环节所期望获取包括产

品历史、应用情况或所处位置等信息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一组要素。主要涵盖

产品追溯系统、追溯服务平台、追溯管理平台等系统与平台以及相关追溯要素。 

[GB/TXXXXX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 2.9] 

3. 2 

追溯管理平台  traceability management platform 

由政府（或政府授权的机构）管理，具备追溯信息汇总、处理与综合分析利用等

功能，支持对接入的追溯系统运行情况进行监测评价，用于落实生产经营主体责任

和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信息系统集合。 

[GB/TXXXXX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定义 2.8] 

3. 3 

追溯服务平台  traceability service platform 

向政府、行业、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产品和追溯主体基本信息、产品追溯码服务

等追溯服务的信息系统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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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XXXXX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定义 2.7] 

3. 4 

产品追溯系统 traceability system for product 

基于追溯码、相关软硬件设备和通讯网络，实现信息化管理并可获取产品追溯过

程中相关数据的有机整体。 

 [GB/TXXXXX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定义 2.6)] 

4追溯体系建设原则 

4.1追溯体系建设应符合国家相关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4.2追溯体系应充分考虑该体系涉及的产品特点和追溯特性，合理确定追溯单元。 

4.3追溯体系应覆盖初级生产、生产加工、包装、仓储、运输、配送、销售、消费

（使用）等供应链相关环节的追溯信息。 

4.4追溯体系应确保追溯信息的全面性、真实性和合规性，并具备符合需求的追溯

精确度。 

4.5追溯体系建设应制定相关标准规范，实现追溯数据在体系内的数据互联互通，

应能实现跨部门跨区域业务协同、资源整合、信息共享。 

4.6追溯体系应明确各追溯参与方的职责与要求，并制定相应规章对其规范。 

4.7追溯体系过程管理可采用 PDCA原理来实施。 

4.8追溯体系要素主要涵盖追溯对象、追溯法规标准、追溯信息、追溯相关硬件及设

备、追溯相关软件、追溯参与方等（见图 1）。 

 

 

图 1：追溯体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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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追溯体系的系统与平台设计 

5.1 追溯体系的系统与平台构成 

5.1.1重要产品追溯体系的系统与平台可由产品追溯系统、追溯服务平台和追溯管

理平台构成（见图 2）。产品追溯系统、追溯服务平台和追溯管理平台可以在一个系

统或平台中实现，也可以分布在不同的系统或平台中实现。 

5.1.2产品追溯系统的构成可包括食用农产品追溯系统、食品追溯系统、药品追溯

系统、农业生产资料追溯系统、特种设备追溯系统、危险品追溯系统、稀土产品追

溯系统以及其他产品追溯系统等，系统可包括产品的初级生产、生产加工、包装、

仓储、运输、配送、销售、消费（使用）等多个环节的追溯模块。 

5.1.3追溯服务平台的构成可包括政府服务平台、行业企业服务平台、公众服务平

台等。 

5.1.4追溯管理平台的构成可包括国家级追溯管理平台、省级追溯管理平台、地市

级追溯管理平台等。 

 

 

图 2重要产品追溯体系的系统与平台构成 

 

5.2系统与平台设计一般要求 

5.2.1系统与平台应对设计目标、系统构成、功能需求等内容进行设计。 

5.2.2系统与平台应制定相关标准，确保不同系统与平台之间的追溯信息有效衔

接和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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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系统与平台应结合产品特性、追溯成本等方面因素合理确定追溯单元。 

 

5.3系统与平台追溯信息内容要求 

系统与平台追溯信息可包括产品生产经营主体信息、产品信息、初级生产信息、

加工信息、包装信息、仓储信息、运输信息、配送信息、销售信息、消费使用信息、

追溯码编码信息、标识管理信息、交易信息、应急管理信息等。 

5.4系统与平台数据存储要求 

5.4.1系统与平台数据可采用电子信息手段存储，并建立数据库数据备份和应用程序

数据备份机制。 

5.4.2系统与平台数据存储时限应符合相关法规要求。 

5.4.3系统与平台数据应实现防篡改、完整性保护和有效性验证功能，防止数据泄露，

应采用权限管理确保不同用户对不同数据有访问权限。 

5.4.4追溯管理平台信息存储应遵守电子政务相关信息安全等级要求。 

5.5系统与平台数据管理与分析要求 

系统与平台应对追溯数据采集、传输、审核、分类存储进行管理。可包括数据

传输、数据清洗、数据统计、数据分析、召回管理、信息发布等功能。 

5.6系统与平台数据交换要求 

5.6.1系统与平台数据交换接口应提供接入验证机制，保证交换数据的有效性；应提

供数据传输过程中的隐私保护和防篡改功能。 

5.6.2追溯管理平台的数据交换安全性应遵守电子政务相关信息安全等级要求。 

6  追溯体系实施 

6.1制定追溯计划 

6.1.1产品追溯系统、追溯服务平台和追溯管理平台均应建立相关追溯计划，该计划

应包括追溯参与方资源管理要求、实施要求等内容。 

6.1.2追溯管理平台、追溯服务平台和产品追溯系统均应确定相关人员任务与职责。 

6.2追溯演练 

产品追溯系统应按照自身功能自身规定的时间间隔实施追溯演练，以保证追溯体

系有效运转并发现存在问题。 

6.3实施培训 

   产品追溯系统、追溯服务平台和追溯管理平台均应开展培训，使得相关人员应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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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充分的培训，从而具有正确实施追溯体系的能力。 

7 追溯体系评价 

7.1评价策划 

应确定追溯体系的评价内容、评价方法、评价人员、结果分析，以确保有效的

评价结果。 

7.2评价实施 

开展追溯体系评价实施应按计划的时间间隔进行评价，确定每次评价的标准和

范围，选择合格的人员并进行评价，以确保评价过程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7.3评价结果 

评价的结果应该包括改进措施、更新追溯体系，修订追溯目标，新的资源支持

等内容。 

8追溯体系改进 

应系统分析评价的结果，审查不合格项，找出原因，确定是否存在类似的不合格

或可能发生的不合格，并有针对性的采取纠偏措施，进而对改进措施实施后效果进行

必要的验证。必要时对追溯体系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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