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67.120.10
CCSX22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GB/T41438—2022

牛肉追溯技术规程

Codeofpracticeforbeeftraceability

2022-04-15发布 2022-11-01实施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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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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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全国屠宰加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16)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山洪力健康食品产

业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农业农村部屠宰技术中心)、天津博菲德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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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追溯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牛肉追溯的程序,规定了牛肉追溯目标、精度和范围的确定,追溯码赋码和编码规则,
追溯信息采集和输入,追溯码与信息关联,追溯码读取和解码等内容,描述了相应的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肉牛饲养、交易、屠宰、分割包装、运输和产品销售等过程中追溯的相关技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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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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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8155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

NY/T1430 农产品产地编码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38155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程序

牛肉追溯程序包括以下阶段:相关组织从业者确定追溯目标;根据追溯目标和实施成本,确定最小

追溯单元和追溯范围;不同环节的从业者按照统一的追溯码的编码规则,根据自身业务涉及的环节生成

活牛个体追溯码、牛肉的中间产品及终产品追溯码;将追溯码与产品实物结合并随产品实物转移或移

动,直至完成消费;建立牛肉追溯信息化系统,由组织从业者采集记录追溯信息并输入信息化系统;将追

溯码与追溯信息建立唯一的关联;相关组织对追溯码读取和解码。

5 确定追溯目标、精度和范围

5.1 相关组织从业者可依据GB/T22005—2009中4.2.3确定追溯目标。

5.2 根据确定的追溯目标,主要考虑追溯体系建立和运行实施的成本,确定恰当的追溯精度(最小追溯

单元)和追溯范围。

5.3 牛肉的追溯精度可到活牛个体、养殖场、养殖户、同一批次牛肉或牛肉终端产品等。

6 追溯码赋码和编码规则

6.1 赋码

6.1.1 一个编码对象只赋一个追溯码,一个追溯码只唯一表示一个编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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