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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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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辽宁省海参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海参行业协会、大连晓芹食品有限公司、大连鑫玉龙海洋生物种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大连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司、大连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同仁堂健康（大

连）海洋食品有限公司、辽宁阿九海参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连旭笙海产有限公司、中科御晏（辽宁）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大连仙鹤岛海产品有限公司、大连欧隆鑫里水产有限公司、大连虞丰海产品有限公

司、大连东泽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集品堂生态水产（大连）有限公司、大连蔚蓝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唐道光、袁照路、张华、周明学、刘文、焦健、孙维浓、吴海霞、由旦玉、梁

宝常、陈中科、李超、丁雨、朱海通、刘耿、何春丽、单玺。 

 



T/LNHX 001—2022 

3 

  

辽宁海参流通追溯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辽宁海参流通追溯管理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系统建设要求、追溯信息要求、追

溯标识与载体要求、追溯实施、追溯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辽宁海参流通追溯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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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200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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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8155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 

GB/T 38159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体系通用要求  

GB/T 40684 物联网 信息共享和交换平台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3815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辽宁海参  Liaoning sea cucumber 

在辽宁省行政管辖范围内，经自然生长或采用人工育苗、养殖和底播增殖等方式完成整个生长过程

的仿刺参[Apostichopus japonicus（Selenka,，1867) ],以及采用此原料通过相应的加工工艺制作而

成的盐渍海参、干海参和即食海参等。 

3.2  

流通  circulation 

流通是指产品从生产领域到销售领域的转移过程。 

3.3  

追溯  traceability 

通过记录标识的方法追踪或溯源某个实体（辽宁海参）的来源、用途、位置、责任主体和流通节点

的能力。 

3.4  

追溯单元  traceable unit 

需要对其历史、应用情况或所处位置的相关信息进行记录、标识并可追溯的单个产品、同一批次产

品或同一品类产品。 

[来源：GB/T 38155-2019,2.4] 

3.5  

追溯标识  traceability identification 

商品信息追溯唯一识别码的载体。 

3.6  

信息追溯系统  information traceability system 

基于追溯码、文件记录、相关软硬件设备和通信网络，实现现代化信息化管理并可获取产品追溯过

程中相关数据的集成。 

[来源：GB/T 38155-20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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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处理信息  process information 

追溯单元仅在组织内部各部门之间流动产生的内部追溯信息。 

4 基本要求 

4.1 一般要求 

追溯体系中每一环节的参与方应能向供应链的上一环节追溯到辽宁海参追溯单元及其组成成分来

源，且能同时标识并记录下一环节接受方，确保追溯信息在组织内部以及上下游组织间的有效链接，发

现和及时纠正辽宁海参追溯各环节存在的问题。 

4.2 人员设施要求 

4.2.1 组织应设置本组织内各环节的追溯管理人员，负责组织内各环节追溯体系的实施。 

4.2.2 组织应对本组织追溯管理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追溯操作规程、追溯体系

的评价和改进等，使其能够掌握追溯的相关要求；应适当对各环节其他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使其能够了

解辽宁海参追溯的相关要求。 

4.2.3 组织应为追溯信息的采集、保存和共享提供必要的设施。 

4.3 文件管理要求 

组织应制定并完善追溯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质量追溯制度、追溯标识管理制度、召回管理制度、

追溯流程图等。消费品供应链组织应对管理文件实施如下控制： 

a) 文件发布前进行审核和批准； 

b) 确保在文件使用处可获得相应文件的有效版本； 

c) 确保文件得到有效实施； 

d) 必要时对文件进行更新，并明确标注文件的更改和修订状态。 

4.4 追溯目标 

应按照GB/T 22005-2009第4章的要求建立辽宁海参追溯体系，确定能够满足需求的追溯目标。 

4.5 追溯环节 

追溯环节应覆盖辽宁海参供应链全过程，包括：育苗、养殖、捕捞、加工、检验、包装、贮存和销

售，追溯流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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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辽宁海参追溯流程图 

4.6 追溯单元 

在满足追溯目标的前提下，应充分考虑追溯体系的资源和实施成本等因素，确定辽宁海参的追溯单

元。 

5 系统建设要求 

5.1 通用要求 

5.1.1 追溯系统的设计和实施应充分满足生产方需求。 

5.1.2 追溯系统的追溯信息应将辽宁海参流通过程各追溯节点中本标准规定的编码和要素信息作为主

要追溯内容，建立和完善全程信息追溯，实现辽宁海参各追溯节点时间、生产加工、仓储物流、分销零

售等流通全程信息追溯。 

5.1.3 追溯系统宜配置自动识别设备、相关手持式移动设备，并具备以下功能： 

a) 便于信息采集； 

b) 应保障在无通信网络环境下的可操作性； 

c) 设施设备无污染。 

5.1.4 追溯系统的数据应采用电子信息手段存储，满足相关规定的储存时限要求，信息记录和数据管

理宜采用统一的规范要求。 

5.1.5 辽宁海参追溯系统、追溯管理平台和追溯服务平台应预留数据交换接口。 



T/LNHX 001—2022 

6 

5.2 系统功能要求 

辽宁海参流通信息追溯系统应具备信息采集、信息储存、信息查询、信息追溯、责任追溯和数据统

计功能。 

5.3 系统安全要求 

5.3.1 追溯系统数据库、数据传输过程应做加密处理。 

5.3.2 追溯系统应具备防攻击性、防病毒、防篡改、访问权限控制等能力。 

5.3.3 追溯系统应有两份以上实时备份能力。 

6 追溯信息要求 

6.1 信息采集 

辽宁海参相关企业应结合自身实际对4.5中规定的8个环节进行追溯信息采集。采集形式可为电子形

式或纸质形式。所有采集的信息需保证真实有效。 

6.2 追溯信息记录 

6.2.1 一般要求 

6.2.1.1 应根据辽宁海参追溯范围，记录所历经环节的追溯信息，确保追溯范围上、下游组织间信息

的有效传递和沟通。 

6.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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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3 应能够通过批次码等标识实现各环节之间追溯信息的相关关联并一一对应，通过追溯码实现

追溯信息的查询。 

6.2.1.4 应根据辽宁海参生产过程和产品特性，明确信息记录的方式和频率，宜采用电子记录形式。 

6.2.1.5 当追溯单元由一个组织转移到另一个组织时产生外部追溯信息，外部追溯信息包括接收信息

和输出信息。 

6.2.2 外部追溯信息记录要求 

表1 外部追溯信息记录要求 

追溯信息 信息内容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接

收

信

息 

产品标识 追溯单元及本阶段添加物、包装物等名称、批号、数量和规格 ★  

产品来源 

追溯单元及本阶段添加物、包装物等供应商名称、资质、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地址、联系方式 
★  

产品和企业认证情况  ★ 

质量信息 
追溯单元及本阶段添加物、包装物等描述、入库验收检验信息、温度等

关键控制点要求、包装类型 
★  

运输信息 
运输起止时间和地点、运输人员、运输工具牌号 ★  

运输温湿度、运输工具卫生状况、运输过程信息等  ★ 

附加信息 涉及到的其他信息  ★ 

输

出

信

息 

产品标识 追溯单元名称、批号、数量和规格 ★  

产品去向 

接收方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地址、联系方式、交易产品名称、数

量、重量、时间 
★  

接收方资质、规模、经营方式等  ★ 

质量信息 追溯单元描述、出库验收检验信息、温度等关键控制点要求、包装类型 ★  

运输信息 运输起止时间和地点、运输人员、运输工具牌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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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信息 信息内容 信息类型 

运输温湿度、运输工具卫生状况、运输过程信息等  ★ 

附加信息 涉及到的其他信息  ★ 

6.2.3 内部追溯信息记录要求 

6.2.3.1 育苗环节 

育苗环节组织追溯信息记录要求见表2。 

表2 育苗环节追溯信息记录要求 

追溯信息 信息内容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处

理

信

息 

 

苗种标识 亲本来源、批号、产地、数量与规格 ★  

孵化信息 

孵化池编号、孵化时间、品种、数量 ★  

水温记录、水流量、密度记录、用氧记录、水质信息、检验信息、作业

人员 
 ★ 

育苗信息 饥饿时间、放养密度、水温、溶氧量、饲料投放量  ★ 

疫病和用药信

息 

疫病名称、发病时间、用药类型、用药时间、用药描述、休药期、作业

人员 
 ★ 

附加信息 涉及到的其他信息  ★ 

6.2.3.2 养殖环节 

养殖环节组织追溯信息记录要求见表3。 

表3 养殖环节追溯信息记录要求 

追溯信息 信息内容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处

理

信

息 

 

并批、分批信

息 
名称、批号、产地、数量与规格 ★  

成参标识 名称、批号、数量与规格 ★  

养殖场信息 

养殖区标识 ★  

环境信息、水质信息、底质信息、潮汐记录； 

温度、水流、泥土中的化学物质浓度及其处理记录； 

相关认证信息 

 ★ 

养殖信息 
养殖周期、年限 ★  

温度记录、平均重量、投喂时间、养殖密度、检验信息、养殖人员  ★ 

疫病和用药信

息 

疫病名称、发病时间、用药类型、用药时间、用药描述、休药期、作业

人员 
 ★ 

附加信息 涉及到的其他信息  ★ 

6.2.3.3 捕捞环节 

捕捞环节组织追溯信息记录要求见表4。 

表4 捕捞环节追溯信息记录要求 

追溯信息 信息内容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处 捕捞信息 捕捞区域、日期、数量、船只编号 ★  



T/LNHX 001—2022 

8 

追溯信息 信息内容 信息类型 

理

信

息 

捕捞方法、捕捞船卫生情况、捕捞人员、捕捞人员健康状况、捕捞船只

证件 
 ★ 

捕捞产品信息 名称、批号、数量与规格 ★  

质量信息 储存方式、包装方式、保存温度、冷却方法、其他质量控制措施  ★ 

附加信息 涉及到的其他信息  ★ 

6.2.3.4 加工环节 

加工环节组织追溯信息记录要求见表5。 

表5 加工环节追溯信息记录要求 

追溯信息 信息内容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处

理

信

息 

并批、分批信

息 
名称、并批记录、产地、数量与规格 ★  

加工产品标识 名称、批号、数量与规格 ★  

加工设备设施

信息 
清洁消毒记录  ★ 

加工信息 

车间、生产线编号、生产日期和鲜活海参每个批次进 

厂时间和加工完的时间 
★  

卫生控制和检查记录、班组、加工人员、加工过程控制记录、认证信息  ★ 

附加信息 涉及到的其他信息  ★ 

6.2.3.5 检验环节 

检验环节组织追溯信息记录要求见表6。 

表6 检验环节追溯信息记录要求 

追溯信息 信息内容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处

理

信

息 

检验产品标识 名称、批号、数量与规格 ★  

检验信息 检验时间、检验人员、检验结果 ★  

附加信息 涉及到的其他信息  ★ 

6.2.3.6 包装环节 

包装环节组织追溯信息记录要求见表7。 

表7 包装环节追溯信息记录要求 

追溯信息 信息内容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处

理

信

息 

包装产品标识 名称、批号、数量与规格 ★  

包装信息 包装时间、包装人员、包装过程记录 ★  

包装材料信息 包装材料质量、名称、批号、数量与规格  ★ 

附加信息 涉及到的其他信息  ★ 

6.2.3.7 贮存环节 

贮存环节组织追溯信息记录要求见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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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贮存环节追溯信息记录要求 

追溯信息 信息内容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处

理

信

息 

 

贮存产品标识 名称、批号、数量与规格 ★  

贮存信息 仓库编号、货架号、出入库数量、时间 ★  

仓库信息 温度记录、库管人员、清洁消毒记录  ★ 

附加信息 涉及到的其他信息  ★ 

6.2.3.8 销售环节 

销售环节组织追溯信息记录要求见表9。 

表9 销售环节追溯信息记录要求 

追溯信息 信息内容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处

理

信

息 

 

产品标识 名称、批号、数量与规格 ★  

销售信息 出入库数量、时间 ★  

质量信息 温度记录、存储时间、质量检验信息  ★ 

附加信息 涉及到的其他信息  ★ 

 

6.3 信息存储 

6.3.1 应建立信息追溯管理制度。辽宁海参追溯应符合 GB/T 38159的规定，对外发布信息应符合 GB/T 

40684的规定。 

6.3.2 纸质记录应及时进行电子化处理，电子记录应及时备份。 

6.4 信息传递 

6.4.1 辽宁海参生产信息追溯内容应与物流等流通信息追溯系统畅通对接。 

6.4.2 辽宁海参流通过程各追溯节点应做好信息采集、信息共享，及时上传至数据服务器。 

6.4.3 追溯节点服务方应可查询上一节点的追溯信息。 

6.5 信息共享与信息查询 

6.5.1 应指定专人负责对追溯信息及时存档并更新，信息记录应清晰准确，便于识别和检索。 

6.5.2 保存期限宜不少于海参产品保质期满后两年。 

6.5.3 应建立有效、安全的追溯信息交换机制，并明确追溯信息的使用权限。根据消费者、相关部门、

相关企业的追溯要求，及时提供相关追溯信息。 

6.5.4 应实现与相关追溯管理平台的对接，并及时、稳定上传追溯信息。 

7 追溯标识与载体要求 

7.1 追溯标识 

7.1.1 辽宁海参在流通过程中应带有信息追溯标识，信息追溯标识应具有唯一识别码。 

7.1.2 辽宁海参流通全过程中应加强对追溯标识的保护，确保信息追溯标识清晰、完整、未经涂改；

出现信息追溯标识损坏情况时，应在标识生产厂家的协助下第一时间更新信息追溯标识。 

7.1.3 辽宁海参流通过程中需要对其更换标识或另行添加包装的，其新增信息追溯标识应与原标识保

持关联。 

7.2 追溯信息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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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海参信息追溯标识编码分两级管理，第一级为标识码，第二级为识别码，唯一识别码应符合表

1中各项要求。 

表10 标识编码表示及要求 

名称  要求 

标识编码 

1.标识编码应采用国际或国家相关编码标准编码，并确保标识编码的全球唯一性。 

2.标识编码用TID表。 

3.包含标识码和识别码两部分，其中标识码由食品生产方向编码主管机构申请，识别码

由食品生产方自行编制。 

追溯标识 追溯标识中至少要包含服务器解析信息和标识编码信息。 

 

7.3 批次码与载体 

7.3.1 应根据追溯覆盖环节确定各环节批次码，以实现追溯信息的有效关联。 

7.3.2 应为追溯单元赋予唯一的追溯码，编码宜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或内部组织制定的编

码规则进行编码。 

8 追溯实施 

8.1 追溯主体 

辽宁海参追溯应包括养殖企业、加工企业、物流企业、销售企业、监管机构和消费者等六个主体。 

8.2 制定计划 

组织应根据追溯单元特性制定追溯计划，追溯计划应包括追溯体系的目标、适用产品、追溯范围和

程度、追溯单元标识和载体等内容。 

8.3 人员培训 

组织应明确追溯工作组人员名单及其职责，并向其有效传达。应指定和实施培训计划，对追溯工作

组人员进行培训，组织学习追溯工作相关技术和制度，并对培训过程进行记录。 

8.4 追溯演练 

应按照追溯计划规定的时间间隔实施追溯演练，至少每年进行一次，持续完善辽宁海参追溯体系。 

9 追溯管理 

9.1 所有参与方应具备外部和内部追溯能力，同时分析追溯过程，确定各环节的参与方和关键控制点

或节点。 

9.2 第三方认证机构宜从追溯层次、信息化水平、企业信用、产品质量保证能力等维度建立追溯管理

服务评价要求和追溯管理评价体系。 

9.3 组织应定期组织开展辽宁海参追溯体系评价，确保对辽宁海参追溯体系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发

现的问题进行纠正，保证辽宁海参按照追溯体系不断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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