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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追溯要求 水产品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产品供应链可追溯体系的构建和追溯信息的记录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水产品供应链中各组织可追溯体系的设计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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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25008—2010 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 体系设计与实施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Z25008—2010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接收信息 receiveddata

供应链上的组织在接收追溯单元时从其上游组织获得的信息以及交易本身产生的信息。

3.2

处理信息 processeddata

供应链上的组织接收追溯单元后,到将追溯单元输出给下游组织前,对追溯单元进行加工处理过程

中产生的信息。

3.3

输出信息 outputeddata

供应链上的组织在输出追溯单元时向其下游组织输出的信息以及交易本身产生的信息。

4 追溯体系构建

4.1 水产品供应链上的组织应明确追溯目标(如:确保水产品质量安全),了解相关法规和政策要求,设

计和实施可追溯体系,形成文件加以实施和保持,必要时进行更新。

4.2 水产品可追溯体系的设计应符合GB/Z25008—2010中第5章的要求。

4.3 水产品可追溯体系的实施应符合GB/Z25008—2010中第6章的要求。

4.4 应建立水产品可追溯体系的内部审核程序,必要时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和(或)预防措施,以保证

体系的持续改进。具体应符合GB/Z25008—2010中第7章和第8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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