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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9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以及其持续不断地反复给食品安全带来了巨大挑战，尤其是冷链食品已成为当前疫情防控的

重点和难点。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如何完善现有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使其更好地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特点，满足消费者安全

消费和品质消费需求，是当前关乎民生的重大课题。基于此，该研究梳理了我国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现状，剖析了体系建设存在各层

级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有待整合集成、标准有待进一步健全、生态圈尚需加速构建、进口冷链食品追溯体系亟待强化等问题，而且在新

冠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更为凸显。针对上述问题，该研究提出建立统一的食品追溯管理平台、大力实施标准提升行动、打造可持续

发展生态圈、建立良好运行技术环境等，以期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为强化我国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保障食品质量安全提供

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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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dden emergence of COVID-19 in 2019 and its constant repetition have brought great food safety challenges, in particular, 

cold-chain foods have become the priority and difficult point of current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ormalized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t’s a major topic concerning people's present livelihood how to improve the existing 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to make it adapt better to the normalize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hile satifying consumers' demands for safe intake and 

high-quality consumption. Accordingly,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s 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and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s at all levels need to be integrated, the standards need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circle need to be accelerated, and the traceability system for imported cold-chain food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These problems are even more pronounced in the normalization stage of COVID-19'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view 

of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establish a unified food traceability management platform, implement vigorously 

actions towards standard improvement, create a sustainably developing ecological circle, and establish a good environment for techn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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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and ensuring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ormalize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ey words: normalization of COVID-19; 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proposal 

 
2019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食品行业也带来

了巨大挑战。新冠疫情隐匿性强，传播快，一旦发生

极有可能呈指数级增长。在疫情区遭受污染的食品及

包装，可能经冷链运输将病毒带到非疫区，通过接触

传播，从而引爆新的疫情[1]。一直以来，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犹如“舌尖上的安全锁”，成为国内外普遍推广

的把控食品安全的有效途径[2-4]，新冠疫情的暴发及其

持续不断地反复，增加了这种诉求。然而疫情以来，

全国多地发生食品样本核酸检测为阳性事件，一些在

追溯过程中存在周期长、流程多、效率低，甚至线索

中断难以完全掌控的情况，暴露了我国食品安全追溯

体系的短板。建立快速高效食品安全追溯体系，达到

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的目的，成为食品安

全领域专家和疫情防控专家关于疫情防控期确保食品

安全的共识。那么，在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

如何完善现有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使其更好地适应食

品安全工作特点和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需求，确保食

品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询、风险可控制、权责可明

确，防止食品污染引发疫情扩散、满足消费者安全消

费和品质消费需求，是当前关乎民生的重大课题。 
目前，学术界关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研究成果

比较丰富，主要涉及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发展现状[5-9]、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应用技术[10-12]、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效能评价[13,14]、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企业行为[15-17]、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消费者行为[18-20]等方面，关于新

冠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研

究比较少。基于此，本文以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为背

景，探究我国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现状，分析存在的

问题并针对性的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疫情常态化防

控背景下进一步强化我国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保

障食品质量安全提供决策参考。 

1  体系现状 

新冠疫情发生之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很多食品追

溯体系，约起步于 2003 年，先是在北京市、上海市推

行，2007 年起开始在全国多地试点推广，发展至今，

已经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技术支撑、应用覆盖方

面取得较大进步，为疫情防控期间食品安全保障提供

了有效的手段。疫情发生后，国务院陆续出台了冷链

食品疫情防控管理的系列文件，就相关生产经营过程

中新冠病毒的防控消毒提出指导意见，为应对疫情防

控进一步完善食品追溯体系提供制度和技术支撑。 

1.1  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不断健全 

国家层面，201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正式实施，对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进行了具体

而全面的要求，明确了包括市场监督管理、农业农村、

商务、卫生健康、公安、海关在内的多部门监管主体

及监管范围，为我国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建立提供了

坚实的法律支撑。2019 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做出

更加细化的规定；同年，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强化对

建设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要求，并提出制定尽可能完

善的标准、坚持最严苛的监管、实施最严厉的处罚、

落实最严肃的问责，以此保障食品质量安全。

2017~2022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不同程度、不同角度

的提到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内容。国家各部委也

颁布了各类食品通用的涉及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规章，

如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体系建设的意见》、《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与

农业农村重大创建认定、农业品牌推选、农产品认定、

农业展会等挂钩的意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

理办法（试行）》等 6 项配套制度。另外，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印发《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

督管理办法》并进行了修订。 
地方层面，各省、市陆续建立本地食品安全追溯

体系建设的规章制度，主要有《北京市加快推进重要

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上海市食品安全信

息追溯管理办法》、《福建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

办法》、《安徽省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

设指导意见》等。新冠疫情爆发后，根据食品安全工

作特点及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一些省、市及时出台与

完善本省、市食品追溯相关制度，如《甘肃省食品安

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等，为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强化食品安全属地管理，优化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建设

提供制度保障。 

1.2  标准体系不断完善 

经过长期的努力，逐步建立起以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作为基础，以涉及食品安全要求的大量技术标准

等为主体，以地方标准等作为有效补充的食品质量标



现代食品科技 Modern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3, Vol.39, No.1 

354 

准体系。国家标准有《食品可追溯性通用规范》、《食

品追溯二维码通用技术要求》、《重要产品追溯—产品

追溯系统基本要求》、《农产品市场信息采集与质量控

制规范》等，行业标准有《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操作

规程通则》、《食盐安全信息追溯体系规范》、《重要产

品追溯 企业追溯体系建设基本规范》、《重要产品追溯

第三方追溯平台服务质量基本规范》等，共同构建起

规范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核心框架条件。技术标

准越来越严格、细化，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食品标

签标注规定》、《农业标准化管理办法》、《农业标准审

定规范》、《食品添加剂管理规定》、《食品中农药残留

风险评估指南》、《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专用术语》、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制定指南》、《肉类蔬菜流

通追溯体系管理平台技术要求》等，通过规范化和标

准化，为疫情前乃至疫情防控期全国食品安全追溯体

系的互联互通和整体性提供指导和支撑。此外，为特

别满足本地食品安全保障需求，一些地方结合自我实

际，建立了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协调配套的地方

标准，如河南省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编码与

标识规范》，安徽省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生产单位

代码规范》，福建省的《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码编码技术

规范》等，深圳市在国内疫情反复形势下出台了《食

品经营者追溯电子台账规范》，修订了《食品可追溯控

制点及一致性准则》与《基于追溯体系的预包装食品

风险评价及供应商信用评价规范》，强化了疫情防控常

态化背景下企业食品安全追溯责任的落实，加强了食

品污染风险防范。 

1.3  技术支撑作用不断增强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为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

建设夯实了技术基础[21-23]。追溯的信息越来越完善，

包括商品名称与产地、生产批次、农兽药使用情况、

饲料来源、加工形式、流通储运及销售记录等整个供

应链基础信息，以及有关商品质量与安全等的关键信

息。食品检验检测技术日益趋向于便携化、智能化、

速测化和系列化，风险评估技术日益系统化、精细化，

过程控制技术日益精准化、定向化，溯源鉴别技术日

益集成化、物联化，各种可追溯的标志随处可见，从

数字码、一维码、二维码到射频识别（RFID），实现

产品与溯源体系的链接，每种信息追溯标识各有优缺

点与适用的追溯食品，其中，二维码由于成本低、容

量大、易识别等优势，目前运用最为广泛。基于以上

现代技术支撑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对于防疫期间把

握好食品安全各个环节发挥了关键监管作用。 

疫情发生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应用更加呈现

普遍化的趋势，中央部委单位积极建立各自的农产品

追溯系统，如农业农村部建立种植业产品、水产品、

农垦产品等质量追溯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在全国推广

运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截至

2020 年 10 月，全国注册并应用该平台的生产经营主

体共有 10.9 万个，其中，监管、监测和相关执法单位

超过 8,000 个，覆盖 891 个产品种类，已实现平台全

面对接、数据共享的有四川省、西藏自治区和江苏省，

另还有 18 个省也已经进行了接口开发调试[24]。疫情

进入防控常态化阶段，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建成并

上线运行全国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管理平台，截止到

2021 年 11 月，31 个省份已完成本省进口冷链食品追

溯管理平台建设并与国家平台对接和共享。科研院所、

高校、技术服务机构也研究建立了相应的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如蔬菜质量安全溯源系统、动物食品安全可

追溯系统、乳制品生产企业电子信息追溯系统等，应

用覆盖领域逐步延伸，满足了不同场景下的应用需求。 

1.4  冷链食品消毒方案新近发布 

2020 年 7 月以来，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多次被报

道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还引发了局部零星疫情。

进口冷链食品疫情传播风险扩大，使得冷链食品安全

受到广泛关注。新冠病毒能够在低温下长期保持感染

活性，冷链环境可促进新冠病毒跨国传播。为此，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先后印发了《进口冷链食品

预防性全面消毒工作方案》、《冷链食品生产经营新冠

病毒防控技术指南》、《冷链食品生产经营过程新冠病

毒防控消毒技术指南》等，为冷链食品的预防性全面

消毒提供了操作指南。 

2  存在问题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构筑起我国食品安全严密防线，

成为食品安全领域疫情防控的有效手段，但仍然存在

很多不足与挑战，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这

些问题尤为凸显，与精准、迅速、高效的防控要求仍

有差距。此外，针对疫情背景下冷链食品的溯源等新

发问题，相关的体系和规范建设更是需要加强。 

2.1  体系缺乏整合兼容，降低了疫情防控期食

品安全问题的应急反应效率 

如何高效、快速整合各类追溯系统，实现各追溯

系统有机互联、兼容发展，推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从

“碎片化”走向“系统化”，是新冠疫情常态化倒逼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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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追溯体系信息化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

地域广、种类和节点多，建立统一的食品追溯体系十

分困难[25]，从总体上看，国家、地方、企业、团体各

层级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各自为政”、“分段监管”、“互
不联通”的现象仍然存在。一是增加了食品安全追溯体

系的开发成本，产生了大量的“信息孤岛”与“数据垃

圾”[26]，导致了资源配置损失和浪费现象严重，难以

产生规模经济。二是导致一个企业要纳入多个追溯体

系，以疫情后各省市上线的进口冷链食品报备追溯系

统来说，产品从某地监管仓流入异地后，需要再次进

入新流通地监管仓，重复进行报备、检测、消毒、附

码，重复性的工作拉长了产品的流通过程，加重了企

业的经营成本[27]。三是“分段式”监管容易造成“没人

管”，“谁都管、谁都管一段、谁也管不好”的弊端，限

制追溯系统的功能发挥，大大降低了追溯系统的性能

和使用价值[28]，从而造成食品安全监管留有空白，容

易带来疫情期的食品污染隐患。 

2.2  标准不够健全，滋生了疫情防控期食品安

全问题产生的可能性 

根据实际情况尤其是疫情防控特点不断完善与提

升食品追溯标准是确保疫情防控期食品安全的重要保

障。我国的食品追溯标准仍需完善。一是标准体系间

兼容性不充分。2019 年以来，虽然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农业农村部、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等多部门先后

颁布一系列关于食品安全追溯的规范、规程和指南等

标准，但是由于追溯内容、追溯目的和追溯码规范的

不同，国家、地方、企业、团体各个层级间的标准体

系间仍然存在内容交叉或者冲突的现象，影响了各层

级间追溯体系的系统兼容和数据共享，无法实现无缝

衔接，降低了食品领域疫情防控效率。二是标准体系

覆盖面不足，难以满足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多品类食品

的追溯要求。以冷链食品追溯为例，数据采集、传输

和协议等重要指标权威标准有待提升，容易造成重点

冷链食品实时关键数据追溯困难、引发追溯“断链”。
三是标准体系的制订（修订）期比较长。我国现行的

标准修订周期规定为  5 年，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

些标准的修订周期经常超过 5 年之久，陈旧的食品安

全追溯标准无法更好地满足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消费者

日新月异的追溯需求。四是与国际标准相比仍存在差

距。新冠疫情背景下食品的安全监管需要全球协作，

食品安全标准国际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我国

食品行业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的衔接率不高，对于国

际标准的采用率仅为 23.4%[29]，在国内频出进口冷链

引爆疫情的形势下，不利于实现对国外进口食品的全

程有效追溯。 

2.3  生态圈尚需构建，延缓了疫情防控期食品

安全的全链条“双向”追溯进程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建立要求将产品从生产、加

工、储运、销售等各个环节的各类信息都记录在案，

目前各环节主体的参与度不足，不利于精准、快速、

高效做好食品疫情防控工作。从供应链层面来说，一

方面，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研发、建立时间比较长，

需要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资回收期长、

风险大，还有可能出现商业泄密等风险；另一方面，

供应链各环节主体具备的自然条件不均衡，信息化程

度和人员的信息化素养参差不齐，尤其是食用农产品

初级生产环节目前仍靠农户完成，标准化程度低，要

获取完整全面的食品追溯信息困难比较大。因此，目

前整个食品行业能够搭建起这一体系的主要是大型的

现代化集团食品企业，占比很小，而占绝大比例的“中、

小、散”市场主体不愿参与其中[15,30]。从消费者层面来

说，长久以来，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食品谣言”对
消费者的损伤，远远大于食品安全本身带来的危害，

消费者对我国食品安全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感知不明

显，对食品安全及其追溯体系缺乏信任。此外，大部

分消费者传统消费观念并没有得以有效提升，价格仍

是其关注的重要因素，导致在现实消费中或出于不信

任，或出于不感兴趣，很少有人会用二维码、条形码

去追溯商品信息，滋生了大量消费者不愿理会与支付

的“信息垃圾”，这又反过来对其他追溯主体参与食品

安全追溯平台建设的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从政府层

面来说，虽然从总体上看，疫情以来全国食品安全追

溯管理不断得以强化，但仍然有部分地方政府对于追

溯管理的理解仅局限于对政策文件的被动执行上，并

未进行长远而详细的规划与安排，对这一工作的重视

程度更无从谈起；一些基层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者，

对于追溯体系如何搭建、实际工作如何有效开展、何

为工作重点难点等尚滞留于概念理解的层面上。 

2.4  进口冷链食品追溯体系亟待强化，涉疫冷

链食品安全问题频发 

两年多来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外防输入是当前

我国疫情防控的重点，而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又是

重中之重。虽然国务院出台的系列文件中，对实现全

流程闭环管控和可追溯性提出了要求，而且国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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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总局还组织研发并上线了进口冷链食品追溯

管理平台，但是该体系的建立与运行仍然面临着一些

难题和挑战。一是进口冷链食品的防控存在流通链条

长、流通环节多、涉及人员广等特点，因此追溯难度

大。二是病毒检测的硬件条件要求高，仅有个别有资

质的单位可开展相关检测工作，而且冷链食品物流消

毒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同时满足食品安全标准和

病毒灭活要求。三是冷链食品追溯涉及海关、卫健委、

交通等多个监管部门，缺乏专门的管理机构，需要多

个部门的协调防控，协调成本较高。 

3  对策建议 

强化食品领域疫情防控的信息化水平，促进问题

食品的快速反应、有效溯源和精准定位，既是当前监

管理念和监管方式的更新与创新，也是目前进口冷链

食品防控管理的迫切需求，对加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

溯源与疫情防控工作意义重大。“从物到人”也是疫情

传播的一种方式，因此需要不断完善食品这一大流通

量物品的溯源工作。 

3.1  建立统一的食品追溯管理平台 

一是统筹谋划，构建全国统一的食品追溯管理平

台。精确发挥政府的作用，强化对各层级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的顶层设计，探索实施全国层面的统一的食品

追溯平台。加强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管理平台建设，坚

决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的《关于进一

步做好冷链食品追溯管理工作的通知》中的各项要求，

开发高通量检测方法，增加检测频次，严守入口关；

深度发挥各级政府、相关行政机构之间的协同效应，

并委任专门机构承担起日常管理与推行工作，以制度

明确具体职责和义务。推进省级追溯信息平台的建设，

加速省级平台与国家平台、生产经营主体与省级平台

的数据对接，借助于省级平台在地区建立各地方质量

追溯体系建设大一统的局面。二是实现存量“追溯体系”
的可兼容。绝不应强制企业把已有体系推倒改用政府、

行业协会等建立的第三方追溯信息平台而增加企业负

担，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在保持使用原自有技术的基础

上，将现有追溯体系纳入到统一平台，实现不同层级、

不同食品种类的食品追溯体系与统一平台的对接，彼

此之间又能够融合，多级共享、互联互通，确保防控

到位、不留死角，当有食品安全异常发生时，可以“一
键排查、迅速精准定位”，为疫情防控赢得宝贵时间。

三是充分发挥食品追溯平台作用，形成食品防疫闭环

合力，将监管做细做足，务必做到日常工作“管理留痕”，
落实责任“有据可查”。 

3.2  大力实施标准提升行动 

一是加强标准建设，提升标准供给水平。食品种

类繁多，每类食品、每个具体行业都有自己的特点，

建议由国家、各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针对不同地

区、不同产品流通特性以及疫情防控特点，以产品全

过程通查通识为目标，制订全国、各省食品安全信息

追溯管理办法和地区食品安全追溯编码规则、数据源、

标识物等关键共性标准，确保不同层级、不同类别标

准相衔接；加快重点领域、重要食品安全追溯标准制

修订，及时响应与满足新业态、新模式、新科技的发

展需要，标准应与疫情防控管理要求相适应、相互衔

接补充，推动建立政府和市场协同发挥效应的标准供

给方式。二是加紧标准清理整合，提高标准适用性水

平。定期开展食品安全追溯标准复审，清理整合内容

交叉或冲突、老旧标准，促进标准建设从数量规模型

转变成质量效应型，提升科学性、规范性、针对性。

三是增强标准的宣贯实施，提升标准应用广度和深度。

以食品安全追溯标准化试点示范工作为重要切入点，

充分运用宣贯培训、信息反馈、综合评估等手段，逐

步提高标准化工作效率和水平。四是增强国际交流与

合作，充分利用好多双边国际合作交流平台，鼓励行

业协会、专业组织、市场主体等积极参与国际食品安

全追溯标准化活动，推进追溯方法、应急反应措施、

疫情防控机制等方面先进适用国际标准在本地转化 
应用。 

3.3  打造可持续发展生态圈 

一是政府应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立法，以冷链食品

的安全溯源为例，涉及海关、卫健委、市场监管等多

个部门，要联合制定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法律法规与

实施细则；设立专项资金，通过财政补贴或税收减免

的形式弥补企业开发资金的不足，刺激企业积极开展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强化对追溯体系建设的过程

监管，对一般性追溯数据由企业履行主体职责、自行

上传，对少数关键追溯数据，必须由政府监管机构进

行人工审查或干预，加大对农贸市场、冷库、进口冷

藏水果堆场等的监督检查，督促经营者建立进货台账

和销售台账，对“两证一码”（检验检疫证明、消毒证

明和随附追溯码）不对应、消毒记录台账不齐全等常

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问题责令整改或下架；

提升第三方检测与认证效能，构建“一体两位”的督查

评价体系，除强化政府对其监管外，引入不承担抽检

任务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作为监理机构，发挥同行互相

监督的作用。二是企业要不断提升追溯管理意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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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起责任主体和受益主体的义务和权利，完善配套的

追溯管理体制机制，强化生产过程管理，坚持生产档

案的完整与准确性，加大追溯标签信息层次的丰富程

度；充分借助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技

术的高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借力互联网企业服务海量

用户的成功经验，促进追溯体系的运转更稳定、构建

成本更亲民、老百姓使用更便捷；大力发挥市场主体

的作用，鼓励企业借鉴阿里健康“码上放心”追溯平台

的成功做法，依托第三方平台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保

障食品安全，实现二者双赢。三是培育形成各方互利

互惠、共同发展、共享成果的食品安全追溯生态圈，

引导其他参与主体积极参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

及时、准确上传生产、流通和销售所有环节的各类信

息。四是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食品安全常识科普宣传，

定期邀请消费者参与商家售卖的常用食材快检活动，

增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及其追溯体系的信任程度，引

导消费者在购买进口（冷链）食品时，主动查验追溯

码，坚决不买来历不明、没有溯源信息的进口冷链 
食品。 

3.4  建立良好运行技术环境 

一是探索多元化科技投入方式，加大全社会对于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技术研发力度，不断提升溯源管

理实力，高效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

信息技术，提高溯源管理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

切实推进溯源管理为疫情防控常态化下食品安全保驾

护航。二是强化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用户尤其是初

级农产品规模生产主体管理人的培训，研发适合农户

使用的简便易行的追溯平台，考虑将追溯系统嵌入大

家日常使用的微信、支付宝等社交软件，简化操作流

程，使其熟练掌握追溯平台的操作方法，方便产品电

子档案的建立，为实现追溯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

和精细化夯实基础。三是简化消费者追溯操作流程，

加大科普培训力度，提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的认知水平与操作能力。 
综上所述，在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我国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面临着现有体系仍需持续健全以及

冷链食品溯源新型体系亟需建立等挑战。在新冠疫情

常态化防控背景下，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和科普教育齐

头并进的举措，推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创新和完善，

开启保障民众健康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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