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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原料奶存在的一些安全因素，介绍了学生饮用奶定点企业为保证乳品质量安全所采取的

一些措施，探讨了企业在现有质量安全控制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基于二维码的学生饮用奶质量安全追溯和监控

系统，以实现消费者对学生饮用奶产品的溯源与跟踪，从而更好地保证学生饮用奶的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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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由农业部、教育部等七部委局联合推广的

“中国学生饮用奶计划”正式启动，该项国家营养干预

计划旨在通过课间向在校中小学生提供一份优质牛奶，

以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并培养其合理的膳食习惯。然而，

近几年突发的诸如“大头娃娃”、“婴幼儿奶粉”等牛

奶安全事件，使得消费者对国产乳制品产生抵触与恐惧

心理 ，制约了“学生饮用奶计划”的推广。

1 原料奶安全因素

目前，我国奶牛饲养还是以个体饲养为主，规模比

较小、多用人工挤奶，饲养环境也比较差，使得部分奶

源中的体细胞数、菌落总数过高，抗生素残留超标。原

料奶的掺杂掺假现象也是屡禁不止，掺假主要发生在以

下几个环节：第一环节是奶农在交付原料奶前掺假；第

二环节是奶站在收购原料奶后掺假；第三环节是运输队

在运输途中掺假。而企业在原料奶的收购过程中缺乏相

应的快速检测设备，检测指标不够齐全，未能全面检测

原奶的蛋白质含量、脂肪含量、乳固体、酸度、细菌总

数、抗生素残留等指标。因此原料奶的品质会受到一定

的影响。

牛奶是营养丰富的新鲜易腐产品，如果储存不当，

容易繁殖各种细菌而形成危害。奶牛如果食用了含有

违禁品的饲料，或处在药物作用周期内，所产的奶就

会有药物残留，残留超过一定含量会影响到饮用者的

健康。另外，牛奶含有某些特质人体敏感的酪蛋白等

过敏原，导致某些人食用后会发生过敏反应，目前还

有相当比例的学生体内缺少消化奶中乳糖的乳糖酶，

因此会有部分学生饮用一定量的牛奶后会感到腹部不

适，甚至腹泻。

2 学生饮用奶质量安全保障措施

如何保证学生饮用奶的质量和学生饮用安全，始终

是政府主管部门给予极大关注的首要问题。国家学生饮

用奶计划实施过程中，主管部门一直把学生饮用奶的卫

生、品质和安全作为中心环节对待。为此，政府主管部

门建立学生饮用奶计划协调管理体系、定点企业认证和

监管体系、学校准入与运行体系、定点企业和学生奶工

作机构的安全责任制，为学生奶的质量和安全提供重要

保证，并对定点企业采取动态监管制度和对产品采取不

定期抽检。

学生饮用奶定点企业也基本都实施了ISO9000／

9001质量管理体系，很多还实施了GMP、SSOP、

HACCP等质量管理体系。这些系统中都有可追溯性内

容，因此，这些定点企业己经具备追溯条件，包括从原

料、包装材料、加工处理、贮存、运输到责任人的各个

环节，但这些信息一般都保存在企业内部，因此我们只收稿日期：2013-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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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把这些分散的可追溯性内容连接起来，贯穿整个供应

链，即可形成完整的可追溯系统。学生饮用奶作为一种

特殊食品自推广以来一直吸引着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多

种因素促使学生饮用奶比其他食品更敏感，很多食品安

全问题的发生都容易让人们联想到学生饮用奶。要保证

乳制品的安全质量，最重要的是追源溯流，规范乳品行

业行为，加强行业自律。构建乳制品的监控体系，从检

测、监测上升到监控层面。在乳品质量安全控制方面，

由被动监管转为实时监控。检测是出于自身质量管理或

保证的需要对项目、指标等进行检查的行为；监测是政

府职能部门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为了监督产品的质量安全

状况，对一些产品质量数据进行监督检查；而质量监控

则是对生产过程各个环节进行实时控制，使其在正常的

状态下运行。因此，学生饮用奶定点企业建立一套衔接

企业内部质量管理体系，让监管部门能够参与监管，让

消费者能够即时查询产品生产全过程的质量安全追溯系

统就显得尤其重要。

3 学生饮用奶质量安全追溯系统体系架构设计

3.1  系统架构设计

通过实际考察学生饮用奶定点企业的生产学生饮用

奶的全过程，根据企业现有质量管理系统的生产管理数

据、通过扩展来实现系统的可追溯功能，不仅能够快速

完成系统的开发，而且还能与企业生产管理结合，保障

追溯的可行性和完整性。考虑到参与生产的各个部门分

布在不同的地域，企业现在的质量安全控制体系数据，

以及消费者对计算机系统的操作水平和使用情况，如

果采用企业生产模块使用C／S模式的系统，消费者查

询模块使用B／S查询的系统，虽然录入信息方便、快

捷，但是系统每日数据库信息的更新、C／S系统的升

级等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员来维护，实现起来较为麻烦。

因此，选择建立基于Web的系统，系统升级和数据的传

输更便捷，公司内部各级部门的客户端在系统更新时不

需要逐个更新客户端程序，减少系统人员的维护工作。

公司各个部门在不同地点对生产数据的上传可以通过浏

览器实现。同时，将相对独立的功能模块采用C／S模

式来开发成组件，不仅可缩短系统开发的周期，而且还

可方便的移植和运用到其他食品的可追溯系统中。如系

统中的可追溯码标签打印，考虑到打印功能只在加工包

装管理使用，并且为了保证打印速度，采用WinForm控

件实现打印标签。打印采用组件方式，使系统结构紧

凑、界面设计也方便，同时C／S与B／S结合，提高了

系统性能。系统架构如图1所示。

 

图1  追溯系统体系架构图

追溯系统采用追溯服务器与数据库服务器分离的设

计，这样可以充分保证数据库的安全性和追溯Web服务

器的稳定性。对于数据库服务器存储系统的所有数据，

都是从企业原有质量安全控制系统里获取的原始数据，

而且这些数据必须经过监管部门的审核，通过后生成合

格产品的二维追溯码方可提供给追溯WEB服务器查询。

针对部分学生饮用奶定点企业没有合适的质量安全控制

系统，这部分企业可以直接向追溯数据库服务器提交相

应数据。通过监管部门的审核后，生成合格产品的二维

追溯码，就可以实现学生饮用奶质量安全在线追溯。

消费者可以通过客户端浏览器、销售地点的触摸屏

将学生饮用奶包装上的追溯码输入，或者通过装有简单

二维码扫描软件的智能手机，直接扫描一下二维码，系

统就可根据追溯码调用数据库中该批次的学生饮用奶从

奶源到成品奶以及检测、包装运输的详细信息。让消费

者对所饮用的奶产品的生产全过程有所了解，同时也向

消费者企业对学生饮用奶的安全生产管理。 

3.2  系统功能设计 

追溯系统主要分为三个功能模块分别是：数据审核

模块，这个模块主要功能是让监管机构登陆系统对企业

上报的数据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数据才为有效数据，

并生成二维码；数据导入、数据提交模块，这个模块的

主要功能是提供接口让企业将现有质量安全控制系统中

的相关的数据直接导入到追溯系统的数据库中，或者企

业直接录入相关数据；追溯查询模块，这个模块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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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消费者，消费者可以访问网站平台进行产品查询，

或者使用智能手机进行二维码扫描查询。追溯系统功能

图如图2所示。

 追溯公共平台

 

消费者 监管机构 企业用户 

用户类型 

数据审核 数据导入、数据提交

 
追溯查询 

图2  追溯系统功能图

3.3  系统开发平台 

该系统基于B/S模式进行开发，系统开发平台为

Windows server2003 ，开发工具为VS 2005，主要技

术为NET和C#语言编程，考虑统一采用微软公司的软件

产品能够更好的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维护性，因此选

用MS SQL server 2005作为本系统的数据库，开发时

将能很方便地实现数据库连接以及数据的读、写、改、

查等功能。

3.4  系统实现的关键技术

二维码技术为物品的管理和追踪方面提供了新的技

术手段。二维码又称二维条码，它是用某种特定的几何

图形按一定规律在二维方向上分布的黑白相间的图形记

录数据符号信息的，在代码编制上巧妙地利用构成计算

机内部逻辑基础的0和1比特流的概念，使用若干个与

二进制相对应的几何形体来表示文字数值信息，通过图

象输入设备或光电扫描设备自动识读以实现信息自动处

理。二维码具有成本低、耐用、操作方便等特点，本系

统采用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研发的汉信码作为追溯码的形

式。对比其他二维码，汉信码具有能将照片、指纹、掌

纹、签字、文字等凡可数字化的信息进行编码的优点，

能使更多的追溯信息集成，并且为消费者提供了手机终

端查询等更多的查询方式。另外，其加密技术、抗污损

和畸变及修正错误的优势非常适合作为可追溯码，可解

决假冒、标签污损造成的不可读等问题。同时，对于企

业的可追溯成本来说，不改变原有的条码打印设备就可

实现汉信码标签的制作，可称得上“零成本”。 

3.5  系统运行 

追溯系统开发完成，测试正常运行后，即可部属到

企业中去。由于企业内部已有网络设施，部属此系统不

会增加企业太多负担。系统成功部属后即可以实现从原

料乳生产到单个产品销售整个供应链的溯源和跟踪。使

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或手机终端查询消费产品的信息，

增强了学生饮用奶供应链的透明度，提高消费者对学生

饮用奶质量安全的信心。企业与政府监管部门也可以通

过网络查询原料乳加工、运输和存储的基本信息，便于

企业与政府监管部门及时掌握学生饮用奶整个供应链的

详细信息，从而及时发现生产环节中存在的问题，出现

危机时，缩小产品召回范围，减小企业损失。

4 结束语 

本文提出的基于二维码的学生饮用奶质量安全追

溯与监控系统，与企业现有质量安全控制系统关联，实

施简易，成本较低。为监管部门加强对产品的监管力度

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企业用二维码来标识学生饮用奶，

记录学生饮用奶从奶源到生产加工到运输存储的整个过

程，以实现消费者对学生饮用奶产品的溯源与跟踪，从

而更好地保证学生饮用奶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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