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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适应中国牛肉外贸和出口需要，并为国内牛肉安全消费提供保障，利用 Visual Basic 6.0 面向

对象编程技术和 SQL Server 2000 大型关系数据库技术，采用耳标与分割肉号码及对应的 EAN/UCC 条码技术等动

物标识方法，构建牛肉安全生产加工全过程质量跟踪与追溯系统，系统包括信息查询、信息采集、系统设置、帮

助和退出等 5 个主要功能模块。研发了一套适合中国牛肉安全生产的质量跟踪与追溯系统，并在生产上加以应用。

本系统结合中国牛肉生产的实际，建立了应对牛肉安全突发事件快捷有效的反应机制，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提升牛肉产业品位、促进中国牛肉生产与国际接轨提供了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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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eef safety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wa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for developing safer beef 

trad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Quality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beef production, including cattle 
raising, slaughtering and beef processing was constructed using Visual Basic6.0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technology and SQL 
(Structure Query Language) Server 2000 databases technology and animal identification methods, such as the ear tag, division meat 
numbers and corresponding EAN/UCC code technology. The system guaranteed beef safety and quality. The work team of this 
system included 5 functional modules: information query,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ystemic settings, help and quit. The beef safety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suits safety beef production in China, wa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and applied. 
This system can help defend consumer’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of 
beef safety and the beef world trade in China.  

Key words: Beef safety; Quality trac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0  引言 

【本研究的重要意义】近年来，养牛业在中国畜

牧业中异军突起，增长率达到 29%；到 2001 年，中

国牛肉在世界牛肉总产量中所占的份额已达到 9%，

仅次于美国（约 20%）和巴西（11%），位居世界第

三位[1]。据统计，全国牛类总量 1.4 亿多头，规模化肉

牛养殖场也越来越多，肉牛业已经成为一些地方经济

的支柱产业[2]。但是目前规模化养牛场生产管理仍以

传统方式为主，繁育、饲养、迁徙、防疫、屠宰加工、

销售等环节缺乏完整的信息，难以达到安全、优质、

高效与可持续化的要求[3～5]。加入 WTO 以后，国际市

场对中国畜牧产品安全性不断设置绿色技术壁垒[6]，

使得原本具有优势的畜牧业处境尴尬，国内农畜产品

安全消费的呼声也越来越高[3, 7]。研发牛肉生产加工全

过程可追溯信息管理系统，帮助牛肉生产企业规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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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技术、提高效率，保证牛肉产品质量安全，为市场

提供安全牛肉食品，进而促进中国牛肉出口，具有十

分深远的现实意义。【前人研究进展】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疯牛病（BSE）和二口恶口英等一系列事件的发

生，欧洲各国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从各自的利益出发，

更加重视畜产品的安全问题，提出实施“从农（牧）

场到餐桌”的全过程质量控制模式[8, 9]。美国、日本、

欧盟等畜牧业发达国家相继出台了相应的法规，并要

求养殖场建立“安全卫生计算机跟踪系统”[10, 11]；规

范生产安全控制与管理；畜产品加工危害分析与关键

点控制（HACCP）及畜产品标签立法等措施，并营建

以网络数据库为主的质量可追溯信息管理系统，对饲

养场、屠宰场、分割包装与储运等环节进行监控，确

保农畜产品的质量安全[12, 13]。【本研究切入点】中国

虽然是世界第三大肉牛生产国，但由于肉牛业起步晚，

安全管理上缺乏相应的协调、监控机制，至今没有建

立农（牧）场生产-加工-流通-消费者完整的安全控制

链条[2, 3, 11]。国内农畜产品安全生产可追溯信息管理系

统的研制仅处于探索阶段，只在猪肉生产上开展，牛

肉安全生产全过程质量跟踪与追溯信息管理系统的研

制尚无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本研究在对中国

肉牛生产企业进行大量调研的基础上，结合牛肉食品

安全消费及优质牛肉出口国际市场的实际需要，抓住

牛肉生产中繁育、饲养、饲料与疫病防治、屠宰分割、

产品检验、储运和销售各环节，以耳标或分割肉号码

以及各自对应的 EAN.UCC 条码为标识，构建牛肉安

全生产全过程质量跟踪与追溯信息管理系统。有效地

对肉牛活体和分割肉进行标识，将饲养与屠宰分割紧

密地连接起来，以利于全程追溯；构建足够容量的数

据库，将牛肉生产所有信息收录其中，以便于开展全

过程质量追溯。 

1  系统设计思想 

针对中国肉牛生产信息记录不完全，生产管理不

规范，产供销脱节，难以开展质量安全跟踪与追溯等

问题，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与模式，构思了利用耳标和

分割肉号码及对应的 EAN/UCC 条码技术等动物标识

技术[14]，并以此为主键，对饲养、屠宰分割、储运、

销售全过程进行有效标识；利用 SQL Server 2000 关系

数据库和 Visual Basic 6.0 事件驱动的面向对象编程技

术[15, 16]，建立从肉牛繁育、饲养、屠宰分割、包装储

运、销售的全过程质量安全跟踪与追溯信息管理系统，

确保肉牛生产的安全、优质、高效，从而提高消费者

对牛肉安全消费的信心，使中国牛肉食品数字化安全

监控体系与发达国家接轨。 

2  系统的实现 

根据系统的总体构思，牛肉安全生产是一项系统

工程，涉及繁育、饲养、防疫、饲料和兽药使用、环

境质量控制和屠宰分割、检疫检验以及包装储运、再

次分割销售等。只有按照国家法规、政策以及进口国

家（地区）的要求，制定高标准技术管理措施并严格

执行，才能确保牛肉生产的安全、优质、高效。因此，

本系统根据国家法规和行业标准，严格按照标准流程

进行生产管理，采集各类信息，建立数据库，以满足

全过程质量跟踪与追溯的需要。 
2.1  功能模块设计 

系统主要功能模式分为信息查询、信息采集、系

统设置、帮助与退出 5 个部分。“信息查询”模块根

据实际需要设置质量追溯、生长记录、相关记录和预

警 4 个下级模块，满足企业与消费者从消费终端市场

对牛肉生产信息追根溯源的需要；“信息采集”模块

主要满足系统管理人员对牛肉生产全过程的所有信息

的录入与管理，系统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用户无权操

作本模块；“系统设置”模块实现对系统用户的账号

与密码的管理，保证系统的安全性；“帮助”模块对

系统的设计、适用范围、使用标准等进行说明，帮助

用户更好地使用本系统；点击“退出”模块退出本系

统。 
2.2  数据库设计 

本系统采用 SQL Server 2000 关系数据库进行系

统数据库设计。根据生产阶段划分成饲养信息、屠宰

加工信息和储存销售信息 3 大块设置数据库，每个阶

段按照不同的生产目的设置下级数据库，实现了信息

数据的分类储存，各个界面之间采用 ADODC 接口进

行数据库的连接与调用[16]。考虑到目前中国肉牛生产

企业规模还比较小，一般均在数千头左右[2]，数据库

容量设计为每年 10 万头，足以满足生产需要。 
2.3  信息采集 

凡是参加本系统的下属企业（包括订单生产企业，

公司＋农户的养殖户，合作分工的饲养、屠宰加工、

储存以及超市等），均应严格按照表单要求准确地搜

集各种信息，校验无误后及时传递给系统管理人员，

由系统管理人员将各类信息表单汇总并录入系统数据

库，完成各环节信息采集、上传工作（图 1）。 
2.4  动物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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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安全生产全过程所有信息贯穿于肉牛繁育、

饲养、屠宰加工、储存、销售各个环节，对畜体和分

割产品进行统一标识是本系统设计的关键之一（图 2、

图 3）。国外研制的畜体标识方法很多，有条形码[3]、

电子钮扣式标签[14]、注射式电子信号发射器[17]、视网

膜图像识别[18]与 DNA 指纹技术[19]等，自动化程度极 
 

 
 

图 1  系统信息流 

Fig. 1  Message stream of the system 

 

 
 

图 2  犊牛出生登记 

Fig. 2  Calve birth 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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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但是成本昂贵，尚未进入实用阶段[3]。国内养殖

场已经开始应用耳标对畜体进行标识，一畜一号。本

系统采用耳标和分割肉号码并结合 EAN/UCC 条码技

术对牛体和分割产品进行有效标识，分割肉号码由耳

标和屠宰顺序号及部位肉代码组成，保证了饲养场与

屠宰加工场的连续性，便于开展全程追溯。 
2.5  预警系统 

牛肉和其它农畜产品一样，有一定的安全储存保

质期。本系统按照生产实际以 180 d 为安全保质期限，

设置牛肉储存最后 60 d 为预警期，在预警期内第 1 个

月，系统设置蓝色预警信号；第 2 个月则设置黄色预

警信号，表示即将过期；一旦超过产品保质期，系统

显示红色预警信号，提示该产品已经过期，不可再用

作商品（图 4）。此外，根据肉牛饲料添加剂中微量

元素半衰期、药物在体内的消逝周期设置药残安全期

预警。

 

 

图 3  饲养信息采集 

Fig. 3  Feeding information collection 

 

 

图 4  保质期预警 

Fig. 4  Beef quality preca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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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系统开发环境及运行条件 

2.6.1  系统开发环境  操作系统：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版本号为 2002 Service Pack 2；集成

数据开发环境：VisualBasic 6.0 专业版，SQL Server 
2000 企业版；硬件：PC（P  2.0GB/25Ⅳ 6MB）。 
2.6.2  运行条件和对操作人员的要求  本系统能在

Windows 2000/XP 以上版本上流畅运行，建议系统内

存至少 64 MB，硬盘空间在 1GB 以上；对操作人员技

术要求较低，只要熟悉电脑基本操作即可使用本系统。 
本系统所设置的信息查询、信息采集、系统设置、

帮助与退出等 5 个主要功能模块，经验证，均能达到

设计要求，并符合生产实际需要。信息查询部分能够

按照耳标或分割肉号码顺利完成向上或向下追溯信息

查询，获取相关信息；信息采集部分能实现数据自动

采集，并具有较好的容错纠错能力；系统设置部分对

用户帐号密码的管理、权限管理功能发挥正常，能满

足实际要求；帮助部分能让用户明确如何使用本软件，

具有简单明了的特点；退出部分提供了退出本系统的

一种快捷方式。总的来说，本系统界面设置合理、流

畅，人机关系和谐，系统功能比较完善，符合设计标

准。系统在陕西省部分规模化肉牛养殖场试用半年，

使企业的劳动效率提高了 2 倍多，规范了牛肉生产加

工过程，保证了肉牛生产的安全、优质、高效，受到

生产企业欢迎。 

3  讨论 

本系统建立了一套牛肉安全生产应急快速反应体

系。当消费者或者出口检验部门反馈本系统生产的牛

肉有质量问题时，可以通过系统快速查找相关产品的

去向，采取召回、产品销毁、顾客理赔等措施，将损

失降低到最低程度，避免因为某头牛出现质量问题而

导致所有产品受到影响造成巨大损失，并采取必要的

改进措施和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从消费者到追溯

肉牛饲养源头整个过程，可以在 48 h 以内完成。 
本系统除了提供牛肉生产加工全过程质量跟踪与

追溯功能外，还可以查找肉牛的系谱资料（通过哺乳

牛出生信息表），根据肉牛各阶段的生长速度、饲料

转化情况、产肉性能等指标进行后裔测定和估算育种

值，追溯某具体肉牛的父母代种用性能，达到培育良

种肉牛品系、充分发挥优秀种牛种用价值的目的。 
欧盟和美国、法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通过农畜

产品安全立法、政府监管等手段，强制畜牧场研究应

用包括饲草料、环境、饲养管理、检验检疫和屠宰加

工、储运和销售一体化的全程质量追溯体系[20]，并通

过环境监测、气候模拟、卫星跟踪、成像分析等技    
术[21]，农畜产品全过程质量安全追溯发展到了很高的

水平。澳大利亚也建立了一套可供消费者向上游和下

游进行追溯的生产链，保证肉类食品的规范管理及安

全[10, 22]。中国对农畜产品安全追溯的研究尚处于探索

阶段，很多技术还不成熟，立法、监管也还存在很多

问题。比如欧洲的标准规定，原料牛肉的微生物含量

小于 104 cfu/g 为一级肉，小于 106 cfu/g 为二级肉，超

过 107 cfu/g 为腐败肉，而中国的国家标准没有对牛肉

的微生物指标进行限定[2]；发达国家动物标识已经采

用自动化程度极高的电子射频标签、DNA 技术、眼膜

成像技术、埋植电子发射装置等高尖端产品，而中国

经济条件还比较差，应用高级标识设备还不具备条件，

运用耳标与电子标签相结合是比较现实的。 
本系统根据中国肉牛业生产实际进行开发，具有

简单实用的特点，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帮

助规范技术管理，保证牛肉的安全生产。但在质量标

准、数据传输、标识技术等方面与世界畜牧业发达国

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在今后的开发中予以

改进，使之逐渐达到发达国家农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的标准。 

5  结论 

本系统根据中国肉牛业的实际发展需要，按照肉

牛无公害标准进行设计，符合目前中国牛肉安全生产

实际，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与前瞻性，对保质期和药残

安全期设置预警，在国内牛肉安全生产中尚属首例，

具有较强的创新性。系统采用最流行的 VB 开发平台

和 SQL Server 2000 数据库技术进行开发，合理运用了

各种控件、接口函数，使开发更加人性化，界面灵活，

人机关系和谐。但由于牛肉安全生产全过程质量跟踪

与追溯系统开发在国内还处于探索阶段，许多技术条

件还不成熟，加之质量标准尚不统一，系统功能还有

待加强；而且，随着世界农业信息化的深入，农畜产

品安全监控一体化成为必然，建议中国政府尽快完善

农畜产品安全追溯立法，制定产品质量标准，推动中

国畜牧业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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