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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的国内溯源技术研究及应用态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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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溯源技术对快速确定疫情传播的途径及源头具有重要作用，也是确保产品最安全有效的方法之一。 本文以”知网”数据

库为样本数据来源，运用文献计量法和可视化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通过对年度发文量、作者数量变化、作者、机构以及关键词共现图谱

分析，对溯源、溯源技术以及溯源应用 ３ 个领域进行了分析研究。 归纳分析了溯源技术的研究及应用的历程，通过梳理分析溯源

在国内的研究及应用情况，旨在为广大学者及决策机构提供参考，期望能够为国内疫情的防控及产品的管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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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产品来源是否安全成为社会各界人士关注

的热点问题。 早在上世纪，溯源就应用于动物产品

的生产中［１］，１９９７ 年欧盟为解决“疯牛病”问题而建

立并不断完善优化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被认为是

溯源的源头。 溯源，即追本溯源，意思是指追溯事物

发生的根源［２］。 最初，溯源作为术语用于描述艺术

作品的所有权和位置［３］。 对产品安全溯源可有效

减少和预防供应链各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当其中

一个环节出现问题，追溯源头便可迅速找到问题并

有效治理［４］。 ２０１６ 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推进

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５］，为
全面建设产品追溯标准体系提供了科学全面的政策

支持。 在此背景下，利用溯源追溯特定目标找寻数

据的源头，保证目标产品完整安全成为众多科研人

员攻克的学术课题。
科学知识图谱以知识域为对象，可将知识群之

间诸多复杂冗乱的关系变成直观的知识图［６］，本文

采用文献计量法和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对国内权威期刊

上的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剖析溯源研究领域的研究

现状，探究溯源的研究热点以及未来的方向，以期从

宏观上对溯源领域做一个系统的综述，为广大学者

继续开展领域内的研究提供参考。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为确保数据来源的充分合理，本次研究拟在中

国知网（ＣＮＫＩ）进行相关文献的检索。 为保证研究



对象的唯一性，本文仅以期刊论文作为分析对象。
具体为：在“中国知网”启用“高级检索”功能，检索

条件为“主题 ＝ 溯源”、来源类别勾选“ ＳＣＩ 来源期

刊”、 “ ＥＩ 来 源 期 刊 ”、 “ 北 大 核 心 ”、 “ ＣＳＳＣＩ ”、
“ＣＳＣＤ”。 检索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 日。

同时，为了保证数据质量，剔除非学术论文以及

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度不高的文献。 具体为：对溯

源领域进行整体分析时，发表时间设置为从 １９９２ ～
２０２０ 年，共计得到符合要求的文献１ ８９０篇。 因自

２０１４ 年以后文献数量呈不规则摆动态势，故针对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 年进行详细分析，即发表时间设置为从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再次检索后， 共得到符合要求的文

献１ １６６篇。
１．２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进行梳理，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
７．１ 软件作为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软件，对目标研

究领域的文献年度发文量、发文作者以及发文机构

数据进行统计并绘制图谱，根据统计结果产生的可

视化图谱总结归纳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趋势。 与此

同时统计整理高频被引、下载次数较多的文献，归纳

介绍相关的发展情况。

２　 溯源文献分析结果

２．１　 １９９２～ ２０２０ 年整体分析

文章发表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领域的研

究热度以及重视程度［６］。 图 １ 为 １９９２ ～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国内文献发表数量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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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９２～ ２０２０ 年度论文的发表数量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１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ｒａ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２ ｔｏ ２０２０

　 　 由图 １ 可知，溯源研究领域的发文数量经历了

增长、摆动、增长 ３ 个阶段，整体呈上升趋势，具体情

况如下：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年是溯源发展的增长阶段。 １９９２

年李元良［７］在详细介绍葡萄根瘤蚜进的基础上，针
对其在烟台的具体传播进行了系统综述，标志着国

内溯源研究正式步入正轨。 到了 ２００９ 年，文献增长

速度明显加快，文献［８－１０］是 ２００９ 年溯源领域被

引前 ３ 的文献，说明将溯源应用到了食品行业是该

年的热点研究内容。 同时，通过可追溯性的技术保

证食品的安全性，将溯源研究发展向前推动了一大

步。 ２００９ 年后，年度发表文献的数量增长更加明

显，上升趋势变快，溯源研究领域进入快速增长期。
其中 １９９２～ ２００８ 年为增长缓慢期，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为

增长快速期。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８ 年是溯源发展的摆动阶

段，该研究领域进入瓶颈期，但仍不断有学者在溯源

技术及溯源应用等方面取得突破。 ２０１４ 年杨信廷

等人［１１］在分析了溯源技术的基础上，对当前存在的

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 该文被引高达 １１１ 次，下载

量为２ ９５６次，说明该文所述的内容被广大学者充分

肯定及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 文献［１２－１４］较高的

被引量也说明在 ２０１４ 年中溯源领域研究内容广，在
食品、化学、药材和环境方面均有所涉猎，同时广泛

的研究使 ２０１４ 年的发文数量达到新的高度。
从图中可以看出，２０１４ 年是溯源领域重要的发

展节点。 之后，文献发表量成摆动态势，相比于

２０１４ 年，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２０１９ 年，由于区块链

等新兴技术在溯源领域的应用，溯源领域重新吸引

了研究者的关注，该年度发文量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２．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 年详细分析

２．２．１　 文献发表数量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溯源研究年度论文发表数量的统

计如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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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 年溯源研究年度论文发表数量及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２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ｒａ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４ ｔｏ ２０２０

　 　 可以看出，２０１６ 年发文量较前一年有所增长，
但幅度很小；２０１８ 年发文量降到最低，仅有 １２１ 篇；
２０１９ 年发文量激增，比上一年增长近 １ 倍。 文献

［１５－１７］反映出在 ２０１９ 年区块链作为新兴技术的

加入，使溯源领域冲破低潮，达到了新的高点。 同时

也说明，在区块链的影响下，溯源研究范围在现有的

基础上逐步扩大。

８１１ 智　 能　 计　 算　 机　 与　 应　 用　 　 　 　 　 　 　 　 　 　 　 　 　 　 第 １１ 卷　



在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时间段的１ １６６篇论文中，有 ６．
３４％（７４ 篇）论文针对产地溯源进行描述分析，３．
９４％（４６ 篇）论文针对溯源系统进行研究，对大数据

的研究分析占总数的 ０．７７％共 ９ 篇，说明在该时间

段产地溯源是该研究领域的核心研究。 进一步对产

地溯源进行了解和分析，发现产地溯源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食品行业，在产地溯源被引次数前 １０ 的文献

中占比达到 ８０％，其中，发表在核农学报上 ３ 篇、中
国粮油学报和食品科学上各 ２ 篇，反映出上述 ３ 个

期刊在产地溯源领域乃至食品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

地位。
２．２．２　 发文作者分析

２．２．２．１　 年度作者数量分析

作者是溯源研究领域的直接主体。 作者的人数

变化以及单个作者的发文量，可反应出溯源研究领

域的传播变动范围［１８］。 图 ３ 显示了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

参与溯源研究的学者数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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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 年参与溯源研究的学者数量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３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ｒａ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４ ｔｏ ２０２０

　 　 由图 ３ 可以得出，２０１４ 年共有 ７２９ 名学者研究

溯源并发表论文。 之后，参与溯源研究的学者数量

不断减少，２０１８ 年成为该时间段内最低靡的一年

（仅有 ５６９ 人）。 值得关注的是，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论文

发表量虽增加了 １１ 篇，但参与溯源研究的学者数量

却减少了 １６ 人，说明在摆动期学者们对溯源领域的

关注度已经趋于稳定，对溯源的研究已进入瓶颈期。
而 ２０１９ 年发文作者人数达到顶峰（是前一年的 ０．６
倍）。 正如前文所述，新兴技术吸引了大批学者的关

注，从而给溯源领域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也说明溯

源研究并未形成完整体系，需要研究人员结合现阶段

的政策以及发展趋势，发掘该领域更多的可能性。
２．２．２．２　 作者分布图谱

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内选择时间跨度为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时间切片（单个时间区分长度）设置为 １ａ，类型选择

作者“Ａｕｔｈｏｒ”节点。 生成的溯源研究领域的主要发

文作者图谱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溯源研究领域的主要发文作者图谱

Ｆｉｇ． ４　 Ａ ｍａｐ ｏｆ ｍａｉｎ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ｔｒａ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如图 ４ 所示，在溯源研究领域的主要发文作者

图谱中，节点表示该领域的文献作者，节点的大小代

表该作者出现的频次，各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对应

作者之间的合作。 从图 ４ 中可以看出，网络中节点

分布较为零落分散，大多数作者为独立的节点，其次

是单线状的连线，独立“三角形”与“四边形”连线更

是较少。 该图中共有 １９１ 个节点（Ｎ），２５０ 条连线

（Ｅ），网络密度（Ｄｅｎｓｉｔｙ）仅为０．０１３ ８，说明到目前

为止该研究领域各作者间的合作网络密度较低，各
作者以及团队间的联系与合作较少，大部分学者仍

处在独立研究该领域的状态，长此以往不利于溯源

研究的发展，跨团队间的合作有待加强。
进一步分析发现，张东杰、钱丽丽等共 １３ 人组

成了溯源研究领域的最大作者合作节点，检索可知

仅冷候喜来自黑龙江省杜尔伯特县伊利乳业有限公

司，其余 １２ 人均来自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也就是

说该团队是由校内外共同合作构成。 表 １ 中统计的

溯源领域前 １０ 位高产作者中，前 ４ 位学者均为该团

队成员，反映出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中，以张东杰为首

的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研究团队是溯源研究领域的

核心发展力量，同时也说明黑龙江地区对溯源研究

发展有较大贡献。
表 １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 年高产作者统计表

Ｔａｂ．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ｙｉｅｌｄ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４ ｔｏ ２０２０

序号 作者 发文数 被引数 下载数

１ 张东杰 １６ １４７ ４ ９４１
２ 钱丽丽 １４ １２１ ３ ９５７
３ 宋雪健 ８ ６９ ２ ２７７
４ 鹿保鑫 ７ ６８ ２ ８３１
５ 刘静 ７ ３０ ８３２
６ 邓晓军 ５ １ ５００
７ 李伟 ５ ４ ６１
８ 杨永健 ４ ２６ ７７５
９ 李颖 ４ １２ ７７２

１０ 管骁 ４ ３４ １ １１１

　 　 根据表 １ 可知，在该时间段内前 １０ 位作者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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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占总发文数量的 ６．３５％，说明在溯源研究领域学

者呈现出“少数集中，整体分散”的势态。
２．２．３　 发文机构分析

发文机构是溯源的间接主题，能反映出溯源领

域的空间分布情况。 将溯源研究领域的 １ １６６ 条检

索结果导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中，选择时间跨度为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 年，时间切片设置为 １，选择机构为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类型，生成溯源研究领域的发文机构图

谱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溯源研究领域的发文机构图谱

Ｆｉｇ． ５　 Ａ ｍａｐ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ｔｒａ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与图 ４ 溯源研究领域的发文作者图谱相同，发
文机构出现次数越多，在图谱中的相应节点就越大，
各机构间的合作越密切，在图谱中的连线就越粗。
该图中共有 １１０ 个节点，４９ 条连线，网络密度仅为

０．００８ ２，反映出溯源研究的各机构间学术交流较

少。 结合表 ２ 可知，出现频次最多的是中国计量科

学研究院，该机构隶属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是现

阶段溯源研究领域的权威机构。 在频次最高的前十

名发文机构中，高校与社会研究机构各占一半，说明

溯源研究领域发展潜力大，势头良好。 但目前发展

速度并不理想，需要广大学者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

力。
２．２．４　 溯源关键词共现

关键词和主题词共现（均可称为共词），是指利

用文献集中词汇对或名词短语共同出现的情况，确
定该文献集所代表学科中各主题之间的关系［１９］。
将关键词作为节点，用连线表示各关键词之间的关

系，构建关键词图谱，能够直观清晰的发现文献之间

存在的关系和当前研究的交叉点。

表 ２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 年发文机构统计表

Ｔａｂ．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ｓｓｕ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４ ｔｏ ２０２０

序号 机构 频次

１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２４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 １９

３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１４

４ 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１３

５ 上海海洋大学信息学院 ６

６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６

７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６

８ 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 ５

９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５

１０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５

　 　 可在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中选择关键词“Ｋｅｙｗｏｒｄ”节
点类型，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 寻径网络算法，生成关键词共现

图谱，并合并相似词。 如，二维码和二维码技术等，
具体结果如图 ６ 所示。

图 ６　 溯源关键词共现图谱

Ｆｉｇ． ６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ｍａｐ ｏｆ ｔｒａｃｅａｂ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在图 ６ 中共有 ２１６ 个节点，２２４ 条连接，网络密

度为０．００９ ６，与溯源研究领域发文作者以及发文机

构的图谱相比较，该图谱呈横纵双向发展势态，整体

发展良好。 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间，最大的关键节点

（出现次数最多）是“溯源”，紧接着衍生出不同分支

四散开来，而后分别集中在“产地溯源”、“区块链”、
“溯源系统”等方向。 说明在这段时间内，这 ３ 个方

向为溯源领域的热点研究主题。
　 　 表 ３ 中进一步梳理出了出现频次为 １０ 次及以

上的各关键词共 ２５ 个。 也就是说，出现在表 ４ 中的

关键词，代表自 ２０１４ 年至今溯源领域的研究方向与

趋势。 其中关键词“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
和“计量学”中心度较高，反映出计量学的理论知识

为溯源发展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科学的

发展依据。
“产地溯源”、“区块链”、“溯源系统”３ 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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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出现频率均为 ４０ 次以上，其中 “区块链”出现频

次高达 ４７ 次，反映出区块链作为新兴技术的热度。
自 ２０１８ 年起，关于区块链的内容在溯源中所占的比

例越来越大，说明这三年区块链技术发展的步伐越

来越快，同时也预示着将区块链技术运用到溯源中

或将成为该领域一个新的研究趋势。
表 ３　 关键词出现频次统计表

Ｔａｂ． ３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ｔａｂｌｅ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度

１ 溯源 １６９ ０．４２ １４ 近红外光谱 １７ ０．２２

２ 产地溯源 ８５ ０．０８ １５ 矿物元素 １６ ０．１１

３ 区块链 ４７ ０．０６ １６ 大米 １５ ０．２５

４ 溯源系统 ４４ ０．２５ １７ 主成分分析 １５ ０．１９

５ 量值溯源 ３９ ０．１７ １８ 数据溯源 １５ ０．０６

６ 溯源性 ３０ ０．１８ １９ ＲＦＩＤ １４ ０．０５

７ 稳定同位素 ２８ ０．０９ ２０ 不确定度 １３ ０．２５

８ 计量学 ２７ ０．２９ ２１ 二维码 １３ ０．１４

９ 溯源分析 ２６ ０．１２ ２２ 脉冲场凝胶电泳 １２ ０．２６

１０ 农产品 ２５ ０．８８ ２３ 大数据 １２ ０．０８

１１ 物联网 ２４ ０．２５ ２４ 重金属 １１ ０．０３

１２ 食品安全 ２２ ０．２８ ２５ 误差溯源 １０ ０．００

１３ 质量安全 １８ ０．４３

３　 溯源技术及应用分析

为了进一步梳理溯源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以及

未来趋势，以溯源技术及应用为关键词，通过对

１９９２～２０２０ 年的整体分析及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０ 年的重点

分析展开研究。
３．１　 溯源技术分析

启用“中国知网”中的“高级检索”功能，检索条

件为“主题＝溯源 ＡＮＤ 主题＝技术”，发表时间设置

为从 １９９２ ～ ２０２０ 年，共得到符合要求的文献 ４６４
篇。 将所得的数据导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中，筛去和溯源技

术不相关的词，得到溯源技术共现图谱如图 ７ 所示。

图 ７　 溯源技术共现图谱

Ｆｉｇ． ７　 Ｔｒａ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ｍａｐ

　 　 图 ７ 中共有 ４９ 个节点，３１ 条连接，网络密度

０．０２６ ４，各中心节点相互联系，说明在溯源技术领

域不同技术之间存在交流合作，不是独立发展。 可

以看到，ＲＦＩＤ、区块链、物联网、稳定同位素、近红外

光谱、计量学等 ６ 个关键词成为溯源技术共现图谱

中的关键节点，说明这 ６ 种技术是溯源技术研究的

热点技术同时也是发展较好的专业方法。
此外，在图 ７ 中节点数少、连线少、但网络密度

偏大，说明溯源技术研究在交流中稳步发展。 其中

“量值溯源”和“区块链”分别出现于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在出现频次前 １０ 中仅占 ２０％，区块链的突现强

度为１３．００３ ７，遥遥领先于其它关键词，说明区块链

作为溯源技术中的热点技术推动着该领域的发展。
“智能合约”与“区块链”关联度最高。 “智能合约”
定义为信息化方式传播、验证或执行合同的计算机

协议［２０］。 目前应用于以太坊区块链以及 ＲｏｏｔＳｔｏｃｋ。
可以明显看出，“智能合约”成为近几年溯源技术最

值得研究的课题之一。 可以预测，新兴智能化技术

产业是该领域未来发展方向之一。
３．２　 溯源应用分析

启用“中国知网”中的“高级检索”功能，检索条

件为“主题＝溯源 ＡＮＤ 主题＝应用”，发表时间设置

为从 １９９２ ～ ２０２０ 年，共得到符合要求的文献 ２９２
篇。 将所得的数据导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中，筛去和溯源应

用无关的词，得到溯源应用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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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图 ８　 溯源应用共现图谱

Ｆｉｇ． ８　 Ｔｒａｃ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ｍａｐ

　 　 在图 ８ 中共有 ２１ 个节点，１０ 条连接，网络密度

为０．０４７ ６。 从图中可以看出，较明显的连线为“矿物

元素－产地溯源－溯源、大肠杆菌－微生物溯源、农产

品－质量安全、食品－食品安全－溯源”，即以产地、微
生物溯源为代表的化学行业和以农产品为代表的食

品行业，是溯源应用研究的热点方向。 产地溯源、农
产品、食品安全这 ３ 个关键词为溯源应用共现图谱

中的关键节点，反映出产品安全在溯源应用中占据

了重要位置。
其中，“质量安全”和“信息管理”分别出现于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６ 年，说明 ２０１４ 年以后溯源应用的热

点方向主要集中在对产品把控和信息记录上。 结合

图 ８ 溯源应用共现图谱可知，该领域目前正处于发

展期，溯源应用研究领域成果相对较少。 将现有的

溯源研究成果应用到实际场景中，是当前的研究热

点也是迫切趋势。 到目前为止，溯源应用体系尚未

形成，是非常有发展潜力的应用领域，需要广大学者

关注。

４　 结束语

本文基于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数据库中主题为溯

源、进而包括其技术以及应用领域的文献，采用文献

计量法，以研究现状、发展历程、领域热点为切入点，
通过可视化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生成的知识图谱进行分

析。 通过研究发现：
（１）溯源领域在经过 ２２ 年左右的上升期后，从

２０１４ 年进入发展瓶颈期。 在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中，尽管

年度发文数量以及作者数量增减起伏不定，但通过

对关键词的识别分析发现，溯源领域仍在不停发展，

前期的溯源理论知识为后期的拓展延伸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目前溯源领域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产地

溯源”、“区块链”、“溯源系统”方向。 以张东杰为首

的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研究团队为溯源研究领域做

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各学者、机构间合作不紧密，较
为分散，有待加强。

（２）溯源技术领域仍在不断发展且势头较好，
在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阶段主要以量值溯源、区块链技术

为主要研究内容。 其中与区块链紧密相连的智能合

约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是非常有发展潜力的溯源技术

研究方向；溯源应用领域以质量安全和信息管理为

研究热点内容，反映出产品安全在溯源应用中占有

重要地位。
（３）在开始接种新冠疫苗的前提下，国内依旧

出现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依旧能检测出阳性样本的

进口食品，迫切需要高效的溯源技术及应用系统。
与之相应的溯源领域仍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体

系，还需要更多的学者关注溯源研究领域，投入更多

精力以期从技术和应用层面推动溯源整个研究领域

冲出瓶颈期，不断向前，早日建成并完善产品溯源体

系，打赢“攻坚克难”的新冠防疫战，为人民身体健

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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