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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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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 伽师新梅追溯信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理标志产品伽师新梅追溯基本要求、编码、追溯信息记录、体系管理、审核与改进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地理标志产品伽师新梅的生产、加工、仓储物流以及销售等环节追溯体系的建设与实

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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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0113-2003 分类与编码通用术语

GB 12904-2008 商品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与条码表示

GB/T 12905—2019 条码术语

GB/T 14257 商品条码 条码符号放置指南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5425 商品条码 128条码

GB/T 16716.1 包装与环境 第1部分：通则

GB/T 16830—2008 商品条码 储运包装商品编码与条码表示

GB/T 16986 商品条码 应用标识符

GB/T 18284 快速响应矩阵码

GB/T 21049 汉信码

GB 23350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

GB/Z 25008—2010 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体系设计与实施指南

GB/T 33993—2017 商品二维码

GB/T 37029 食品追溯 信息记录要求

GB/T 37056—2018 物品编码术语

GB/T 38155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

GB/T 41208 数据矩阵码

NY/T 391 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

NY/T 393 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4 绿色食品肥料使用准则

NY/T 1056 绿色食品贮藏运输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12905、GB/T 37056和GB/T 3815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GS1 系统 GS1 system
以对贸易项目、物流单元、位置、资产、服务关系、单据等进行编码为核心的集条码、射频等自动

数据采集、电子数据交换、全球产品分类、全球数据同步、产品电子代码（EPC）等为一体的、服务于

全球供应链管理的开放的标准体系。

[来源：GB/T 12905—2019,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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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代码 code
表示特定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或一组字符。
注：这些字符可以是阿拉伯数字、拉丁字母或便于人和机器识别与处理的其他符号。

[来源：GB/T 10113—2003,2.2.5]

3.3

编码 numbering
给事物或概念赋予代码的过程。
注：作名词时指代码本身。

[来源：GB/T 37056—2018,2.6]

3.4

条码 bar code
由一组规则排列的条、空组成的符号，可供机器识读，用以表示一定的信息，包括一维条码和二维

条码。

[来源：GB/T 12905—2019,2.1]

3.5

商品条码 bar code for commodity

用于标识商品的全球通用的条码符号,包括零售商品、储运包装商品、物流单元、资产、服务关系、

参与方位置等的编码与条码表示。

[来源：GB/T 12905—2019,2.70]

3.6

二维条码 two-dimensional bar code; 2D code
二维码

在二个维度方向上都表示信息的条码符号。

[来源：GB/T 12905—2019,2.3]

3.7

厂商识别代码 GS1 company prefix;GCP
GS1系统中赋予企业的唯一编码，由7位～10位数字组成。
注：我国境内企业的厂商识别代码由国家物品编码管理机构负责分配和管理。

[来源：GB/T 12905—2019,2.73]

3.8

校验码 check code
通过数学关系来验证代码正确性的字符。

[来源：GB/T 12905—2019,2.31]

3.9

应用标识符 application identifier；AI
GS1全球物品编码标识体系中用于标识数据含义与格式的字符，由2位～4位数字组成。

[来源：GB/T 37056—2018,3.2]

3.10

全球贸易项目代码 global trade item number; GTIN
用于标识贸易项目的代码，由GS1厂商识别代码、商品项目代码和校验码组成，有GTIN-14、GTIN-13、

GTIN-12、GTIN-8等四种结构。

[来源：GB/T 37056—2018,3.3]

3.11

零售商品 retail commodity
零售业中，根据预先定义的特征而进行定价、订购或交易结算的任意一项产品或服务。

[来源：GB 12904—2008,3.2]

3.12

储运包装商品 dispatch commodity
由一个或若干个零售商品组成的用于订货、批发、配送及仓储等活动的各种包装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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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T 16830—2008,3.1]

3.13

定量储运包装商品 fixed measure dispatch commodity
由定量零售商品组成的稳定的储运包装商品。

[来源：GB/T 16830—2008.3.4]

3.14

EAN-13 条码 EAN-13 bar code
用于表示GTIN-13的条码符号。

[来源：GB/T 12905—2019,3.1.2]

3.15

ITF-14 条码 ITF-14 code
含有校验符且定长为14位的交叉二五条码。用于标识不在零售端结算的贸易项目，一般用在商品外

包装箱上。

[来源：GB/T12905—2019,3.1.8]

3.16

GS1-128 条码 GS1-128 code
128条码的子集，GS1体系的数据结构专用。

[来源：GB/T 12905—2019,3.1.13]

3.17

追溯 traceability

以网络互联为基础，运用数字化手段，通过对地理标志产品伽师新梅生产、采摘、加工、包装、仓

储、运输以及销售等全过程信息的记录和标识，实现追踪和溯源该产品的历史、应用情况或所处位置的

活动。

3.18

追溯码 traceability code
由一定编码规则生成的，用于关联在追溯产品对应追溯信息的专用代码。

3.19

追溯码标签 traceability code label
用于记录产品质量追溯信息的标示于追溯产品上的条码载体。

3.20

追溯单元 traceability unit
需要对其来源、用途和位置的相关信息进行记录和追溯的单个产品或同一批次产品。
注：追溯包括追踪（Tracking）和溯源（Tracing）两个方面。

[来源：GB/Z 25008—2010]

3.21

批号 batch number
批次（产品）具备可追溯性的唯一标识。

3.22

系列号 serial number
在预先设定的范围内，单个产品具备可追溯性的唯一标识。

4 基本要求

4.1 总则

4.1.1 在实施追溯过程中，追溯信息应遵循真实、准确、有效，具备防篡改机制的原则。

4.1.2 追溯体系应能够方便快捷证明产品的来历，确定产品所处位置、状态等，有助于分析查找不合

格原因，并在必要时提高撤回和召回产品的能力，其建立的原则宜遵循可操作性强、成本可接受、满足

预期追溯精度及追溯深度、符合相关法规政策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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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追溯环节

地理标志产品伽师新梅追溯体系设计应保障新梅种植环节、采后处理环节、贮运环节、销售环节的

追溯信息覆盖。追溯记录信息包含但不限于追溯参与方从种植到销售的生产地环境、生产者信息、土肥

水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收时间、采收方式、质量检测、包装加工企业、作业时间地点、处理方式、贮

存运输企业、贮存运输时间、贮存位置、运输方式、销售组织、销售时间、销售方式等全过程。

4.3 追溯参与方

追溯参与方应为GS1系统成员，包含但不限于地理标志产品伽师新梅供应链中从事产品原料种植、

生产、加工、包装、贮藏、运输、销售等相关业务的组织。

4.4 编码体系

应采用国际通用的GS1物品编码体系，对追溯单元进行唯一标识，以便于相关方无障碍使用。

4.5 标识原则

4.5.1 追溯码标签所用文字应为规范的汉字（产品商标除外），可以同时使用汉语拼音或英文，字体

应小于相应的汉字。

4.5.2 追溯码标签应清晰、完整、醒目，能保持标识不因搬运或其他因素而损毁。在产品的同一品种

或同一包装的位置应保持一致，便于识别与查询。

4.5.3 追溯码标签应固定或保留在追溯产品或其包装上，在追溯产品生产、加工、物流、销售等过程

中，应与追溯产品同步流转，直到该追溯产品被消费或销毁为止。

4.5.4 应保证追溯码标签载体不对产品造成污染。

5 编码

5.1 代码组成

5.1.1 产品代码由主标识代码、附加信息代码组成。

5.1.2 追溯码应由全球贸易主标识代码和附加信息代码组成，主标识代码包括 13 位数字（GTIN-13）

代码和 14 位数字（GTIN-14）代码两种代码结构，并符合以下要求：

a) 主标识代码采用 GTIN-13 代码结构时，不能与附加信息代码同时使用；

b) 主标识代码采用 GTIN-14 代码结构时，可与附加信息代码同时使用。

5.1.3 主标识代码

5.1.3.1 编制原则

主标识代码的编制原则应符合：

c) 唯一性：基本特征相同的产品视为相同的产品，一种产品应分配一个单独的主标识代码；
注：通常情况下，产品的基本特征包括产品名称、商标、种类、规格、数量、包装类型等；

d) 无含义性：主标识代码不携带任何与产品有关的信息；

e) 稳定性：只要基本特征没有发生变化，所分配的主标识代码就应保持不变。

5.1.3.2 结构

5.1.3.2.1 GTIN-13 代码结构应符合 GB 12904 的规定，由厂商识别代码、商品项目代码、校验码三部

分组成。结构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GTIN-13 代码结构

结构种类 厂商识别代码 商品项目代码 校验码

结构一 N13N12N11N10N9N8N7 N6N5N4N3N2 N1

结构二 N13N12N11N10N9N8N7N6 N5N4N3N2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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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GTIN-13代码结构（续）

结构种类 厂商识别代码 商品项目代码 校验码

结构三 N13N12N11N10N9N8N7N6N5 N4N3N2 N1

结构四 N13N12N11N10N9N8N7N6N5N4 N3N2 N1

注1：厂商识别代码由7位～10位数字组成，由使用方向国家物品编码管理机构申请。

注2：商品项目代码由5位～2位数字组成，由使用方自行编制。

5.1.3.2.2 GTIN-14 代码结构由扩展位、厂商识别代码、商品项目代码和校验码四部分组成。结构应

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GTIN-14 代码结构

结构种类 扩展位 厂商识别代码 商品项目代码 校验码

结构一 N14 N13N12N11N10N9N8N7 N6N5N4N3N2 N1

结构二 N14 N13N12N11N10N9N8N7N6 N5N4N3N2 N1

结构三 N14 N13N12N11N10N9N8N7N6N5 N4N3N2 N1

结构四 N14 N13N12N11N10N9N8N7N6N5N4 N3N2 N1

注1：N14取值为0.

注2：厂商识别代码由7位～10位数字组成，由使用方向国家物品编码管理机构申请。

注3：商品项目代码由5位～2位数字组成，由使用方自行编制。

5.1.4 附加信息代码

5.1.4.1 编制原则

附加信息代码的编制原则应符合：

a) 附加信息代码为可选项，根据不同应用场景为必选项；

b) 附加信息代码不可单独使用，应与主标识代码配合使用；

c) 当使用附加信息代码时，主标识代码前应添加全球贸易项目代码的应用标识符（01）。

5.1.4.2 附加信息代码结构

附加信息代码结构应符合GB/T 16986的要求。

5.2 编码数据结构

5.2.1 编码数据结构的组成

编码数据结构由主标识代码和附加信息代码的单元数据串组成。其中，主标识代码单元数据串为必

选项，批号、有效期等附加信息代码单元数据串为可选项，每个单元数据串由应用标识符及其对应的数

据字段组成。应用标识符应符合GB/T 16986的规定。编码数据结构的组成见图1。

图 1 编码数据结构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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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统一编码的单元数据串按表3，应用示例参见附录A

表 3 产品统一编码的单元数据串

单元数据串名称 应用标识符 数据字段格式
a

可选/必选

主标识代码 01 N14 必选

批号 10 X..20 可选

有效期 17 N6 可选

系列号 21 X..20 可选

消费产品变体 22 X..20 可选

其他附加信息项
b

AI 对应AI数据字段的格式 可选

注1：N表示0～9的任意数字字符；N14表示14个数字字符，定长。

注2：X表示任意字符，X..20：最多20个任意字符，变长。

注3：其他附加信息项表示产品的其他附加信息。
a
数据字段格式中 X的取值应按 GB/T 33993—2017 中的表 B.1 标识。

b
其他附加信息项可从 GB/T 33993—2017 中的表 A.1 选择 1个～3个单元数据串，表示产品的其他扩展信息。

5.2.2 主标识代码单元数据串

主标识代码单元数据串由应用标识符（01）及其对应的数据字段组成，应作为第一个单元数据串出

现。主标识代码含厂商识别代码时，其数据字段由14位数字代码组成，包含指示符、厂商识别代码、商

品项目代码和校验码。

5.3 条码

5.3.1 一维条码

当产品代码标识载体使用一维条码时，应使用EAN-13条码、ITF-14条码和GS1-128条码，技术要求

应分别符合GB12904、GB/T16830、GB/T15425。ITF-14和GS1-128码仅用于储运包装商品。

5.3.2 二维码

当产品代码标识载体使用二维码时，编码数据结构应采用GS1快速响应矩阵码、汉信码或GS1数据矩

阵码，技术要求应分别符合GB/T 18284、GB/T 21049和GB/T 41208。网址数据结构应采用快速响应矩阵

码、汉信码、数据矩阵码。

5.3.3 条码符号放置

条码符号放置应符合GB/T 14257，还应满足以下原则：

——同一类别且包装形式相同的重要产品，其标识位置应一致；

——在没有被遮盖、不易磨损的表面上；

——独立放置，避免多个二维码。

6 追溯信息记录

6.1 总要求

6.1.1 组织应确保追溯范围内上、下游组织间信息的有效传递和沟通。

6.1.2 组织应记录基本追溯信息。

6.1.3 组织间应对需要记录的追溯信息达成共识，在实现追溯目标的基础上，宜加强扩展追溯信息的

交流与共享。

6.1.4 直接或间接介入新梅供应链中的一个或多个环节的组织应明确记录本环节产生的接收信息、处

理信息和输出信息，并保证信息间的有效链接。

6.1.5 组织间应就追溯信息保存期限达成一致，数据文件的保存期应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并长于新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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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质期。

6.1.6 若产品涉及流程少于所列环节，组织可依据自身需要，记录所历经环节的追溯信息。若产品涉

及流程多于所列环节，需要按照追溯信息不间断原则，将新增流程中的追溯信息予以记录。

6.2 信息划分

6.2.1 当追溯单元由一个组织转移到另一个组织时产生外部追溯信息，外部追溯信息包括接收信息和

输出信息。

6.2.2 若追溯单元仅在组织内部各部门之间流动，产生内部追溯信息即处理信息。

6.3 信息记录

6.3.1 外部追溯信息记录要求

接收信息和输出信息记录见表4和表5。

表 4 接受信息记录要求

内部追溯信息 描述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处

理

信

息

产品来源
追溯单元及包装物、供应商名称、地址等联系方式和商品条码 ★

产品和企业认证情况 ★

产品标识 追溯单元包装物、名称、批号、净含量、规格和包装类型等 ★

质量信息
追溯单元及本阶段添加物、包装物等描述和入库验收检验信息、

温度等关键控制点要求
★

交易信息 交易时间、地点 ★

附加信息 涉及的其他信息 ★

注：★代表该行信息所属类型。

表 5 输出信息记录要求

内部追溯信息 描述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处

理

信

息

产品去向
追溯单元接收方的名称、地址等联系方式或商品条码 ★

产品和企业认证情况 ★

产品标识 追溯单元包装物、名称、批号、净含量、规格和包装类型等 ★

质量信息 追溯单元描述、出库验收检验信息、温度等 ★

交易信息 交易时间、地点 ★

附加信息 涉及的其他信息 ★

6.3.2 新梅供应链各环节处理信息记录要求

6.3.2.1 生产环节

生产环节处理信息记录要求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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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生产环节处理信息记录要求

内部追溯信息 描述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处

理

信

息

产品标识 名称、批号、数量、规格与净含量 ★

种植基地 生态环境信息、土壤信息、温度信息、水质信息、检验信息 ★

施肥灌溉信息
施肥品种、时间、数量、次数、人员

灌溉次数、时间、方式
★

病虫草害防治信息
病虫草害名称、发病时间，用药名称、剂量、次数、类型、

时间、作业人员
★

采收信息 采收日期、采收基地编号、采收数量和规格 ★

采收信息 采收方式、作业人员、容器 ★

附加信息 涉及的其他信息 ★

注：★代表该行信息所属类型。

6.3.2.2 加工环节

加工环节处理信息记录要求见表7。

表 7 加工环节处理信息记录要求

内部追溯信息 描述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处

理

信

息

并批、分批信息 名称、原批号、数量与规格、净含量、新产生的批号 ★

加工产品标识 名称、批号、数量与规格 ★

清洗信息 水质信息、消毒剂浓度 ★

加工设施设备信息 清洁消毒记录 ★

添加物信息 添加方式 ★

加工信息

车间、生产线编号、生产日期和时间 ★

卫生控制与检查记录、加工温度记录、加工过程控制记录、加

工人员、班组
★

附加信息 涉及的其他信息 ★

6.3.2.3 仓储物流环节

仓储物流环节处理信息记录要求见表8。

表 8 仓储物流环节处理信息记录要求

内部追溯信息 描述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处

理

信

息

仓储物流信息

供应商名称、地址和联系人等联系方式 ★

仓库编号、出入库数量、时间、运输工具编号、运输时间 ★

温度记录、检验信息、运输人员 ★

附加信息 涉及的其他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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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4 销售环节

销售环节处理信息记录要求见表9。

表 9 销售环节处理信息记录要求

内部追溯信息 描述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处

理

信

息

供应商信息 名称、地址和联系人等联系方式 ★

质量信息 温度记录、存储时间记录、质量检验信息 ★

附加信息 涉及的其他信息 ★

7 体系管理

7.1 质量控制

7.1.1 种植环节

种植环节应满足如下要求：

d) 为保障追溯产品质量，伽师新梅应具备地理标志产品等相关认证，且认证证书在有效期内；

e) 生产地环境宜符合 NY/T 391 相关要求；

f) 农药使用宜符合 NY/T 393 相关要求；

g) 肥料使用宜符合 NY/T 394 相关要求。

7.1.2 采后处理环节

采后处理环节应满足如下要求：

a) 新梅采收后，按规定进行检测，并记入追溯系统。产品加工、包装等环节的卫生应符合 GB 14881

相关要求；

b) 包装设计、材料的选用应符合 GB 23350 相关要求；

c) 包装废弃物的处理宜符合 GB/T 16716.1 相关要求。

7.1.3 贮运环节

贮藏运输环节应符合NY/T 1056相关要求。

7.1.4 销售环节

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主管部门要求。

7.2 质量安全问题处理

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时，应立即通过数字追溯系统确认产品质量问题发生的地点、时间、追溯单元和

责任主体，并迅速制定撤回或召回等处置方案。

7.3 文件编制与管理

7.3.1 宜建立完善的追溯文件档案，档案包括但不限于产品质量安全档案、供应商档案、重要经销商

及客户档案、追溯系统维护档案等，并保留完整的相关信息。

7.3.2 填写的记录信息应符合 GB/T 37029 规定。

7.3.3 应编制体系管理文件并实施和保存，必要时进行更新。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a) 产品质量管理制度；

b) 产品生产操作规程；

c) 产品检测记录规范；

d) 产品可追溯性管理文件；

e) 内部追溯审核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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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人员培训

7.4.1 应定期对追溯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并建立培训档案。

7.4.2 培训档案应记录培训时间、培训内容、参加人员等信息。

8 评审与改进

8.1 应根据本文 7.3.2 内部追溯审核计划，制定系统符合性标准，不定期对数字追溯系统的运行情况

进行内部审核。

8.2 记录内部审核过程中具体的不符合性表现，查找不符合性原因，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保证数字

追溯系统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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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产品统一编码应用示例

A.1 零售商品的编码数据结构应用示例

某企业的厂商识别代码为6901234，分配给某品类产品的商品项目代码为56789，按照附录A计算出

校验码为2。当该产品作为零售商品且不含附加信息代码时，13位数字代码的一维条码（EAN-13条码）

表示见图A.1，14位数字代码的二维条码（GS1快速响应矩阵码，纠错等级设置为M级）表示见图A.2。

为区分应用标识符，条码的供人识读区中的应用标识符可加括号。

图 A.1 零售商品的 EAN-13 条码示例

图 A.2 零售商品的 GS1 快速响应矩阵码示例

A.2 储运包装商品的编码数据结构应用示例

某企业的厂商识别代码为6901234，分配给某产品的商品项目代码为56789，当该产品作为指示符为

1的储运包装商品时，按照附录A计算出校验码为9。该储运包装商品的生产日期为2021年5月6日，有效

期为2022年5月5日，批号为R123，净重为10.50kg。则主标识代码和附加信息代码的单元数据串如下：

（01）16901234567899（主标识代码单元数据串。01=全球贸易项目代码的应用标识符；定长，数

据字段为16901234567899）

（11）210506（生产日期单元数据串。11=生产日期的应用标识符；定长，数据字段为210506）

（17）220505（有效期单元数据串。17=有效期的应用标识符；定长，数据字段为220505）

（10）R123（批号的单元数据串。10=批号的应用标识符；不定长，数据字段为R123）

（3102）001050（净重的单元数据串。3102=净重的应用标识符，最后一位数字“2”表示小数点位

数；定长，数据字段为001050）

则该产品的统一编码为：（01）16901234567899（11）210506（17）220505（3102）001050（10）

R123。采用GS1-128条码的示例见图A.3，GS1快速响应矩阵码示例见图A.4。

图 A.3 含附加信息的定量储运包装商品 GS1-128 条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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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4 含附加信息的定量储运包装商品 GS1 快速响应矩阵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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