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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归口单位：广东省食品流通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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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食品追溯 追溯码编码规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粤港澳食品追溯体系建设中追溯码的编制总则、编码原则、追溯码结构和标识。 

本标准适用于食用农产品、预包装食品、冷链追溯体系建设中追溯码的编制、标识以及追溯的信息

采集与交换。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

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12904 商品条码 零售商品编码与条码表示 

GB 32100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GB/T 7027-2002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GB/T 15425 EAN.UCC系统 128条码 

GB/T 16986 商品条码应用标识符 

GB/T 18284 快速响应矩阵码 

GB/T 18347 128条码 

GB/T 36364 信息技术 射频识别 2.45GHz标签通用规范 

GB/T 36365 信息技术 射频识别 800/900MHz无源标签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追溯  traceability  

通过记录和标识，追踪和溯源客体的历史、应用情况或所处位置的活动。 

3.2  

追溯单元  traceabl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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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其来源、用途和位置的相关信息进行记录、标识并追溯的单个产品、同一批次产品或同一类

产品。 

3.3  

追溯码 traceability code 

追溯系统中对追溯单元进行唯一标识的代码。 

3.4  

追溯系统  traceability system 

基于追溯码（3.3）、相关软硬件设备和通讯网络，实现信息化管理并可获取追溯过程中相关数据

的有机整体。 

3.5  

产品码 product code 

追溯系统（3.4）中对产品品种进行标识的代码。 

3.6  

单品码 individual code 

追溯系统（3.4）中对单个产品进行标识的代码。 

3.7  

单据码 transaction code 

追溯系统（3.4）中对进货、销售、出入库、运输等单据进行标识的代码。 

3.8  

主体码 subject code 

追溯系统（3.4）中对追溯主体进行标识的代码。 

4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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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追溯码应以追溯精度、产品特性和应用现状为基础，选择适当的编码结构； 

4.2 追溯码应从追溯单元产生时赋予，伴随追溯单元整个生命周期； 

4.3 在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情况下，宜采用现有标准。 

5 编码原则 

追溯码编码应符合唯一性、合理性、可扩展性、简明性、适用性和规范性的原则，具体要求见GB/T 

7027-2002第7章。 

6 追溯码结构 

6.1 追溯码的构成 

根据不同追溯精度，追溯码代码构成不同，具体见表1。 

 

 

表1 追溯码代码结构 

追溯精度 追溯码 

追溯到品种 主体码+产品码 

追溯到批次 主体码+产品码+批次码 

追溯到单品 
主体码+产品码+批次码+单品码/ 

主体码+产品码+单品码 

示例1：当产品为预包装类流通产品，且本身具有商品条码符号时，建议直接采用商品条码编码体系对追溯单元进

行标识。此时，主体码采用厂商识别代码，产品码采用商品项目代码，编码规则见GB 12904。批次码和单品码采用商品

条码应用标识符进行标识，具体见GB/T 16986。 

示例2：当追溯参与方自行编码时，主体码可采用中国大陆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港澳的企业注册编号；产品码

采用粤港澳食品追溯体系中的信息分类代码；批次码可按照生产设备或日期等进行编制；单品码可采用随机序列号等。 

6.2 追溯码的扩展 

追溯码结构应留有适当的扩充余地，从标识数据项上可以扩展，以满足信息扩充的需求。 

扩展码的扩展应符合以下要求： 

http://www.so.com/link?m=ajDJ%2Bs8Yo5%2BL4G3Wy%2B8BwHI5DCKL7331Pb%2B0t%2F%2BpkoUaFa7ENW6Go%2Bpf%2BDi6XkI3w2gBYVJS6sbIIxOXCAIlkxracB8mAahP74xCLSDNaIPFXFwF8zWNgyJSD3KVYkZ5tjHM5Su0ayQ%2FoIjC3HVkyPs6sqS%2BK7QQTSFnqAlIdMIA81E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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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扩展信息内容为产品追溯所需的必要性信息，如产地、生产日期、保质期等； 

b) 扩展码不应为空，可采用不定长字符，但结构应尽量简单，长度尽量短； 

c) 扩展码在同一追溯码结构中，应具有唯一性； 

d) 扩展码应符合GB/T 7027的要求，或采用现有的标准。 

7  追溯码标识 

为实现追溯信息的自动或人工采集，追溯码可以以标签、标记或标注等方式来标识。标识载体应保

留在追溯单元上，直到该单元被消解为止。 

根据实际需要，追溯码的标识载体可以是一维条码、二维条码、射频标签等。 

当采用GS1 128条码时，条码符号应符合GB/T 15425-2002的要求； 

当采用128条码时，条码符号应符合GB/T 18347-2001的要求； 

当采用QR条码时，条码符号应符合GB/T 18284-2000的要求； 

当采用RFID标签时，RFID标签应符合GB/T 36364或GB/T 3636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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