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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辽宁省商务厅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沈阳物流行业协会、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大连港毅都冷链有限公

司、沈阳海吉星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沈阳鑫运物流有限公司、沈阳鲜

天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辽宁省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范广东、刘爱华、曹军、唐英军、张润卓、藏扬舒、孟祥顺、杨雪峰、

王凯、周英南、刘刚、贾佃精、王高青、赵若彤、殷巧琳、张博文、杜佳欣。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

行反馈，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本文件归口管理部门:辽宁省商务厅（沈阳市皇姑区泰山路17号，024-86892298-9187） 

标准起草单位:沈阳物流行业协会（沈阳市大东区东北大马路337号，024-8820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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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物流城市配送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辽宁省内冷链物流城市配送服务各环节流程及其操作规范。 

本文件适用于辽宁省内冷链物流城市配送服务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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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54 物流术语 

GB/T 18517 制冷术语 

GB/T 22918 易腐食品控温运输技术要求 

GB/T 23346 食品良好流通规范 

GB/T 24616 冷藏、冷冻食品物流包装、标志、运输和存储 

GB/T 28577  冷链物流分类与基本要求 

GB/T 28843 食品冷链物流追溯管理要求 

SB/T 10928  易腐食品冷藏链温度检测法 

DB21/T 3356  食品冷链物流（仓储与配送） 技术管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冷链 cold chain 

根据物品特性，为保持其品质而采用的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低温状态的物流网络。 

［来源：GB/T 18354-2006，定义 4.20］ 

3.2  

物流 logistics 

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的实体流动过程。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 

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实时有机结合。 

［来源：GB/T 18354-2006，定义 2.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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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物流 cold chain logistics 

以冷冻工艺为基础，制冷技术为手段，使冷链物品从生产、流通、销售到消费者的各个环节中始

终处于规定的温度环境下，以保证冷链物品质量，减少冷链物品损耗的物流活动。 

[来源：GB/T 28577，定义 3.4] 

3.4  

冷链物品 cold chain article 

冷链条件下流动的实体物质。 

[来源：GB/T 28577，定义 3.2] 

3.5  

配送 distribution 

在经济合理区域范围内，根据客户要求，对物品进行拣选、加工、包装、分割、组配等作业，并

按时配送到达指定地点的物流活动。 

［来源：GB/T 18354-2006，定义 2.13］ 

4 基本要求 

4.1 流程 

冷链物流城市配送服务一般包括分拣、装车、送货、投递、结算、退货等工作环节。 

4.2 一般要求 

4.2.1 冷链物流配送服务方应具备合法的营业执照及相关资质，符合 GB/T 23346的要求。 

4.2.2 冷链物流配送服务过程应满足冷链物品所需要的贮运条件。易腐食品温控应参照 GB/T 22918

及 DB21/T 3356的标准执行。 

4.2.3 冷链物流配送服务方应建立详细的作业规范以保证安全及时配送，满足客户需求。 

4.2.4 各环节应具有相应的抽检条件，配备相应的设备和仪器。根据检测的需要，可由具有法定资质

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4.2.5 应确保冷链物流信息的及时、可追溯和准确，追溯信息应符合 GB/T 28843的规定。 

4.2.6 冷链物流配送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应达到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并严格执行

国家和地方相关节能环保、清洁生产等法规和标准。 

4.2.7 冷链物品的分拣、装车、送货和卸货作业应满足相应的温湿度要求，并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温

湿度记录及检测设备进行温湿度的记录和监控，作业过程中，进行必要的物品温湿度和质量的查验和交

接，温度测量要求及方法按 SB/T 10928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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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进口冷冻冷藏食品在货物交付时，冷链物流城市配送服务企业应索要相关食品安全和防疫需要

的检测信息。                        

5 作业规范 

5.1 订单处理 

5.1.1 冷链物流配送服务方应通过可追溯的方式（如信息系统、邮件、微信小程序等）接收客户的

订单需求，订单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要求装货时间、要求送达时间、货物名称、数量、体积、重量、温度、

相对湿度要求及其它要求等，做好配送准备工作。                                  

5.1.2 冷链物流配送服务方应对接收的订单信息进行确认、回复。 

5.1.3 冷链物流配送服务方接收订单之后，制订送货作业计划，安排车辆，并下达给相关人员。 

5.1.4 冷链物流配送服务方按送货作业计划、配送车辆沿途送货信息制定合理路线规划。 

5.1.5 冷链物流配送服务方按照订单要求，根据货品流量、流向、城市道路要求安排运输工具体。 

5.2 拣货 

5.2.1 根据需要对暂存的冷链物品进行分类、打包、贴标等操作，在库期间对冷链物品的属性、数

量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对加工后的货品进行核对，确保无误。 

5.2.2 按照订单的安排，生成拣货单，再按照拣货单对库存货品进行分拣。之后对分拣后的货品再

次进行核对，货量高峰期提前一天安排理货员分拣。 

5.2.3 将封装好的冷链物品按照要求进行分堆、并堆作业，再次对冷链物品的编码名称以及数量等

信息进行核对，在过程中发现问题应及时纠正。 

5.2.4 分拣好的冷链物品应按照路线存放在指定区域，保持规定的温度；冷链物品的包装应卫生安

全，宜根据需要选用合适的包装材料和包装方式，推荐采用可降解、易回收、可重复利用的包装材料。 

5.2.5 对不符合运输要求或者冷链物品品质不达标的，应及时上报并处理。 

5.3 装载 

5.3.1 检查车辆安全、卫生状况、车厢保温的完好性及密闭性、制冷系统及温湿度监控等设备。 

5.3.2 在确定装载人员及设备到位后进行装货，装货前应先对车厢进行检查、卫生清洁，需要时进

行消毒。 

5.3.3 装货应当遵循先远后近，先缓后急、轻拿轻放、按单点货装车、严禁野蛮装卸的原则。 

5.3.4 装车物品应当遵循标签朝车尾、大不压小、重不压轻、木不压纸的原则，码放应当整齐平稳，

严禁倒置和侧向摆放。 

5.3.5 装载应轻拿轻放，严格按照冷链物品外包装上的储运标志进行操作。 

5.3.6 装载应做到冷链物品均衡分布，防止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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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应根据冷链物品属性合理拼装。 

5.3.8 作业完毕后清点冷链物品余数，正确填写发货单据。 

5.3.9 装载货物时，应查验在库温度记录。当温度或食品状态异常时，应不予装载。 

5.4 运输                                                                                

5.4.1 严格在规定时间内发车，合理安排运输路线，配送途中应对车辆运行轨迹进行实时监测。 

5.4.2 配送途中应按规定保持车厢内部温度，并有相应记录。 

5.4.3 配送途中保证行驶的安全性，减少起伏和震动，并有效控制在途行驶时间。 

5.4.4 配送途中不得进行不必要的停顿或其他无关的运输作业。 

5.4.5 配送途中应保证冷链物品的安全，做好防碎、防泄漏、防盗、防变质及防火、防潮、防事故

等安全工作。 

5.4.6 配送途中出现有物品散落、装备损坏等情况时，应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处理，必要时调

换车辆，同时登记备案。 

5.4.7 当遇到因路况等原因无法准时送达时，应及时向上级汇报情况，并与客户进行有效的沟通，

必要时应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保证服务质量。 

5.4.8 宜安排备用值班司机、分拣员，以防突发情况。 

5.5 送达 

5.5.1 应严格按标签上标明的收件人地址进行送货，在货品送达前，提前联系收件人，做好收件准

备。 

5.5.2 冷链物品的交接必须当面核对各项信息，无误后由收货方签字确认，送达时，应告知收件人

实时车厢温度，配合收件人对货物进行测温。 

5.5.3 交接时应有礼貌的要求收件人出示有效身份证件，以证明收件人身份。  

5.5.4 送货完毕，应将签收后的送货回单、周转箱等及时交回；填写送货记录。 

5.5.5 委托方依据实物单据、核算单据与被委托方进行财务结算。 

5.6 退货 

5.6.1 发生退货时应进行确认；及时联系委托方，按委托方意见处理。 

5.6.2 清点退货实物，核对单据、品种和数量；并将单据、物品交回。                            

5.6.3 当天未送完的货品或是无法投送的货品，应将货品返回配送中心。投送货品有下列情况之一的

作为无法投送的货品： 

a) 根据收件人信息无法联系； 

b) 收件人拒收的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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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原因无法投送的货品。 

6 实施要求 

6.1 人员要求 

6.1.1 冷链物流从业人员应符合国家及行业规定的职业资质要求。 

6.1.2 冷链物流城市配送作业方应配备满足冷链物流配送服务所需要的人员。 

6.1.3 作业人员应掌握冷链物流配送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并接受现场实际操作及劳动安全保护等培

训，按要求持证上岗。 

6.1.4 应建立完善的人员绩效考核制度。 

6.2 管理要求 

6.2.1 风险控制 

6.2.1.1 冷链物流配送作业方应建立安全保证体系。定期进行危害分析，确定各种冷链物品的关键控

制点和控制措施。 

6.2.1.2 冷链物流配送作业方应制定保证冷链配送的应急预案。 

6.2.1.3 冷链物流服务的委托方与被委托方应签订合同（协议），主要包括：责任、义务、权利、服

务内容、服务要求、服务质量、服务价格、赔偿办法等内容。 

6.2.1.4 冷链物品召回和销毁应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6.2.1.5 宜采取存货保险、财产保险、运输保险等措施。 

6.2.2 信息管理 

6.2.2.1 应建立与作业相应的信息设备管理和网络运营、管理制度，并落实相关信息管理人员。   

6.2.2.2 食品的追溯管理按照 4.2.5条的规定执行。 

6.2.2.3 宜采用 WMS、GPS、RFID、DMS 等物流信息技术及信息管理系统，并建立相应的作业规范。 

6.2.3 投诉处理 

6.2.3.1 应给委托方及相关客户提供冷链物流服务的投诉渠道和方式。 

6.2.3.2 投诉应在合理或承诺的期限内进行处理。处理的结果应及时反馈给投诉者，并采取预防措施措

施防止此类事件发生。 

6.2.3.3 应对投诉内容、处理措施、反馈等进行记录，并归档保存。 

6.2.4 文档管理 

6.2.4.1 应对整个作业过程及其核心要素进行描述，形成纸质文档或电子文档，并建立相应的文档发

布、管理、更改、撤回等程序和查询途径，文档管理应符合保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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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2 纸质记录及时归档，电子记录及时备份，相关文档至少保存 2年。 

7 监督检查及改进 

7.1 监督检查 

7.1.1 冷链物流配送服务方应建立监督检查程序及方案，定期对所执行的作业规范体系进行监督检查，

监督检查内容应包括： 

a) 作业规范体系是否符合本标准要求； 

b) 作业程序、过程实施、相关记录的适宜性、可操作性； 

c) 作业规范体系实施的正确性；  

d) 针对监督检查结果，作业规范体系的持续改进情况。 

7.1.2 监督检查方案应包括监督检查范围、监督检查周期、监督检查实施机构及职责、监督检查方法

等方面的内容，并将监督检查结果形成文档，及时报送相关管理部门。 

7.2 改进 

7.2.1 应建立持续改进的措施及方案。 

7.2.2 应根据监督检查结果对不符合作业规范细则要求的方面和作业规范自身存在的缺陷进行改进，

以确保作业规范的持续性、充分性和有效性，并将改进结果形成文档备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