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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相关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广东省有机农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广东中科凯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陕西中科凯泽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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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生产环境智能识别检测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提供了粤港澳食品加工生产环境的评判标准，包括系统总体要求、总体架构设计，以及对系

统功能、性能、部署方式、运行维护等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粤港澳食品生产、食品加工和食品销售场所，检测粤港澳食品加工生产环境的卫生与

安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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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T/GDFCA 032—2019 食品加工人员基本作业要求及控制水平等级 

DB3401/T 224—2021 食品生产安全智慧监管平台建设指南  第8部分：部署环境要求 

GB/T 40659—2021  智能制造 机器视觉在线检测系统通用要求 

DB4403_T 95-2020 食品快速检测实验室通用要求 

T/ GDFCA 059—2021 粤港澳食品追溯 数据安全及隐私保护通用  

QBT4111-2010 食品工业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建立及实施通用要求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食品加工 Food processing 

直接以农、林、牧、渔业产品为原料进行的谷物磨制、饲料加工、植物油和制糖加工、屠宰及肉类

加工、水产品加工，以及蔬菜、水果和坚果等食品的加工活动，以及薯类，脱水蔬菜加工，蔬菜罐头加

工，是广义农产品加工业的一种类型。 

3.2  

生产环境 Production environment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必须具备保证产品质量的环境条件，主要包括食品生产企业周围不得有有害气

体、放射性物质和扩散性污染源，不得有昆虫大量滋生的潜在场所；生产车间、库房等各项设施应根据

生产工艺卫生要求和原材料储存等特点，设置相应的防鼠、防蚊蝇、防昆虫侵入、隐藏和滋生的有效措

施，避免危及食品质量安全。 

3.3  

智能识别 Intelligent recognition 

是指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识别特定的行为或者物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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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检测 Intelligent detection 

指带有智能判断和处理的检测装置，既可以检测,又可以智能处理和控制。 

3.5  

食品加工人员 Food processing staff 

是指从事直接加工或生产食品的工作人员，如食品加工厂的加工工人。 

3.6  

作业要求 Work requirements 

指食品加工人员在工作区域中为保证加工食品的质量安全所规定的一系列规范要求或准则。 

3.7  

计算机视觉 Computer Vision 

通过摄像头采集图像或视频并通过计算机作进一步处理从而获取相应场景的三维信息进而对目标

进行识别、跟踪和测量等。 

 

4 系统总体要求 

在粤港澳食品生产、食品加工和食品销售场所，通过智能系统检测食品加工生产环境的卫生与安全。

系统投入使用后，质监人员和企业管理者不需要到达生产现场，便能通过视频图像观察到生产过程状态，

能及时发现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违规操作、错误操作的情况，提高了食品安全生产的预警、防范能力，为

质监部门质量安全监管提供了事后分析的依据，大大提高了监管效能。 

5 总体架构设计 

食品加工生产环境智能识别检测管理系统核心算法包括人脸识别、行为识别、动作姿态识别、商

品识别、服装穿戴识别、物体识别、烟火识别、垃圾识别、环境检测、智能预警等，结合核心算法、

硬件和终端服务器构成的人工智能智能识别检测管理系统。系统架构图如图1所示，它包括基础设施建

设、网络层、智能管理平台、视频分析层和系统交互层。 

1.基础设施建设：数据采集与感知主要用于采集物理世界中发生的物理事件和数据，包括各类物

理量、标识、音频、视频数据。物联网的数据采集涉及传感器、多媒体信息采集、二维码和实时定位

等技术。 

2.网络层：实现更加广泛的互联功能，能够把感知到的信息无障碍、高可靠性、高安全性地进行

传送，需要传感器网络与移动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相融合。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移动通信、互

联网等技术已比较成熟，基本能够满足物联网数据传输的需要。 

3.智能管理平台：应用层主要包含应用支撑平台子层和应用服务子层。其中应用支撑平台子层用

于支撑跨行业、跨应用、跨系统之间的信息协同、共享、互通的功能。 

4.视频分析层：通过视频采集到的数据，进一步进行分析操作。其中包括人脸识别、入侵检测、

垃圾检测、环境检测、烟火识别、定时清洁消毒、服装穿戴识别等。 

5.系统交互层：可以通过平板、手机、PC端等进行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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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系统架构图 

6 系统功能和性能 

6.1 系统功能要求 

6.1.1 人脸识别功能 

a）人脸识别终端可以注册人脸，满足单个用户注册多张人脸图像的需求，人脸可来自不同的图像

源，如实时视频、录像视频、相片等。 

b）在人脸识别终端设备已经有人脸图像注册成果，则输入待识别人脸图像时，可以给出识别结果。 

c）人脸识别终端设备支持对已注册的用户和 图像进行删除操作。 

d）人脸识别终端设备支持对已注册的用户和人脸图像进行查询操作。 

e）人脸识别终端设备可以显示已注册用户和人脸图像的数量、以及最大用户和人脸图像容量。 

f）人脸识别终端设备能够寻出人脸识别记录，并支持查看，人脸识别记录中包含用户编号、人脸

图像和识别时间等。 

6.1.2 重点人群识别布控功能 

系统调取各个设备和通道的视频信息，对视频监控中出现的多张人脸进行自动检测、框定定位、抓

拍提取人脸，支持实时刷新抓拍人脸图片。系统内含质量评价算法，对检测区域出现的人员进行人脸检

测和评分，对抓拍的人脸照片自动进行比对筛选，筛选出质量最高、最为清晰的人脸图像作为抓拍人员

人脸图片。 

将抓取的人脸图片和黑名单中的人脸库进行实时比对，如果人脸相识度超过预设报警阀值，系统可

自动进行报警提示。系统可按通道对人脸进行布防，每个通道可以单独配置黑名单，实现单独布防。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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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员可以在监控界面查看抓拍原图和黑名单人员图片进行核实，也可以点击查看更多跳转报警查询

页面进行录像核实。 

6.1.3 工人服装穿戴识别功能 

智能监控食品加工人员是否按照作业要求穿着工服，并根据检测情况对不合格穿戴者发出警告。确

保食品加工的环境干净卫生,符合食品加工的作业要求。 

6.1.4 人员摔倒检测功能 

对监控区域内的人员跌倒进行监测，当发现人员跌倒时以最快的方式进行预警，有效的协助管理人

员处理，并最大限度地降低误报和漏报现象。特殊地段、场所实时抓拍，声音报警，保存抓拍图片记录。 

6.1.5 人员密度检测功能 

智能监控人员非正常聚集判断人流平均速度，逆向对冲，突然静止，密度逼近警戒密度等情况，及

时通知值班人员注意并采取处理措施，避免事态扩大化，发生踩踏，挤压等事故，维持厂区的正常秩序。 

6.1.6 工厂人数统计功能 

基于对运动目标的智能跟踪与识别技术，采用先进的人数统计算法，通过区域和方向的设定来统计

通过人数，能准确提供有关人群流动量、人群流动方向的统计及分析数据。可以统计各个区域的到场离

场的人数，实现智能大数据统计，根据各场所的阶段性人群流动数据，统计结果提供给领导，总体上能

对人员动态进行评估，以便科学调整和管理。 

6.1.7 区域入侵检测功能 

智能监控系统自动检测场景内人、车辆非法进入重要敏感区域。如果有人跨越警戒线或进入了预先

设定的禁止区域等异常情况发生，智能分析系统将锁定框标识目标在画面中的具体位置，开始进行物体

追踪，并启动预先设定的报警机制自动调用实际场景中声光报警装置，对可疑人员发出告警，同时提醒

值班人员注意，及时制止，这样就能实现无间断的自动值守，避免人工值守的传统方式因疲劳或疏忽而

错失及时发现并制止安全事件的时机。 

6.1.8 攀高检测功能 

基于计算机识别技术,通过配合现场摄像头,对围墙处实时自动识别攀高行为并报警。 

6.1.9 脱岗检测功能 

工厂岗位需要长期有工作人员在岗，需要对脱离岗位人员进行有效的管理，基于计算机识别技术,

通过配合现场摄像机,在指定区域内，实时监测自动识别人员脱岗行为并报警。 

6.1.10 消防通道堵塞检测功能 

基于计算机识别技术,通过配合现场摄像头,自动识别车辆拥堵时并报警，以便工作人员及时对消

防通道畅通进行有效管理。 

6.1.11 火情预警功能 

基于视频分析的室内、室外火情自动检测预警系统的目的是能够实现无人值守的不间断工作，自动

发现监控区域内的异常烟雾和火灾苗头，以最快、最佳的方式进行告警和协助消防人员处理火灾危机，

并最大限度地降低误报和漏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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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2 工厂垃圾桶满溢功能 

垃圾满溢预警功能实现垃圾箱满溢实时监控，管理站可直接掌握工厂内垃圾桶的饱和状态，提高垃

圾及时清理和运输效率，时刻保证工厂环境适宜食品加工。 

6.1.13 工厂环境检测功能 

通过传感器收集到的数据转入到数据中心进行智能处理，根据预设的标准数值，与检测到的工厂

环境各项指数作详细的对比，并作出预警。自动检测预警系统的目的是能够实现无人值守的不间断工

作，自动发现监控区域内的异常情况，以最快、最佳的方式进行告警和协助处理危机。 

6.1.14 定时清洁消毒功能 

通过对系统设定定时功能，对于食品加工厂内的区域进行定时定量消毒。以确保工厂每天的消杀

工作高效完成。 

 

6.2 系统性能要求 

6.2.1 设备性能要求  

食品加工生产环境智能识别检测管理系统的设备性能要求主要包括：  

a) 常规性：设备能够输入信号并输出处理结果。  

b) 无损性：外观应满足设备要求，应无瑕疵、无活动、无断裂、无机械损坏，且相关铭牌标识应清

晰。  

c) 安全性：应符合设备安全性和信息安全性的要求，避免诱发危险。  

d) 可靠性：设备衡量标准可包括平均故障间隔时间、平均修复时间、可用性和使用寿命。  

e) 可维护性：设备在特定条件下经指定程序和资源执行系统修复后，可维持或恢复到指定功能。  

6.2.2 过程性能要求  

食品加工生产环境智能识别检测管理系统的过程性能要求一般包括：  

a) 精度：系统检测到的被检测对象特征值的邻近度应满足用户要求。  

b) 速度：系统对与输入对象相关的输入信号的反应速度应满足用户要求。  

c) 稳定性：系统可在检测各阶段和工作环境中对静态或动态的产品进行稳定的图像采集和图像处理

分析，包括成像稳定性和软件稳定性。  

d) 灵活性：系统应适应外部需求的变化。  

e) 学习能力：当被检测对象发生异常变化时，系统可以自行学习并检测出异常情况。  

6.2.3 制造管理性能要求  

食品加工生产环境智能识别检测管理系统的制造管理性能要求主要包括：  

a) 质量保证：硬件、软件开发、制造、集成以及硬件和软件应严格完成符合质量保证体系的要求和

程序。 

b) 维护支持：系统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都应有维护系统支持，以确保其满足指定的工作质量。  

c) 兼容性：应满足内部兼容性和外部兼容性的要求。  

d) 物理特性：应考虑物理特性造成的约束，包括质量、体积、散热等因素。   

6.2.4 检测性能要求  



T/GDOAA 0005—2022  

 

食品加工生产环境智能识别检测管理系统在执行检测任务的性能要求主要包括：  

a) 准确性：使用规定方法在指定时间检测一定数量产品样本的正确率应满足企业生产现场误报率目

标要求。  

b) 一致性：多次重复执行相同的检测任务，判别结果应一致。  

c) 实时性：系统应满足用户在循环时间内完成的检查任务，通常要求检测速度要比信号采集间隔的

时间快。 

 

7 系统部署方式 

7.1 网络要求 

应确保互联网与内部局域网之间用防火墙隔离，禁止外界用户直接访问内部局域网。 

7.2 机房要求 

建有独立机房的，应在机房内放置平台服务器及相关硬件设备，并制定完善的机房安全管理制

度。 

7.3 服务器要求 

服务器配置应至少满足以下需求： 

a) 部署应用中间件和发布应用程序； 

b) 部署数据库系统； 

c) 数据交换需求。 

7.4 数据库要求 

宜使用大型数据库系统，具备海量数据的存储、加工处理能力及配套的高可用性集群解决方案，

宜采用大数据技术方式构建整体数据架构，物理服务器部署分布式数据库系统。 

 

8 系统运行维护保养 

8.1 管理要求 

a) 食品加工厂经营者应取得行业主管部门认可的合法有效的经营资质证明。 

b) 食品加工厂管理者应建立巡查制度、人员管理制度、安全规范等管理制度。制度应明确责任人、

主要工作程序和岗位职责。 

c) 食品加工厂管理者应对食品加工厂经营者进行相关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经营的相关法律、法

规、政策、管理制度、安全规范、消防知识、诚信经营、收费管理、纠纷处理、应急预案等。 

8.2 日常维护保养 

a) 每三个月对食品加工生产环境智能识别检测管理系统进行设备保养和线路检护，保持良好的运行

状态。 

b) 每三个月对硬件设施进行维护清理，对各种设施要定期监测。终端设备环境适应性：终端设备工

作温度是 0-40℃，储存温度为-20-55℃，工作湿度为 30%-90%，储存湿度为 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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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应每月检查各部件间的通信接头是否连接牢固，发现松动立即加固或重新连接，并做防护处理。 

d) 应每月对服务器或电脑客户端要及时检查线路是否正常，软件连接是否正常，不要轻易安装不相

关的软件。 

e) 应每月检查服务器、管理计算机系统软件运行状况，并清理系统中的垃圾文件。 

8.3 提供技术和运营支撑保证 

a) 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功能模块维护、软件打补丁、功能调整后的测试维护、日常巡检、备份等常规

效劳； 

b) 根据系统的业务需要，提供现有功能的完善、系统的临时性需求及开发效劳； 

c) 日常维护工作、技术热线支持、运营效劳等； 

d) 提供帮助性、紧急性技术支持效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