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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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食品质量控制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13）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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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生产物料标识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食品生产物料标识的基本原则、物料标识的标示内容、物料标识管理和使

用、物料标识信息化等方面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食品生产企业生产中使用和产生的物料的标识。本文件不适用于食品的标

签标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物料 material 

食品生产中使用和产生的原料、半成品和成品。 

3.2  

物料标识 material labelling 

用于标识物料信息和状态的说明物。 

3.3  

物料状态 material status 

物料所处于的状态。 

4 基本原则 

食品生产中使用或产生的物料种类多、物料类型复杂，这些物料的标识与提高食品生产

效率、提升食品质量密切相关。在食品生产各个环节科学准确标识物料是至关重要的。 

5 物料标识的标示内容 

5.1 物料标识的标示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规定，标识内容清晰、真实、准确，书

写规范，易于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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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物料标识的标示内容包括物料名称、物料批号、物料日期、物料状态、物料数量和

物料规格。考虑到与食品生产企业追溯体系的衔接，还可标示人员信息、领用量、领用日期

等。 

5.3 宜使用相关标准中对物料给出的名称作为物料名称。对于在相关标准中没有明确提

出名称的物料，可采用物料的商品名称；涉及企业特殊要求或商业秘密的，物料名称可采用

简称或代号。 

5.4 物料批号是追溯物料使用和流转的重要依据。物料批号可使用物料原有的生产批

号，也可自行设置批号。物料批号的唯一性是至关重要的，即一个批次物料对应一个物料批

号。 

5.5 宜对食品生产中涉及的原辅料、成品、退货物料、召回物料、剩余物料、留样等标

示物料日期。物料日期包括物料的生产日期、入库日期、取样日期、检验日期、出库日期、

开封日期、保质日期等。可根据物料特点、所处状态和所处环节，标示不同的物料日期。 

5.6 物料状态是食品生产物料使用和流转的重要指示。物料状态包括待检、合格、不合

格、限制性放行等。宜采用分色管理的方式对物料状态进行显著标示。物料状态的分色管理

示例见附录A。 

5.7 物料数量是动态变化的且与物料规格密切相关，因此宜在物料标识上同时标示物料

数量和规格。标示食品原料、食品包装材料等物料的数量时，宜标示领用量以及领用人、领

用日期等，确保食品生产配料和投料准确。 

5.8 当同种物料来自不同生产商或供应商时，易标示物料的生产商或供应商，也可标识

生产商或供应商的代号。 

5.9 当物料有特殊贮存条件时，除对贮存条件进行监控和记录外，还可在物料标识上标

示物料的贮存条件，便于检查和确认。 

5.10 可根据企业管理的需要，在物料标识上标示涉及的相关人员信息，如仓库管理员、

采购人员、接收人、检验人、入库人、领料人、出库人等 

5.11 可结合管理及实际使用需要，增加与对应物料相关的信息标示，如用途、产品描

述等标识。对于有误用或误食等安全风险的物料，宜增加警示用语。 

5.12 采用信息化手段对物料进行标示时，除记录本文件5.2-5.11提出的标识内容外，还

可记录物料所处货位的信息。 

6 物料标识管理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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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食品生产企业建立物料标识管理制度或规程，确定物料标识样式、形式、发放、使

用、销毁和控制以及相关记录要求。 

6.2 考虑到特殊物料的管理要求，当物料状态变化时，如由待检转为不合格品时，食品

生产企业安排专人负责物料标识的管理。对于不合格品等物料标识的接收、发放、使用、销

毁，也宜由专人负责管理。 

6.3 物料标识的粘贴位置相对统一、不易脱落，并有一定次序或方向；一般可粘贴在物

料原有标签附近，不覆盖或遮挡物料原有标签内容。 

6.4 宜采取区域标识牌、货位标识牌、托盘标签以及物料标签等形式，采用粘贴、张贴、

悬挂等方式对物料进行标识。 

6.5 物料标识的材质及粘贴方式不对食品造成污染。 

7 物料标识的信息化 

7.1 食品生产企业宜建设与企业规模相适应的物料标识信息化管理系统。 

7.2 物料标识信息化管理系统宜与企业检验、ERP、生产过程控制、追溯等内部管理系

统实现数据互通。 

7.3 物料标识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功能包括物料分类、标识可视化、标识状态变化提示、

标识可视化等。 

7.4 物料标识信息化管系统能对每个物料和库位进行编码，通过编码记录本文件第5章

提出的标识内容。 

7.5 可以采用代码或条码等形式对物料进行标识，并使用扫描枪或数据采集器实现物料

的使用或流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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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食品生产物料状态标识分色管理建议 

 

食品生产物料状态与分色管理的对应关系见表A.1。 

表A.1 食品生产物料状态与分色管理对应表 

物料状态 分色管理方式 说明 

待检 黄色标识加“待检”字样 表明所指示的物料处于待检状态，在进行

检验或查验结果前，不得用于生产、流转

或销售 

退货 黄色标识加“退货”字样 表明所指示的物料为退货状态，在确认退

货原因前，不得用于生产、流转或销售 

不合格 红色标识加“不合格”字样 表明所指示的物料为不合格品，不得用于

生产、流转或销售，需按照要求进行处置。 

召回 红色标识加“召回”字样 表明所指示的物料为召回产品。 

合格 绿色标识加“合格”字样 表明所指示的物料为合格品，可以用于生

产、流转或销售。 

限制性放行 绿色标识，但与合格标识要有颜色上差异 表明所指示的物料用于实验验证、工艺开

发等其他目的。 

废料 蓝色标识加“废料”字样 表明所指示的物料为废弃产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