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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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唐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起草单位：唐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唐山市丰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唐山市药品不良反

应监测中心、唐山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局、唐山市食品药品综合检验检测中心、唐山市人民医院、

迁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唐山市食品行业协会、唐山市呈康食品有限公司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志利、贾轶环、尹喆、范秋佳、王琳、邓蕊、姜颖、佟林、杨梅、王颖、

王军、唐婕、贾春媚、谷守国、李文杰、王琳、王溪、周云。



T/XXX XXXX—XXXX 

2 

  

生湿面制品配送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湿面制品配送服务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管理要求、作业流程与要求、内审与

改进等。 

本文件适用于生湿面制品生产加工者组织的生湿面制品配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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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18  易腐食品控温运输技术要求 

GB   28009  冷库安全规程 

GB   29753  道路运输  食品与生物制品冷藏车  安全要求及实验方法 

GB/T 29912  城市物流配送汽车选型技术要求 

JT/T 650    冷藏保温厢式挂车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354、GB/T 22918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湿面制品  wet-fresh flour product 

以小麦粉和水为主要原料，经配料、和面、成型后未经加热、冷冻、脱水等处理的面制食品，如未煮

的面条、饺子皮、馄饨皮、烧麦皮、面片等。  
 
3.2 

即时配送  on-demand delivery 

立即响应客户提出的即刻服务要求，并且短时间内完成的生湿面制品配送方式。（客户包括

但不限于直营店、加盟店、农贸市场摊贩、超市、食杂店、餐饮店、食堂、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等经营者及消费者。） 

3.3 

准时制配送  just-in-time distribution 

在客户所指定的时间将指定数量的生湿面制品送达指定地点的配送方式。 

3.4 

控温运输  temperature-controlled transportation 

采取加热、制冷或隔热等措施保证易腐食品处于一定的温度环境下的运输方式。 

[来源：GB/T 22918—2021，3.7] 

4 基本要求 

生湿面制品生产加工者提供即时配送或准时配送服务的，应建立配送服务管理制度和作业

指导手册，配备相应的管理人员和配送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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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应具备与经营品种和配送业务量相适应的设施设备，定期维护使之处于良好状态。 

4.5  。 

5 管理要求 

5.2 人员 

上岗前和每年度

5.3  设施设备 

5.4 包装及温控材料 

6 作业流程及要求 

接收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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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处理 

生产加工 

按订单制定生产加工计划并组织生产，成品区内应具备不可更改且可追溯的温湿度记录设备。 

待发 

验货交接 

装车 

运输 

客户签收 

6.9.1 若客户当场拒收，配送员应立即联系派单部门，按照派单部门的要求妥善处理；货物返回或按改

派订单信息配送时，应全程采用控温方式。 

6.9.2 若客户要求更改派送时间，配送员可在有效保温期内进行第二次配送，及时将更改派送情况反馈

派单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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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 根据散装生湿面制品的商品性质和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已经送达并经客户验收的生湿面

制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情形。 

6.9.4 应建立并实施产品撤回方案，以确保存在或可能存在质量安全的生湿面制品能够被相关方及时

获知和恰当处理，降低危害扩散。应协助相关方对存在或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问题的货物实施召回。 

7 内审与改进 

内审 

应建立配送服务评审机制，定期对所执行的作业规范体系进行评审，评审内容应包括： 

a) 配送服务作业规范体系是否符合本文件要求； 

b) 配送作业程序、过程控制、相关记录可追溯性的适宜性； 

c) 配送作业规范体系实施的正确性； 

d) 针对评审结果，配送作业规范体系的持续改进情况。 

改进 

应建立持续改进的措施及方案，根据评审结果对不符合作业规范要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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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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