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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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广州冷链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冷链行业协会、广东省冷链协会、广东南方冷链物流发展促进中心、深圳市

易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旭利北斗科技（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敏华、陈奕铨、杨婷、王震、刘志坚、胡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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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配送 信息追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冷链配送信息追溯的信息内容、流程操作、系统管理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冷链配送过程中的信息追溯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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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55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

SB/T 11151 冷链配送低碳化评估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冷链配送 cold chain distribution
在经济合理区域范围内，根据物品特性及客户要求，使冷链物品始终处于规定的温度环境下，对其

进行订单处理、拣货、装载、运输、卸货、退货、物料回收等作业，并要保证冷链物品质量，减少冷链

物品损耗，按时送达指定地点的物流活动。

［来源：SB/T 11151-2015，3.4，有修改］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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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GB/T 38155-2019，2.2]

3.3

信息追溯系统 information traceability system
运用信息技术，对供应链各环节实现信息记录和追溯管理的电子系统。

4 基本要求

4.1 信息追溯体系要求

4.1.1 信息追溯体系的设计和实施应充分满足用户冷链信息追溯需求。

4.1.2 信息追溯体系的设计应将冷链配送物流过程各追溯节点中本文件规定的编码和要素信息作为主

要追溯内容，建立和完善全程信息追溯，实现商品各追溯节点时间、地点、责任人、冷链物流作业业态

等冷链物流全程信息追溯。

4.1.3 信息追溯体系的设计应配置自动识别设备、相关手持式移动设备，便于信息采集。

4.1.4 信息追溯体系应可实现有通信网络和无通信网络环境的可操作性。

4.2 追溯信息要求

4.2.1 信息内容

冷链配送、仓储、装卸环节的追溯信息包含且不限于客户信息、产品信息、温湿度信息、收发货信

息和交接信息等，适宜时还应提供载重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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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信息存储

4.2.2.1 应建立信息存储管理制度，并要求相关负责人落实，相互监督。

4.2.2.2 纸质记录及时归档与确认签名，电子记录及时备份。记录应至少保存 2 年或保存至产品保质期

年限后半年。

4.2.3 信息传输

4.2.3.1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在冷链物流作业过程中应及时、准确、完整地记录各冷链物流环节的追溯

信息。

4.2.3.2 冷链物流上、下环节交接时应做到信息共享。

4.2.3.3 冷链配送过程各追溯节点应做好信息采集、信息共享，并及时上传至数据服务器。

4.2.3.4 追溯节点服务方应可查询该追溯节点前商品全部追溯信息。

4.2.3.5 每次冷链物流服务完成后，服务提供方应将信息提供给服务需求方。

4.2.4 信息安全

4.2.4.1 信息追溯系统数据库、数据传输过程应做加密处理。

4.2.4.2 信息追溯系统应具备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确保信息在储存、使用、传输过程中不泄露给

非授权用户和组织，不会被非授权用户篡改，保持信息内外的一致性，不会被异常拒绝，允许其可靠而

及时地进行访问。

4.2.4.3 信息追溯系统应具备防攻击、防病毒、防篡改、访问权限控制等能力，且具有可靠的信息安全

防护性。

4.2.4.4 信息追溯系统应有 2 份以上实时备份能力。

5 流程操作要求

冷链配送流程操作中信息记录要求如表1所示。

表 1 冷链配送信息记录描述

信息类型 信息内容

客户信息 客户名称、服务日期、地址、负责人联系方式等。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数量、生产批号、追溯标识、保质期等。

温湿度信息

环境温湿度记录、产品温度记录（采集时间和温度）、温湿度测量设备

和方法、预冷温度信息（包括预冷时间、预冷温度、作业环境温度以及

开始装车后的载体内环境温湿度）等。

收发货信息

集配中心收货信息应包括集配中心名称、地区、负责人、收货单号、品

种名称、重量（集货量）、等级、收货日期等。

产地生产企业和销地流通企业的进货信息应包括产地生产企业和销地流

通企业名称、地区、企业类型、负责人、进货单号、品种、重量、等级、

进货日期等。

运输信息

产品装运前应对运输载体进行预冷，检查相关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包装

完好程度等。

运输过程中应全程连续记录运输载体内环境温度信息，产品温度、运输

载体或仓库名称、运输时间或仓储时间等。

运输结束时测量产品温度，根据冷链运输服务需求方要求，提供与运输

时间段相吻合的温度记录等。

仓储信息

产品入库前，应查看产品质量证明文件，核对产品品种是否一致，记录

温度、入库时间、交接产品温度等。

仓储过程中，应记录产品温度、冷库环境温度，库内温度感应器的数量

设置需满足温度记录要求等。

产品出库时，记录冷库环境温度和交接时的产品温度。仓储服务完成后，

根据冷链仓储需求方要求，提供仓储过程中的温度记录等。

涉及分拆、包装等物流加工作业的，应记录产品名称、数量、批号、保

质期、分拆和包装时的环境温度和产品温度，作为仓储环节的加工追溯

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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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卸信息

装卸前应检查产品的包装完好程度，记录环境温度，选取合适样品测量

产品温度等。

装卸环节的温度追溯信息包括装卸前的环境温度、产品温度等。

装载时的追溯补充信息包括装车时间、预冷温度、作业环境温度以及开

始装车后的运输载体内环境温度等。

退货处理信息

销后退回的产品，需检查退货方提供的温度控制说明文件和售出期间温

度控制的相关数据等。对于不能提供文件、数据，或温度控制不符合规

定的，应当拒收。其他应按冷链货物收货程序进行。

回收信息 需要回收的物料信息，如数量、规格、回收时间、回收地址、联系人等。

注 1：本表信息可根据实际情况作相应调整和补充。

注 2：温度测试方法可参照附录 A进行。

6 系统管理要求

6.1 运行与维护要求

6.1.1 实施要求

6.1.1.1 系统管理人员应建立并畅通与用户互动交流渠道。

6.1.1.2 应对运行维护工作进行整体规划，提供必要的资源技术支持，实施运行维护能力管理。

6.1.1.3 应按照业务要求实施管理活动并记录，确保运维过程可追溯，维护结果可计量或可评估。

6.1.2 检查要求

6.1.2.1 应定期或不定期检查运行维护工作是否按照计划要求和质量目标进行。

6.1.2.2 对温度等记录仪稳定性和相关功能进行统计分析。

6.1.3 改进要求

6.1.3.1 应不断改进运行维护工作过程中的不足，持续提升运行维护能力。

6.1.3.2 应建立运行和维护的改进机制，对不符合要求的情形进行调查分析，根据分析结果确定改进

措施，制定服务能力改进计划。

6.1.3.3 应建立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手册。

6.1.4 过程要求

6.1.4.1 应至少建立的过程包括：运行与维护管理、事件管理、问题管理、配置管理、变更管理、发

布管理和安全管理。

6.1.4.2 应建立与解决问题的相关技术关键指标，指标包括：解决问题的技术指标或标准的有效性、

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手册的可用性、测试环境与运行环境的匹配度、测试标准和方法的有效性。

6.1.4.3 应在运行维护服务过程中注重信息的保密性、可用性和完整性。

6.1.4.4 应保证系统安全和信息安全，对系统基本功能应采取控制手段，以避免软硬件受到篡改或欺

骗性访问。

6.1.5 应急管理要求

6.1.5.1 应建立流通追溯信息系统应急预案，日常应做好数据备份工作；应有常用备件如主板、硬盘、

光驱、网线等；应配置不间断电源，对可能的断电风险进行评估，不间断电源应在断电后至少维持工作

24h 以上。

6.1.5.2 遇到紧急情况时应保护现场、日志文件及重要数据，及时通知有关单位并上报主管部门。

6.2 实施追溯要求

6.2.1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应保留相关追溯信息，积极响应客户的追溯请求并实施追溯。追溯请求和

实施条件可在商务协议中进行规定。

6.2.2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商业惯例或合同实施追溯，特别是遇到以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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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发现产品有质量问题时，应及时实施追溯并应对产品封存以备问题产品流出市场；

b）根据服务协议或者客户提出的追溯要求，向客户提交相关追溯信息；

c）当上、下环节企业对产品有疑问时，应根据情况配合进行追溯；

d）一旦发生安全事故时，应快速实施追溯。

6.2.3 应按危害分析及关键控制点的规定，进行冷链配送过程的货物追溯。

6.2.4 实施追溯时，应将相关追溯信息数据封存，以备检查。

6.3 追溯反馈要求

6.3.1 追溯平台应对信息安全进行保护，公共追溯平台至少应达到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三级认证。

6.3.2 产品流通信息追溯系统信息反馈终端应具备采集信息并向公共信息平台传输信息的功能，包括

但不限于设备备案号、产品名称、产品批次、分类、产地、销地、单据号、操作人、承运人、中转地、

车辆信息等。

6.3.3 产品流通信息追溯系统信息接收终端应具备对终端反馈信息进行分类、汇总、查询、排序、筛

选、备份等功能；应保证数据接收和传输的稳定性。

7 评审及改进

7.1 评审

7.1.1 信息追溯体系应建立评审程序及方案，定期对所执行的体系进行评审，评审内容应包括：

a）体系是否符合本文件要求；

b）体系程序、过程实施、相关记录的适宜性、可操作性；

c）体系实施的正确性；

d）针对评审结果，体系的持续改进情况。

7.1.2 评审方案应包括评审范围、评审周期、评审实施机构及职责、评审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并将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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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根据评审结果对信息追溯体系不符合规要求的方面和体系自身存在的缺陷进行改进，以确保

体系的持续性、充分性和有效性，并将改进结果形成文档备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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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温度测试方法

A.1 环境温度的测量要求

A.1.1 测量点应选择在没有冷凝、异常气流、辐射、振动和可能冲击的位置。

A.1.2 温度计或感温元件应尽可能放在测量环境中有代表性的位置点上。

A.1.3 冷藏运输装备内测量点应选择最不利温度条件处（如送风口、回风口、车门开启处等）；对多

温运输装备，每一温区内应至少有一测量点。

A.1.4 穿堂、月台等测量点应根据温度分布选取代表性位置点和温度的高、低点。

A.2 温度的测量要求

A.2.1 测量易腐产品时，应优先采用非破坏性测量方式（如测量表面温度）；当非破坏性测量的结果

无法满足要求时，才能采取破坏性测量方式（如测量中心温度）。

A.2.2 配送环节温度测量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在装卸货时，应对易腐产品温度进行抽检；

b） 在运输过程中，应对运输装备内环境温度进行检测；

c） 如发现运输温度不符合相关产品规定时，应测量产品温度，不同产品的温度要求参照 GB/T

22918 进行；

d） 对于冷却产品，应从温度最高和最低区域进行抽样；对于冷冻产品，应从温度最高区域进行抽

样；

e） 对产品进行抽样温度检测时应选取最易温度适控点，如临近每扇门或双开门开启边缘的货物顶

部与底部、最后方角落中货物的顶部、货物中心、货物表面中心、货物表面的顶部角落、离蒸

发器最近和最远点等；

f） 如果冷藏运输装备处于除霜周期中，应在报告中记录。

A.3 温度检测仪器的要求与选择

A.3.1 宜采用数字温度测量仪使用电池的温度检测仪应具有电池电量提醒功能，应避免水分凝结造成

不良影响。

A.3.2 测温钻孔设备应使用可以方便清洗的锐利金属工具，如探针、冰锥或手钻等。包装和产品上的

孔洞直径应与温度检测仪器的感温元件直径紧配。

A.3.3 温度检测仪器应当采用统一标准避免造成检测数据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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