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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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代替 QB/T 4971—2018《婴幼儿配方乳粉行业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规范》，与 QB/T 4971—2018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变化如下：

——更改了标准的“范围”（见第 1章）。

——增加了“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术语和定义（见3.1）。

——更改了“追溯节点”的术语和定义（见 3.6，2018 版的 3.5）。

——更改了“一般要求”（见第4章）。

——删除了“其他信息”类型（见2018版的表1序号3）。

——增加了“储存条件”内容（见表 1 序号 1）。

——增加了“国食注字”内容（见表3序号2）。

——删除了“均质起止时间”内容（见2018版的表3序号3）。

——增加了“杀菌流量”内容（见表3序号4）。

——删除了“浓缩时间”内容（见2018版的表3序号4）。

——删除了“关键控制点的信息”类型（见2018版的表3序号10）。

——增加了“罐内异物检测信息”类型（见表3序号10）。

——增加了“审核人”“国食注字”内容（见表4序号1）。

——增加了“审核人”内容（见表4序号2）。

——增加了“审核人”内容（见表4序号3）。

——增加了“投料”类型（见表4序号5）。

——删除了“关键控制点的信息”类型（见2018版的表4序号9）。

——增加了“罐内异物检测记录”类型（见表4序号10）。

——增加了“国食注字”内容（见表5序号1）。

——增加了“产品检验报告”内容（见表5序号1）。

——删除了“产品检验报告”类型（见2018版的表5序号4）。

——增加了“投诉产品”“投诉内容处理结果”内容（见表7序号3）。

——增加了“产品配方注册号”信息项名称（见表8序号3）。

——删除了“外包装展开图”信息项名称（见2018版的表8序号6）。

——删除了“主要原料合格证明”信息项名称（见2018版的表8序号30）。

——删除了“数据上传日期”信息项名称（见2018版的表8序号32）。

——增加了“评价与改进”一章（见第11章）。

——删除了“附录A （资料性） 二维条码追溯标识要求”一章（见2018版的附录A）。

——删除了“附录B （资料性） RFID标签追溯标识要求”一章（见2018版的附录B）。

——删除了“附录C （资料性） 信息交换格式要求”一章（见2018版的附录C）。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6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贝因美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君乐宝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欧世蒙牛乳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天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健合（中国）有限公司、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弥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黑龙

江立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瑞德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北京鑫创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工业信

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山东浪潮数字商业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郭和生、邢腾飞、赵阳、岳增君、陈娟、孟慧敏、张翊涵、林宇斌、乔小青、

邵鹭越、王元堃、孔令朝、张维明、冯作刚、鲍卫国、郭献光、何红兵、李莉、张晋波、刘丁、李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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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8 年首次发布为 QB/T 4971—2018；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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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配方乳粉行业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婴幼儿配方乳粉行业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相关的术语，规定了婴幼儿配方乳粉行业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的一般要求、追溯编码要求、追溯信息要求、追溯标识要求、追溯信息采集要求、追

溯信息管理要求、追溯系统建设和管理要求，给出了该体系的评价与改进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婴幼儿配方乳粉行业产品质量安全信息追溯管理与信息共享（含进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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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8452 信息安全技术 应用软件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

GB/T 38155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

GB/T 38158 重要产品追溯 产品追溯系统基本要求

GB/T 44446 生产过程质量控制 质量追溯系统

3 术语和定义

GB/T 3815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婴幼儿配方乳粉 infant formula milk powder

以牛(羊)乳及(或)其乳蛋白制品为主要蛋白来源，加入适量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或)其他原料，仅

用物理方法生产加工制成的适用于0-36月龄婴幼儿食用的婴幼儿配方食品。

3.2

信息追溯 information traceability

对产品原料供应、生产加工、仓储、物流、销售、消费等环节的正向、反向信息查询，并可用于责

任界定的信息技术手段。

3.3

追溯标识 traceability identification

产品信息追溯的唯一识别编码的物理载体。

3.4

标识信息 information of traceability identification

追溯标识中承载的信息。

3.5

追溯编码（标识编码） traceability code（identification code）

产品信息追溯的唯一识别码。

3.6

追溯节点 traceability node

产品在变化监管责任人或身份码时的信息采集与使用点，如原料入厂、成品出厂、储运、经销出入

库、门店销售、消费者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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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追溯信息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由各追溯节点进行采集与交换的产品可追溯信息条目。

4 一般要求

4.1 追溯体系的设计、建设、管理、运行应符合 GB/T 22239、GB/T 28452、GB/T 38158、GB/T 44446

等相关标准的要求。

4.2 追溯体系的架构与系统设计应可扩展及可兼容，适应和包容差异化的追溯编码体系、追溯标识选

取及追溯技术水平。

4.3 追溯体系的设计应覆盖婴幼儿配方乳粉原料供应、生产加工、仓储、物流、销售、消费等节点。

4.4 追溯体系应按需、按权限向企业、相关部门、消费者等追溯用户提供可追溯的信息内容，公开信

息应向社会开放查询。

5 追溯编码要求

5.1 编码规则

应通过商品条码、物联网标识等编码表现形式对产品进行标识编码，确保标识编码的全球唯一性。

标识编码内容包含企业编码及企业内部产品编码两部分。企业编码由厂商向编码主管机构申请，企业内

部产品编码由厂商自行编码。

5.2 标识信息要求

标识信息中至少应包含解析服务器地址信息与标识编码信息。

5.3 查询过程

5.3.1 扫描方式：用户使用读取设备扫描商品包装上的二维条码或射频识别（RFID）等追溯标识获取

标识信息，自动向标识编码解析服务器地址发出请求，解析服务器对请求的标识编码进行合法判断并返

回查询结果。

5.3.2 输入方式：用户根据商品包装上印制的标识编码,通过查询平台直接输入，向标识编码解析服务

器地址发出请求，解析服务器根据请求的编码进行合法判断并返回查询结果。

6 追溯信息要求

6.1 原料信息

6.1.1 原料信息应符合表1的要求。

6.1.2 湿法工艺中主要原料为生乳的，其生乳信息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 1 原料信息

序号 类 型 内 容

1 原料信息
原料名称、净含量、规格、原料标准代号、生产地、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温

度、湿度等）、原料批次、出厂检验报告、验收检验报告、不合格原料处置记录等

2 原料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企业地址、联系方式、企业网址、生产许可证编号、生产许可证有效期等

表 2 生乳信息

序号 类 型 内 容

1 牧场信息 牧场地址、牧场面积、奶牛（羊）总数量、监测机构、监测结果、养殖密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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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生乳信息（续）

序号 类 型 内 容

2 奶牛（羊）信息
饲养档案、用药记录、免疫记录、消毒记录、转栏记录、实验室检验记录、临床检查记

录、奶牛（羊）检验报告等

3 生乳运输信息
牧场名称、牧场经手人、生乳数量、押运人、司机、车牌号码、奶车清洗消毒记录、出

发时间、出发时生乳温度、到达时间、到达时生乳温度等

6.2 生产信息

6.2.1 生产加工环节中的追溯信息采集节点应包括湿法工艺的产品配料、杀菌和浓缩、喷雾干燥和冷

却降温、产品包装等节点。干法工艺的备料、进料、预混、配料、混合、包装等节点。干湿复合工艺符

合湿法工艺、干法工艺中对应的节点等。

6.2.2 湿法工艺生产信息应符合表 3 的要求。

6.2.3 干法工艺生产信息应符合表 4 的要求。

6.2.4 干湿复合工艺生产信息应符合湿法工艺、干法工艺中对应节点的信息要求。

表 3 湿法工艺生产过程信息

序号 类型 内 容

1 生乳工厂接收与处

理信息
接收时间、接收人、生鲜乳检验报告、净乳参数、杀菌温度与保持时间、冷藏温度等

2 配料信息
产品配方、原料名称、原料批次、编码、原料厂家、工单号、配料时间、配料记录、操

作人、审核人、国食注字等

3 均质信息 均质温度、均质压力、操作人等

4 杀菌和浓缩信息 杀菌温度和时间、杀菌流量，浓缩温度等

5 喷雾干燥信息 进风温度、排风温度、喷雾压力、塔内压力等

6 二次干燥冷却信息 各段流化床进风温度、出粉温度等

7 产品包装信息
工单号、包装材料名称、编码及批号、产品名称、净含量、规格、生产日期、产品批次、

产品追溯编码等

8 设备信息 设备状态记录、设备检定记录、生产设备清洗消毒记录、洁净区空调运行与监测记录等

9 清场信息
工序、品名、生产批次、清场时间、检查项目及结果、清场负责人及复查人等，生产作

业区清洁记录等

10 罐内异物检测信息 检测设备、检测人、检测时间、异物检测记录等

注：以上温度、压力等运行参数要按监控频次进行记录。

表 4 干法工艺生产过程信息

序号 类 型 内 容

1 备料信息 工单号、配方信息、产线信息、原料信息、预混料信息、操作人、审核人、国食注字等

2 进料信息 原料信息、脱包杀菌信息、操作人、审核人等

3 配料 配料人、配料时间、配料信息等

4 预混 预混料名称、预混料重量、预混时间、操作人、审核人等

5 投料 投料名称、规格、批次、数量、操作人、投料点、投料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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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干法工艺生产过程信息（续）

序号 类 型 内 容

6 混合 混合时间、混合重量、操作人等

7 包装信息
工单号、包装材料名称、编码及批号、产品名称、净含量、规格、生产日期、产品批

次、产品追溯编码等

8 设备信息
设备状态记录、设备检定记录、生产设备清洗消毒记录、洁净区空调运行与监测记录

等

9 清场信息
工序、品名、生产批次、清场时间、检查项目及结果、清场负责人及复查人等，生产

作业区清洁记录等

10 罐内异物检测信息 检测设备、检测人、检测时间、异物检测记录等

注：以上温度、压力等运行参数要按监控频次进行记录。

6.3 成品信息

成品信息应符合表5的要求。

表 5 成品信息

序号 类 型 内 容

1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净含量、规格、产品执行标准号、产品的类别、属性、生产工艺、生产日期、

保质期、产地、产品批次、外包装展开图、产品追溯编码、国食注字、产品检验报告等

2 消费说明
适用年龄、使用说明、警示说明、配料表、贮存条件、主要营养成分及含量、其他质量

承诺等

3 管理信息 产品放行记录、产品留样记录、不合格产品处置记录、退货处置记录等

4 产品仓储信息 产品名称、产品批号、库存信息、出入库信息等

6.4 销售信息

销售信息应符合表6的要求。

表 6 销售信息

序号 类 型 内 容

1 企业发货信息 购货单位、货物信息、发货时间、发货地点等

2 物流信息 物流公司、货物信息、运送时间、到达时间、始发地点、到达地点、接收单位名称等

3 门店销售信息 门店基本信息、销售信息等

6.5 消费者信息

消费者信息应符合表7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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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消费者信息

序号 类 型 内 容

1 客户信息 注册客户基本信息，积分信息等

2 购买信息 购买时间、地点、意见反馈等

3 投诉信息 投诉者、投诉产品、投诉时间、地点、投诉内容、投诉内容处理结果等

4 追溯查询记录 追溯查询时间、地点、次数、查询渠道等

6.6 其他信息

企业相关信息、问题产品召回信息、食品安全事故处置记录、统计分析信息、决策支持信息、预警

信息等。

6.7 公开信息

公开信息面向社会提供消费者查询，应符合表8的要求。

表 8 公开信息

序号 信息项名称 信息属性 数据类型 内容样例或说明

1 产品名称 品类 字符 某企业金装较大婴儿配方奶粉

2 净含量、规格 品类 字符 400 g

3 产品配方注册号 品类 字符 国食注字YP**** ****

4 产品执行标准号 品类 字符 GB 10767

5 产品的类别、属性 品类 字符 产品类别：较大婴儿配方食品；产品属性：乳基粉状产品

6 生产日期 单品 字符 2025-04-16

7 保质期 单品 字符 2年

8 保质期到期日 单品 字符 2027-4-16

9 食品生产地 单品 字符 某省某市

10 产品批次 单品 字符 20250416

11 产品追溯编码 单品 字符 产品的标识编码

12 企业名称 品类 字符 某集团有限公司

13 企业地址 品类 字符 某省某市某路某号某工业城

14 企业网址 品类 字符 http://www.***.com

15 生产许可证编号 品类 字符 SC**** **** ****

16 生产者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品 字符 某公司，联系电话：400-***-****

17 企业追溯信息查询地址 品类 字符 http://ww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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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公开信息（续）

序号 信息项名称 信息属性 数据类型 内容样例或说明

18 适用年龄 品类 字符 适合6月～12月龄较大婴儿食用

19 使用说明 品类 文本 一平匙奶粉约9 g，……

20 警示说明 品类 字符 6个月龄以上婴儿食用本产品时，须配合添加辅助食品

21 配料表 品类 文本 脱脂奶粉、脱盐乳清粉 ……

22 贮存条件 品类 字符
存放于阴凉干燥处，用后将袋口封好，开封后最佳在一个

月内食用完，未开封的产品请在本包装所示保质期内食用

23 主要营养成分及含量 品类 文本
每100g含量：能量1990kJ，蛋白质17.2g，……（与包装一

致）

24 产品检验报告 单品 文件

25 乳原料来源地 单品 字符

26 企业自愿公开的其他信息 单品/品类
字符/文本/

文件

例：诚信评价证书、诚信评价证书编号、诚信评价证书有

效期、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产品配方注册证书有效期、其

他质量承诺、生产工艺等

注：信息属性分为品类与单品两种，其中品类信息为某类产品追溯信息，单品信息为每件产品追溯信息。

7 追溯标识要求

7.1 产品包装应带有追溯标识，追溯标识应清晰、完整、未经涂改。

7.2 追溯标识位置应醒目，不应覆盖或遮挡商标、名称、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等关键信息。

7.3 同一品种或同一包装追溯标识的贴装、喷涂或印刷位置应保持一致。

7.4 追溯标识载体不应对产品造成污染。

7.5 追溯标识不应因搬运或其他因素而被磨损或消失。

7.6 追溯标识不应被违规转移、复制。

8 追溯信息采集要求

8.1 原料环节

生产企业应要求原料供应商提供每批次产品的电子化原料信息记录。生产企业应采集原料入厂验收

检验信息。

8.2 生产加工环节

8.2.1 生产加工环节宜配有工业自动化设备及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产品可追溯信息的采集与存储。

8.2.2 生产加工环节宜配有赋码、自动扫描等追溯编码生成与读取设备，对产品进行编码并附着追溯

标识，并通过信息管理系统实现追溯编码与各环节可追溯信息的关联。

8.2.3 生产加工环节中的追溯信息采集节点宜包括湿法工艺的产品配料、杀菌和浓缩、喷雾干燥和冷

却降温、产品包装等节点，干法工艺的备料、进料、配料（预混）、配料、混合、包装等节点,干湿复

合工艺符合湿法工艺、干法工艺中对应的节点、清场等。

8.2.4 生产加工过程的追溯信息采集要以批次为主线，将整个批次的追溯信息与包装单品关联。

8.3 销售环节

8.3.1 产品入库和出库时宜进行扫码登记。

8.3.2 采集设备应支持台式和手持式设备等，便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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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消费者环节

8.4.1 消费者根据产品追溯标识及追溯编码可查询追溯信息。

8.4.2 通过人工反馈或查询入口采集投诉信息。

8.5 特定用户环节

追溯体系应支持特定类型的用户（如企业、政府等）依权限对追溯信息及系统记录进行查询、统计

分析等。

8.6 召回环节

8.6.1 产品召回过程中应对产品召回信息进行登记。

8.6.2 采集设备应支持台式和手持式设备等，便于操作。

9 追溯信息管理要求

9.1 信息存储

纸质追溯信息记录应及时进行电子化或录入信息系统，电子追溯信息记录应做到及时、可靠地备份，

并至少保存至产品保质期之后1年。

9.2 信息传输

9.2.1 批量追溯信息的传输与迁移，在保障数据安全与完整性的前提下，应尽量采用自动化、信息化

的方式进行。

9.2.2 单条追溯信息的传输，可依托计算机通信网络、无线通信网络或其他离线传输手段。

9.2.3 各追溯节点应按需做好追溯信息共享，与第三方追溯公共服务平台对接的，其追溯信息应及时

上传至第三方追溯公共服务平台。

9.3 信息交换

各追溯节点及与第三方追溯平台间的信息交换宜采用通用的数据交换格式。

9.4 信息安全

追溯信息的安全管理应符合国家有关信息安全的管理规定和相关标准要求。应具备追溯信息防篡改、

防攻击、访问权限控制、数据加密传输、数据库灾备、访问日志记录等安全防护能力。对外查询服务器

与企业内部信息系统应分离，最大限度保障信息安全。

10 追溯系统建设和管理要求

10.1 追溯系统建设要求

10.1.1 应按需建设追溯编码与标识管理系统或以其他方式实现其功能，实现产品编码的生成、编码与

标签的对应、编码与产品追溯信息的对应关系管理等。

10.1.2 应按需建设实现追溯信息采集的工业自动化设备、追溯信息管理系统等基础追溯业务系统等或

以其他方式实现其功能，支撑追溯数据的源头采集与信息化管理。

10.1.3 应按需建设追溯信息查询门户网站、智能终端应用程序或专用查询机具等追溯支撑服务系统或

以其他方式实现其功能，提供消费者等用户的便捷查询。

10.1.4 应按需建设追溯体系的信息统计分析、决策支持、运维管理等系统或以其他方式实现其功能。

10.2 追溯系统管理要求

10.2.1 企业应明确追溯体系岗位职责，由企业管理者代表担任追溯体系管理者并明确其权限与职责，

确保追溯体系的有效实施。

10.2.2 企业应制定追溯体系培训计划，为企业内部参与者提供培训或其他措施，确保参与者具备实施

追溯体系的意识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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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企业应建立追溯体系的监控与审计方案，可建立与追溯体系实施效果关联的绩效指标体系。

10.2.4 企业应制定追溯体系设计、实施、运行、运维等计划，应规定追溯体系的建设目标、原则、系

统、适用产品类型、追溯信息覆盖范围、与其他追溯节点间的协同关系等。

10.2.5 企业应结合本企业战略需求及相关工作部署与第三方追溯平台进行对接，应完成对接过程中对

追溯信息、追溯编码与标识、追溯体系管理等方面的升级改造。
A

A

11 评价与改进

11.1 应对追溯体系进行自评价或第三方评价，评价要求包括：

a) 制定评价计划、评价方案，确定评价内容、评价对象、评价目标、评价范围、评价小组、评

价指标及评价日期等；

b) 通过文件审查、人员访谈、现场评价等方式对追溯体系运行绩效进行评价；

c) 对追溯体系实施情况进行符合性判定，给出追溯体系定性或定量评价结论和改进建议。

11.2 查找不合格项原因，制定并实施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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