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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中国物品

编码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北京交通大学、上海中信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防伪行业

协会、北京沃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质码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文、邱月明、刘鹏、赵箭、龚海岩、刘卓慧、郑小军、任晓涛、李素彩、王文峰、

耿力、张铎、高自立、陈锡蓉、翟欣磊、李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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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体系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重要产品追溯体系的组成、建立原则、系统与平台设计、实施、评价、改进等通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食用农产品、食品、药品、农业生产资料、特种设备、危险品、稀土产品等重要产品追溯

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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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38155 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38155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GB/T38155中的

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追溯体系 traceabilitysystem
支撑维护产品及其成分在整个供应链或部分生产和使用环节所期望获取包括产品历史、应用情况

或所处位置等信息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一组连续性要素。
[GB/T38155—2019,定义2.9]

3.2
追溯管理平台 traceabilitymanagementplatform
由政府(或政府授权的机构)管理,具备追溯信息汇总、处理与综合分析利用等功能,支持对接入的

追溯系统运行情况进行监测评价,用于落实生产经营主体责任和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信息系统集合。
[GB/T38155—2019,定义2.8]

3.3
追溯服务平台 traceabilityserviceplatform
向政府、行业、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产品和追溯主体基本信息、产品追溯码服务等追溯服务的信息系

统集合。
[GB/T38155—2019,定义2.7]

3.4
追溯系统 traceabilitysystem
基于追溯码、文件记录、相关软硬件设备和通信网络,实现现代信息化管理并可获取产品追溯过程

中相关数据的集成。
[GB/T38155—2019,定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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