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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类商品物流信息追溯管理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酒类商品物流信息追溯体系、信息采集、信息管理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酒类商品物流过程中的信息追溯管理与信息共享,生产和销售过程的信息追溯可参

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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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8354 物流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酒类商品 alcoholcommodities
作为商品流通的饮料酒、其他含酒精饮品和食用酒精。指酒精度(乙醇含量)大于0.5%vol的含酒

精饮料,包括各种发酵酒(啤酒、葡萄酒、果酒、黄酒等)、蒸馏酒(白酒、白兰地、威士忌、俄得克等)、配制

酒(露酒)、食用酒精以及其他含有酒精成分的饮用品。

3.2
物流 logistics
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的实体流动过程。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

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实施有机结合。
[GB/T18354—2006,2.2]

3.3
物流信息追溯 logisticsinformationtraceability
商品从出厂到消费者之间物流的正向、逆向信息查询,并可用于责任界定的信息技术手段。

3.4
追溯节点 retroactivenode
物流过程中涉及商品责任人监管变化的连接点。

3.5
标识编码 identificationcode
按照某种规则编制的商品信息追溯唯一识别码。

3.6
追溯标识 traceabilityidentification
商品信息追溯唯一识别码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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