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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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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自动化系统与集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59)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山东省睿

识射频识别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丽梅、钱恒、高永超、王玎、龚成洁、杨作明、苏冠群、王明磊、杜峻、尹作重、

孙洁香、王海丹、马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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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食品制造过程中,资源的管理、跟踪和调度,生产过程的质量监测和控制,是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关

注的重点。食品制造业应用射频识别系统来实现质量安全管理,涉及人员、设备、物料、工艺、检测等多

种制造资源。射频识别(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RFID)系统包括射频标签和读写器,其中射频

标签是将制造资源接入应用系统的基本媒介。统一、合理的射频标签承载信息和唯一标识编码体系是

实现标识、追溯、管理等功能的必备条件,其设计不仅要符合编码体系的一般要求,而且要满足食品制造

行业应用的特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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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食品制造业的射频识别系统
射频标签信息与编码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食品制造业的基本单元操作过程中采用射频识别技术时,射频标签中存储的信息

结构和唯一标识编码。
本标准适用于食品制造企业使用射频识别技术进行信息采集、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的活动,以及相

对应的应用系统开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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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6828—2007 商品条码 参与方位置编码与条码表示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射频识别 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RFID
在频谱的射频部分,利用电磁耦合或感应耦合,通过各种调制和编码方案,与射频标签交互通信唯

一读取标签身份的技术。
[GB/T29261.3—2012,定义05.01.01]

3.2 
射频标签 RFtag
电子标签 electroniclabel
用于物体或物品标识、具有信息存储功能、能接收读写器的电磁场调制信号,并返回响应信号的数

据载体。
[GB/T29261.3—2012,定义05.04.01]

3.3 
射频识别系统 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system
一种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系统,包含一个或者多个读写器以及一个或多个标签,其中,数据传输通

过对电磁场载波信号的适当调制实现。
[GB/T29261.3—2012,定义05.04.11]

3.4 
载体 carrier
能为其他物品提供位移服务的实体,例如周转箱、托盘、集装箱、物流运输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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