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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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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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供给类生态产品评价规范 蜂蜜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物质供给类生态产品蜂蜜的产地属性、品质属性、资源属性、低碳属性及全生命周期

管理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物质供给类生态产品蜂蜜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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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志贺氏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478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GB 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GB 5009.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果糖、葡萄糖、蔗糖、麦芽糖、乳糖的测定

GB 5009.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锌的测定

GB 7718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9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

GB 15979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

GB/T 18932.1 蜂蜜中碳-4植物糖含量测定方法 稳定碳同位素比率法

GB/T 18932.6 蜂蜜中甘油含量的测定方法 紫外分光光度法

GB/T 18932.16 蜂蜜中淀粉酶值的测定方法 分光光度法

GB/T 18932.18 蜂蜜中羟甲基糠醛含量的测定方法 液相色谱-紫外检测法

GB/T 23194 蜂蜜中植物花粉的测定方法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3165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41 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T 32946 蜂蜜中脯氨酸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GH/T 1316 蜂蜜中松二糖、松三糖、吡喃葡糖基蔗糖、异麦芽糖和蜜三糖含量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

谱法

SN/T 0852 进出口蜂蜜检验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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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T 4592 出口食品中总黄酮的测定

DB11/T 2319 物质供给类生态产品评价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DB11/T 231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蜂蜜

honey

蜜蜂采集植物的花蜜、分泌物或蜜露，与自身分泌物混合后，经充分酿造而成的天然甜物质。

[来源：GB 14963—2011，2]

3.2

成熟蜂蜜

mature honey

蜜蜂采集植物的花蜜、分泌物或蜜露，带回巢房中与自身分泌物混合，经充分转化、脱水、封盖后，

储存在蜂巢内的天然甜味物质。

[来源：NY/T 4644-2025，3.1]

3.3

生态产品 蜂蜜

ecological product honey

来自生态良好区蜂场蜜蜂采集植物的花蜜、分泌物或蜜露，与自身分泌物混合后，经充分酿造而成

的天然甜物质。

3.4

蜜蜂碳汇

bee carbon sink

蜜蜂在自然活动过程中，通过给植物授粉等生态服务功能间接促进植物生长繁育、保护和生态系统

健康，提升生态系统固碳、增加植物多样性和增强自然碳汇能力。

3.5

蜂蜜碳足迹

honey carbon footprint

蜂蜜产品生产、包装、贮存、运输等过程中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4 评价方法

4.1 等级划分

按照DB11/T 2319的规定将生态产品蜂蜜分为特级、一级、二级3个等级。

4.2 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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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的选取按照DB11/T 2319 第5.3节的规定执行。

4.3 评价结果确定

4.3.1 评价结果按照 DB11/T 2319 规定执行，不同等级生态产品蜂蜜应当同时满足本文件产地环境属

性、品质属性、资源属性、低碳属性评价指标分级要求(见第 5 章-第 8 章）以及全生命周期管理通用要

求（见第 9 章）。

4.3.2 生态产品蜂蜜评价采用指标符合性评价方法，应按单指标评价结果最差的等级判断蜂蜜级别。

5 产地环境属性要求

5.1 蜂场周边 3 km 范围内环境空气质量、地表水环境质量、地下水环境质量、土壤环境质量、生物多

样性等环境属性评价应符合 DB11/T 2319 的要求。

5.2 蜂场周围 3 km 范围内蜜粉源植物应至少 36 个月未使用过禁用化学物质、转基因技术。

5.3 生产季节里，蜂场 3 km 范围内应具有丰富的、无毒无害的蜜源植物及清洁无污染的水源。

5.4 蜂场周围 3 km 范围内应无以糖为生产原料的加工厂、食品厂，且无污染源。

6 品质属性要求

6.1 感官要求

生态产品蜂蜜感官要求应符合表1 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指标 要求 检测方法

色泽 根据不同蜜源植物，呈现出水白色（近无色）至深色（暗褐色）
按SN/T 0852的规定方法检测

滋味、气味 应有蜜源植物花的香气、滋味、气味，无异味

状态
常温下呈透明或半透明黏稠流体状，或部分及全部结晶，不应出现发酵

状态

按照GB 14963的规定方法检

测，在自然光下观察状态，检

查是否含有杂质杂质 不应含有蜜蜂肢体、幼虫、蜡屑及肉眼可见的杂质

6.2 理化品质

生态产品蜂蜜理化品质分级要求应符合表2 的规定。

表 2 理化品质指标分级要求

指标 特级 一级 二级 检测方法

蔗糖/（g/100g） ≤ 5
GB/T 18932.22

GB 5009.8

灰分/（g/100g） ≤ 0.4 GB 5009.4

碳-4 植物糖/% ≤ 7 GB/T 18932.1

松二糖/% ≥ 1.0 GH/T 1316

酸度，（1mol/L 氢氧化钠）/（ml/kg） ≤ 40 SN/T 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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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特级 一级 二级 检测方法

锌/（mg/kg） ≤ 25 GB/T 5009.14

水分/% ≤ 18 20 23 SN/T 0852

果糖和葡萄糖/（g/100g） ≥ 65 65 60 GB 5009.8

淀粉酶值(1％淀粉溶液)/[mL（g·h）] ≥ 8 4 不作要求 GB/T 18932.16

羟甲基糠醛/（mg/kg） ≤ 10 20 40 GB/T 18932.18

甘油/（mg/kg） ≤ 300 300 不作要求 GB/T 18932.6

脯氨酸/（mg/kg） ≥ 180 180 不作要求 SN/T 5223

花粉浓度/（个/mL）

不同种类蜂蜜花粉浓度应满足 GB/T

23194-2008 附录 E 中原料蜜花粉浓度要

求

GB/T 23194

6.3 抗菌活性指标（抗氧化指标）

抗菌活性指标（抗氧化指标）应符合表 3 的要求。

表 3 抗菌活性指标分级要求

指标 特级 一级 二级 检测方法

总黄酮/（mg/kg） ≥ 20 15 10 SN/T 4592

抑菌环直径（mm） ＞ 7 GB 15979

6.4 污染物指标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的规定。

6.5 微生物指标

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 4 的要求。

表 4 微生物指标要求

指标 特级 一级 二级 检测方法

菌落总数/（CFU/g） ≤ 1000 GB 4789.2

霉菌和酵母计数/（CFU/g） ≤ 200 GB 4789.15

大肠菌群/（MPN/g） ≤ 0.3 GB 4789.3

沙门氏菌 不得检出 GB 4789.4

志贺氏菌 不得检出 GB 4789.5

金黄色葡萄球菌 不得检出 GB 4789.10

6.6 农药残留

DB11/T 2319-2024附录K中禁用农药均不得检出，氟胺氰菊酯等4类农药残留限量应满足表 5 要求，

其他药物最大残留限量应符合GB 2763的规定。

表 5 农药残留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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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特级 一级 二级 检测方法

氟胺氰菊酯/（μg/kg） ≤ 50 农业部 781号公告-9-2006

氟氯苯氰菊酯/（μg/kg） ≤ 5 农业部 781 号公告-7-2006

溴螨酯/（μg/kg） ≤ 100 GB/T 18932.10

双甲脒/（μg/kg） 不得检出 GB/T 21169

6.7 兽药残留

兽药残留限量应符合GB31650、GB31650.1的要求，并满足表 6 的规定。

表 6 兽药残留指标要求

指标 特级 一级 二级 检测方法

硝基呋喃类/（μg/kg） 不得检出 GB/T 18932.24

氯霉素/（μg/kg） 不得检出 GB/T 18932.19

硝基咪唑类/（μg/kg） 不得检出 GB/T 23410

磺胺类/（μg/kg） 不得检出 GB/T 18932.17

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总量）/（μg/kg） ≤ 300 GB/T 18932.23

链霉素/（μg/kg） 不得检出 GB/T 22995

喹诺酮类/（μg/kg） 不得检出 GB/T 20757

7 资源属性要求

7.1 应保护和恢复蜜源植物，采用可持续增产和生态学方法，保护自然生境、花草丛生的地区和森林，

为蜜蜂提供丰富的食物来源和安全的栖息地。

7.2 应减少抗生素、农药和化学品使用，注重对蜜源植物的保护，维护生态平衡。

7.3 应合理利用和管理蜜源植物，防止蜜源植物种类减少，保护和提升生物多样性。

7.4 应减少对蜂巢的干扰和移动。

7.5 授粉期间应减少噪音等因素干扰，提升蜜蜂授粉效率。

7.6 资源属性指标按照生态产品对应的等级应符合表 7 的要求。

表 7 蜂蜜资源属性分级要求

指标 特级 一级 二级

生态系统平衡 养殖生产活动或管护措施应有利于生态系统平衡稳定
生产活动或管护措施应不破坏

原有生态系统

病虫害防治
蜜蜂生产或蜜源植物管理过程应采用生物、物理防治等措施，

不施用药物

宜采用生物、物理防治等措施，

允许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标准

施用化学药物

生物多样性

蜜蜂的生产管理和蜜源植物管

护措施应明显提高生物多样性

蜜蜂的生产管理和蜜源植物

管护措施应有助于提高生物

多样性

蜜蜂的生产管理和蜜源植物管

护措施应不减少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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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低碳属性要求

8.1 低碳属性等级要求

8.1.1 生产过程中不应使用禁用物质或材料，不应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

8.1.2 生产包装过程中应使用可回收再利用或可降解纸袋、标识标签、纸箱等材料。

8.1.3 运输工具宜采用清洁运输方式，保证运输工具清洁卫生，避免混运、混存。

8.1.4 蜜源植物的病虫害防治宜采用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控方法。

8.1.5 在蜜源缺乏的季节，根据蜂群的实际需求精准饲喂蜂蜜，避免过度饲喂造成浪费。

8.1.6 成熟蜂蜜不应进行高温浓缩处理。

8.1.7 低碳属性指标按照生态产品对应的等级应符合表 8 的要求。

表 8 蜂蜜低碳属性分级要求

指标 特级 一级 二级

包装
外包装不应使用塑料制品覆膜，不应

使用塑料制品进行减震
外包装使用塑料制品覆膜，采用塑料制品进行减震

短距离运输 蜂蜜日常管理及采收过程中短距离所用运输车辆所用能源应为清洁能源（电力、氢能等）

长距离运输 所用运输车辆所用能源应为清洁能源（电力、氢能等） 排放标准为国 VI 的汽油车

8.2 蜂蜜产品碳足迹、碳汇

8.2.1 应对蜂蜜生产、包装、贮存、运输等全生命周期过程进行碳足迹核算和碳汇量计算，数据的采

集与处理见附录 A，量化方法见 DB11/T 2319-2024 附录 I，碳汇计算方法见附录 B。

8.2.2 蜂蜜产品生命周期应涵盖原料获取、生产、贮存、运输配送、销售等阶段。

8.2.3 蜜蜂生产活动中应采取有利措施，增加单位面积碳汇量。

8.2.4 单位面积碳汇量应高于同地区其他物种单位面积碳汇量。

9 全生命周期管理

9.1 生产

9.1.1 蜜蜂宜饲养强群，增强蜂群抵抗力，提高防御能力，增进蜂蜜产量。

9.1.2 在天然区域放养蜜蜂时，宜考虑对当地昆虫种群的影响。

9.1.3 应明确划定蜂箱放置区域和采蜜范围。

9.1.4 蜂箱宜采用天然材料，不应使用木材防腐剂及其他禁用物质处理过的木料。

9.1.5 与蜂蜜直接接触的表面应使用食品级的材料或涂以蜂蜡。

9.1.6 不应使用抗生素等禁用物质。

9.1.7 不应收获未成熟蜂蜜。

9.1.8 应通过蜂箱卫生管理和蜂群管理保障蜂群健康和生存条件，预防寄生螨及其他有害生物的发生。

9.1.9 在已发生疾病的情况下，宜优先采用植物或植物源制剂疗法、生物疗法。

9.1.10 不应在流蜜期之前 30d 内使用植物或植物源制剂疗法。

9.1.11 应将有患病蜜蜂的蜂箱放置到远离健康蜂群的隔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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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 应销毁受疾病严重感染的蜜蜂生活过的蜂箱、材料。

9.2 包装

9.2.1 蜂蜜包装容器应符合安全、卫生、无毒的要求。

9.2.2 运输包装上的贮运标志应符合 GB/T 191 及 GB 7718 的规定。

9.2.3 包装应简单、实用，避免过度包装，宜考虑包装材料的回收利用。

9.3 贮存

9.3.1 应注意蜂蜜密封贮存，贮存场所应保持干燥、通风、阴凉、无阳光直射。

9.3.2 蜂蜜产品不应与有异味、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有挥发性和可能产生污染的物品同库存

放。

9.3.3 不同蜂场的蜂蜜应分批、分区码放，填写货位卡、标识到位，并建立收购台账。

9.3.4 蜂蜜产品出入库和库存量应有完整的档案记录，并保留相应的单据。

9.4 运输

9.4.1 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

9.4.2 不应与有异味、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有挥发性和可能产生污染的物品同装混运。

9.4.3 发运前应对包装进行检查，转运过程中应避免高温、日晒和雨淋。

9.4.4 运输方式优先选取电力、氢能等清洁能源车辆，减少污染物排放。

9.4.5 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外包装上的标志及有关说明不应被玷污或损毁。

9.4.6 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应有完整的档案记录，并保留相应的单据。

9.5 溯源

9.5.1 溯源信息可采用纸质或电子形式记录。

9.5.2 溯源信息应包括蜂蜜生产、贮存、运输及销售等全过程且真实有效。

9.5.3 溯源生产环节记录信息、贮存环节记录信息、销售环节记录信息详见附录 C。

9.6 召回

9.6.1 应具有健全、透明度高、科学化和规范化的召回管理办法，制定召回规定、召回程序、召回方

式、召回处理等措施。

9.6.2 宜建立召回信息公示平台系统，及时更新召回状态。

9.6.3 应详细记录全部召回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召回信息发布、召回原因、召回措施、补救措施、处

理结果等。

9.6.4 召回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召回计划制定、危害评估、召回信息发布、产品标识和溯源、召回过程、

处理召回产品、处理结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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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生态产品蜂蜜碳足迹评价数据采集

表 A.1 给出了蜂蜜不同阶段碳足迹评价数据采集与计算内容。

表 A.1 生态产品蜂蜜碳足迹评价数据采集

生命周期

阶段
简短描述 数据收集与计算

原料取得

阶段

1.蜂蜜生产过程的主要原料，包括：蜂粮原料

（如：蔗糖、花粉、黄豆粉等）、养蜂用具、

病虫害防治、养蜂（如：蜂箱与蜂巢框等）和

包装材料（如：蜂蜜玻璃瓶、包装纸箱等）。

2.包含但不限于上述过程的其他与生产原料相

关的取得相关过程。

3.各原料到养蜂场的运输过程。

4.上述流程的用水、能源消耗。

5.制造过程产生的废弃物处置：运输及废弃处理

（回收/处置）。

1.与蜂蜜生产过程相关的主要原料（蜂粮）与养蜂资材，

其生命周期范畴边界为该物料的原料取得至制造阶段所

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2.与生产制造蜂蜜相关的病虫害防治资材与包装材料，其

生命周期范畴边界为该物料的原料取得至制造阶段所产

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3.上述应搜集项目，从供货商运输到生产厂场大门，运输

过程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配送销售

阶段

1.从养蜂场运送到第一配送点（如：生产厂场至

物流/集货仓库、销售点或客户指定地点等）须

列入评估。

2.上述过程中不得列入评估的过程：（1）销售

作业相关过程。（2）由销售点到消费者中间各

批发商或配送中心、仓储及消费者往返销售据

点的相关运输过程。

1.产品配送数量。

2.运输方式（如：陆运、海运或空运）。

3.交通工具形态。

4.运送距离。

5.若产品包装为可回收包装材料，其回收至生产厂场的运

输信息（如：可回收包装材料的回收数量、运输方式、交

通工具形态以及运送距离等信息）。

6.产品运输过程中若有进行冷藏或保温加热，则需考虑冷

媒或电力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使用阶段
使用阶段为消费者自销售点购买至使用本产品

的相关过程。

1.蜂蜜冷藏的投入量。

2.蜂蜜冷藏所需消耗的电力。

3.蜂蜜食用的投入量。

4.蜂蜜食用所需消耗的能源相关温室气体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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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蜜蜂碳汇计算方法

B.1 计算步骤

a）通过蜂箱内的红外计数装置，测出一箱授粉蜂群一年的蜜蜂总数量(a；

b）对蜂群里的外勤蜂进行着不同颜色，然后利用装在巢门口的摄像头进行观察记录一只蜜蜂一天

的出勤次数(b)；

c）通过户外跟踪，测出一只蜜蜂出勤一次的访花数量(c)；

d）通过实验计算出同一朵花被蜜蜂非重复访花的机率(d)；

e）对蜂群里的外勤蜂进行着不同颜色，然后进行观察记录，计算出蜜蜂一生平均出勤授粉天数(e)；

f）测算单箱蜜蜂一生有效采集花朵数，计算公式见式（B.1）：

M＝a × b × c × d × e…………………………………………（B.1）

式中：

M——单箱蜜蜂一生中有效采集花朵数（个）；

a——单箱授粉蜂群一年的蜜蜂总数量（个）；

b——一只蜜蜂一天的出勤次数（次）；

c——一只蜜蜂出勤一次的访花数量（朵）；

d——同一朵花被蜜蜂非重复访花的机率（%）；

e——蜜蜂一生平均出勤授粉天数（天）。

g）通过实验测算出被蜜蜂有效采集花后的蜜粉源植物能实现受精的比率(f)；

h）计算出经蜜蜂授粉过的花朵且受精后的平均坐果率(g)，计算公示见式（B.2）：

g＝果树结实数/开花数 × 100％…………………………………………（B.2）

式中：

g——经蜜蜂授粉过的花朵且受精后的平均坐果率（%）。

i）通过搜集蜜粉源植物的果实，计算出蜜粉源植物坐果后所结出果实的木质部干重(h)；

j）测算果实的木质部含碳量 W＝0.5×h；

k）计算蜜源植物吸收空气中二氧化碳转化成有机物的比率：果实中的木质部有机物是通过光合等

条件作用，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化成木质部有机物，由此计算出二氧化碳转化成木质部有机物的比率

（j＝44/12＝3.67）。

B.2.计算公式

通过以上数据，可计算一个蜂群通过为蜜粉源植物授粉一年间接固碳的数量，计算公式见（B.3）：

x＝N×f×g×W×j…………………………………………（B.3）
式中：

x——蜂群通过为蜜粉源植物授粉一年间接固碳的数量；

N ——单箱蜜蜂有效采集花朵数；

g ——坐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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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木质部含碳量；

F ——受精的比率；

j ——二氧化碳转化成有机物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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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蜂蜜溯源系统数字标签字段

表 C.1～C.4 给出了生产、物流、销售（非网络销售和网络销售）等环节主要数字标签字段信息。

表 C.1 蜂蜜生产环节数字标签字段

分类 内容

蜂场产地

基础资料

养蜂地点、养蜂人、蜂场名称、蜂产品品种、联系电话、蜜源地位置、面积、种类、花期

蜂群（蜂箱）编号、数量、空气状况、水质状况、与交通主干道距离、蜂箱材质（材料）、蜂巢材质

（材料）、蜂具材质（材料）、盛装容器材质（材料）

蜂群饲养信息
种王的引进或繁育、饲料名称来源、饲养日期、饲养量

群势变化、补充或奖励饲喂记录、饲养方式、饲料成分、饲喂时间

蜂病防治信息

药物名称、药物生产商、生产批号、药物生产许可证号、使用日期

蜂病名称、使用方式、药物成分、药物生产日期、有效期、使用浓度、使用量、药物间隔期、休药日

期

蜂具消毒信息
消毒剂名称、消毒剂生产商、消毒剂生产许可证号、使用日期

蜂具名称、使用方式、使用人、消毒剂成分、使用浓度、使用量

取蜜信息
取蜜时间、蜂群（蜂箱）编号、取蜜地点、唯一性编码与标识

取蜜群数、次数、产量、取蜜人、取蜜人的健康情况、盛装容器清洁情况、取蜜机卫生状况

原料储存信息

原料名称、出入库时间、产品批号、唯一性编码与标识

入库单号、入库数量、检验方式、原料检验单号、检验合格证或检验报告、出库单号、出库数量、仓

库温度、湿度、卫生状况

原料销售信息
原料名称、销售单据编号、唯一性编号与标识

生产日期、检验合格证或检验报告、购货者名称、联系方式、销售数量、销售日期

表 C.2 蜂蜜物流环节数字标签字段

分类 内容

运输工具
运输载体标识（如车辆牌号、船舶识别号等 ）

运输工具类型、卫生状况、运输过程温度

收货

物流经营者名称、联系方式、地址、物流单元名称、系列号、产品唯一性编码与标识

驾驶员姓名、驾驶员身份证号、联系方式、运输车牌号码，发货单位的名称、联系方式、规格、数量、

生产日期、保质期

包装
物流单元标识、拆分后货箱单元标识

物流经营者名称、联系方式

仓储

物流单元名称、系列号、产品唯一性编码与标识

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仓储类型（普通、冷藏等）、仓储地点、入库时间、出

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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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货

物流经营者名称、联系方式、地址、物流单元名称、系列号、产品唯一性编码与标识

驾驶员姓名、驾驶员身份证号、联系方式、运输车牌号码，收货单位的名称、联系方式、地址、发货

日期、规格、数量、生产日期

员工管理
员工姓名、健康证编号

员工联系方式、住址、员工岗位信息、健康信息、班次信息、变更信息

表 C.3 蜂蜜非网络销售环节数字标签字段

分类 内容

进货查验

产品名称、数量、保质期、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进货日期、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产品唯

一性编码与标识

供货者资质、出厂检验合格证或其他合格证明、产品规格、商品条码

发运信息

物流经营者名称、联系方式、地址、产品名称、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产品唯一性编码与标识

驾驶员姓名、身份证号、健康证编号、联系方式、运输车辆牌号、收货单位名称、联系方式、地址、

发货日期、产品规格、数量、商品条码

冷藏、冷冻设备
冷藏、冷冻设备名称、环境温度、产品温度、测温时间、维修清洁保养时间

温度指示、温度校准时间、责任人

销售信息
产品名称、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产品唯一性编码与标识

产品规格、数量、保质期、销售日期，购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异常处理、退货

信息

产品名称、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产品唯一性编码与标识

产品规格、数量、停止经营记录、超过保质期销毁记录、异常原因、退货原因、退货者名称、退货者

联系方式、处理方式

员工管理
员工姓名、健康证编号

员工联系方式、住址、员工岗位信息、健康信息、班次信息、变更信息

表 C.4 蜂蜜网络销售环节数字标签字段

分类 内容

入网产品生产

经营者

产品生产经营者姓名、联系方式、住址、经营许可证号或经营者身份证号

产品生产经营者基本情况、管理人员信息、产品交易信息

抽检及结果
产品名称、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产品唯一性编码与标识、抽检单位、抽检时间、抽检结果

产品规格、数量

订单
产品名称、订单号

商品条码、订单时间、交易价格、买家姓名、地址、联系方式

运单
运单号

承运方名称、发货时间、收发货地址

退货/换货
入网产品生产经营者名称、退货/换货单号

退货/换货申请时间、产品名称、退货/换货原因、退货金额、快递公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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