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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stant pattern recognition system for cigarette packaging which fixed on the conveyor line of 
cigarette automatic sorting system has been developed basing on the cigarette packaging code printing of the 
tobacco industry decis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cigarette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operation. The sys-
tem enforces the cigarette packaging code which derived from cigarette carton packaging code to correspond 
the brand specification correctly by recognizing the pattern of cigarette packaging. The 7 × 24 auto-answer 
source tracing system has been developed for consumer to obtain the information of the bought cigarette by 
telephone, mobile phone, short messaging service or Web. The inquired data recorded automatically can be 
used to help the tobacco company to get more sense of the region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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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系统以“一号工程”打码到条为基础，研发分拣线上输送条烟外包装图像瞬间识别装置，并

与打码到条系统有机结合，实现打码到条的件烟派生号与打码条烟的品牌规格一一对应，同时建立 7 × 

24 无人值守的自动应答溯源查询系统，以电话、手机、短信、上网四种方式给消费者提供一个感知所

购卷烟相关信息的途径，系统自动地记录查询信息，给烟草公司提供了一个新的感知市场状态的信息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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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目前，全行业已经实施了“一号工程”的“一打

两扫”和“打码到条”系统。“打码到条”给每一条

卷烟赋予了一个唯一的标志信息，但这个标志信息没

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本文基于打码到条的标志信息构 

建了消费者溯源查询的手段，实现消费者感知的目

的。 

ISO 8402:1994 把“可追溯性”定义为：通过记录

标识的方法回溯某个实体来历、用途和位置的能力。

这里的“实体”可以是一项活动或过程、一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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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机构或一个人，以及上述各项的任何组合。因此

ISO 对产品可追溯性的定义包括了产品、用户和信息

管理三个方面。 

实现产品可溯源的目的首先在于提高消费者对

产品的信息对称性和完整性。Antle[1]将产品信息分为

不对称不完全信息(消费者信息不完全)和对称不完全

信息(生产者和消费者信息都不完全)。Caswell and 

Padberg[2]将商品分为搜寻品、经验品和信用品三类，

对于经验品，消费者虽在购买之前缺乏良好的质量信

息，但在购买之后却能认识到产品质量特性或者经过

长期购买所积累的经验能判断出其质量安全性。

Shapiro[3]研究了无限重复博弈情况下企业质量声誉形

成机制，提出需要有公正的第三方介入市场，通过管

制性干涉、质量认证和标签管理等措施，从而将信用

品转换成经验品，确保生产者向市场和消费者传递真

实和准确的质量信息。 

从企业与消费者互动的角度，本文所说的“消费

者感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消费者对所购买的卷烟

产品相关信息的感知，二是烟草企业对消费者购买行

为的相关信息的感知。从消费者购买心理的角度来

说，涉及是否“物有所值”和产品质量安全的信息是

消费者最为关心的信息，烟草公司由于专卖法赋予的

公信力受到消费者的信任。而卷烟产品基本上是通过

零售户销售，给消费者提供一个对所购买卷烟进行查

询溯源的渠道，使之可以得知所购卷烟的“来龙去

脉”，可以有效帮助消费者实现“放心购买”和“放

心消费”。另一方面，通过收集和分析消费者的溯源

查询信息，可以帮助烟草企业了解消费者购买规律、

细致分析市场状况、掌握市场状态，提高精准营销的

程度、有效支持品牌培育和“市场营销上水平”。因

此，“溯源”是手段，“消费者感知”是目的。 

2. 相关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目前，溯源查询技术在食品、药品等领域的质量

安全监控中得到快速的推广应用。自上世纪 70 年代

开始，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

注。实行食品安全标志及溯源管理，建立食品质量安

全可追溯系统是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措施。

各国研究人员相继研究建立了若干溯源系统：

Lachance利用GPS和条码技术基于HACCP建立了食

品安全可追溯系统[4]；Moretti 等人建立了渔业可追溯

系统[5]；美国、法国的研究人员采用 RFID 标签和条

形码相结合的追踪模式实现了对肉牛生长发育和牛

肉生产的整个供应链流程的追踪[6]。国内学者陆昌华、

谢菊芳[7,8]，申光磊、昝林森[9,10]，叶春玲等[11]应用 SQL 

Server、VB.NET、ASP.NET 开发实现了猪肉、牛肉、

蔬菜等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上，使用 RFID 电子标签对奥运食品的种植(养殖)、

加工、包装、检测、运输等关键环节的信息进行溯源
[12]。奥运会结束后，食品溯源系统仍在应用。山东省

标准化研究院承担的国家 863 计划项目中，利用自动

识别和 IT 技术实现了食品质量安全溯源系统，可以

通过互联网、终端查询机、电话、短信等途径实时查

询[13]。商务部、财政部于 2009 年 5 月启动了“放心

肉”服务体系建设，在北京、上海、江苏、福建、山

东、湖北、四川、青岛、厦门和广州进行试点，重点

是优化屠宰行业布局，建立健全监管制度、建设屠宰

监管和肉品质量信息可追溯系统，强化执法能力，引

导大型屠宰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扩大品牌肉的占有

率，提升肉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和行业整体水平。系

统对个体进行编码，使用 RFID 标签和二维码标签组

成的标志系统，利用中央数据库及数据处理程序构成

数据存储系统，由条码识读设备、触摸一体查询机及

蔬菜质量安全追溯网站组成的信息查询系统[14]。南京

等多个地市的医药系统开展了药品质量安全追踪溯

源系统项目，原理与食品溯源类似。从目前以 RFID

为代表的物联网成为热门话题的现状来看，使用RFID

和条形码作为信息标志载体的应用研究还会持续，但

其推广应用的难点在于普及识读装置的成本障碍。 

利用打码到条的标志信息实现卷烟溯源和消费

者感知的系统，在烟草行业未见报道，相关的设想和

研究有少量文章发表，如门鹏、魏国平[15]以打击卷烟

假冒、走私、串货等违法行为，规范卷烟市场，为稽

查员提供一种信息化的鉴别手段为目标，提出了一种

以“一号工程”卷烟代码为识别对象，采用单片机技

术、图像识别技术、数据库技术以及通讯技术构建的

卷烟 32 位码防伪识别系统，可以使稽查员用便携式

手持识别设备辨别卷烟的真伪。 

本文以“一号工程”打码到条为基础，则绕过了

上述障碍，并结合烟草行业的特点和消费者的购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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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大降低了系统部署成本。 

3. 系统构成 

一个溯源系统的基本构成包括四个方面：标志信

息及加载到产品上、信息采集和传输、数据存储和处

理、信息查询服务。 

目前的打码到条系统中，由于分拣线和打码工作

原理的原因，没有实现标志信息中的件烟派生号与件

烟码或卷烟品牌规格的一一对应，这是限制打码到条

标志信息发挥作用的关键障碍。 

因此，首先是解决打码到条的件烟派生号与卷烟

品牌规格的一一对应问题。通过在分拣线主输送机上

打码机的前方安装条烟外包装图像瞬间识别装置，在

主输送机上的条烟经过识别装置的瞬间，辨识出该条

烟的品牌规格，并把该辨识的品牌规格信息传输到打

码到条系统，在打码到条系统中选择与该条烟品牌规

格对应的件烟派生号所在的 32 位码，然后由打码机

将该正确的 32 位码打印在该条烟上，实现打码到条

32 位码所包含的条烟品牌规格信息与该条卷烟一一

对应。或者在后台数据库中一一对应地记录打码到条

32 位码和所识别条烟品牌规格信息，使得利用打码到

条 32 位码的溯源查询可以通过数据库找到该码所在

的卷烟品牌规格信息。 

这部分的系统构成包括：条烟外包装图像瞬间识

别装置、打码到条系统接口、图像识别软件、数据库

接口、识别与打码控制软件等。系统构成如图 1 所示。

通过视觉识别系统与一号工程打码到条系统的有机

结合，将分检中心控制机下发给打码到条工控机的 
 

 

Figure 1.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vision of cigarette recognition 
system 

图 1. 条烟视觉识别系统构成示意图 

32 位条烟码进行截取记录，利用工业级高速照相机对

放置于传动皮带上的条烟进行连续拍照，通过与条烟

样本进行色差、形状、大小上的对比得出卷烟品种，

并将相应数据记录在数据库内，图像采集反应时间在

30~50 毫秒内即可完成采集以及识别。 

卷烟溯源系统的另一项内容是建立打码信息溯

源查询数据库和消费者查询溯源服务信息系统。消费

者查询溯源服务信息系统是一个 7 × 24无人值守自动

应答服务系统，消费者可以使用电话或手机拨打烟草

公司设定的固定号码服务电话，服务系统以自动语音

应答的方式告知查询者所查询卷烟的相关信息，例

如：消费者拨打 800(400)1234567，接通后系统自动提

示“请输入卷烟上的 32 位码信息，并以#键结束”，

收到消费者输入的 32 位码信息后，系统自动应答“您

所查询的卷烟是××牌香烟，是 2012 年 4 月 18 日由××

烟草公司物流中心配送到佳家乐便民超市延河路店

的”，等等。消费者自己就会核对卷烟品牌规格、购

买场所等信息，实现消费者对所购卷烟相关信息的感

知。系统同时支持网上查询、手机短信查询。该部分

的系统构成主要包括电话和手机语音接收和应答模

块、短信接收和应答模块、数据库接口模块、文本语

音转换模块、电话公网接口模块、网上查询模块等。

所有查询信息在溯源查询数据库中自动记录。系统构

成如图 2 所示。 

在实现条烟分拣过程卷烟品牌规格的图像视觉

识别并与打码到条 32 位码一一对应的基础上，消费

者、零售客户以及专卖稽查人员均可通过上述四种 
 

 

Figure 2.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inquiry service system 
图 2. 查询服务系统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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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行卷烟溯源实时查询。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

查验数据库积累一定数量的查询信息，通过对溯源查

询数据库记录信息的数据分析和挖掘，从而获得卷烟

零售市场状态的有关信息。 

4. 系统设计与开发 

系统在架构上设计为四层架构，分别是设备层、

数据层、应用层和用户层，如图 3 所示。 

其中设备层负责分拣打码和条烟图像识别以及

数据关联和采集的执行。数据采集包括订单数据、条

烟图像、关联信息和品牌信息的采集。执行的内容包

括条烟分拣、识别、牌号关联以及硬件设备控制等。

数据层负责提供基础数据和业务数据的存储。基础数

据包括品牌信息、条烟图像库等，业务数据包括零售

客户、单、件烟条码与品牌对应等数据。应用层负责

各类查询响应服务、数据关联整合、统计分析等。用

户层通过网络介质实现用户查询信息展现，包括

Web(IE 浏览)、电话语音、手机短信、移动终端等。 

系统应用软件包括：条烟追溯数据平台、条烟打

码辅助系统(服务端)，采用 B/S 结构开发。条烟打码

辅助系统控制终端(客户端)，采用 C/S 结构开发，每

条分拣线各布署一套。追溯平台/条烟打码辅助系统

(服务端)数据库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可分别布署在 
 

 

Figure 3.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图 3. 系统架构示意图 

2 台数据库服务器，或将数据库服务器与应用服务器

共用。条烟打码辅助系统控制终端采用工控机，每条

分拣线各布署 1 台，每台工控机配备一套条烟图像识

别设备。如图 4 所示。 

5. 系统实施与应用 

系统的实施包括软硬件系统的安装调试及数据

导入和投入服务运行。在延安烟草公司物流配送中心

的两条自动条烟分拣线的主输送带上，在接近条烟打

码机的部位，分别安装了由条烟位置检测传感器和工

业相机及照明灯光组成的条烟拍摄和图像瞬间识别

装置。实现条烟在分拣时打印的 32 位码与其包装烟

箱在生产下线时所打印的 32 位码在数据库中的一一

对应。在物流中心一台 PC Server 上安装有条烟查验

软件，在 PC Server 上分别通过 USB 端口连接一台短

信收发器和一台语音转换器，语音转换器与查验电话

机并联，连接到电话公网，短信收发器通过 GSM 卡

连接到中国移动无线通信平台。将条烟上打印的 32

位码、对应的烟箱上的 32 位码，以及该条卷烟相关

的信息通过数据接口导入 PC Server 的数据库。通过

在试点零售终端张贴宣传海报，使消费者掌握查验方

法和查验电话号码。本系统于 2011 年由陕西省烟草

公司延安市公司在全行业范围内率先提出，通过与北

京一家软件厂商展开技术探讨及合作，经过几个月的

努力最终于 2011 年下半年在卷烟物流配送中心完成

设备的安装及调试工作，后经与陕西电信服务公司及

陕西移动服务公司进行业务联系，开通了电话及短信

查询号码，在其后的测试阶段电话线路及手机信号一

直保持良好状态。目前溯源系统已成功在延安市卷烟

物流配送中心试运行一年，卷烟识别率及与一号工程

系统软硬件接口均达到设计要求，中心计划于 2012

年底全面向消费者提供查询服务。 

6. 小结 

本系统依托一号工程打码到条系统设计和开发，

其意义在于：对消费者来说，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简

便易操作的溯源查询方式，帮助消费者实现“放心购

买”和“放心消费”的需求；对零售户来说，其规范

经营经得起消费者的溯源查询，有效督促零售户规范

经营，帮助规范经营的零售户建立诚信的形象；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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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system deploy 
图 4. 系统布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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