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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市场高档服饰假冒伪劣泛滥的现象,以及物流途中服饰安全性问题,提出了基于区块链的高档服饰溯源

研究系统。运用区块链技术安全可追溯的特性,给用户提供安全可信的服饰信息,实时查询物流动态,确认责任到个人,

同时保证用户信息不被轻易泄露,以遏制当前市场假冒伪劣之风,保障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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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国民的消费水平也

随着经济的稳步发展不断升级,消费者对于服饰的需

求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穿了,开始慢慢趋于品牌化、个性

化。高档服饰的需求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但是由于

B2C模式交易下存在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消费者信息

泄露,物流过程责任难以判定等问题,导致消费者花高

价而吃大亏,权益无法保障。本文从技术角度出发,提
出利用区块链技术解决当前交易模式下的高档服饰防

伪溯源、物流安全问题。

1 系统总体应用规划

建立完善的溯源系统,从服饰用料来源到加工流

程,再到物流运输直至用户收到商品整个过程确保信

息完整、可靠,形成一条完整的溯源链条。如图1所

示,整个过程通过服装面辅料中内嵌的RFID标签将

所有信息存储于区块链服务器上,用户只需通过移动

端APP去扫描服饰洗涤标上印有的特定防伪二维码

即可获取这件商品的溯源信息、物流过程,并且保证用

户所查询到的信息是真实可靠的。

2 主要功能模块

2.1 原料溯源防伪

高档服饰在加工时工序往往比一般服饰更为繁

杂,对于面辅料的工艺要求则更为严格精细,因为往往

一件服饰的品质就是由面辅料决定的。从源头把关,
原料厂商在生产面辅料时向其中嵌入RFID标签并且

将面辅料信息写入其中,厂家在得到订单信息后,先将

订单信息存入区块链一个新的区块中,然后核对面辅

料信息,通过扫描RFID标签的方式将面辅料信息存

入区块链中对应该产品的区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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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系统设计流程

2.2 生产流程跟踪

从得到面辅料进入生产车间裁剪分床开始,一直

到最终形成产品,生产流水线上的每一步都需要通过

扫描RFID标签的方式将生产进度存入对应产品的区

块中,这样用户在最终通过APP扫描二维码查看服饰

信息时,不仅能看到该件服饰的面辅料详细信息,同时

也能看到这件服饰生产的全部工艺流程,给用户一个

更放心、更高端的消费体验。

2.3 物流追踪及物流安全

用户在电商平台购买了某件服饰后,物流进行配

送,配送过程中包裹损坏、被掉包等问题导致责任无法

判定,可以在物流途中每一次交付货物时快递员双方

扫码确认货物完整性,从而判断问题出在哪个环节,界
定各方应承担的责任。快递员双方在扫码确认的同时

会将物流信息存入区块链服务器中,同时产生对应的

时间戳,通过时间戳的顺序就可以追踪物流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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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户签收货物时,只需通过APP扫描包裹上的二维

码即可确认签收,快递员以及快递点无法伪造签名,杜
绝了快递被代签或被冒领的风险,保证了物流最后一

步的安全。同时因为只需扫码便可进行签收货物,快
递单上不需要有用户的个人信息,也一定程度的保证

了用户个人信息不被泄露。

3 区块链技术在系统中的应用

3.1 技术特点

根据区块链技术具有的三大特点,我们可以实现

对于高端服饰的溯源追踪及防伪,同时也能保证物流

安全这些功能。

3.1.1 分布式记账

区块链中可以包含整个供应链中所有的流程信

息,从原料的生产到加工,从产品在电商平台的销售到

物流配送,整套流程都记录在区块链上,同时各个区块

可以协同工作,实现对供应链上的各个产品信息的记

录以及流通状态的实时追踪和监管。区块链分布式记

账技术“共享账本”具有交易透明的特点,共识机制能

够保证数据不被私自篡改,使得整个供应链透明可视,
一旦进行身份验证并确认交易便会广播同步到该区块

链上的绝大多数节点。由此区块链的分布式记账技术

能够保证供应链物流中交易的公正透明,保证所有信

息不被篡改。

3.1.2 非对称加密技术

区块链存储方式采用的是分布式数据存储,其链

条上的数据不是由单一的中心化机构来进行统一维护

的。同时区块链所具有的非对称加密技术也可以保证

数据不按照某个个体的利益进行随意的篡改,所以基

于区块链的应用会使得交易主体之间产生较强的信任

关系。

3.1.3 时间戳和溯源防伪技术

在如今P2P的网络上通过节点与节点之间的共识

算法实现了一个分布式的时间戳服务。利用时间戳可

以实现一条在时间上有序、由一个个区块组成的链条。
每一个新的区块生成时,都会被打上时间戳,最终依照

每个区块生成的时间先后顺序相连成区块链,每一个

独立的节点又通过P2P网络建立联系,这样就为信息

数据的记录形成了一个去中心化的分布式时间戳服务

系统。

3.2 服饰溯源查询

服饰在加工生产的过程中,原料信息首先被存入

原料标签中,加工厂再从库房取出原料时必须扫描原

料上的标签,此时属于该服饰的原料信息就会被存入

区块链服务器中,并生成一个唯一的溯源码,之后所有

属于该件服饰的信息被存储在区块链服务器时都会同

时存入这个溯源码。
加工厂将原料信息进行对比,确认存入区块链服

务器的原料信息与实际原料信息无误时进入生产线。
在生产线的每一道工序都会由工人通过扫描标签的方

式将服饰生产进度存入对应服饰的区块中去。
如图2-4所示,用户只需最终在拿到自己的商品

时通过APP登陆自己的账号,去扫描该件服饰洗涤标

上的二维码便可以得到所有属于该件服饰溯源码的信

息。将这些信息根据时间戳的生成顺序进行整合显示

在APP上,用户不仅能看到该件服饰的原料信息,也
可以看到该件服饰的加工流程,给用户一个放心、高端

的购物体验。

图2 登陆界面

3.3 物流追踪

用户通过电商平台进行下单购买后,商品进入物

流过程,打包完成准备发货时会生成一个属于这件包

裹的二维码,二维码中包括这件包裹的所有信息。二

维码贴于包裹之上,取代现在快递包裹上的订单信息,
包裹在物流中转的过程中需要进行货物交接,这时只

需交接双方通过APP去扫描包裹的二维码,便会自动

读取二维码中的JSON数据,通过解析JSON得到该

货物的私钥,运用密码学解密、加密技术,当收货方确

定包裹无损坏时点击确定,此时货物与收货方进行私

钥加密,存储于区块链中,这样方便于一旦出现问题进

行责任判定。

·45· 纺织科技进展            2019年第5期     




图3 主界面

图4 原料信息查询

服饰在物流途中,每进行一次包裹的交接,都会形

成一个时间戳,同时会在区块上存入详细的物流信息。
用户只需要输入物流单号,这些信息便会根据根据时

间戳的顺序整理成一条完整的物流信息。同时也可以

根据时间戳的先后追溯到这件服饰从生产到物流的每

一个步骤,让用户一目了然,如图5、图6所示。

3.4 货物签收

当货物通过物流交付用户手中,需要用户签收时,
用户只需通过APP登陆自己的个人账号,利用自己的

区块链数字身份扫码就可以进行货物的签收,只要包

裹上二维码中所包含的密钥与用户自己所拥有的密钥

匹配即可进行签收,送货员无法伪造客户的私钥签名,
所以没有签收记录,就表明客户没有收到货物,而若签

收记录存在,也表明送货方确实已将货物送达,由此保

证了货物准确、安全、及时的送达,同时不需要将用户

的个人信息贴于包裹订单之上,实现了匿名签收的效

果,大大降低了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如图7所示。

图5 生产流程查询

图6 物流追踪

图7 货物签收

4 结语

在对我国高档服饰假冒伪劣产品泛滥的基础之

上,提出了通过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高档服饰溯源追

踪及防伪,对高档服饰在物流运输的过程之中保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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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信息明确、货物安全,降低消费者个人信息泄漏的情

况进行了分析,以此保障消费者的权益。系统的建成

不仅可应用于高档服饰,对于一切贵重物品皆有推广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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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traditionalwearresistancetestmainlystudiedthefrictionbetweentheyarnandotherobjects,inordertoexplore

theabrasionregularbetweenyarnandyarn,theconceptofyarn-yarnabrasiontestwasproposedandthetestdevicewasconstructed

underexistingconditions.Onthisbasis,effectsoftwistandnumberofplyonthewearresistanceofcottonyarnwereconfirmedby
experimentsinthisformofwear.Theresultsshowedthatwiththeincreaseoftwist,thewearresistanceofsingleyarnandpliedyarn

increasedfirstandthendecreased.Withtheincreaseofthenumberofply,thewearresistancewassignificantly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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