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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鉴定通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子商务中产品的 AI 鉴定算法数据处理流程、目标检测、图片质量评估、

目标分类、集成、准确率评估等相关技术，以及鉴定报告的具体规范。

本文件适用于具有计算机视觉，深度学习能力的公司获取数据、进行模型训练、搭建人

工智能鉴定系统。

注：本文件适用的部分电子商务产品包括：奢侈品品牌的箱包、腕表、鞋履、服装、珠

宝玉石等，详情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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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1.28—2001 信息技术 词汇 第 28 部分：人工智能 基本概念与专家系统

GB/T 5721.34—2006 信息技术 词汇 第 34 部分：人工智能 神经网络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GB/T 5721.28—2001、GB/T 5721.34—2006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一门交叉学科，通常视为计算机科学的分支，研究表现出与人类智能（如推理和学习）

相关的各种功能的模型和系统。

[GB/T 5271.28—2001,定义 28.01.01，有修改]

3.1.2

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功能单元通过获取新知识或技能，或通过整理已有的知识或技能来改进其性能的过程。

[GB/T 5271 .31—2006,定义 31.01.02]

3.1.3

深度学习 Deep Learning

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的分支，是一种以人工神经网络结构对数据进行表征学习的算法。

[T/SIA 006—2018，定义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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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神经网络 Neural Network

由加权链路且权值可调整连接的基本处理元素的网络，通过把非线性函数作用到其输入

值上使每个单元产生一个值，并把它传送给其他单元或把它表示成输出值。

注 1：虽然某些神经网络旨在模拟神经系统中神经元的功能，但大多数神经网络用于人

工智能以实现连接模型。

注 2：非线性函数的例子是阈值函数、sigmoid 函数以及多项函数。

3.1.5

计算机视觉 Computer Vision

功能单元获取、处理和解释可视化数据的能力。

3.1.6

目标检测 Object Detection

找出图像中所有感兴趣的目标（物体），确定它们的类别和位置的过程。

3.1.7

目标分类 Object Classification

对图像中的目标进行分类的过程。

3.1.8

数据增强 Data Augmentation

一种通过让有限的数据产生更多的等价数据来人工扩展训练数据集的技术。

3.1.9

对抗生成网络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

是一种深度学习模型，通过框架中的生成模型和判别模型的互相博弈学习产生相当好的

输出。

3.1.10

语义分割 Semantic Segmentation

通过查找像素，识别图像中存在的内容以及位置。

3.1.11

人工智能鉴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hentication

通过以计算机视觉为主的人工智能技术，对商品和证照的制作工艺和印刷字体等进行客

观的真伪鉴别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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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鉴定点 Authentication Feature

是指 AI 鉴定或者人工鉴定关注的商品的特殊部位，这些部位正品和仿品存在可分辨差

异，详情见附录 A。

3.1.13

训练数据 Train Data

数据挖掘过程中用于数据挖掘模型构建的数据。

3.1.14

真标签 True Label

符合正品工艺的待鉴定物品标注为真。

3.1.15

假标签 False Label

不符合正品工艺的待鉴定物品标注为假。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I：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N：神经网络 （Neural Network）

GAN：对抗生成网络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

IOU ：交并比（Intersection over Union）

YOLO：一种目标检测方法（You Only Look Once）

SKC: 库存颜色单位（Stock Keeping Color）

4 性能要求

4.1 时效性

上传图片后系统在 10s 内应给出鉴定结果。

4.2 智能性

AI 鉴定整个技术（除了拍照）应由计算机完成，无需人干预，并保证准确率大于 90%。

4.3 鲁棒性

在不同拍摄环境、拍摄角度下，图片应清晰，同一个鉴定点多次测试，系统应在 95%
以上的概率给出一致的结果。

4.4 准确性

在符合相应图片质量要求前提下，AI 鉴定结果的准确率仅对所提供的图片做判断，且

应不低于人工鉴定师在无实物的情况下只看图片得出的鉴定结果的准确率，最低准确率应高

于 90%。

5 图片信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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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信息库应符合如下要求：

a) 收集的图片需要确保清晰，最短边分辨率应高于 400 个像素值，且鉴定点无遮挡；

b) 同时有真假商品的图片，图片来自于合作的各大商家，且均被授权使用；

c) 单张图片大小应不低于 500k。

6 硬件

硬件应符合如下要求：

a) 训练设备（服务器）需有显卡，且显存大小至少 16G；

b) 训练设备（服务器）具有操作系统，能安装主流的深度学习框架，支持编程软件使

用；

c) 部署设备需要保证网络畅通，长时间处于联网状态。

7 相关人员要求

从事 AI 鉴定系统开发人员应具备：

a) 了解电子商务、质量安全、消费权益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

b) 对商品的鉴定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c) 了解人工智能技术，具有计算机视觉专业知识，了解深度学习，对目标检测，目标

分类有相关研究；

d) 了解显卡，服务器部署方法。了解深度学习相关框架，使用方法；

e) 具有代码能力，了解至少一门编程语言。

8 训练数据要求

8.1 数据增强

数据增强不仅可以解决类别数据不均衡的问题，还可以提升算法在不同场景下的鲁棒

性，防止因输入图片细微的光照改变、角度变换造成鉴定得分的巨大差异。常见数据增强方

法如下：

a) 传统数据增强方法：通过平移（随机上下左右移动 30%以内）、旋转（旋转角度主

要包括 0°~30°、90°和 180°）、颜色变换（调整对比度、亮度）等操作将图像场景

多样化；

b) 深度学习增强方法：通过对抗生成网络生成以假乱真的图片来扩充缺失数据。

8.2 训练数据处理

在数据成为训练数据前，应完成如下处理流程：

a) 将数据以品类、品牌或系列为单位进行整合，同时将无效数据（非品类、品牌、系

列、非鉴定点）清洗出去；

b) 经过 a） 步骤后，将符合要求的图片数据交由品牌方和具有中检资质认证的鉴定

师进行复核，每张图得到可靠的真假标签；

c) 将得到可靠的标签（真、假标签）后的数据进行鉴定点标注，标注图片中具有鉴定

信息区域的位置和鉴定点名称；

d) 经过 c）步骤后得到的图片用于检测模型的算法训练和优化；

e) 使用 c）步骤的标注信息将图片按照鉴定点割取出来，仅使用具有鉴定信息的区域

和真假标签进行鉴定模型的训练和优化。

如图 1 所示，表示了数据所经历的三个最主要的处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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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算法训练数据处理流程

9 AI 鉴定系统

9.1 AI 鉴定系统模块

如图 2 所示，AI 鉴定算法模块应包含目标检测、图像质量评估、目标分类、集成四个

模块。

图 2 AI 鉴定算法模块流程图

9.2 目标检测

9.2.1 必要性

目标检测的任务是通过深度学习方法找出图像中的目标物体，确定它们的类别和位置。

AI 鉴定整个算法流程中引入目标检测，不仅可以判断输入图片是否含有鉴定点，确定鉴定

点的具体名字，还可以精准地定位到鉴定点所在位置。

图 3 为目标检测的一个结果示例图，检测到一个目标，预测类别为“包”,置信度为 0.813，
位置用红色矩形框框出。将目标精准的定位出来既可以检测输入图片鉴定点是否正确，亦可

根据位置信息将目标切割出来，防止复杂背景对鉴定结果造成干扰。

图 3 目标检测结果示例图

9.2.2 训练数据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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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8.1 数据增强和 8.2 训练数据处理后，训练数据量应达到以下条件：

a) 各鉴定点的数据量在 1000 张以上;
b) 正样本（有标注图片）和负样本（没有鉴定意义的图片）比例控制在 5:1。

9.2.3 准出条件

AI 鉴定的目标检测算法应具备以下几点：

a) 为确保 AI 鉴定结果的实时性，目标检测算法应在 1S 内出结果；

b) 为确保目标检测区域的精确度，算法的 IOU 应高于 0.7；

c) 目标检测算法的准确率应大于 0.95；

d) 目标检测算法的召回率应大于 0.9。

9.3 图像质量评估

9.3.1 必要性

基于项目本身数据特征，在鉴定点拍摄时，可能会存在模糊、反光、图片过小等问题，

将这类图片输入分类网络中会大大影响鉴定结果的准确性。因此，针对图片质量的判断模型

很有必要。如图 4 所示，图像质量评估模型可利用语义分割技术，该技术对每个像素点逐个

进行分类判断，黑色部分代表图片中的模糊区域，其中得分越高，代表该张图片越模糊。

图 4 部分模糊拒鉴结果示例图

9.3.2 训练数据要求

图像质量评估模型训练数据包括两大类，符合鉴定要求的图片数据和不符合鉴定要求的

图片数据。

a) 符合鉴定要求的图片：像素值高且目标最长边大于 224 个像素值，鉴定信息完整，

没有遮挡的鉴定点图片。

b) 不符合鉴定要求的图片：图片模糊，反光，最长边小于 224 个像素值，存在遮挡，

非鉴定区域等情况的鉴定点图片。

9.3.3 准出条件

图像质量评估模型应具备以下条件：

a) 为确保 AI 鉴定结果的实时性，图像评估算法应在 1S 内出结果；

b) 图像评估模型的结果和人为感知符合度应高于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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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目标分类

9.4.1 目标分类网络

经过 9.2 目标检测和 9.3 图像质量评估合格后的鉴定点图片，输入到分类网络中，进行

真假鉴定。目标分类网络通过深度学习方法，判断一张图片属于真类别还是假类别。图 5

为目标分类结构示例图，输入一张合格的鉴定点图片，通过隐藏层提取特征，最终层输出真

假类别。

图 5 目标分类结构示例图

9.4.2 训练数据量要求

经过 8.1 数据增强和 8.2 训练数据处理后，应达到以下数量的要求，才能得到一个可使

用的真假分类模型。

a) 各个鉴定点的数据量在 2000 张以上；

b) 单个鉴定点的真假数据量相差不要超过 500 张；

c) 鉴定点数据应包括该品类 80%的 SKC；

d) 根据标注信息将鉴定点区域割取下来，排除背景等无关信息的干扰，进行分类模型

的训练。

9.4.3 准出条件

目标分类模型应具备以下条件：

a) 为确保 AI 鉴定结果的实时性，分类算法应在 1S 内给出结果；

b) 各鉴定点的真假分类准确率应高于 90%。

9.5 结果集成

9.5.1 必要性

通过考虑各个鉴定点结果和得分，设计集成逻辑，给出整个商品鉴定结果。集成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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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最终鉴定结果准确率和鲁棒性。

9.5.2 集成方案

集成应考虑并确定如下因素：

a) 根据鉴定师意见，以及算法准确率，确定每个鉴定点的权重；

b) 确定最少拍摄鉴定点数，每个鉴定点的重要性，以及哪些鉴定点的拍摄必不可少；

c) 针对单个鉴定点，多个方法给出的结果，进行集成。

9.5.3 准出条件

集成应达到如下效果：

a) 明确给出最终鉴定结果；

b) 对单个鉴定结果进行集成后准确率有所提升。

10 鉴定报告

如图 6所示，鉴定报告应包括以下信息：

a) 整体鉴别结论：告知待鉴别商品是否符合正品工艺或无法鉴别，符合正品工艺为真，

不符合正品工艺为假；

b) 鉴别品牌：展示待鉴别商品的品牌；

c) 鉴定报告出具机构：鉴定报告中要显示出具该报告的机构，若有多个机构，应全部

列出

d) 鉴定详情：显示各个鉴定点的检测结果和鉴定得分，其中单鉴定点得分越高，代表

该鉴定点跟正品工艺符合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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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鉴定报告示例图

11 整体鉴定准出条件

11.1 测试数据准备

为保证测试结果的客观公正性，测试样本的选择应符合以下条件：

a) 每个品牌最少准备真假各 500 个测试样本，且样本清晰无遮挡，涵盖该品牌的所有

款式;

b) 假数据中要包括高仿、低仿，真数据要注意平衡经典款和中古款之间的数据量；

c) 由品牌方和资深鉴定师确保真假标签的准确性。

11.2 整体鉴定准确率统计

根据集成逻辑进行整体集成后，最终得到待鉴定目标的真假。准确率的计算方式如下：

a) 真数据的样本总量为 tA ，AI 鉴定测试结果为真的数据量为 tB ，则真数据的准确率 tacc
按

公式(1)计算：

t

t
t A

Bacc 
（1）

b) 假数据的样本总量为 fA ，AI 鉴定测试结果为真的数据量为 fB ，则假数据的准确率 facc

按公式(2)计算：



T/CIQAxxx-2023

f

f
f A

Bacc 
（2）

c) 统计所有样本中无法鉴定的数据，记为 C，无法鉴定率 d 按公式(3)计算：

ft AA
Cd



(3)

11.3 准出条件

a) 真假数据整体鉴定准确率应大于 92%;

b) 真假整体鉴定准确率相差应小于 5%，否则准确率有明显的倾向性，不能达到准出要

求；

c) 无法鉴定率应小于 10%。

12 国内外标准情况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a) 本文件是为解决会员单位实际问题⽽提出的，经查新，国内外⽬前均⽆该专业内容

要求的标准。

b) 本文件与有关的现⾏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冲突和交叉。

c) 本文件是填补现⾏标准体系的空⽩。

d) 本文件中数据获取需相关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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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部分）产品鉴定点要素如表 A.1 所示。

表 A.1 （部分）产品鉴定点要素

类别 关键要素 辅助要素

箱包类 皮签、五金刻字、拉链、防伪

标、黑标等具有重要鉴定意义

的鉴定点符合品牌方的制作

工艺。

皮质、油边和走线等符合品牌

方的制作工艺。

腕表类 表盘、表背和表把等具有重要

鉴定意义的鉴定点符合品牌

方的制作工艺。

配件和附件等符合品牌方的

制作工艺。包括保卡、盒子、

证书、钻卡以及表带刻字等。

鞋履类 鞋标、背胶、走线、鞋盒侧标

和鞋盒钢印等具有重要鉴定

意义的鉴定点符合品牌方的

制作工艺。

配件和附件等符合品牌方的

制作工艺。包括鞋撑、吊牌等。

衣服类 吊牌、水洗标和领标等具有重

要鉴定意义的鉴定点符合品

牌方的制作工艺。

配件和附件等符合品牌方的

制作工艺。包括衣袋二维码、

摆织标和 LOGO 刺绣等。

珠宝玉石类 材质、密度和折射率、等具有

重要鉴定意义的鉴定点符合

该类珠宝玉石的工艺。

透光性和荧光反应 等符合该

类珠宝玉石的工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