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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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中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海南省三亚市农业农村局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三亚市农业农村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三亚市热带农

业科学研究院，海南省南繁管理局，三亚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海南省农业科学院三亚研究院，中

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海南万保榴莲产业技术研究院，海南省鸿翔农业集团优旗投资有限公司，万保

农牧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黎训谆，万三连，李佳利，张斌，王雯颖，钱建平，刘北桦，冯学杰，孟磊，

杨福旺，张向东，李思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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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莲产品全程可追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榴莲种植、加工、运输以及销售等全供应链环节的信息采集、传输、存储以及管理要

求，编码方法和追溯标识规范，实现榴莲产品源头可追溯、流向可跟踪、信息可查询、责任可追究。  

本标准适用于榴莲产品的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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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T 1431 农产品追溯编码导则 

NY/T 1761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操作规程 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追溯 traceability 

通过记录和标识，追踪和溯源客体的历史、应用情况或所处位置的活动。 

[来源：GB/T 38155-2019，定义2.2] 

 

追溯单元 traceability unit 

需要对其历史、应用情况或所处位置的相关信息进行记录、标识并可追溯的单个产品、同一批次产 

品或同一品类产品。 

[来源：GB/T 38155-2019，定义2.4] 

 

编码 coding 

给事物或概念赋予代码的过程 

[来源：GB/T 10113-2003，定义2.2.1] 

 

追溯码 traceability code 

追溯系统中对追溯单元进行唯一标识的代码。  

[来源：GB/T 38155-2019，定义2.10] 

 

基本追溯信息 basic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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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实现追溯系统中各参与方之间有效链接的必需信息。 

注：这些信息可以是责任主体备案信息、产品名称、产品唯一代码、追溯单元、追溯码等。 

[来源：GB/T 38155-2019， 定义3.1] 

 

扩展追溯信息 extended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除基本追溯信息外,与产品追溯相关的其他信息,可以是产品质量或用于商业目的的信息。 

注：这些信息可以是生产流程、参与人员及时间等信息。 

[来源：GB/T 38155-2019，定义3.2] 

  

追溯数据 traceability data 

记录追溯的信息。 

[来源：GB/T 38155-2019，定义3.4] 

4 基本原则 

真实性原则 

所采集的榴莲产品信息必须真实反映实际对象和环境情况，严禁任何人为篡改或编造的行为。 

实时性原则 

追溯信息应为实时信息，确保信息的时效性。实时性指信息自发生到被采集的时间间隔，间隔越短

就越及时，最快的是信息采集与信息发生同步。 

完整性原则 

追溯信息应覆盖榴莲产品种植、加工、运输、销售全过程；信息内容应覆盖本环节操作时间、地点、

责任主体、产品批次、质量安全相关内容。 

唯一性原则 

每个编码对象都应拥有唯一的代码，同时，每一个代码也应仅对应并标识一个特定的编码对象，以

确保编码的唯一性和准确性。 

5 基本要求 

追溯目标 

追溯的榴莲产品可根据追溯码追溯到各个种植、加工、流通环节的产品、投入品信息及相关责任主

体。 

机构和人员 

追溯的榴莲种植企业（组织或机构）应指定机构或人员负责追溯的组织、实施、监控和信息的上报、

核实及发布的工作。 

设备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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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全程追溯体系的榴莲种植企业（组织或机构）应配备必要的计算机、网络设备、标签打印机、

条码读写设备等相关软件应满足追溯要求。 

6 榴莲产品全程追溯流程 

榴莲产品全程追溯流程见图 1。 

图 1 榴莲产品全程追溯流程图 

7 全程追溯信息项 

种植信息 

榴莲产品种植环节追溯信息项见表 1。 

表 1 榴莲产品种植环节追溯信息项 

追溯数据 描述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 

种植企业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企业地

址、联系电话 
★  

生产基地

信息 

基地名称、基地负责人、生产技术员、联系电话、地

址或者组织机构代码 
★  

果园土壤

信息 
土壤温度、土壤湿度、土壤 pH、土壤水分 ★  

环境信息 空气温度、空气湿度、光照强度、风速、降雨 ★  

 

榴莲种植 榴莲加工 榴莲运输 榴莲销售 

种植信息 加工信息 运输信息 销售信息 

追溯系统 追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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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榴莲产品种植环节追溯信息项（续） 

追溯数据 描述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 

种植信息 
种植年份、种植品种 ★  

种植密度、面积、产量  ★ 

农资信息 

农用生产资料供应商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电话 
★  

相关资质  ★ 

施肥信息 

肥料名称、作业信息(人员、时间、用量及施肥方式、

作业图像） 
★  

肥料来源(生产厂家、购买渠道、采购人、溯源码等)  ★ 

采摘信息 
采摘日期、采摘工具、采摘方式 ★  

采摘量  ★ 

注：★代表该行信息所属类型。 

加工信息 

榴莲产品加工环节追溯信息项见表 2。 

表 2 榴莲产品加工环节追溯信息项 

追溯数据 描述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 

加工企业

信息 

企业名称、法人代表、联系电话、生产地点、地址或者

组织机构代码 
★  

产品来源 
种植企业名称、产品名称、生产日期 ★  

产品数量、产品检验报告  ★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品种、采摘日期、批号、产品的唯一性编码

与标识 
★  

产品认证信息、保质期、产品检验报告  ★ 

包装信息 
包装负责人、产品批号、包装时间 ★  

包装方式、包装材料  ★ 

出入库信

息 

出入库时间、名称、规格等级、数量、批号、经手人 ★  

出入库温度、湿度  ★ 

注：★代表该行信息所属类型。 

 

运输信息 

榴莲产品运输环节追溯信息项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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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榴莲产品运输环节追溯信息项 

追溯数据 描述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 

运输企业

信息 

企业名称、法人代表、联系电话、生产地点、地址或

者组织机构代码 
★  

出入库信

息 

出入库时间、名称、规格等级、数量、批号、经手人 ★  

出入库温度、湿度  ★ 

产品来源 
种植企业名称、产品名称、生产日期 ★  

产品数量、产品检验报告  ★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品种、采摘日期、批号、产品的唯一性编

码与标识 
★  

产品认证信息、保质期、产品检验报告  ★ 

物流信息 

运输产品的名称、数量、方式(公路、铁路、空运、海

陆)、运输时间(起始时间)、运输人员信息(姓名、驾

驶证、联系方式)、运输车辆信息(牌照、行驶证、卫

生状况)、运输起止地点 

★  

车辆跟踪信息(车辆定位)、天气状况、运输过程中榴

莲产品所处环境的温度和湿度 
 ★ 

注：★代表该行信息所属类型。 

 

销售信息 

榴莲产品销售环节追溯信息项见表 4。 

表 4 榴莲产品销售环节追溯信息项 

追溯数据 描述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 

经销商信

息 

经销商的名称、法人、联系电话，地址或者组织机构

代码 
★  

经销商资质、销售点  ★ 

产品来源 
种植企业名称、产品名称、生产日期 ★  

产品数量、产品检验报告  ★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品种、采摘日期、批号、产品的唯一性编

码与标识 
★  

产品认证信息、保质期、产品检验报告  ★ 

销售信息 
销售负责人、销售时间、销售地点 ★  

销售数量、销售环境温度、湿度等  ★ 

注：★代表该行信息所属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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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追溯信息管理 

信息采集要求 

8.1.1 榴莲产品追溯应分为榴莲产品种植、榴莲产品加工、榴莲产品流通、榴莲产品销售追溯单元。 

8.1.2 支持多种方式的数据采集，所有采集的信息应保证真实有效。 

8.1.3 榴莲产品追溯信息应分为基本追溯信息和扩展追溯信息。 

8.1.4 应记录基本追溯信息，可记录扩展追溯信息。 

信息上传要求 

追溯信息采集后，追溯专人应及时将相关信息传输到追溯管理平台。 

信息存储要求 

上传后的信息存储期应与追溯产品的保质期一致；保质期不足 2 年的追溯信息应至少保存 2 年。 

信息传输要求 

上一环节操作结束时，应及时通过网络等形式，将信息传输给下一环节。企业（组织或机构）汇总

信息后传输到追溯系统。 

信息查询要求 

凡经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向社会公开的质量安全信息，均应建立相应的技术平台，以便公众进

行查询和了解。 

9 追溯码编码与载体 

编码 

榴莲产品编码采用 NY/T 1431-2007 编码。 

载体 

追溯码载体选择二维条码，可使用快速响应矩阵码（QR Code），以确保追溯码的正确生成、印制和

识读。 

10 二维码标识 

大小 

二维码标识的大小应综合考虑编码内容的复杂程度、纠错等级的需求、识读装置与系统的性能，以

及标签所允许的空间范围等因素进行确定。为确保二维码的清晰度和可读性，其最小模块尺寸应当不小

于0.254毫米，以确保扫描设备能够准确快速地识别和解码信息。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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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标识载体应当稳妥地粘贴或蚀刻在追溯单元之上，或者附着于包含追溯单元的托盘或随附

的文件上，持续至追溯单元不再需要追溯为止。在选择标识位置时，应确保二维码符号保持原形、不被

污染或损坏，同时所选位置应方便扫描操作，确保易于读取识别，以保证追溯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11 质量问题处置 

按NY/T 1761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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