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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把粮食各个环节的信息利用计算机与信息技术进行采集，并将各环节的产品标识信

息链接起来，形成一条可追溯链条。结合粮食行业现状，通过粮食信息采集追溯服务标准研究，

建立粮食生产、收购、储存、加工、销售环节粮食质量安全追溯链，实现粮食从田间到餐桌的质

量追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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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ollect the information of every link in grain production, and connect the product identification 

information on each link to form a traceable chai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raceability of grain quality 

through standard research and platform construction, by tak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rain production 

industry into consideration. This study will help establish a traceable chain of grain production, purchase, 

storage, processing, marketing link, and grain safety to improve grain quality traceability from the field to the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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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监管部门对粮食质量安全高度

重视。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

的意见》，强调建立覆盖从产地到餐桌全程的粮食

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和平台，进一步健全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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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衔接协作机制，加强粮食种植、收购、储存、

销售及食品生产经营监管，严防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或用于食品加工。 

2019 年，中发 1 号文指出“实施农产品质量

安全保障工程，健全监管体系、监测体系、追溯

体系”。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要求，“继续

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

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管理，打造地方知名农产

品品牌，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有效开发农

村市场，扩大电子商务进农村覆盖面，支持供销

合作社、邮政快递企业等延伸乡村物流服务网络，

加强村级电商服务站点建设，推动农产品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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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强化全过程农产品质量安

全和食品安全监管，建立健全追溯体系，确保人

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科学研究院为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2017 年

启动“政策性粮食信息服务云平台构建技术研究

与示范”项目，开始着手粮食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相关标准及平台的研究。 

粮食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是把粮食产品生产各

个环节的信息通过计算机技术手段进行采集与保

存，将各生产环节连接起来，形成一条可追溯链

条[1]。粮食质量追溯体系的建设必须依附供应链

进行，对产品供应链中产、购、储、加、销等各

环节的信息进行收集，并通过可记录信息的载体

标识在产品上，让各环节所标识信息能够对接，

使产品相关信息能够在供应链中传递，最终形成

产品追溯体系[2]。粮食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建立，

将有效提高农民种植优质粮食的收益，促进粮油

产品质量的全面提升，满足城乡居民消费升级需

求，实现粮食供给从解决“吃得饱”到满足“吃

得好”的转变。 

1  粮食质量追溯体系现状 

我国粮食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研究起步较晚，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粮食产业链数据共享

交换标准化水平低，信息聚合程度不高。由于缺

少数据共享交换标准，粮食生产、储存、加工、

质检和销售等各个系统之间的数据相对独立，产

生的数据形态和数据结构各异，不能满足建立追

溯体系的需求。二是来源数据的真实性难以得到

可靠的保障，难以预防虚假的粮食质量数量信息

混入其中，造成质量安全追溯有效性和权威性的

缺失。 

2014 年，原国家粮食局开始进行粮食质量安

全追溯体系研究，并于 2015 年 5 月发布了行业标

准 LS/T 1713—2015《库存粮食识别代码》，粮食

从收储到流转再到加工企业之间信息可以进行追

溯，但是粮食流转到加工企业后便无法向下游传

递，且粮食本身还受散储、散运等特性限制，导

致质量追溯体系不完善，因此亟需研究一套能够

贯穿整个粮食产业链的全流程质量追溯体系。 

2019 年申报的《粮食信息采集追溯服务规范》

行业标准通过粮标委立项审定，并由国家粮食物

资储备局办公室列入《关于下达 2019 年第一批粮

油行业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国粮办发〔2019〕

192 号）该年度粮食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中。该

标准的编制，为粮食产品从餐桌到田间的全流程

粮食质量信息追溯提供依据。 

2  粮食信息采集追溯服务规范 

粮食信息采集追溯服务规范主要内容包括：信

息采集、信息追溯、追溯实现和技术要求等内容。 

2.1  信息采集 

2.1.1  采集原则 

基于追溯的粮食信息采集应遵循以下原则： 

（1）全面性。为提高粮食信息追溯有效性，

信息采集范围应覆盖粮食的生产、收购、储存、

加工、销售环节的信息。 

（2）可溯源性。为保证粮食追溯的可操作性，

采集的信息必需包含各追溯参与方之间有效链接

的信息，确保粮食可跟踪和（或）溯源。 

（3）有效性。信息采集接口应提供验证机制，

保证数据采集的有效性；并提供数据传输过程中

的隐私保护和防篡改功能。 

2.1.2  采集业务模式 

对粮食追溯流程中的生产、收购、储存、加工

和销售各环节粮食信息，在信息层面建立多种类型

的服务，并汇集到数据汇集端并实现服务注册，

同时粮食信息的采集、存储、加工环节，可建立

多种应用对外提供服务。其业务模式如图 1 所示。 

 

 
 

图 1  粮食信息采集业务模式 

Fig.1  Business model of Grain information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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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采集信息内容 

采集信息涵盖粮食生产、收购、储存、加工、

销售 5 个主要环节。每个追溯环节中的采集信息

分为基本追溯信息和扩展信息两部分。 

基本追溯信息是能够实现追溯系统中各参与

方之间有效链接的最少信息，是必需采集的信息。

扩展信息是与粮食追溯有关的其他信息，可通过

基本信息进行关联获取，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追溯

信息内容。各环节基本采集信息见表 1： 
 

表 1  各环节基本采集信息 

Table 1  Basic tollection of information in each link 

流通环节 信息类别 基本采集信息 

户主姓名/基地名称 农户/生产基地信息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品种 

生产环节 

种植信息 

收获年月 

企业名称/销售人 种植企业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 

户主姓名/企业名称 收购企业信息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品种 

收购环节 

粮食信息 

收获年月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储存企业信息 

库存识别代码（货位号、封仓时间）

品种、交货人 

储存环节 

粮食信息 

收获年月（收购时间） 

企业名称 加工企业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供货企业名称 

品种 

主要原料来源信息 

数量、交货时间 

产品名称 

品牌 

生产日期 

批号 

加工环节 

产品信息 

规格 

生产厂家 

产品名称 

规格 

品牌 

批号 

销售环节 产品信息 

生产日期 
 

2.2  信息追溯 

2.2.1  追溯原则 

考虑到粮食追溯涉及的环节多、业务广的特

点，在实施追溯时，宜遵循“向前一步，向后一

步”的追溯原则，即每个主体或组织只需要向前

溯源到粮食的直接来源，向后追踪到粮食的直接

去向。 

2.2.2  追溯业务模式 

粮食追溯业务涵盖的环节包括粮食生产、粮

食收购、粮食储存、粮食加工和粮食销售环节，

构成粮食完整的追溯链条。每个环节涉及到的角

色分别对应种植企业/农户、粮食收购者（经纪

人）、粮食库存企业、粮食加工企业和消费者。 

溯源可分为正向溯源和反向溯源。 

正向追溯是指从产品的销售环节向生产环节

进行追溯，通过确定上游原料的来源，追溯其构

成及生产过程信息，其追溯请求和响应过程见图

2 所示。 

 

 
 

图 2  正向溯源请求和响应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forward  
traceability request and response 

 

反向追溯是指从产品的生产环节向销售环节

进行追溯，通过确定上游原料向下游的去向，以

便缩小确定产品的召回范围，其追溯请求和响应

过程见图 3 所示。 

 

 
 

图 3  反向溯源请求和响应示意图 

Fig.3  Reverse-source request and response schematics 
 

当追溯发起时，追溯可沿粮食供应链逐环节

进行。与追溯请求方有直接联系的上下游组织响

应追溯请求，查找追溯信息。若实现既定的追溯

目标，追溯响应方将查找结果反馈给追溯请求方；

否则应继续向其上游或下游组织发起追溯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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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查出结果为止。 

2.3  追溯实现 

2.3.1  追溯标识 

各追溯参与方应确保追溯单元标识信息的真

实性，所有追溯单元应提供其标识信息，并从追溯

源头附上标签、标记或标注。标签、标记或标注信

息内容以基本追溯信息为主，保证标识的唯一性。 

标识应直接附在追溯单元上，若无法直接附

在追溯单元上，则至少应附在包含该项目的物流

单元上，（例如：托盘）或随附文件上。 

2.3.2  追溯过程 

以正向溯源流程图 4 为例。 

 

 
 

图 4  正向溯源流程 

Fig.4  Forward traceability process 
 

（1）在溯源过程中，首先从销售环节开始。

扫描粮食产品唯一性标识（二维码/条码）或输入

产品唯一性编码，获取生产厂家、产品名称、品

牌、规格和批次等基本信息，及入库时间、上架

时间、产品检测情况、产品价格等关联信息。 

（2）在加工环节，依据粮食产品追溯单位唯

一性标识，获得产品批次信息，及原料来源、原

料质量检测情况、产品原料配比、加工过程、产

品包装来源、产品质量检测等关联信息。并可分

别溯源到仓储企业、收购企业（或粮食经济人）

或生产企业（或农户）等原料提供企业或个人。 

a. 来源于仓储企业的，获取粮食库存识别代

码，及关联信息（如：货位，入库时间、入库质

量检测情况，出库时间、出库质量检测情况、储

存管理情况等）； 

b. 来源于收购企业（或粮食经济人）的，获

取收购企业证件信息、粮食品种、数量、收获年

度等信息。 

c. 来源于种植企业（或农户）的，获取种植企业

/农户证件信息、粮食品种、数量、收获年度等信息。 

（3）在储存环节（可选环节），依据库存识别

代码信息以及原粮来源，分别追溯到收购企业（或

粮食经济人）或种植企业（或农户）。 

a. 来源于收购企业（或粮食经济人）的，获

取收购企业（或粮食经济人）证件信息、粮食品

种、数量、收获年度等信息。 

b. 来源于种植企业（或农户）的，获取种植

企业/农户证件信息、粮食品种、数量、收获年度

等信息。 

（4）在收购环节（可选环节），依据收购企业

粮食品种、数量、收获年度等信息，获取种植企

业/农户证件信息、粮食品种、收获年度等信息。 

（5）在生产环节，依据证件信息、粮食品种、

收获年月可关联到粮食的地块信息、播种信息、

施肥信息等。 

（6）溯源过程结束，返回各环节信息。 



仓储物流  第 29 卷 2021 年 第 5 期 

 

 208  

2.3  技术要求 

2.3.1  功能要求 

数据汇集服务端通过数据采集前置端对粮食

流通各环节企业进行粮食信息采集，主要功能应

包括： 

企业信息认证、自维护、信息批量加载、增

量操作、查重、汇交统计报告等。 

2.3.2  基于简单对象访问协议（SOAP）的实现 

基于简单对象访问协议（SOAP）实现的粮食

信息采集服务接口应： 

（1）遵循 SOAP 协议 1.2 版； 

（2）采用超文本传输安全协议（HTTPS）作

为应用层协议传输 SOAP 消息； 

（ 3 ）采 用 可 扩 展 标 记 语 言 （ XML ） 或

JavaScript 对象表示法（JSON）对请求及响应消

息进行编码； 

（4）通过网络服务描述语言（WSDL）给出

接口的物理定义。 

2.3.3  基于表现层状态转移（REST）的实现 

基于 REST实现的粮食信息采集服务接口应： 

（1）通过单个资源的统一资源定位符（URL）

标识服务接口； 

（2）采用 HTTPS 协议进行信息传输； 

（3）至少实现从指定资源请求数据（GET）、

将数据发送到服务器来创建/更新资源（POST）

两种方法； 

（4）在采用 POST 方法时，请求消息采用 XML

或 JSON 编码； 

（5）采用 XML 或 JSON 对响应消息进行编码； 

（6）通过 WSDL 给出接口的物理定义。 

3  结语 

通过研究、制订《粮食信息采集追溯服务规

范》，可以实现对粮食质量追溯信息采集方法及采

集内容规范化、标准化，保证粮食质量追溯信息

通畅、完整，对建立全国粮食质量追溯体系形成

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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