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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苗木质量追溯系统建设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苹果苗木质量追溯系统建设要求的术语和定义、追溯系统建设、追溯信息采集、追溯

信息管理、追溯标签。

本标准适用苹果苗木的质量追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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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7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GB/T 22005 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 体系设计与实施的通用原则和基本要求

GB/Z 25008 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 体系设计与实施指南

DB37/T 3661 重要产品追溯 食用农产品追溯码编码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GB/Z 250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GB/Z 25008

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追溯单元 traccable unit

需要对其来源、用途和位置的相关信息进行记录和回溯的单个产品或同一批次产品。

[GB/Z 25008—2010，定义3.1]

3.2

基本追溯信息 basic traceability data

能够实现组织间和组织内各环节间有效连接的必需信息，如生产者、生产批号、生产日期、生产班

次等。

[GB/Z 25008—2010，定义3.4]

3.3

扩展追溯信息 extended traceabilit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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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Z 25008—2010，定义3.5]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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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信息 traceability data

记录苹果苗木质量追溯各环节信息的元素，如：企业信息、生产信息、质量信息、仓储物流信息和

销售信息、实时监控信息等。

3.5

追溯码 traceability code

通过记录标识的方法回溯某个实体来源、用途、位置和历史的编码。

3.6

追溯标签 traceable tags

苹果苗木追溯码的物理载体。

4 追溯系统建设

4.1 追溯目标

通过追溯码追溯从砧木品种繁育、苗木嫁接、田间管理至苗木出圃、分级、包装、储藏、销售、运

输等主要环节的信息，实现对苗木质量全过程跟踪和信息化管理。

4.2 基本要求

4.2.1 应依据 GB/T 22005 建立完善的质量追溯管理体系。

4.2.2 应按需建设实现追溯信息采集的追溯信息管理系统，支撑追溯信息的源头采集和信息管理。

4.2.3 应制定产品质量追溯工作规范并组织实施。

4.2.4 应按需建设追溯码管理系统，实现追溯码生成、输出及与追溯信息关联。

4.2.5 应按需建设追溯体系的信息统计分析、决策支持、运维管理等。

4.3 机构和人员

苹果苗木生产组织者（企业、合作社等）要指定相应的机构或人员，负责追溯信息的采集、上报、

核实及发布等工作。

4.4 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

苹果苗木生产组织者（企业、合作社等）应配备计算机、网络设备、标签打印机、追溯码读写等必

要的硬件设备；相关软件应满足实现追溯信息基本要求的功能。

5 追溯信息采集

5.1 企业信息

企业信息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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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企业信息

追溯信息 信息说明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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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地信息
基地地址（利用 GPS标注基地地块位置）、基地负责人、联系电

话、基地面积、基地编号、苗木类别
●

资质认证 种苗繁育资质的许可证和许可机构 ●

基地环境 气象条件、土壤状况、水质及大气、土壤检测报告 ●

技术力量 苗木繁育技术负责人信息（姓名、电话、从业资格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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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销商信息
苗木经销商的单位名称、地址、电话、法定代表人、联系人及

相关资质
●

图片信息

营业执照、种苗繁育的资质证照、检测、检疫等报告 ●

苗圃照片（全貌及局部，包括种质资源保存圃、采穗圃、砧床

圃、成苗圃等）、苗木照片（生长照及成品照）、品种结果状和

果实照片

●

5.2 生产信息

生产信息见表2。

表 2 生产信息

追溯信息 信息说明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砧木信息 名称、来源、脱毒情况、溯源码 ●

品种信息 名称、来源、脱毒情况、溯源码 ●

施肥信息
肥料名称、成分、肥料来源（生产厂家、购买渠道、采购人、溯

源码等）、作业信息（人员、时间、用量及施肥方式、作业图像）
●

用药信息

农药名称、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农药来源（生产厂家、购

买渠道、采购人、溯源码等）、防治对象、作业信息（人员、时

间、用量及用药方式、作业图像）

●

嫁接信息 嫁接时间、嫁接方式、嫁接人员等 ●

出圃信息
起苗时间、砧木与品种名称、出圃数量、规格等级、是否脱毒、

基地信息
●

其他生产信

息

土壤整理信息（作业人员、作业方式、作业时间）、除草信息（作

业人员、作业方式、作业时间）、灌溉信息（作业人员、灌溉方

式、灌溉时间）、栽种抚育信息（作业人员、作业内容、作业时

间）

●

5.3 质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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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信息见表3。

表 3 质量信息

追溯信息 信息说明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苗木质量

砧木与品种名称、脱毒信息、砧木总长度、砧木品种龄、根茎

处直径、嫁接口指定位置直径（指嫁接口上部 10 cm 处）、侧根

数量，苗木高度、侧枝数量、中间砧砧段长度、质量等级

●

检测信息

苗木名称、自检（检测标准、检测人员、检测时间、检测结果） ●

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结果（检测时间、检测机构名称、检测结

果、送检人员）
●

5.4 仓储物流信息

仓储物流信息见表4。

表 4 仓储物流信息

追溯信息 信息说明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出入库信息 出入库时间、名称、规格等级、数量、批号、经手人等 ●

仓储信息
仓库编号、库存数量、仓库贮藏期间的温度和湿度、仓库管理

员
●

物流信息

运输苗木的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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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过程中苗木所处环境

的温度和湿度

●

5.5 销售信息

销售信息见表5。

表 5 销售信息

追溯信息 信息说明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销售信息
销售渠道（自销、经销商）、苗木名称、规格等级、追溯码、供

货数量、供货时间、销售区域、销售完结时间、客户信息等
●

5.6 实时监控信息

实时监控信息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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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实时监控信息

追溯信息 信息说明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视频监控信息 苗木繁育关键节点视频监控 ●

环境信息
空气温度、空气湿度、二氧化碳、光照、风向、风速、降水量

等信息、土壤水分、温度等信息
●

5.7 预警信息

预警信息见表7。

表 7 预警信息

追溯信息 信息说明
信息类型

基本追溯信息 扩展追溯信息

预警信息 产前提醒信息、产中预警信息、产后反馈信息、市场窜货信息 ●

6 追溯信息管理

6.1 信息存储

纸质追溯信息记录应进行电子化或录入信息系统，电子追溯信息记录应更新和备份并至少保存到售

后3年（即幼树开始结果后）。

6.2 信息安全

追溯信息的安全管理应具备追溯信息防篡改、防攻击、访问权限限制、数据加密传输、访问日志记

录等安全防护能力。对外查询服务器与企业内部信息系统应分开，保障信息安全。

6.3 信息关联

追溯码应与追溯信息关联，关联信息主要包括企业信息、生产信息、质量信息、仓储物流信息、销

售信息、实时监控信息、预警信息。追溯信息各环节之间应实现关联。

7 追溯标签

7.1 追溯标签元素

追溯标签至少应包括以下元素：

a) 标签名称；

b) 产品名称（品种、砧木）与规格等级；

c) 追溯码（二维码和数字码等）。

7.2 追溯标签要求

7.2.1 追溯码应一物一码，且具有唯一性。

7.2.2 追溯标签应完整、清晰、持久、无涂改，易于辨认和识读，并具有防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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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追溯标签应保证不因搬运和其他因素而被磨损或消失。

7.3 追溯编码要求

7.3.1 追溯码编码原则应符合 GB/T 7027 的规定。

7.3.2 编码要求应符合 DB37/T 3661 的规定。

7.4 追溯查询

可通过微信、扫描枪、查询机、手机APP等具备扫码功能的设备平台扫描追溯码，或通过网站、微

信公众平台、拨打电话等方式输入追溯数字码查询追溯信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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