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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贸市场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智慧农贸市场的术语及定义、场地、设施设备、场内布局、柜台设置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智慧农贸市场的建设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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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3-2011 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

GB/T 7722-2005 电子台案秤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21064-2007电子政务系统总体设计要求

GB/T 25070-2010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安全设计技术要求

GB/T 28827.1-2012 信息技术服务 运行维护

GB 316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80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SB/T 11124-2015 肉类蔬菜流通追溯零售电子秤通用规范

JJG 539-2016 数字指示秤检定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智慧农贸市场 smart marke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通过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包含智能结算、数据共享、智慧溯源等多领

域的农副产品交易场所。

智能终端设施 smart infrastructure

具有数据采集、信息展示与公共服务特征的智能设备以及运行环境和支撑环境的总称。

智慧农贸信息管理平台 cloud platform of smart market information

以智慧农贸大数据为基础、云计算环境为支撑，依托泛在网络，分布式聚合信息资源，并按需智能

提供计算存储、数据、接口、功能和知识等服务的基础性开放式信息系统。

4 场地要求

4.1 在已有的农贸市场的基础上进行升级的，按照原来市场的地址进行改造。

4.2 智慧农贸市场选址应当符合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符合GB 50180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

规 范等相关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有关规定执行。

4.3 智慧农贸市场设置应符合交通、环保、消防等有关规定，与城区改造、居住区和社区商业建设相

配套，宜与住宅区有一定间隔。

5 智能终端设施

5.1 智能溯源电子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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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摆放位置要求

农贸市场每个经营摊位，应有统一的智能溯源电子秤，摊位内应留有统一位置摆放电子秤，电子秤

设置位置应便于消费者查看。

5.1.2 计量要求

智能溯源电子秤计量要求应符合GB/T 7722 中第5条要求。

5.1.3 技术要求

智能溯源电子秤技术要求应符合GB/T 7722 中第6条要求。

5.1.4 资质证书要求

智能溯源电子秤应具有效的型式批准证书，使用前应按照《数字指示秤检定规程》（JJG 539-2016

）的要求检定合格。

5.1.5 秤盘要求

秤盘应为食用不锈钢材质。

5.1.6 秤体要求

壳体结构能防止蟑螂进入，内部结构需有防虫设计保证，避免线路板被虫破坏。秤体防护等级必须

不低于IP45，重量传感器防护等级必须不低于IP65。

5.1.7 电源装置

电源装置应符合GB/T 7722-2005中5.1.3的要求，并配置内置备用电源。备用电源的电源适应能力

应符合SB/T 11124-2015中4.4.6的要求。

5.1.8 操作系统要求

智能秤应使用嵌入式操作系统，支持第三方开发的追溯等程序。

5.1.9 通讯要求

智能秤应能通过WIFI或4G的通讯方式，并基于https协议，连接第三方平台系统，并将以下基本信

息、交易信息和AD值等数据上传至系统，基本信息包括型号、厂家、出厂编号、在线状态等；交易信息

包括商品交易时间、种类、品名、照片、重量、单价、总价等；AD值参数由智能秤厂家提供。应可配置

上传服务器地址。

5.1.10 数据补传

每台智能溯源电子秤应具备补传断网期间所有未上传订单交易数据的功能。

5.1.11 显示要求

智能溯源电子秤，应具有双屏显示，应有至少一个屏显示称重信息及支付码等。

5.1.12 打印设置

智能溯源电子秤具有打印功能，打印的小票上打印可追溯二维码，消费者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取产

品的追溯信息。

5.1.13 数据管理要求

具有菜品品类管理功能、销售情况统计功能。

5.1.14 安全要求

1）产品安全防护要求应符合 GB/T 7722-2005 中 6.15 条的要求；

2）产品的信息安全要求应符合 GB 4943.1-2011 的规定；

3）未经服务器授权，不允许进行校准操作。

5.2 电子证照显示屏

1）各摊位应统一设置的电子证照显示屏，悬挂于摊位上方，高度宜为2米～2.2米；

2）电子证照显示屏面积不小于20寸；

3）电子证照显示屏上应显示摊位号、摊位电子执照、摊位星级评价信息、摊位菜品价格；

5.3 共享（公共）信息显示屏

1) 智慧农贸市场应设置公共信心查询平台，统一放置，设置位置应便于消费者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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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共信息显示屏应采用触摸屏，触摸屏面积应不小于50寸；

3) 公共信息显示屏应搭载安卓系统，具有无线网络传输功能；

4) 公共信息显示屏应能显示整个市场的摊位分布地图，包括平面图，三维立体图；

5) 公共信息显示屏实时公示整个农贸市场的农副产品交易信息，应包括交易菜品、价格、交易金

额；

6) 公共信息显示屏应显示农副产品检测信息，包括进货时出具的菜品检测信息，以及市场现场抽

检的检测信息；

7) 公共信息显示屏应设置点评系统，便于消费者对各商户的菜品质量、市场卫生、信用及服务作

评价。

5.4 智能型食品安全检测仪

1) 智能型食品安全检测仪应能检测市面上常见的检测项目：农残、兽残、水产品药残、非法添加

剂，市场根据经营品种以及地方法规进行配置检测项目；

2) 智能型食品安全检测仪应具备数据实时上传功能；

3) 检测仪器应出具有计量资质机构的校准或检定证明。

6.智慧农贸市场信息管理系统

智慧农贸市场信息管理系统，应用于管理智慧农贸市场，包括动态数据的接收与调取、数据输入与

输出、数据编辑与处理、查询统计、数据可视化、动态更新、关联分析、深度挖掘、历史数据管理、元

数据管理和安全管理功能，为各种应用提供数据任意组合和综合应用的集成环境，为智慧农贸市场云服

务平台提供数据服务。系统功能设计应包括市场管理系统、运营维护服务管理系统、智慧农贸云系统、

数据采集系统、数据挖掘系统、系统管理。

6.1 市场管理系统

市场管理系统应满足市场各类信息电子化集中管理，监控系统运行，数据采集情况等，应包括控制

面板、摊位管理、系统管理。

6.1.1 控制面板

授权用户专属的常用操作、图形化仪表盘、消息通告。

6.1.2 摊位管理

摊位管理应包括对市场内所有摊位的“经营类别”、“证照信息”、“租赁情况”、“地理位置”

进行管理的功能。

6.1.3 系统管理

管理系统所有账户的“开启”状态、“基本信息”，管理系统中所有角色及权限分配，管理系统中

所有菜单项，数据字典管理，控制面板管理。

6.2 运营维护服务管理系统

运营维护服务管理子系统应事先实时监控智慧农贸终端设备运行状态、数据采集状况，出现问题并

能及时提醒通知管理人员和运维人员。应包括控制面板、智能电子秤管理、设备状态管理、数据同步状

态管理。

6.2.1 控制面板

实时预警软硬件异常情况、消息通告、常用功能快捷操作。

6.2.2 电子秤管理

市场内电子秤的信息管理、PLU设定、下发、参数设置，A/D值上传路径。

6.2.3 设备状态管理

查看市场内所有设备运行情况，如有异常需要记录处理日志或寻求其他资源解决。

6.2.4 数据同步状态管理

查看市场内数据同步情况，如有异常可以尝试手动同步发出，记录处理日志或寻求其他资源解决。

6.3 智慧农贸云网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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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贸云网站系统用于公示市场各个农产品价格走势、食品安全检测信息、政务信息公示查询及

公布、实时价格公示、重要通知公告、热点新闻、市场行情、知识普及、政策法规等内容。应包括首页

和后台管理功能，首页提供智慧农贸查询入口，后台管理用于发布公告、回复市民意见。

6.4 数据采集系统

系统采集智能电子秤的基本信息、交易数据，系统采集食品安全检测仪检测数据，使用网络传输至

服务器并通过数据筛选最终传至云端服务器，为系统数据进行挖掘、分析提供最原始客观数据，包括交

易数据采集、食品安全数据采集、数据上传、日志记录。 其中交易数据应包括包括交易的菜品名称、

菜品价格、菜品图片、成交金额等信息。

6.4.1交易数据采集

自动从智能电子秤中采集交易数据并进行保存。

6.4.2 交易数据上传

将电子秤采集的数据进行上送至中心服务器。

6.4.3 食品安全数据采集

自动从食品安全检测仪上采集食品安全检测信息并进行保存。

6.4.4 食品安全数据上传

将食品安全检测仪上采集的数据进行上送至中心服务器。

6.5 数据挖掘系统

数据挖掘系统应建立数据分析模型、数据处理后台，对数据进行挖掘，为政府管理部门提供服务，

系统应包括数据维度设定、数据检索分析、报表打印等功能。

6.5.1 数据维度设定

用户自定义维度检索数据。

6.5.2 数据检索分析

根据预设数据模型对检索结果进行分析。

6.5.3 报表打印

将检索、分析结果进行打印。

7.系统安全要求

7.1 基本要求

1）系统的安全等级应满足 GB/T 22239—2008 第二级的要求；

2）系统的安全防护能力应满足 GB 17859-1999 《计算机信息系统 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的相

关要求。

7.2 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要求包括：

1）采用硬件防火墙，将所有主机置于防火墙后，仅开放系统需要被访问的端口；

2）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鉴别信息在网络传输过程中被窃听，同时应实现设备特权用户的权限分离；

3）检测和过滤设备的入侵行为并对入侵事件进行分析报警；

4）及时阻止各种针对系统漏洞的攻击、病毒和间谍软件；

5）应保证关键网络设备的业务处理能力满足基本业务需要；

6）应保证接入网络和核心网络的带宽满足基本业务需要；

7）要求整个系统所处的环境要满足等级保护标准。

7.3 接口安全

接口安全要求包括：

1) 采用安全的接口协议，保证接口之间交互数据的完整性；

2) 采用加密技术，实现接口之间交互数据的保密性，防止传输数据被窃听及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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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口应实现对外部系统的安全可靠的接入提供支持；

4) 应在接入点的网络边界实施接口安全控制；

5) 应提供数据有效性检验功能，保证接口输入数据格式或长度符合系统设定要求。

7.4 数据安全

数据安全要求包括：

1) 应检测重要用户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完整性是否受到破坏；

2) 应能够对重要信息进行备份和恢复；

3) 指定或授权专人对重要数据的管理和保密，加强数据安全管理。

7.5 访问安全

系统应通过以下方式保障访问安全：

1) 用户身份鉴别：采用多种方式对用户身份进行鉴别；

2) 访问控制：使用安全策略控制用户对各功能的访问；

3) 资源控制：对用户的登录地址范围、并发会话数量等进行限制；

4) 入侵防范：能检测设备的入侵行为并对入侵事件进行报警。

8 运维管理要求

应采取以下措施，保障系统正常运行：

1) 应实行有效的运行维护管理原则，以保障业务系统准确可靠运行；

2) 应指定专人对系统的运行、管理、维护和安全负责；

3) 应定期对系统和数据进行备份和恢复；

4) 应对系统运行情况进行监控并定时进行健康检查，分析系统运行状况并及时进行必要的优化、

调整、修正，及时消除隐患。应及时处理系统运行过程中异常情况和故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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