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粮食流通基础数据元》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概括 

（一）标准制订订的意义和必要性 

1、粮食流通 

粮食流通是指粮食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的转移过程，具体包括粮食收购、

仓储、物流、加工、交易等经营活动。 

2、粮食流通标准制定的意义 

粮食流通涉及粮食收购、销售、存储、运输和加工等多个环节，而近年来，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包括环境污染在内的各种影响粮食安全的因素逐渐

凸显出来，对粮食质量安全构成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之下，掌握粮食在流通过程

中的详细信息就变得非常重要。 

为统一粮食流通信息化建设的数据标准，对粮食流通基础数据元的命名、定

义、表达格式等数据描述进行规范，能够保障粮食流通领域内不同数据集的数据

资源共享。按照统一、标准的数据元规范进行粮食流通信息化建设，对于有效规

范粮食数据资源生产、开发、管理、利用和服务，促进信息共享，具有极为重要

的现实意义。 

（二）工作简况 

1、调研和意见汇总，形成标准制订征求意见稿 

2018 年 6 月，航天信息股份公司、北京交通大学、吉林大学、北京邮电大

学、河南工业大学、国家粮食与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中储粮成都粮食储藏科

学研究所、中储粮物流有限公司、山东金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科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浪潮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提出了对《粮食流通基础数据元》

团体标准进行制订的申请，中国粮油学会标准工作组高度重视《粮食流通基础数

据元》标准的制订工作，及时成立了《粮食流通基础数据元》标准起草工作组，

迅速启动《粮食流通基础数据元》标准的制订工作。 

根据标准制订的要求，标准起草工作组首先收集查阅了大量的有关粮食流通

各环节的相关文献和资料，掌握粮食流通各环节的科研进展情况，同时深入到粮

油企业进行调研，了解粮食流通各环节的现状。 

（1）查阅到的有关粮食流通各环节的标准 



 

 

LS/T1701-2004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  粮食企业分类与代码》 

LS/T1702-2004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  粮食属性分类与代码》 

LS/T1703-2004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  粮食及加工分类与代码》 

LS/T1704.2-2004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  粮食检验 第 2 部分：质量标准

分类与代码》 

LS/T1705-2004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  粮食设施分类与代码》 

LS/T1710-2004  《粮食信息分类与编码  储粮仓储业务统计分类与代码》 

LS/T 1713-2015  《库存粮食识别代码》 

LS/T 1802-2016  《粮食仓储业务数据元》 

LS/T 1816-2018  《粮食仓储数据元 熏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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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到粮油企业进行调研 

起草组在粮油企业调研粮食流通涉及的各个环节，并与企业进行座谈交流，

详细了解了粮食流通各环节的情况，广泛征求对《粮食流通基础数据元》标准的

制订意见；并指导研究生进行粮食流通环节的研究，对科技文献中粮食流通各环

节涉及到的数据元进行整理和汇总分析，为粮食流通基础数据元团体标准的制订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标准制订工作组经认真讨论，数据元汇总，并根据近

年来对粮食流通各环节及数据元的研究成果，撰写完成该标准的征求意见稿，以

及标准制订的编制说明。 

2、标准制订征求意见稿的广泛征求意见和意见汇总 

2019 年 2 月完成《粮食流通基础数据元》修订征求意见稿，向国内权威单

位广泛征求意见，计划尽快对收到的反馈意见进行汇总、研讨和处理，形成征求

意见稿的修改稿、编制说明的修改稿，以及意见反馈的汇总处理表。 

3、完成标准送审稿提交粮标委审核 



 

 

计划于 2019 年 3 月完成《粮食流通基础数据元》修订送审稿，以及编制说

明和征求意见汇总表。提交给粮标委，粮标委组织专家评审，并根据粮标委和专

家的意见对本标准送审稿进行修改和完善，2019 年 3 月底完成报批稿上交粮标

委。 

二. 标准制修订的主要内容和依据 

标准的编写规则是按照 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的结构和编写》及 GB/T 1.2-2002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二部分：标准中规范性

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的要求进行的。 

标准制订的主要内容包括术语和定义、粮食流通基础数据元模型、数据元描

述、数据元目录。 

1、有关术语和定义 

数据元：由一组属性规定其说明、标识、表示和允许值的数据单元。 

属性：一个对象或实体的特性。 

粮食流通：粮食流通是指粮食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的转移过程，具体包括

粮食收购、仓储、物流、加工、交易等经营活动。 

2、粮食流通基础数据元模型 

粮食流通基础数据元主要包括基础信息、购销业务信息、仓储业务信息、运

输业务信息和加工信息。粮食流通基础数据元总模型如图 1 所示。 



 

 

粮食流通基础数据元

企业信息

库点信息

仓房信息

油罐信息

廒间信息

货位信息

设备信息

基础信息 购销业务信息

客户信息

合同信息

粮食品种信息

粮食质量信息

粮食数量信息

仓储业务信息

出入库信息

质检信息

仓储作业信息

粮情检测信息

运输业务信息

运输合同信息

运输工具信息

运输路线信息

运输日期信息

加工业务信息

粮食加工信息

库存识别码信息

粮食位置信息

人员信息

 

图 1 粮食流通基础数据元总模型 

3、数据元描述 

粮食流通基础数据元通过标识符编码、短名、中文名称、数据类型、数据格

式、值域、数据项说明、备注 8 个属性进行描述。 

4、数据元目录 

粮食流通基础数据元主要包括基础信息、购销业务信息、仓储业务信息、运

输业务信息和加工信息等，其中： 

a) 基础信息主要是指粮食流通过程中涉及的实体及其他普遍使用的信息，

包括企业信息、库点信息、仓房信息、油罐信息、廒间信息、货位信息、设备信

息、库存识别码信息、粮食位置信息； 

b) 购销业务信息主要指基于购销业务中所涉及的相关信息，包括客户信息、

合同信息、粮食品种信息、粮食质量信息、粮食数量信息； 

c) 仓储业务信息主要指粮食入库、保管和出库的相关信息，包括出入库信

息、质检信息、仓储作业信息、粮情检测信息； 

d) 运输业务信息主要指面向粮食运输业务中涉及的相关信息，包括运输合

同信息、运输工具信息、运输路线信息、运输日期信息和人员信息； 

e) 加工业务信息主要指面向粮食加工业务中涉及的相关信息。 



 

 

三、技术经济论证及预期的社会经济效果 

《粮食流通基础数据元》团体标准的推出，大力支持和发展了粮油企业的电

子信息化，对于有效规范粮食数据资源生产、开发、管理、利用和服务，促进粮

油企业的信息共享，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 

四、参考的国际标准 

国际上尚无粮食流通数据元的相关标准。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内容符合中国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国家、行业现行标准和规范的规定。 

本标准中对粮食流通环节数据元的要求必须符合 GB/T 7408 《数据元和交

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GB/T 19488.1《电子政务数据元 第 1

部分：设计和管理规范》、GB/T 19488.2《电子政务数据元 第 2 部分：公共数

据元目录》、GB/T 6512 《运输方式代码》等国标的要求。 

六、贯彻团体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首先应在实施前保证文本的充足供应，让每个使用者都能及时得到文本。

这是保证新标准贯彻实施的基础。 

2、发布后、实施前应将信息在媒体上广为宣传，实施的过渡期宜定为6个月。 

 

《粮食流通基础数据元》团体标准修订起草组 

2019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