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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起草。

本标准由贵州省刺梨行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贵州省刺梨行业协会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贵州初好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中志浩刺梨产业开发(贵州)有限公司、贵州

恒力源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国药集团同济堂（贵州）制药有限公司、贵州金维宝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贵州明安实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钱品、蔡金腾、林建、漆正方、白洪斌 、王恒松、王智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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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刺梨产品信息溯源管理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刺梨产品追溯系统测试的术语和定义、系统定义组成、系统要求以及测试技术方

法规范。帮助刺梨产品监控和记录刺梨种植、加工、包装、检测、运输等关键环节的信息，并把该

信息通过互联网、终端查询机、电话、短信等途径实时呈现给消费者的综合性管理和服务平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来文件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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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0.10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第 10部分：系统与软件质量模型

GB/T 25000.51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 第

51部分：就绪可用软件产品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8年 12月 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

会议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2018年 10月 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六次会议修正）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食品追溯

通过记录和标识，追溯食品的历史、应用情况或所处位置的活动。

3.2
追溯单元

需要对其来源、用途和位置的相关信息进行记录和追溯的单个产品或统一批次产品。

3.3
基本追溯单元

能够实现追溯系统中各参与方之间有效链接的必须信息，如企业名称、产品名称、追溯单元、

追溯码等。

3.4
信息编码

对溯源单位进行编码、标识。依据产品的品种、生产日期、产品批次的组合进行编码。

3.5
信息采集

采集溯源单位生产企业的基本信息，产品的基本信息、产品质量安全信息。

3.6
信息交换

在追溯系统中实现数据的共享，使信息系统的数据流通，实现溯源单位信息的交换和共享。

3.7
信息发布

追溯信息提供给企业、监管部门和消费者，不同使用者对追溯信息要求不同，信息发布的内容、

方式应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

3.8
功能性

在规定的一段时间内运行系统的所有功能，以验证这个系统有无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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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性能效率

采集追溯单位生产企业的基本信息，产品的基本信息、产品质量安全信息。

3.10
兼容性

在追溯系统中实现数据共享，使信息系统的数据流通，实现溯源单位信息的交换和共享。

3.11
易用性

追溯信息提供给企业、监管部门和消费者，不同使用者对追溯信息要求不同，信息发布的内容、

方式应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

3.12
可靠性

刺梨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功能和能力。

3.13
维护性

指刺梨产品或系统确保数据只有在被授权时才能被访问。

4 系统概述

4.1
系统建设

刺梨产品追溯要以《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为准绳，建议严谨、规范的质量安全

追溯体系，应用农业物联网、移动互联、虚拟现实和数据挖掘等技术，为刺梨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实

现种植、加工、包装、流通、销售的全产业链信息追溯，确保刺梨产品质量安全。

4.2
系统定义

刺梨：是指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供人食用的一种水果。

刺梨产品：是指企业在生产活动中对刺梨进行深加工获得的供人食用的产品。

追溯系统：是通过一物一码以及物联网等现代农业技术水产品生命周期进行追溯的系统，从原

料来源到生产加工、再到最终销售，各个环节都有数据采集和记录，形成食品生产链条式的追溯档

案，并通过一个唯一的二维码关联，消费者在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调取对溯源产品的溯源档案，可以

快速了解溯源食品的一切信息。

5 系统要求及测试技术方法

5.1 系统要求

5.1.1 功能性

功能性要求：

1）系统部署完成之后，系统的功能是否执行应可识别。

2）在给定的限制范围内，使用相应的环境设施、器材和数据，用户文档集中所述的所有功能应

是可执行的。

3）系统应符合产品说明所引用的任何需求文档中的全部需求。

4）系统不应自相矛盾，并且不与产品说明和用户文档矛盾。

5）由遵循用户文档集的最终用户对系统运行进行的控制与系统的行为应是一致的。

5.1.2 性能效率

系统应符合系统说明中有关性能效率的陈述：

1）时间特性需求满足：在指定的条件下，系统执行其功能时，其响应时间满足需求。

2）资源利用性需满足：在指定条件下，系统执行其功能时，所使用资源数量和；类型满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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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容量需满足：系统参数的最大限量满足需求。

5.1.3 兼容性

兼容性需满足：

1）如果用户可以进行安装操作，则系统应提供一种方式来控制已安装组件的兼容性。

2）系统应按照用户文档集和产品说明中所定义的兼容性特征来执行。

3）如果系统需要提供配置环境参数，以执行已定义的兼容性，应在用户文档集中明确说明。

4）系统应能识别出哪个组件负责兼容性。

5.1.4 可靠性

可靠性需满足：

1）系统应按照用户文档集中的定义可靠性特征来执行。

2）与差错处置相关的功能应与产品说明和用户文档集中的陈述一致。

3）系统应按照用户文档集中定义的可靠性特征来执行。

4）系统应具有从致命性错误中恢复的能力，并对用户是明显易懂的。

5.1.5 信息安全性

信息安全性需满足：

1）系统应按照用户文档集中定义的信息安全特征来运行。

2）系统应能防止对程序和数据的未授权访问。

3）系统应能识别出对结构数据库或文件完整性产生损害的事件，并能阻止该事件，且通报给授

权用户。

4）系统应能按照信息安全要求，对访问权进行管理。

5）系统应能对保密数据进行保护，只允许授权用户访问。

5.2 测试技术方法

5.2.1 性能效率

根据被测系统的特点，采用性能测试、容量测试、强度测试等，通过使用专用测试工具及设备

和设计测试用的方法，从时间特性、资源利用性、容量和性能效率的依从性等方面对系统的效率进

行测试。

1）应用在客户端性能测试的目的是考察客户端应用的性能。

2）应用在网络上性能测试是利用成熟先进的自动化技术进行网络应用性能监控。

3）应用在服务器上的性能测试，通常采用监控工具，对服务器设备、服务器操作、数据库系统

进行全面监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