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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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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肥产品追溯系统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化肥产品追溯系统中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追溯系统功能、追溯编码要求、追溯

信息要求、追溯标识要求、追溯信息查询要求、追溯信息采集要求、追溯信息管理要求、追溯系统建设

与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化肥生产企业和销售企业的化肥产品追溯系统建设，包括GB/T 32741中的无机肥料、

有机-无机肥料两大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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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84 快速响应矩阵码

GB 18382 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

GB/T 32741 肥料和土壤调理剂 分类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信息追溯 information traceability

对产品原料供应、生产加工、仓储、物流、销售、使用等环节的正向、反向信息查询，并可用于责

任界定的信息技术手段。

3.2

追溯标识 traceability identification

用于产品信息追溯识别编码的物理载体。

3.3

追溯编码 traceability code

标识编码 identification code

用于产品信息追溯的唯一识别码。

3.4

追溯节点 traceability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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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在变更监管责任人时的信息采集与使用点，如原料入厂、成品出厂、经销出入库、长途运输、

使用等。

3.5

追溯信息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由各追溯节点进行采集与交换的产品可追溯信息。

4 一般要求

4.1 追溯系统的设计、实施、管理、运行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的规定，并充分满足使用

者、企业、相关部门等不同类型用户的差异化需求。

4.2 追溯系统的架构与功能设计应可扩展及可兼容，适应和包容差异化的追溯技术。

4.3 追溯系统的建设宜运用成熟的技术架构、设备和软件，充分利用已有的企业设备、信息系统和公

共平台，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实施、见效、推广应用。

4.4 追溯系统的建设应符合国家有关信息系统安全的管理规定和相关标准要求，应具备防攻击、防病

毒等系统安全防护能力，应避免由于基础设施、业务系统、数据传输等产生的安全问题。

4.5 追溯系统的设计应将化肥原料供应、成品生产加工、仓储、物流、销售、使用等过程中各追溯节

点质量安全相关信息作为主要追溯内容，实现覆盖各追溯节点的全程信息追溯。

4.6 追溯系统对追溯信息应进行分级管理, 向使用者、企业、相关部门等追溯系统用户按需、按权限

提供追溯信息。公开信息应通过网站、二维码扫描等方式向社会开放查询。

5 追溯系统功能

5.1 化肥生产企业追溯系统基本功能

化肥生产企业追溯系统应具备以下功能：

——原辅料管理：原辅料信息管理；

——质检管理：原辅料、半成品、成品质检管理和不合格处理管理等；

——仓库管理：原辅料、半成品、成品的出入库管理；

——生产管理：生产线、班组、批次管理，投料记录，每批次最小包装与各级包装建立关联关系等；

——销售管理：出库扫描，销售信息管理，客户反馈信息管理；

——追溯管理：通过标识编码或批次码查询原辅料信息、质检信息、生产信息和流向信息等；

——召回管理：发现问题后可快速定位问题批次或关联批次的原辅料、生产和流向；

——接口管理：与全国化肥电子防伪追溯服务平台的数据接口；

——系统管理：基础信息维护、系统设置。

5.2 化肥销售企业追溯系统基本功能

化肥销售企业追溯系统应具备以下功能：

——销售管理：入库扫描、入库信息管理、出库扫描、出库信息管理；

——系统接口：与全国化肥电子防伪追溯服务平台的数据接口；

——系统管理：基础信息维护、系统设置。

6 追溯编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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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编码要求

追溯系统为每件产品编制一个唯一的追溯编码。

6.2 编码规则

追溯编码包含域名（解析服务器地址信息）、企业代码（企业前缀）及企业内部产品追溯代码三部

分。域名（解析服务器地址信息）宜为全国化肥电子防伪追溯服务平台域名。产品追溯代码可由企业自

主生成或者由全国化肥电子防伪追溯服务平台生成。

6.3 编码管理

编码管理应具备访问权限控制、数据加密传输等安全防护功能。加工过程中不合格编码或不合格的

带编码包装物应进行回收和销毁，并建立回收和销毁记录。

企业产品追溯编码应上传至全国化肥电子防伪追溯服务平台，实现产品追溯信息的查询。

7 追溯信息要求

7.1 原辅料信息

原辅料信息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 1 原辅料信息

序号 类型 内容

1 原料信息

原料名称（微生物原料应具体到微生物种名）、净含量、养分含量、规格、原料执

行标准号、生产日期、保质期（不属于限期使用的原料，无需标注保质期）、生产

地、原料批次、出厂检验报告、验收检验报告、不合格原料处置记录等

2 原料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企业地址、联系方式、企业网址、企业营业执照编号、生产许可证编

号等

3 辅料信息

辅料名称、净含量、规格、辅料执行标准号、生产日期、保质期（不属于限期使

用的辅料，无需标注保质期）、生产地、辅料批次、出厂检验报告、验收检验报告、

不合格辅料处置记录等

4 辅料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企业地址、联系方式、企业网址、生产许可证编号、生产许可证有效

期等

5 其它信息 其它相关信息

7.2 生产加工信息

生产加工过程信息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 2 化肥生产加工过程信息

序号 类型 内容

1 投料信息 原辅料名称、规格、批次、数量、操作人、投料点、投料时间等

2 设备信息
与化肥生产加工过程相关设备的材质、采购、安装、使用、状态、清洗、维护、

维护人等信息，并与相应的生产信息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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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装信息
产品名称、规格、批次、生产线、班组、负责人、产品追溯编码、各级包装追溯

码关联、生产日期等

4 检验信息
取样日期、取样人、收样日期、收样人、检测依据、检验结果、检验判定、检验

员、审核人、批准人等

5 关键控制点的信息 对化肥生产过程的关键控制点进行数据采集

7.3 成品信息

成品信息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 3 成品信息

序号 类型 内容

1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商标、净含量、规格、生产许可证号（适用时）、肥料登记证/备案号

（适用时）、执行标准、生产日期/批号、产地、外包装展开图、产品特点、产品

追溯编码等

2 使用说明
适宜作物及不适宜作物、使用方法、注意事项、贮存条件、养分含量、其它质量

承诺等

3 管理信息
产品放行记录、关键控制点记录、产品留样记录、库房保管记录、不合格产品处

置记录、退货处置记录等

4 产品检验报告
产品名称、产品批次、检验方法、检验设备、检验结果、结果判定、检验员、审

核人、批准人等

5 产品仓储信息 产品名称、产品批次、库存信息、出入库信息等

7.4 销售信息

生产企业及销售企业销售信息应符合表4的要求。

表 4 销售信息

序号 类型 内容

1 销售出库信息
出库单号、出库时间、往来单位（单位类型、单位名称）、产品名称、规格、批次、

数量，产品追溯编码等信息

注：单位类型包括生产企业、销售企业、终端客户等。

7.5 使用信息

使用信息应符合表5的要求。

表 5 使用信息

序号 类型 内容

1 使用者信息 使用者姓名、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

2 投诉信息 投诉时间、地点、投诉内容等

3 追溯查询记录 追溯查询时间、地点、次数、查询渠道、意见反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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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其他信息

其他信息宜包括企业相关信息（企业资源、制造执行、产供销、实验室等企业信息系统内与追溯相

关的信息）、问题产品召回信息、产品安全事故处置记录、统计分析信息、决策支持信息、预警信息等。

7.7 公开信息

公开信息面向社会提供查询功能，应符合表6的要求。

表 6 公开信息

序号 信息项名称 信息属性 数据类型 内容样例或说明

1 产品名称 品类 字符 例：复合肥料（应与包装袋上的产品名称一致）

2 商标 品类 字符 例：某某复肥（通用型）

3 产品执行标准号 品类 字符 例：GB/T 15063-2020

4 生产许可证编号 品类 字符
生产有许可证要求的，应标明许可证号，例：（鲁）

XK01-001-0001

5 肥料登记证/备案号 品类 字符 例：农肥（2018）准字 0001 号

6 养分含量/规格型号 品类 字符
例：N-P 2O 5-K 2 O 15-15-15 总养分≥45% 含氯（低氯），

按相应的产品标准规定描述

7 净含量 品类 字符 例：50 千克

8 生产批次 单品 字符 例：20200101ABC

9 生产日期 单品 字符 例：2020 01 01

10 保质期 单品 字符 例：两年（不属于限期使用的产品，无需标注保质期）

11 生产企业 品类 字符
例：某某化肥有限公司（若为委托加工，应注明委托

某某企业加工）

12 生产企业地址 品类 字符 例：某省某市某路某号

13 联系电话 品类 字符 说明：区号+电话号码

14 企业网址 品类 字符 例：http://www.xxx.cn

15 产地 品类 字符 例：某省某市

16 产品的追溯编码 单品 字符
说明：域名+企业代码（企业前缀）+企业内部产品追

溯代码

17 产品特点 品类 文本 例：高塔熔融造粒工艺，养分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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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息项名称 信息属性 数据类型 内容样例或说明

18 注意事项 品类 文本
例：因各地土壤、气候、施肥习惯不同，用户应结合

实际情况确定适宜的施肥量

19 使用方法 品类 文本 例：菜心 亩用量 600 千克/亩

20
适宜作物及不适宜作物

（适用时）
品类 文本 例：适宜作物：菜心、丝瓜、西红柿

21 警示语（适用时） 品类 文本 例：氯含量较高，使用不当会对作物和土壤造成伤害

22 贮存条件 品类 文本 例：密封、避光、防潮

23 企业信用等级 品类 字符 例：AAA

注：信息属性分为品类与单品两种，其中品类信息为某类产品追溯信息，单品信息为每件产品追溯信息。

8 追溯标识要求

8.1 产品包装上应带有追溯标识，并确保追溯标识清晰、完整、未经涂改。追溯标识应符合 GB/T 18284、

GB 18382 的相关要求。

8.2 追溯标识中应包含产品追溯编码信息。

8.3 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通过生产企业追溯系统实现追溯编码与追溯信息的关联，在销售过程中通过销

售企业追溯系统实现追溯编码与追溯信息的关联。

8.4 各环节需新增或变更包装形态时，其新增追溯标识应与原追溯标识保持关联一致。

8.5 追溯标识的贴装、喷涂或印刷位置，同一品种或同一包装应保持一致。

8.6 应保证标识载体不对产品造成污染。

8.7 应保持追溯标识不因搬运或其他因素而被磨损或消失。

8.8 追溯标识不能被转移、复制。

9 追溯信息查询要求

9.1 扫描方式

用户使用智能读取设备扫描产品包装上的追溯标识获取标识信息，自动向解析服务器地址发出请

求，解析服务器对请求的追溯编码进行合法判断并返回查询结果。

9.2 输入方式

用户根据产品包装上印制的追溯编码，通过查询平台直接输入，向解析服务器地址发出请求，解析

服务器对请求的追溯编码进行合法判断并返回查询结果。

10 追溯信息采集要求

10.1 配料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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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企业应要求原料、辅料供应商提供每批次产品的原料信息记录。生产企业应采集原料、辅料入

厂验收检验信息。

10.2 生产加工环节

10.2.1 生产加工环节应配有工业自动化设备及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产品追溯信息的采集与存储。

10.2.2 生产加工环节应配有追溯编码读取设备，并通过信息管理系统实现追溯编码与各环节追溯信息

的关联。

10.2.3 生产加工环节中的追溯信息采集节点应包括原辅材料进货查验、投料、生产过程控制、包装、

检验等节点。

10.2.4 生产加工过程的追溯信息采集要以批次为主线，将整个批次的追溯信息与包装单品关联。

10.2.5 出库环节应配有追溯编码读取设备，出库时应进行扫码登记。

10.3 销售环节

10.3.1 销售环节应配有追溯编码读取设备。

10.3.2 产品销售出库时应进行扫码登记。

10.4 使用环节

10.4.1 使用者根据产品追溯标识及追溯编码可查询追溯信息中的公开信息。

10.4.2 通过人工反馈或查询入口采集投诉信息。

10.5 特定用户环节

追溯系统应支持特定类型的用户（如企业、政府等）依权限对追溯信息及系统记录进行查询、统计

分析等。

10.6 召回环节

产品召回过程中应对产品进行扫码登记。

11 追溯信息管理要求

11.1 信息存储

纸质追溯信息记录应及时进行电子化或录入信息系统，电子追溯信息记录应做到及时、可靠的备份，

并至少保存五年。

11.2 信息传输

批量追溯信息的传输与迁移，在保障数据安全与完整性的前提下，应尽量采用自动化、信息化的方

式进行。

单条追溯信息的传输，可依托计算机通信网络、无线通信网络或其他离线传输手段。

各追溯节点应按需做好追溯信息共享。

11.3 信息交换

生产企业、销售企业追溯系统与全国化肥电子防伪追溯服务平台间的信息交换应采用通用的XML数

据交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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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信息安全

追溯信息的安全管理应符合国家有关信息安全的管理规定和相关标准要求。应具备追溯信息防篡

改、防攻击、访问权限控制、数据加密传输、数据库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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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最大限度保障信息安全。

12 追溯系统建设与管理要求

12.1 生产企业追溯系统建设与管理要求

12.1.1 应明确追溯管理岗位职责，由企业管理者代表担任追溯体系管理者。

12.1.2 应明确追溯系统的建设目标、原则、系统功能、适用产品类型、追溯信息覆盖范围、与企业其

他管理系统的协同关系等。

12.1.3 应制定追溯系统设计、实施、运维、培训等计划，确保追溯系统的有效实施。

12.1.4 应按需建设追溯编码管理系统，实现产品追溯编码与追溯信息的关联关系管理。

12.1.5 应按需建设实现追溯信息采集的工业自动化设备和追溯信息管理系统，支撑追溯数据的源头采

集与信息化管理。

12.1.6 应与全国化肥电子防伪追溯服务平台进行对接。

12.2 销售企业追溯系统建设与管理要求

12.2.1 应明确追溯管理岗位职责，由企业管理者代表担任追溯体系管理者。

12.2.2 应制定追溯培训计划，为企业内部参与者提供培训，确保参与者具备实施追溯系统的意识与能

力。

12.2.3 应按需建设实现追溯信息采集的扫码设备和追溯信息管理系统，支撑追溯数据的源头采集与信

息化管理。

12.2.4 应与全国化肥电子防伪追溯服务平台进行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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