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物联网的畜产品溯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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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目以RFID电子耳标为载体，以现代物

联网、卫星定位、无线网络等信息技术为手段，

通过佩戴耳标、自动识别、跟踪定位、信息采

集、数据分析与管理，实现草原放牧监管、牲

畜生长周期监测、防疫监管、标准化屠宰加工、

储运物流、消费查询、政府监管等各环节的数

据信息共享的公共服务。 

项目概况—— 

    该项目以RFID电子耳标为载体，以现代物

联网、卫星定位、无线网络等信息技术为手段，

通过佩戴耳标、自动识别、跟踪定位、信息采

集、数据分析与管理，实现草原放牧监管、牲

畜生长周期监测、防疫监管、标准化屠宰加工、

储运物流、消费查询、政府监管等各环节的数

据信息共享的公共服务。 



项目定位： 

  可以准确的告诉消费者草原自然放牧养殖

羊只的出栏数、饲养环境、生长周期、运动距

离、免疫程序、品种系谱、产肉重量等可靠信

息，提高牧区羊肉产品的比较优势，使自然畜

牧业产品实现优质优价，达到牧民增收不增畜，

实现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目的。 



1、采用物联网技术，为生产端、消费端、监管服务部门建
立统一权威覆盖食品安全全过程的监管服务体系。 

2、牲畜唯一的身份识别技术，为保险、金融进入提供了技
术支撑，填补了该领域空白（草原牧区牛羊）。 

3、提升现代畜牧业生产者市场化、规模化水平，促进合作
社实质性发展，提高牧区集约化经营水平、发展自有品牌的重

要途径。 

4、加速农牧民从传统产业链进入新型产业链（电商），使
自然畜牧业产品实现优质优价，达到牧民增收不增畜，实现保

护草原生态环境的目的。 

5、构建全区唯一、实时、准确畜产品溯源信息监管平台，
可以为政府各相关部门实现资源共享，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 

项目目标： 

1、采用物联网技术，为生产端、消费端、监管服务部门建
立统一权威覆盖食品安全全过程的监管服务体系。 

2、牲畜唯一的身份识别技术，为保险、金融进入提供了技
术支撑，填补了该领域空白（草原牧区牛羊）。 

3、提升现代畜牧业生产者市场化、规模化水平，促进合作

社实质性发展，提高牧区集约化经营水平、发展自有品牌的重
要途径。 

4、加速农牧民从传统产业链进入新型产业链（电商），使

自然畜牧业产品实现优质优价，达到牧民增收不增畜，实现保
护草原生态环境的目的。 

5、构建全区唯一、实时、准确畜产品溯源信息监管平台，
可以为政府各相关部门实现资源共享，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 



服务体系主要环节 

溯源服务体系 

养殖环节 加工环节 仓储物流 营销平台 

政府监管 



基于物联网的现代畜牧业生产监控及产品安全
溯源服务总平台 

        数据一次性采集，各部门共同分享，按职能全程监管服务，转变政府职能，增

强服务水平，提高管理效率，让消费者放心。 



 政府监管 

      项目已制订了五项畜肉产品地方标准，9月1日全区统一实

施，在自治区电子政务中心建立了全区统一监管服务平台，为
各地市、旗县免费开通监管账户，为各相关管理部门提供数据
支撑。 

基于射频识别的畜产品追溯标签技术要求 

基于射频识别的畜产品追溯读写器技术要求 

基于射频识别的畜产品追溯数据格式要求 

基于物联网的畜产品追溯应用平台总体结构 

基于物联网的畜产品养殖防疫及屠宰加工追

溯服务流程 



养
殖
环
节 

数据采集 

养殖监管服务 

采集牧户、养殖、
环境、设施、设备、
防疫等上百种数据 

牧场视频监管、畜
群示踪定位、电子
围栏、自动分栏、
智能设备等 

通过数据分
析为草原保
护、科学养
殖服务 

提供实时可信
的养殖数据 

溯源----身份识别、防伪特色 

东苏汇报/体征监测.ppt
养殖环节.ppt


中继传输 养殖影像 旗财政监管 

屠宰企业监控 



加工环节 

加工 

环节 

1、宰前检疫 

3、宰后检疫 

4、胴体称重 

2、耳标转化
与灭活 

5、分割打标 

6、成品出入库 

防伪、溯源 

屠宰加工.ppt


仓储物流 

仓储物流 

产品出入库 冷链运输监控 产品去向登记 

仓储物流.ppt


2013年—2015年在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三个旗试点 

    为80万只草原羊佩戴电子耳标、建立生长、环境、水草、防
疫、活动距离等电子档案 

2014年 



2015年建立规范的以合作社为主体的运行模式 



1、2015年建立规范的以合作社为主体的运行模式 

逐渐制定： 

    （1）耳标佩戴技术流程； 

    （2）生长监测采集技术标准； 

    （3）防疫信息采集接口标准； 

    （4）耳标羊出栏预约及补助审核制度； 

    （5）溯源防伪肉标申领及公示制度； 

    （6）消费查询可视化内容标准等。 

2、建立专业的种羊、配种信息库，为苏尼特羊进一步提纯复壮、

科学养殖提供数据服务。 

3、探讨溯源服务体系为畜牧、动检、食药、工商、商务、经信、

金融等政府监管部门提供数据服务。 

一、建立溯源服务体系各环节服务标准： 
 



智
慧
牧
场
功
能
架
构
图 

二、建设智慧牧场示范区2处 



        与清华大学“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达成建立“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互联网

畜牧研究中心”。 

   以建设“自治区特色畜产品诚信交易平台”为依

托，探索电子发票本地清算，增加地方税收。为观光

旅游提供互动展示。 

三、建立苏尼特溯源羊肉可信交易平台； 



平台服务 

互联网+现代畜牧业 

电子商务平台 

体验式旅游营销 

电子发票开据平台 

金融保险服务 

竞拍交易 

   预约订购交易 

      产地收税     

活羊保险 

抵押贷款 

 

为金融、保险提供数据保障，为消费者搭建可信交易平台， 
为电商支付清算平台、电子发票落地提供数据支撑， 
为观光旅游提供互动展示，发展县域经济。 

金融保险.ppt


2015/9/14 
草原羊电子商务平台功能图 



         苏尼特左旗每年牧业收入占家庭经营收入的83%以上, 草原畜牧业是

苏尼特左旗支柱产业,而在肉类生产产量中羊肉的产量占63%以上,羊肉产

业是畜产品产业重中之重。   

    1、羊肉产品虽然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但是进入中高端市场仍为困

难的主要原因是产品的品质难以保障，优劣难以区分，产地标识难以识

别，没有形成品牌产品。 原产地--无公害一-绿色一-有机。 

    2、苏尼特羊肉的销售渠道发展缓慢,渠道结构不合理、销售环节繁

多导致苏尼特羊肉销售渠道不畅通,影响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社会认知

度不高；     

     流通现状---从分散到集中,再从集中到分散。  

    3、组织化程低，信息不通畅。  

    4、金融涉牧服务不足。   

四、利用大数据分析为科学养殖提供支撑 



6月龄苏尼特羊产肉性能：品质在下降！ 

1998内蒙古畜牧科学（4） 

2012中国草食动物科学（4） 

2014年屠宰22526只溯源羊，

平均胴体重14.2公斤，最
低9.3公斤，最高17.5公斤，
低于平均数106户，高于平
均数49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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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种畜鉴定，加强繁育，提高品质 

    1、结合自治区种畜鉴定管理工作，对苏尼特羊种畜及后备畜进行

电子耳标佩戴及建立养殖档案，定位养殖区域以及养殖管理牧户、合

作社，秋季配种前完成，保证向牧民提供优质种畜。 

    2、对2014年建档牧户，根据出栏屠宰情况对比差距，促使其改进

饲养管理方式，调整畜群结构，提高家畜生产水平。 

    3、对2015年母畜建档合作社进行生产指导，聘请专家对养殖畜群

进行分析，给出选配方案，提高苏尼特羊种畜使用质量，提高生产能

力。 

建立数字牧场管理试点，促进合作社建设。 

     协调农牧部门尽快对牧民合作社草场进行数字化管理，绘制草场

分布图，开展电子围栏试点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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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互联网技术，促进金融与畜牧业生产的深度融合。 

统一数据平台 

生产信息：电子耳
标、检疫检验…… 

加工信息：收购、
屠宰、仓储…… 

销售信息：订单数
量、订单价格…… 

保险公司：价值评估、标
的识别、出险率测算…… 

银行：价值评估、信
用审查、违约率测算
…… 

无形担保 

草原羊质量保证保险 
草原羊出栏保险…… 

 

屠宰厂仓单质押贷 

牧民投保贷…… 
产
品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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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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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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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平台的金融与畜牧业融合机制 

五、探讨进一步引进金融、保险等为溯源服务体系提供支撑。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 

内蒙古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内蒙古物通天下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