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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背景及意义 



 
      1、 安徽石台县西黄山茶叶实业有限公司座落在风景秀丽，素有
“西黄山”之称的国级自然保护区牯牛降境内，这里平均海拔高，
昼夜温差大，适宜优质茶的生长，丰富的野生有机茶是公司研发
“石台硒茶”产品的主要资源。公司于 2011年1月正式注册成立，
核心茶园基地1600亩，通过公司合作社发展订单基地5300亩，带动
茶农2000户。 
 
 
 
 
 
 
       
  
再优秀的产品也需要市场的检验，良心产品更需要现代化监管体系，
一套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可提高产品安全的管理与防范。 

背景与意义 



      2、 产品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对产品安全监管和追溯非常重要，

通过西黄山茶叶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的建设，有助于提升公

司名优茶的价值和品牌，为全国和全省消费者提供健康安

全的茶产品。该系统综合应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现代通

信、物联网技术，打造方便易用广覆盖的茶产品安全监管及追溯

体系。 

移动互联网 

互联网 

背景与意义 

物联网 



二. 建设目标与原则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运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把农产品生产、
流通和消费环节中的各个环节贯穿起来，使农产品从生产管理、检测检验、
信息发布、超标预警、安全追溯整个管理体系的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
和可视化。为政府加强有效监管、追溯查询，消费者及时了解茶叶产品质
量安全权威信息提供了保障。 

                    （一）    统筹规划，分步实施 
 

                    （二）   统一标准，整合资源 
 

                    （三）  同步推行，适度超前 

建设目标 

建设原则 
 

建设目标与原则 



三. 项目建设内容 



         西黄山茶叶追溯服务系统以企业生产档案数据为基础，对种植产品的生产环境、生产

活动、包装、加工处理、储存、运输以及销售各个环节，采用二维码技术，对生产基地、

品种进行统一编码，消费者买到带有标签的产品，通过上网、手机抄描、条码枪抄描等方

式，只须输入产品追溯码即可了解产品的产销履历信息。 

 

 

 

 

 

        可针对不同类别产品的不同加工过程，灵活定制出相应的追溯管理系统方案，通过计

算机系统实时采集产品数据，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度，达到管理与追溯的双重目的。 

 

茶叶种植   生产加工 包装及销售 查询产销履历 

1.追溯服务系统 



      系统有效连接了农产品种植、

加工、检验、监管和消费全过程，

通过建立从种植、采摘到加工到销

售全过程的规范化管理体系，有利

于茶叶生产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

通过标准化工作模式和信息化管理

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消费者

提供健康、安全的产品，从源头上

保障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高消

费者的放心程度和信任度。 

 

1.追溯服务系统 



 
 
2.监管子系统 



3.2监管子系统 



西黄山茶叶质量安全追溯系统采用条码技术对农产品种植、加工、包装及销售信息进行编码，对

产品整个生命周期进行信息化管理。本系统的实施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对生产基地、品种的电子档案

化管理。 

基本信息 有效操作记录 实际数据分析 

检测数据分析 风险评估 追溯全过程 视频监控 

2.监管子系统 



1农产品产地监管 

种植基地管理环节，产地现场温度、湿度、各种环境监测，用药、施肥

等情况都可通过系统记录。确保生产过程的信息化无缝覆盖。 

 

 
 

可以对产地进行温度、湿度、生长状况实时视频查看，保障了产品产地

源头安全可靠，同时增加大众对产品的信心。 
 
 

收货后，可以对产品信息进行登记备案，保障产品源头可查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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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管子系统 



2农业投入品监管 

• 通过 过对农药、化肥等投入品经营主体监管，从源头上把住产品质量

关，系统建立投入品进、用台帐信息化记录， 对所有农资来源、厂家

信息进行详细登记和科学的管理。 

2.监管子系统 



2.监管子系统 

主要对环境是否达到卫生指标，是否使用添加剂、防腐剂、保

鲜剂的情况录入统计，同样可以根据录入信息查询到使用的批

次、厂家、购入渠道等进行监管，包括加工企业的设备实时监

控运转情况，出加工厂按照批次进行抽样检查，通过检查提交

检验报告和相关数据存档。 

加工环节输入完毕后进入运输环节，对运输人、运输车

牌、运输路线、运输目地的等进行登记记录。 

强化加工环节可监管 

运输环节可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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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品管理 

     企业分类管理，对产品进行登记、产地来源登记、加工过程登记、质检登记、运输环节登记、 销售 

环节登记等。 

产地信息管理包含有：批次码、追溯码、产地、收获时间、收获人员、联系电话、培养方式、品种、是 

否是绿色品种、产地照片、责任人照片、其他照片、添加时间、变更时间等 

加工信息管理：批次码、追溯码、加工企业编号、加工企业名称、企业负责人、联系电话、加工方法 

、加工地址、加工时间、加工照片、责任人照片、其他照片 

质检信息管理：批次码、追溯码、质检单位、质检员、质检结果、质检时间、质检照片、质检责任人照 

片、其他照片       

运输信息管理：运输车辆号牌、运输时间、运输人、运输人电话、运输照片、运输责任人照片、其他运 

输照片记录 

销售信息管理：批次码、追溯码、销售单位名称、销售单位地址、销售负责人、联系电话、销售单位照 

片、责任人照片、其他销售照片 

              

3.企业信息管理子系统 



公共服务查询平台主要包括： 

产品查询、政策法规、通知公告、产品认证公示、标准体系、技术指导、产品推

介、企业展示、客户端下载等  
         在该系统中，对农产品及其属性

以及参与方的信息进行有效标识是基础，

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传输以及管理是成

功开展农产品追溯的关键。供应链中的

所有参与方应各负其责地提供正确的条

码数据信息，确保记录与维护这些信息

安全、可靠、准确。实施产品追溯，要

求系统具有“可靠、快速、精确、一致”

的特点，有效地建立起农产品安全的

“预警机制”。 

4.公共服务查询平台 



实施亮点 
• 项目的实施，基地的管理由传统松散型向科学智能型转变，依据采集的数据

分析，进行科学决策，有效的解放了劳动力，提升了茶园管理水平，提高了
茶叶品质和附加值。 

 

• 项目实施后，茶园的管理人员 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减少了人力成本，  
提高了管理效率。此外由于监控设备的应用，对茶叶采摘人员起到了监督作
用，采摘效率提升。 

 

• 通过物联网视频技术的有效运用，能及时发现茶叶病虫害灾情，利用专家会
诊模块得到专家提供的防治方案，有效防治了茶叶病虫害，加之全程追溯体
系的应用，产品质量得到保证。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