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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资质量追溯体系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资质量追溯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体系设计和组织的实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化肥、农药、种子行业农资企业质量追溯体系建设的设计、运行、管理、评审及改进,其

他农资行业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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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3044—2016 农业生产资料连锁经营网络规范

GH/T1086—2013 农资商品电子代码编码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农业生产资料 agriculturalmeansofproduction
简称为“农资”。
农业生产所需投入的物质资料,通常包括肥料、农药、农膜、种子、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兽药、农机具

及配件等。
注:改写GB/T33044—2016,定义3.1。

3.2
组织 organization
包括农资生产企业、农资流通企业、农资销售网点及终端消费者等单位和个人。

3.3
可追溯体系 traceabilitysystem
能够维护和查询关于产品及其成分在整个或部分生产与使用链上所期望获取信息的全部数据和

作业。

3.4
追溯单元 traceabilityunit
需要对其来源(包括备案登记信息等)、使用对象和方法、位置的相关信息进行记录和追溯的单个产

品或同一批次产品。
注:追溯包括追踪(tracking)和溯源(tracing)两个方面。

4 原则和要求

4.1 基本原则

农资质量追溯涉及追溯单元的物流与信息流之间的关联。为了实现整个农资质量系统的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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