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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农资产品溯源服务系统的物联网技术分析① 
黄 庆, 崔超远, 乌 云 

(中国科学院 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 合肥 230031) 

摘 要: 针对目前农资市场的不规范问题导致的假劣农资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 建立一套农资产品溯源服务系

统对于促进农业生产和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资溯源涉及到生产、物流、仓储、批发和零售等多

个环节. 如何协调整合各个环节的信息流是实现农资溯源服务的必要条件. 近年物联网技术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 在行业信息化、城市安防等都有实际应用.对实际应用于农资产品溯源服务系统的物联网技术进行了探

讨. 通过对物联网相关技术及网络体系架构的分析, 展示了物联网技术便于农资溯源服务系统的各个环节间进

行信息交换, 可实现对农资产品的溯源防伪. 最后以应 用实例说明物联网技术在农资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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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the marke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not standardized, counterfeit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ntinuously appear,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ceability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s high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increase farmers’ income. The traceabi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volves some aspects of 

the production, logistics, storage, wholesale and retail. How to coordinate each link is necessary condition to realize the 

traceability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recent years, extensiv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Internet of Things which 

has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industry informatization and urban safety defense. In this paper,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applied to the traceability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discuss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echnology 

and network architecture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t show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that facilitates information 

exchange among the links of the traceability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implements the traceability service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Finally, the application examples are given to show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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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物联网的兴起, 网络空间开始大规模从计算

与通信领域向物理实体世界延伸, 世界范围信息化进

入新的发展阶段. 所谓物联网是通过各种信息传感设

备, 如射频识别 RFID、红外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

激光扫描器等, 按约定的协议, 将物品与互联网相连

接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进而可以进行信息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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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通讯, 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追踪、监控和管

理[1,2]. 物联网技术是继计算机、互联网之后兴起的世

界技术革命的第三次浪潮, 代表了下一代信息技术发

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资作为重要的农业生产

资料, 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农资产品是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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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有关的产品, 它包括的范围很广, 不仅有种

子、农药和化肥, 还有农机具、农膜等其它农用生产

资料.  

近年, 由于农资打假手段和监管能力的不足, 造

成农资市场不规范、假劣农资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仍

频繁发生. 因此, 建立一套农资产品溯源服务系统对

于促进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保障粮食安全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资产品的溯源[3-5]涉及到生产、经

营、消费、管理等多个环节. 如何以现代信息技术为

支撑, 协调整合各个环节的信息流是实现农资溯源服

务的必要条件. 本文通过物联网技术, 将农资产品与

互联网相连接, 组成一个网络体系, 便于农资溯源的

各个环节间进行信息交换, 最终实现对农资产品的智

能识别、追溯和监管.  

本文首先对物联网的相关技术进行了介绍, 其次

分析了应用于农资溯源服务的物联网体系架构. 最后

以应用实例展示了物联网在农资领域的实践方法及应

用前景.  

 

1 物联网相关技术 
物联网相关技术是构建物联网信息技术平台架构

的基础, 物联网主要技术包括: RFID 感知技术、通信

网络的传输技术及海量数据智能分析与控制技术[6-8].  

1) RFID 感知技术 

物联网中不仅要做到“物物相连”, 还要做到能够

对物品进行识别、定位、追踪和管理. RFID 就是能够

让物体“开口说话”的技术, 是物联网中的一个重要技

术组成, RFID 技术具有数据存储量大、可读写、穿透

力强、读写距离远、读取速率快、使用寿命长、环境

适应性好等特点, 是唯一可以实现多目标识别的自动

识别技术, 可工作于各种恶劣的环境. 因此, RFID 技

术是物联网中规模化识别技术的不二选择. RFID 与传

统条形码识别技术相比, 具有以下优势(如表 1 所示).  

2) 通信网络的传输技术 

信息数据传输在物联网平台中起着桥梁的作用. 

物联网信息采集过程将实体“物”转化为信息和数据传

输到网络环境中, 再通过通信网络、无线或有线网络

将感知信息传递至物联网应用平台中, 通过物联网传

输技术, 在物联网运行过程中, 将信息传递至“人”并

对信息进行相应的处理和应用, 保证信息数据能够正

确地在人与物或物与物之间进行传输, 从而完成信息

传输过程中的复杂交互.  

3) 海量信息智能分析与控制技术 

物联网信息平台中存储了大量单一、零散的信息

资源, 为了保证物联网与企业系统之间能够达到无缝

连接, 将物联网海量信息资源中有效的信息传递至客

户终端, 实现“物”对“物”信息的集中控制, 从而完成

信息高度集成化管理. 本研究采用云计算、模式识别

等各种智能计算机技术, 对海量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

和处理, 对物体实施智能化的控制.  

表 1 RFID 与条形码的比较 

 

 

 

 

 

 

 

 

 

 

 

 

 

 

2 应用于农资溯源服务的物联网技术 
2.1 物联网网络平台架构 

基于物联网的农资服务信息平台, 首先要保障网

络的正常运转. 网络运营管理包括了与网络管理有关

的一系列标准和规范. 网络运营商运维工作的目标是

形成一个管理集中化、过程精细化、服务个性化的运

维体系, 共同保障网络设备的稳定运行, 最终实现网

络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网络运营的高效、合理.  

  物联网网络运营管理主要包括网络硬件管理、网

络技术管理、网络应用管理三个部分. 如图 1 物联网

网络平台架构拓扑示意图所示, 网络硬件管理是各种

感知设备、中间件、服务器及网关等设施设备; 网络

技术管理是中间公共传输网络, 包括无线通信网络、

Internet 网络、移动通信网络及各行业专网等; 网络应

用管理是各种应用支撑平台的管理应用服务, 比如信

息协同平台、服务支撑平台、云计算平台等.  

  其中, 网络硬件管理主要是指对感知层硬件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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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行与维护. 网络技术管理将物联网网络层与互联

网技术相结合的基础上, 通过承载通信网络来完成海

量信息的安全快速的传输. 网络应用管理维护物联网

各种支持平台的运行, 以实现基于物联网的农资信息

平台提供服务应用支持的同时, 准确的与用户进行事

件对接, 确保网络应用运营顺畅高效.  

 

 

 

 

 

 

 

 

 

 

 

 

 

 

 

图 1 物联网网络平台架构拓扑示意图 

 

2.2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农资溯源服务平台架构 

应用物联网技术, 能够有效的提高农资企业信息

资源的整合能力, 实现农资企业信息的高效传递. 根

据建立好的物联网网络平台拓扑图, 并结合物联网技

术特性和农资流通平台的功能需求, 本研究构筑了如

图 2 所示的农资服务物联网平台架构. 农资服务物联

网的整体架构分为智能感知层、数据传输层、智能服

务层和应用层四个层次.  

智能感知层是通过 RFID 技术或网屏编码技术对

农资商品的基础信息进行采集和感知. 其次将采集到

的数据送到传输层, 传输层将感知过程中采集到的终

端信息进行大规模存储. 利用处理工具对基本信息进

行选择、纠正及进行不同信息形式间的转化. 之后通

过传输网络将处理后的信息传递到智能服务层上; 服

务层上提供的各个支持平台对传输来的数据进行共享

使用, 给客户端应用层提供信息服务. 客户端主要是

指农资生产企业、农资流通企业、农资批发企业、农

资零售企业等. 可以说此平台架构从一定程度上为农

资相关企业提供了便利、有效的信息服务.  

 

 

 

 

 

 

 

 

 

 

 

 

 

 

 

 

 

 

图 2 农资服务物联网平台架构 

 

3 物联网在农资溯源服务系统的应用实例 
依托于无锡物联网中心我们承担了“农资服务物

联网”项目. 该项目由三个子系统所组成, 分别为农资

溯源防伪、农资调度和农资知识服务.  

1) 农资溯源防伪 

农资溯源防伪子系统是以高可靠的 RFID 电子标

签及各类嵌入温湿度传感器的基础上, 结合低成本二

维码生成阅读技术开发的溯源防伪信息服务平台. 其

中 RFID 标签采用 EPC 编码技术, 物联网中编码要做

到“一物一码”, 不仅能实现对每一个物品的管理, 而

且还能实现对物品的实时追踪, 同时还具有物体的具

体分类和属性信息, 实现分类查询、统计应用等.  

农资溯源防伪子系统是指对农资产品从生产到终

端消费者整个供应链进行标识和鉴别, 并记录其物流

过程中溯源信息. 溯源信息包括从生产地、物流运输到

最终消费者整个信息的跟踪. 整个农资溯源防伪流程

涉及到生产、物流、仓储、批发和零售等一系列环节, 每

个环节包括农资产品的基础信息、流通环节监控数据信

息及对应的仓储厂家信息, 基础信息包括农资产品名

称、产品规格、产品类型、生产日期、生产厂家、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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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流通环节监控数据包括: 产品条件参数(入库人、

出库人、保质期、温度、湿度、干燥度、入库时间)和

实时监控数值(入库人、出库人、保质期、温度、湿度、

干燥度、记录时间); 仓储厂家信息包括: 厂家名称、联

系人、联系方式、网址、地址. 以种子溯源防伪为例: 首

先每包种子从生产厂家一出厂, 便给每一小包装贴上

二维码防伪标签, 给大箱包装贴上 RFID 标签, 同时种

子从运输到销售的整个过程中, 通过各种传感器来实

时监测流通环节监控数据, 以此来跟踪种子的生产、物

流、仓储、批发及零售等各个环节. 具体来说, 本平台

以 RFID 为主要信息载体, 依托网络通信、系统集成及

数据库应用等技术, 建立了农资产品安全信息追溯平

台, 实现了农资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等环节于一体的信

息化平台, 确保农资产品“来可追溯、去可跟踪、信息

可保存、责任可追查、产品可召回”.  

2) 农资调度 

农资调度子系统是为实现农资的合理化调度而开

发的信息平台, 主要是根据对全国各地农资的需求而

实行最优路径规划的调度配送, 同时还提供了对农资

商品运输过程的实时追踪功能, 即通过 GPS 定位, 在

GIS 地图上实时显示, 并通过车载摄像头提供实时运输

视频. 首先平台集成了全国各地农业信息数据, 包括来

自全国各地的农资生产厂商、农资仓储中心、农资分销

商和农民合作社的数据信息, 以便在调度过程中根据

需求的不同选择路程最短、时间最优、费用最低和综合

最优等路径规划算法时, 对数据进行有效的计算和存

储, 来达到对农资智能调度的目的. 最终实现了农资流

通的有效利用与共享, 并可达到最优服务的目的.  

3) 农资知识服务 

利用现有的农业知识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异构融合

与挖掘, 为广大农民、农业合作社及农资企业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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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农资产品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投入品, 是农业生产

的重要物质基础, 其质量优劣直接关系着农业生产和

农产品质量安全. 因此, 对农资产品进行溯源防伪是

农业发展的保障. 本文对应用于农资产品溯源服务的

物联网技术及其体系架构进行了分析, 展示了具体的

应用实例. 通过分析可知物联网在农资方面的推广应

用将会给农业生产领域带来一次全新的改革, 对增强

食品安全, 提高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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