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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提出.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农业信息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省农业农村大数据发展中心、浙江甲骨文超级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吉县农

业农村局、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浙江艺福堂茶业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管孝锋、陶忠良、章玉、吴晓柯、王兵、陈婷、乔婉霞、徐颖、陆林峰、任璐怡、金晶、张

文雅、钱帅吉、李林、蒋益峰、岳晓兰、王骁翔、章程、叶洪波、夏芳、李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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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产业数字化建设指南

１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茶产业数字化的总体架构、建设内容、数据管理的指导和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茶园、茶厂、茶市和与茶产业链相关服务等数字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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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１８７２６　现代设计工程集成技术的软件接口规范

GB/T３０７６６　茶叶分类

GB/T３７８０２　农田信息监测点选址要求和监测规范

GB/T４０６３３　茶叶加工术语

NY/T３５０１　农业数据共享技术规范

NY/T５０１８　茶叶生产技术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GB/T４０６３３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茶产业数字化　teaindustrydigitalization
运用信息技术实现对茶产业链生产、加工、储存、流通、管理与服务各环节的数字化,将茶产业信息载

体(文字、图片、图像、信号等)以数字编码形式进行存储、传输、加工、处理,并应用到茶产业各环节的过程.

４　总体架构

利用数字化技术,贯通种植、加工、流通、品牌打造、文化建设、管理服务等各环节业务流和数据流,综
合集成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创新链,优化数据计算分析、服务等核心能力,实现主体全上线、地图全覆

盖、数据全贯通、业务全闭环、服务全集成、一码全管控.在对核心业务运行监测评估的基础上,不断提升

预测、预警和管理支撑能力.茶产业数字化总体架构见图１.

５　建设内容

５１　数字茶园

５１１　采集信息

采集茶树品种、株型、种植时间与面积、种植密度、茶园地理位置、所属主体、实时或定期采集土壤环境

温度、湿度、pH、电导率、光照、空气温湿度、茶园视频图像、GIS(地理信息系统)影像、农事操作记录等,其
中农事操作记录数据采集参考 NY/T５０１８的相关条款.

５１２　设备

宜配备视频监控、环境监测设备(土壤、气象等)、智能手机或PDA(掌上电脑)、二维码标识打印机、必
要的农机等自动采集数据的设备.茶园信息监测点选址和布设参考 GB/T３７８０２的相关条款.

５１３　功能

实现茶园地块及茶树品种、茶园面积、生长监测、产量预测、投入品、病虫害识别与防治、农事操作、预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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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茶产业数字化总体架构

警提示、采摘批次和人员等管理功能.

５２　数字茶厂

５２１　采集信息

采集原料种类、来源、批次、接收时间、重量、质量等级、价格,以及产品加工的批次、视频图像、过程记

录、环境温湿度、重量、质量及出入库记录等数据.

５２２　设备

宜配备视频监控、智能秤、环境监测设备.采购、质检、产线管理、仓库管理等岗位根据需求宜配备智

能手机或PDA(掌上电脑)、PC(个人计算机)、扫码枪、二维码标识打印机等设备.建设满足工艺数据自

动采集的自动化茶叶加工生产线,以及精加工和再加工车间,配备自动包装设备.

５２３　功能

实现鲜叶、原料茶等原料收购管理和批次溯源信息采集关联,具备原料及产品质量安全、产品称量、人
员、产线设备、包装物料、预警提示、生产过程、产品包装赋码、仓储、流通销售等管理功能.

５３　数字茶市

５３１　采集信息

采集交易的产品种类、质量等级、交易主体、交易量、价格、时间,以及仓储的温湿度、出入库信息等

数据.

５３２　设备

宜配备智能秤、智能手机或PDA(掌上电脑)、PC(个人计算机)、扫码枪、二维码标识打印机等设备,
有仓储设施的配备仓储环境监测设备.

５３３　功能

实现交易、支付结算、产品溯源、价格监测、统计分析、茶叶电商信誉评定等管理功能,有仓储设施的宜

实现环境监测、出入库、预警提示等管理功能.

５４　公共服务系统

具备茶园管理、农事作业、投入品监管、质量安全监管与追溯、品牌、信用等管理功能,以及茶苗种植、
装备调度、农资农技、专家咨询、茶事活动、仓储物流、金融保险、税务票务、检测认证、包装标识设计与印

刷、网上商城、信息发布、产销对接、交易、标准与培训等服务功能.涉茶企业根据企业内部管理需要,参考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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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５２、５３的内容建设数字化管理系统,宜具备与公共服务系统进行数据对接的功能.

６　数据管理

６１　数据采集

根据不同应用场景选择数据采集方式,主要有设备自动采集、系统信息共享和网络信息抓取等;当不

能满足以上数据采集方式时,采用人工方式按一定周期进行采集.

６２　数据存储与应用部署

数据的存储、各类应用的部署宜采用云计算技术进行资源的分布式部署和数据备份.

６３　基础数据库

归集种苗、生产、加工、储存、流通、管理、服务、文化等各类涉茶主体和人员相关数据及茶品种品类、品
牌、生产资料等原始数据,建立基础数据库,对与茶产业相关的人、物、组织赋予数字身份(码),茶叶分类参

考 GB/T３０７６６的相关条款.

６４　专题数据库

归集在茶产业数字化业务流中产生的生产、加工、储存、流通、管理与服务等动态业务数据,建立与茶

产业相关的自然资源、气象、文旅、监管、金融和产销等专题数据库.

６５　数据共享

宜提供第三方系统接口,支持多种终端访问方式,软件接口规范参考 GB/T１８７２６的相关条款,数据

共享参考 NY/T３５０１的相关条款.

６６　辅助决策

宜在应用支撑层建立相关算法模型以辅助决策,通过短信推送、应用内信息推送、大屏显示等各种方

式通知需要被预警的对象,被预警对象及风险相关方需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并持续跟进.茶叶的生产与监

测预警参数设定参考 NY/T５０１８的相关技术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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