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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技术在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体系中的应用研究

侯春生1,夏宁2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广州510640

摘要：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广泛应用，RFID技术应用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中越来越普及。RFID技术在农产品质量管理与安全

追溯中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本文综述了RFID技术在农产品原料、产品加工、销售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

同时对今后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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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research on RFID technology i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quality an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Abstract: 

With a wide range application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FID technology i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increasingly popular. RFID technology in quality management and security 
traceabi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lso has been taken some progress, This paper reviews RFID 
technology in the agricultural raw materials, products processing, sales of the latest research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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