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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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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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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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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县供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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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灵芝是一种珍贵的可以食用的药用真菌，药用功能:如青芝可以明目，补肝气。赤芝可以益心气，

增智慧。黄芝主治心腹五邪，可用于安神。白芝主治逆上气，益肺气。黑芝益肾气,通九窍。紫芝治耳,

利关节。以上诸芝长期食用可有延年之效。近些年来国内经各地临床试验证明，灵芝具有益肺气、养胃

健脾、降血脂等多种功效，长期服用可以提高抗病能力，促进新陈代谢，增强体质。

封开县林下灵芝以赤芝（Ganoderma lucidum，68.7%）和紫芝（Ganoderma sinense，31.3%）为主

栽品种，其中赤芝为《中国药典》法定药材，菌盖呈赤红色具光泽；紫芝菌盖随成熟度由浅紫变紫黑。

采用“硬质阔叶树段木林下仿生复育法”栽培，依托原生森林环境，该模式所产灵芝活性成分含量显著

较高，凸显道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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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芝全产业链质量追溯与供应链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灵芝全产业链的质量追溯、供应链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和监督评价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灵芝全产业链的质量追溯与供应链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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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灵芝 ganoderma lucidum

属真菌，属担子菌纲，多孔菌目，多孔菌科灵芝属，由子实体菌盖和菌柄组成，为一年生的木栓质。

有野生和人工繁殖栽培两类。

3.2

林下种植 understory planting

在保持森林生态系统完整性和不破坏林木正常生长的前提下，利用林下空间（包括林冠层下方的土

地、光照、湿度等资源）进行农作物、中药材、食用菌、牧草等植物的栽培活动。

3.3

仿野生种植 wild-simulated cultivation

模拟天然菌类生长发育的自然条件，通过人工干预进行菌类种植，使得菌类品质达到野生质量的种

植技术，其技术要点是尽可能模拟野生菌类生长环境，接种材料新鲜适时，接种时间应力求为孢子萌发

和菌丝生长争取时间。

3.4

原木 log

选用直径 5～20cm，长度≥2m 的椎木、荷木、藜蒴、板栗、枫木等硬质阔叶原木（避用松柏等含油

脂树种），用于加工或直接使用的初级林产品。

3.5

段木 sectioned wood

原木经伐倒、打枝、剥皮（或未剥皮）、截断形成的，保留天然圆柱体形态的木质段。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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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子粉 spore powder

灵芝成熟时由菌盖下部的菌褶释放出的褐色粉末，是灵芝的繁殖细胞，荟萃了灵芝的精华，含有丰

富的营养成分及生物活性物质，如灵芝多糖（具有免疫调节、抗肿瘤、降血糖、抗放射、抗氧化、促进

核酸和蛋白质合成等生物活性）、三萜类化合物（灵芝酸等）、腺苷、甾醇、有机锗、免疫蛋白、多肽、

氨基酸、人体必需的常量和微量元素、维生素等。

4 质量追溯

4.1 追溯原则

质量追溯应遵循可追溯、可验证、可控制、可预警、可问责、防篡改的基本原则，确保追溯信息的

可靠性。

4.2 追溯环节

4.2.1 林下种植地选择

灵芝最适生长温度为 25 ℃～28 ℃，一般适合生长在湿度高且光线昏暗的山林中。灵芝在生长发育

过程中对气体反应敏感，栽培场地应选择在无污染的林地进行林下种植，林分郁闭度 0.7 以上，确保灵

芝的生长条件更接近于仿野生种植的生态环境。

4.2.2 菌种培育

4.2.2.1 木料处理

将原木加工而成长度 25cm 的段木，经林间自然干燥至半干后，刨除粗皮并抛光表面以防刺袋，最

后在横切面锯十字形切口以利接种。原木经此标准化处理转化为灵芝栽培中灵芝菌丝生长的专用载体。

4.2.2.2 装袋

选用耐高温、抗拉力的聚丙烯塑料袋，其热变形温度一般在 140℃以上。根据段木直径不同，套用

不同规格的塑料袋。每根段木套 2 层塑料袋，段木放入后尽量减少缝隙，用细绳捆紧袋口、扎活结；装

袋、搬袋要轻拿轻放，防止破损，发现破袋要及时用透明胶补牢。

4.2.2.3 高温灭菌

在段木装袋后，密封的菌袋经 120℃高压蒸汽持续灭菌 6 小时，彻底灭杀杂菌与虫卵，停火后待温

度降至 50℃以下出锅，立即移入无菌接种室冷却。此流程应确保袋内形成无菌环境，为后续接种创造

条件。

4.2.2.4 接种

4.2.2.4.1 接种室可选用门窗封好、场地干燥、卫生条件好、便于清洁的 5～8 m
2
房间，内用塑料膜

制成相等的接种帐，在接种前 8～12h 将接种帐每立方米用“消毒粉”3～4g 进行消毒。待灭菌后的料

袋温度冷却至 30℃～35℃时控温接种。

4.2.2.4.2 接种前，应先洗手换工作服、鞋子，工具应经漂白粉消毒，接种人员的手经酒精消毒。菌

种用 5%的漂白粉溶液浸泡 5分钟，用 5g/m3 的烟雾剂（二氯异氰尿酸钠）点燃熏蒸 1h。实行一人把种、

多人解口接种扎袋、专人堆放的流水作业。每包菌种可接种 4根段木，具体用量可根据段木直径大小调

整。一个人用消过毒的刀具裁开菌种袋，将 1/4 的菌种用手撕成小块（长 1～2cm）置于碗中，倒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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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开细绳的段木袋。另一个人用镊子将菌种块夹入段木与包装袋的缝隙中，保持菌种在整个段木四周分

布均匀，然后重新用细绳捆紧袋口。每根段木接种后工具和手应重新消毒。废弃包装袋倒入封闭垃圾桶

中。接种时保持接种室封闭，禁止人员进出。

4.2.2.5 菌丝培养

接种后，将灵芝段木运入无菌厂房内进行培养，温度控制 25℃左右，空气相对湿度应维持在 50%～

60%，并要求在黑暗环境中培养，保持通风。发菌 20d 后根据生长情况翻堆，促进菌丝生长均匀。培养

约 2个月，待菌棒表层菌丝洁白浓密，菌木间紧连不易掰开，少数菌木断面有豆粒大原基出现即可。

4.2.3 菌种再种植

4.2.3.1 菌丝满袋后应进行为期 15～20 天的适应性培养：

a） 温度适应：从恒温 25℃逐步过渡到自然温差（昼夜温差≤8℃）；

b） 湿度适应：培养室湿度从 95%逐步降至 75%；

c） 光适应：每天增加 50Lux 散射光至最终 500Lux。

4.2.3.2 松土清杂：

a） 深翻 30cm 打破犁底层，每平方米混入 2kg 腐熟木屑改良土壤结构；

b） 清除直径＞1cm 的碎石块（防止菌袋破损）；

c） pH 值调节：撒施生石灰 50g/m²（将土壤 pH 稳定在 5.5～6.5）；

d） 消毒处理：播种前 3 天用 0.1%高锰酸钾溶液浇灌。

4.2.3.3 菌棒按地形摆放：

a） 坡地：沿等高线呈"品"字形排列，坡度＞15°时搭建梯形支架；

b） 平地：东西走向排列，棒间距保持 25cm；

c） 埋土深度：菌棒顶端覆土 3cm；

d） 菌袋开口方向统一朝南，避免阳光直射开口处。

4.2.3.4 盖土保湿：

a） 分层覆土：底层 2cm 粗河沙（粒径 2～3mm）+表层 1cm 腐殖土；

b） 铺设隔离层：菌棒间隙平铺 5cm 厚稻草；

c） 智能保湿：安装滴灌带，维持土壤含水量 35～40%（基质含水量检测仪监控）。

4.2.3.5 控温：

a） 物理调控：搭建 2.5m 高荫棚（透光率 30%）+可调节遮阳网；

b） 生物调控：行间种植紫苏/薄荷等驱虫植物；

c） 应急措施：超过 32℃时启动微喷系统（每次喷淋≤3 分钟）；

d） 安装电子温湿度记录仪，每 15 分钟自动记录数据。

4.2.4 灵芝出芽

4.2.4.1 营养

选用半纤维素、木质素、纤维素等作为养料。木屑以及一些农用秸秆，比如麦麸、玉米芯、棉籽壳、

稻草等也可以作为栽培的原料。

4.2.4.2 环境

灵芝生长的温度相比较一般植物较高，最合适的生长温度为 26～28℃。其中子实体生长的适宜温

度为 22～28℃，其中 25～28℃最为适宜。灵芝喜欢较为湿润的气候，环境中的湿度较大则可以有效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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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灵芝的生长。空气相对湿度为 65%至 70%最适宜灵芝生长，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能够起到重要辅助作用。

当其达到 0.1%时，最能够有效抑制其他菌类产生，但最大不得超过 1%，否则不利于子实体生长。

4.2.4.3 光照

灵芝生长过程中对光照特敏感，灵芝菌丝的生长不需要光照，在黑暗中生长最快；子实体的分化和

生长则需要较强的散光关照，在树林中半阴环境下生长最快；菌杆和菌柄对于光照敏高度较高。

4.2.4.4 酸碱度

灵芝包括菌丝体和子实体两部分，每一部分都需要适应的条件才能够茁壮发育。灵芝所喜欢的环境

偏于酸性，其 PH 值在 3～7范围内较为适宜，如能控制在 4～6 则最为适宜。

4.2.5 灵芝成熟

菌丝长满袋后，再培养 10～15d，菌丝即达到生理成熟。 菌丝生理成熟的标志是培养基表面出现

白色或黄色突起的疙瘩块。将生理成熟的栽培袋搬入预先设置好的畦床内，用刀片划破薄膜袋，取出菌

柱，竖放在坑内，随放随用干净涅田砂或腐殖储量较低的湿表土。填充菌柱之间的空隙，并覆盖 1～2cm

厚的细砂．淋水后覆盖薄膜。栽培袋埋土后，应使温度控制在 22～28℃，空气相对湿度达 90%～95%。5

月下旬 到 6 月上旬幼芝陆续破土而出．此时．应加强湿度和通风的管理以防湿度过小而使子实体变

灰．加强通风，以利菌盖及时展开。在实体出土后，使温度保持在 25～28℃，此温度下长出的子实体

致密，有光泽、质量好。

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随着菌盖的不断生长，边缘颜色逐渐加深，表面里现漆样光泽．成熟的孢子

从菌盖下方不断散发出来，便可以采集孢子或采集子实体。 灵芝生长期的叶片是红白色，一旦叶片边

缘转黑色，证明灵芝即将成熟。还有灵芝底部：正在生长的灵芝底部是白色，一旦底部成棕褐色，证明

灵芝开始成熟。成熟后开始弹射孢子粉，不采摘的情况下灵芝弹射孢子粉约 20 天。

4.2.6 灵芝采摘

4.2.6.1 采摘方式

灵芝生长期为 3～8 月，按照“先熟先采”的原则，待菌盖边缘黄、白色环圈完全消失，菌盖变硬，

色泽棕色，开始放射出大量的红色烟雾状疱子粉末时，即可分批采收。采收时从柄基部用剪刀切除或用

手轻摘，留柄蒂 0.5～1.0 cm，让剪口愈合后，条件适宜时再形成菌盖原基，发育成二潮灵芝。采收后

及时晒干或烘干、装袋，置于干燥的室内保存或出售。一次种植可连续采收 6～8 年。

4.2.6.2 采摘时间

已经产生包子粉，待孢子粉还没弹射出去立马采摘，这样的灵芝成份最高。没有成熟的时候采摘，

孢子粉还没产生；过于成熟采摘的灵芝，孢子粉已经弹射飞走。

4.2.7 灵芝贮存

4.2.7.1 新鲜灵芝贮存

1℃～3℃进行保鲜，保质期达 6个月。

4.2.7.2 干灵芝贮存

4.2.7.2.1 新鲜灵芝采摘之后，于太阳下暴晒 36 个小时，直至含水量在 8%及以下可视为完全晒干，

便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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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2.2 晒干之后使用食品级塑料密封袋包装，每袋五十斤，便于搬动。之后存放于干燥通风的室

内，或者是 5到 10℃的冷库进行保存，保质期 3 到 5 年。

4.2.7.2.3 贮存于封闭、避光、清洁、干燥、 无异味、无虫害鼠害的专用仓库中，严禁与有毒、有害、

有异味、易污染的物品混放。

4.2.8 灵芝加工

4.2.8.1 整朵灵芝

整朵灵芝按照叶面宽度进行分类，叶面宽 5～10cm 三级品、11～15cm 二级品、15cm 以上一级品。

4.2.8.2 灵芝切片

灵芝刚成熟摘回，用切片机切成 2 毫米厚，再晒干或者烘干（炒锅温度达到 60℃杀死虫卵）、灭

菌，装入小密封袋保存，煲汤或者煲茶食用方便。

4.2.8.3 灵芝孢子粉

灵芝孢子粉具备灵芝的全部遗传性状，经过破壁处理的灵芝孢子粉能显著提升人体对其营养成分的

吸收利用率，相关产品主要以散粉/胶囊/压片等形式呈现。

4.2.8.4 灵芝茶

新鲜灵芝切碎，再 60℃温度炒干，每袋 2克茶叶 6克灵芝进行配比，8 克一小包。

4.2.8.5 灵芝面条

一百斤面粉添加 3斤孢子粉和 2斤灵芝细粉，总占比 5%，搅拌均匀，加工形成面条。

4.2.9 包装

4.2.9.1 整朵灵芝（干品），单朵用泡沫网套和瓦楞纸托防震后，装入铝箔复合避光袋密封，外配硬

质礼盒防压。标签需清晰标注品名（如特级赤芝整朵）、等级（如盖径≥8cm）、产地、干燥日期和保

质期（通常 24 个月）。

4.2.9.2 灵芝切片，采用食品级透明 PET 瓶（内置干燥剂）或铝塑复合袋（厚度≥0.08mm）抽真空包

装。标签必须注明品名（如紫芝切片）、切片厚度、核心活性成分含量（如多糖≥1.2%）、生产批号及

阴凉干燥的储存条件。

4.2.9.3 灵芝孢子粉，采用三层防护包装：内层为充氮密封的食品级铝箔袋（避光），中层为防潮防

震塑料瓶，外层为彩印纸盒（显著标注破壁率≥98%）。标签需标明破壁率、三萜含量（如≥2.0%）、

净含量及 SC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4.2.9.4 灵芝茶，散装采用带自封条的铝箔袋加防潮纸罐；茶包则先用滤纸分装（如 5g/包），再密

封于铝膜避光外袋，最后盒装并印明冲泡方法。标签需注明原料配比、生产日期、SC 认证标志及饮用

禁忌说明。

4.2.9.5 灵芝面条，内层使用食品级 PE 真空袋（标明灵芝粉添加量如≥5%），外层为防压防光的彩印

纸盒。标签信息需包含灵芝成分含量、执行标准、营养成分表及烹饪建议。

4.2.10 运输

运输相关要求见 5.4。运输包装标识应规范，运输包装上使用的图形符号、文字说明等应符合 GB/T

191 的要求，以确保货物在储运过程中被正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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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灵芝销售

4.2.11.1 线下销售：建立了直营销售门店，通过专柜陈列产品进行销售；依托地方农贸特产店吸引游

客进行销售。

4.2.11.2 电商渠道：通过建立微信小程序、微信小店等方式进行灵芝等农产品的展示与销售。

4.2.11.3 直播销售：通过直播平台进行灵芝等产品的介绍和销售。

4.3 数据采集与记录

4.3.1 各环节数据采集内容与格式要求：

a）种植环节采集菌种 DNA 指纹（分子标记）、林下坐标及温湿度（IoT 传感器），格式为 JSON+GIS）

坐标（JavaScript 对象表示法+地理空间坐标）；

b） 培育环节采集菌种 DNA 指纹（分子标记）、培养基定位坐标（GIS）及培养环境参数（IoT 传

感器），格式为 JSON+GIS 坐标；

c） 再种植环节采集遗传漂变数据（分子标记退化）、轮作基质理化指标（衰减参数）及环境波动

阈值（IoT 传感器），格式为 JSON（JavaScript 对象表示法）+退化风险分级坐标；

d）出芽环节采集原基形态参数（3D 点云建模）、光温诱导阈值（IoT 传感器）及芽体空间分布（GIS

坐标），格式为 JSON+时序生长坐标”；

e） 成熟环节采集子实体活性成分（NIR 光谱分析）、采收窗口参数（环境传感器）及形态成熟度

（3D 拓扑建模），格式为 JSON+采收决策坐标；

f） 采摘环节记录采收时间及 AI 影像（参照 ISO 8601-1:2019 时间戳+图像哈希值）；

g） 贮存环节监测温湿度（RFID 电子标签），格式为 XML 温变曲线；

h） 加工环节全程采集干燥、灭菌、切片/破壁及环境监测的时间序列数据（温湿度、压力、风速

等），绑定原料批号生成 CSV 溯源文件，实现工艺精准管控与品质关联分析；

i） 包装环节关联批号及检测报告（一物一码），格式为 17 位追溯码+PDF；

j） 运输环节追踪定位及温控（全球定位系统 GPS+温签），格式为 GPS 轨迹日志；

k） 销售环节记录经销商备案号及扫码查询（区块链存证），格式为结构化 SQL（结构化查询语言）

数据库。

4.3.2 信息采集应真实、准确、及时，记录应清晰、完整、可查询，并规定记录的保存期限，以便在

需要时能够快速、准确地进行追溯查询。

4.4 追溯编码与标识

4.4.1 以最小销售包装为灵芝追溯主单元，通过单个灵芝最小销售包装的唯一身份标识（唯一 ID）与

全链数据绑定，实现种植源头到加工环节的精准穿透，确保标识持久可读、责任显性化。

4.4.2 标识应清晰、牢固、易于识别，能直观反映产品的追溯信息，并确保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内

标识不会被损坏或丢失。

4.4.3 单朵灵芝或小包装为最小销售包装，其追溯单元标识样式为防水激光喷码（字号≥3 毫米）+ 二

维码（1×1 厘米），格式是文字内容+二维码+颜色规范，标识位置是菌柄基部，采用激光刻印，距切

口≥1cm。

4.4.4 灵芝切片以包装袋/罐作为最小销售包装，其追溯单元标识包含文字与二维码。

a) 文字内容应明确标注产品名称为“灵芝切片”、原料批号（格式：YYYYMMDD-基地/工厂代码-

流水号）、切片批号/生产日期、规格（如 3-5mm 厚度）及追溯码。

b） 二维码应关联唯一 ID，涵盖原料来源与加工全流程数据。

c） 标识颜色采用与包装底色对比鲜明的单色（黑或白），确保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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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位置固定于包装显著区域（正面或背面），要求表面平整以利印刷：

1） 工艺首选高分辨率防水食品级油墨直接印刷；

2） 次选为粘贴防水耐磨的食品级标签，严禁使用激光刻印；

3） 整体需满足机器可读性与人工识别的双重需求。

4.4.5 灵芝孢子粉产品（散粉/胶囊/压片等）最小销售包装，其追溯单元标识应：

a） 包含产品名称（如"破壁灵芝孢子粉"）、原料采收批号（格式：YYYYMMDD-基地代码-采集批次）、

破壁加工批号（格式：YYYYMMDD-工厂代码-加工批次）、生产日期/保质期、规格及追溯码等

文字内容；

b） 搭配关联唯一 ID 的二维码（涵盖采集基地、破壁工艺、检测报告及灌装等全链路数据，强化

防伪）；

c） 标识采用与包装底色对比鲜明的黑白单色（可选用防伪油墨）；

d） 位于包装罐/袋/瓶/盒的显著平整位置（背面、侧面或底部）：

1） 工艺首选高分辨率防水食品级油墨直接印刷或印刷于包装材料；

2） 次选为粘贴防水耐磨食品级标签；

3） 宜在二维码或标签上增设刮刮层、全息图案等防伪元素，确保标识清晰可识别。

4.4.6 灵芝深加工产品（茶包/含片/饮料/面条等）最小销售包装，其追溯单元标识应：

a） 外包装印刷法定食品标签信息（品名、配料、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核心原料灵芝追溯批

号（格式：YYYYMMDD-基地代码-批次）及关联唯一 ID 的二维码，绑定最小销售包装单元并覆

盖种植至加工全流程数据；

b） 独立小包装可简化标注≥1×1cm 二维码（关联外包装主 ID）；

c） 标识应确保高对比度清晰印刷于外包装显著位（背面/侧面）及小包装平整区（如茶包边缘）；

d） 外包装采用高分辨率印刷，小包装适用高速喷码或印刷工艺，所有二维码应兼容原料溯源、加

工质检及防伪查询。

4.5 追溯信息管理与共享

4.5.1 应用物联网（如温湿度传感器）实时采集环境数据（延迟≤30 秒）、区块链确保关键追溯数据

不可篡改并支持验证、以及二维码/电子标签作为信息载体关联动态数据。所有技术应保障数据从生成

到可查询延迟≤1 分钟，并通过安全接口（如超文本传输安全协议 HTTPS、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实

现实时共享，确保源头可信与全程透明。

4.5.2 灵芝全产业链追溯信息管理系统需支持多角色数据录入（含传感器自动采集与人工补录）、分

布式存储（区块链存证+云数据库双备份），具备自动化数据清洗与关联分析能力（如环境波动预警），

提供毫秒级多维度查询（批次/环节/时间轴）及标准化 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传输接口。系统应满

足 99.9%可用性、7×24 小时运行稳定性，实施 RBAC（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权限控制、端到端加密及

异地灾备，确保追溯数据集中管理、高效处理与全链路质量闭环。

4.5.3 建立基于云架构的统一信息共享平台，提供标准化 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接口（兼容 JSON/XML

格式即 JavaScript 对象表示法/可扩展标记语言格式）与区块链跨链协议，实现种植、加工、物流、

销售等全链主体间的数据实时同步（延迟≤2 秒）。平台需集成协同工作流引擎（如订单状态、质检报

告、库存变动的事件驱动通知），支持 RBAC 权限分级控制与审计日志，确保上下游企业在安全边界内

按需调取数据，提升供应链透明度和协同效率，系统响应时间≤500 毫秒，年故障停机≤0.1%。

4.5.4 采用动态 RBAC 权限模型（基于角色/环节/数据敏感度三级管控），结合属性加密（ABE）与零

知识证明（ZKP）技术实现细粒度数据授权。要求全链路数据传输与存储启用国密 SM4/AES-256（国家

密码管理局批准的对称密码算法第 4号/高级加密标准-256 位）加密，关键操作强制区块链存证（日志

留存≥24 个月）。建立实时入侵检测系统（误报率≤0.1%）及双因子身份认证，确保非授权访问拦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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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100%，满足等保三级要求，保障数据合法合规共享。系统可用性≥99.99%。

4.5.5 消费者可通过扫码获取产品全流程信息（如种植基地认证、加工厂资质、检测报告等）。

5 供应链管理

5.1 供应链协同机制

5.1.1 建立“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协作模式，明确责任分工等。

5.1.2 宜整合种植、加工、物流、科研等资源，形成区域协同效应，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

5.2 供应商管理

5.2.1 制定灵芝供应商准入条件和审核程序，从供应商的资质、生产能力、质量控制、信誉等方面进

行综合评估，确保供应商能够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灵芝原料，并建立供应商档案，对供应商的基本信息、

交易记录、评估结果等进行详细记录和动态管理。

5.2.2 建立定期的供应商评估和考核机制，根据供应商的产品质量、交货期、价格、服务等方面的表

现进行量化评分，对供应商进行分级管理，并根据评估结果采取相应的激励或淘汰措施，促进供应商不

断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

5.3 采购管理

5.3.1 根据市场需求预测和生产计划，制定合理的灵芝采购计划，明确采购的数量、质量、时间等要

求，对采购过程进行严格控制，确保采购的灵芝原料满足企业的质量标准和生产需求，同时降低采购成

本和风险。

5.3.2 采购的灵芝原料应经过严格的质量检验，制定质量检验计划，明确抽样方法、检验项目和相关

标准要求。

5.3.3 对检验不合格的原料进行进行处理，保证进入企业生产环境的灵芝原料质量合格。

5.4 物流与仓储管理

5.4.1 应建立物流运输管理制度，规定灵芝产品的物流运输环节，包括运输工具的选择、运输包装的

要求、运输过程中的温湿度控制、装卸操作规范等方面，确保在运输过程中产品的质量不受影响，降低

产品的损耗和污染风险。

5.4.2 应建立仓储管理制度，明确灵芝产品的仓储条件和要求，如仓库的环境控制、货架摆放、库存

盘点、安全管理等方面。根据不同的产品类型和特点制定相应的仓储管理制度，确保产品在仓储期间的

质量稳定和氮气可靠，并采用先进的仓储管理技术，如信息化管理系统、温湿度监控设备等，提高仓储

管理的效率和准确性。

5.5 销售与售后服务管理

5.5.1 对灵芝产品的销售渠道进行规划和管理，包括线上线下的销售平台建设、经销商的选择与管理、

销售终端的布局等方面，建立规范的销售管理制度，确保产品的销售渠道畅通、有序，提高产品的市场

覆盖率和销售量。

5.5.2 完善灵芝产品的售后服务体系，包括售后服务的内容、流程等。

5.6 绿色供应链

5.6.1 采用生态种植技术（如林下仿野生种植、菌渣循环利用），减少资源消耗与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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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推广低碳物流（如冷链运输节能优化）和碳足迹追踪技术，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

5.7 风险管理与应急预案

5.7.1 制定供应链风险清单（如自然灾害、病虫害、市场波动），建立库存动态监控与应急调配机制。

5.7.2 引入供应链金融工具（如种植保险、价格指数保险）降低农户与企业风险。

6 信息化平台建设

6.1 平台功能要求

6.1.1 集成追溯系统、供应链管理、企业资源计划等模块，支持数据互通与智能分析。

6.1.2 开发 AI 预警功能（如病虫害预测、库存预警），提升供应链响应效率。

6.2 数据安全

采用加密传输与分级权限管理，确保企业核心数据与消费者隐私安全。

7 监督评价

7.1 企业应定期开展追溯数据真实性核查，宜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价。

7.2 对接政府监管平台，接受药监、农业部门抽查。

7.3 通过消费者反馈优化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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