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2013年01月刊软件开发与设计
信息与电脑  

China Computer&Communication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当前，世界各国都将加强食

品卫生安全作为政府最为重要的工作内容，例如，美国将总统食品安

全启动计划设立起来；英国针对食源性危害加强控制，明确规定食品

生产企业必须将“危害和关键控制点技术建立并且有效地实施，同时，

在法规形式的基础上，制定出”地方官员应用 HACCP 进行管理的资

格标准；在最近几年中，加拿大将食品检验局建立起来，在建立和完

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上加大力度。

1. 基于 RFID 的食品安全追溯
所谓追溯，其实就是指从供应链下游到上游对一个特定单元或者

一批产品来源的识别的能力，也就是说，在记录标识方法的基础上，

回溯到某一个实体来历、用途以及位置的能力。

在食品安全追溯中，融入 RFID，需要将 RFID 标签插入源头，

RFID 运用的方式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公司将 RFID
标签加入到食品或者原材料源头中，将食品或者原材料在源头的基本

信息写入其中，例如，产地、出产日期、储存方法以及食用方法等等。

第二，在仓储、运输环节的基础上，将食品运输到加工厂，同时将仓

储、运输环节的信息添加到标签中。第三，加工厂在食品加工完成以

后，在 RFID 标签中写入原料和辅料的原始记录和加工过程的信息，

并且保证其产品个体以及包装相对应。第四，写入监管部门的检验检

疫信息。第五，写入仓储、运输、分销以及配送等物流环节信息。第六，

到达超市、餐饮、快餐以及饭店以后，写入这一层信息，从而使跟踪

链的最后环节得以实现。

在食品安全中，RFID 的应用，使食品行业可以实现两个最为重

要的目标，第一，对“源头”食品追踪解决方案的实施；第二，食品

供应链过程应该实现透明化。

2. 系统架构设计
本系统是在互联网基础上形成的数据检测系统，大容量的数据库

服务器、RFID 中心管理及以及生产基地的电子标签管理机和几个流

通、批发、零售的读写终端是组成这个系统的几个重要因素。它的设

计过程如下：

（1）客商档案、客户档案以及产品档案都是通过认证管理中心

建立起来的。

（2）电子标签可以通过认证管理中心入库，利用电子标签中心

管理机对电子标签的身份信息进行读取，并且将其存入到数据库。

（3）客户终端机是通过认证管理中进行发放的，将终端机编号

绑定客商、客户所在的生产基地、流通以及销售网点，并且将其存入

数据库。

（4）客商的电子标签由认证管理中心发放，将电子标签身份信

息绑定具体产品，将其存入数据库。

（5）生产基地安装实物电子标签，使其在实物产品或者商品上固定。

（6）在生产基地、流通以及销售网点客户终端机将标签身份信

息读取出来，在与服务器远程数据通信的基础上，将产品或者商品流

通、销售信息及时地存入到数据库中，并且从数据库中将产品的详细

信息获取出来，然后将其凭证打印提供给客户。

3.RFID 读写器的设计
在整个系统中，RFID 读写器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主控电路、射

频读写电路、天线耦合以及天线等电路是组成其读写器的几方面重要

因素，主要针对信号的处理和数据的传输。

硬件电路设计和嵌入式软件设计是 RFID 读写器设计中包含的极

为重要的两部分。

（1）硬件电路设计

功能设计、电路图设计、电路板设计以及制作、元器件采购以及

焊接、整机调试等是硬件设计所包含的重要工艺过程。主机电路板、

RFID 读写模块、GPRS 模块等是组成硬件电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2）嵌入式软件设计

写入或者读出产品的电子标签数据是嵌入式软件所发挥的主要功

能，在无线方式的基础上，向服务器发送，与此同时，显示或者打印接

受服务器的信息数据。在单片机中，它是以计算机编码的形式进行固化的。

4. 系统软件设计
（1）软件结构设计

后台管理和终端机管理是组成软件系统的两个重要因素，它的主

要功能是管理食品流通领域的数据，从而使数据输入、修改、查询等

多项功能得以实现。

（2）数据库设计

这个系统后台数据库所采用的是 SQL 数据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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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无线射频识别技术、无线数据通信技术、网络技术以及数据库技术等是在构建食品安全监测追溯系统采用的几种方法。这个系

统全过程跟踪、追溯食品的生产养殖、出场、流通批发以及零售环节，从而使食品的安全监测管理得以实现。本文针对 RFID 食品安全追溯的系统

进行相应的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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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系统 E-R 图

4.1 数据库 E-R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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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卫生行业不断引入各类信息系统，并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过在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这些信息系统

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信息搜集的及时性不够、数据沟通不畅等。

由此可见，专业化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信息系统平台的构建是不可或

缺的。

1.1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信息系统目标分析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系统是集现代通信、信息安全、GPS、GIS 等

高新技术成果于一体的全方位、多用途的预警指挥控制信息系统。在

实际应用中，表现出技术先进、设备完善，技术含量高等优势。现阶

段，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信息系统的设计目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为医疗部门等专业机构提供获取、分析疫情数据的措施。应急

信息系统能够实现疫情信息数据迅速采集，通过传染病数据中心准确

快速地界定患者的空间扩散趋势与分布范围。并且在此基础上，统计

分析疫情，结合数据信息和传染病的传播机理，开展疫情 趋势预测，

进行疫情预警与空间分析，从而为公众、公共卫生官员提供准确的疾

病传播预警。

其次，为决策部门提供辅助决策手段，协助其掌握、控制全局发

展态势。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信息系统能够准确、迅速地将各个部门、

各个地区的数据信息汇集在一起，从而更加准确地分析疫情情况，实

现疫情信息的及时沟通，为接下来的采取何种控制措施提供客观的参

考依据。决策部门根据应急信息系统提供的各项数据，拟定相应的应

急预案，并根据疫情发展的趋势和应急方案的实施效果，进行及时地

调整，从而实现疫情的多步骤、分阶段的系统化控制。

最后，全面发布疫情信息，为公众及时了解疫情，合理安排生活

和出行提供科学建议。通常，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之后，相关部门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信息系统平台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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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引入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信息系统是现阶段疾病防控工作的客观要求。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信息系统平台具有数据信息采集、管理、发

布以及疫情预警等功能，在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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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数据库表结构设计

系统表、getdata 表、仓库类别表、产品档案表、产品类别表、出

库单记录表、计量单位表、客户档案表、客户类别表、客商档案表、

设备状态表、生产方式表、生产周期表、销售记录表等都是这个系统

的数据库表中所包含的数据库表的几种类型。

5. 企业如何实施跟踪与追溯
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中，企业对产品及其属性以及参与方的信息

进行有效标识是基础，利用 RFID 技术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传输以及

管理是成功开展食品跟踪的关键。实施产品跟踪与追溯，要求系统具

有“可靠、快速、精确、一致”的特点，有效地建立起食品安全的“预

警机制”。

（1）结成统一战略联盟 要求所有参与方应各负其责地提供正确

的条码数据信息，确保记录与维护这些信息的安全、可靠和准确。进

行食品安全的跟踪与追溯好比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任何一个环节断

了，整个链条就脱节了，所以需要供应链所有参与方就实施食品跟踪

与追溯要求达成一致，结成战略联盟。

（2）确定食品供应链全过程中跟踪追溯信息 建立各环节信息管理、

传递和交换的方案，从而对供应链中食品原料、加工、包装、贮藏、运输、

销售等环节进行跟踪与追溯，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进行妥善处理。

（3）建立有效的信息系统 在进行跟踪与追溯的整个过程中，供

应链中所有的参与方需要就彼此之间交换信息的内容、表述和形式达

成一致，交换的数据需要标准化。为了确保信息流的连续性，每一个

供应链的参与方必须将预定义的可跟踪数据传递给下一个参与方，使

后者能够应用可跟踪原则。

6. 结束语

这个系统所采用的就是 RFID 技术，使食品商品的唯一性标识得

以实现，从而不会使食品商品出现混淆以及假冒现象；使识别过程的

自动化得以实现，在此基础上，获取食品商品信息的快捷以及可靠性

得以提升。这个系统通过 GPRS 技术，将客户终端机和远程服务器数

据库的快速连接得以实现，由于农产品的养殖 / 种植点以及市场销售

点所分布的点相对比较零散，所以，本系统特别在农产品的安全检测

管理中最大化的发挥作用。

RFID 技术在未来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在此基础上，也开发出

更多的新领域。RFID 技术的应用不仅是一种普及技术，一种业务流

程的发展，而且它还将一种新的主流技术方向表达出来。这个系统不

仅在食品和农产品领域中发挥最大作用，在物联网领域的不断发展中

也会有很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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