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系统网络和电信 2023 ( 8 ) 5
ISSN: 2661-3719(Print); 2661-3727(Online)

    36

基于数据库的产品配料剖析系统开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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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介绍了基于数据库的产品配料剖析系统的开发与应用。通过对各类产品配料的深入剖析，实现了对产品

配料的自动化管理、分析和查询。该系统以数据库技术为基础，采用 Web 应用程序开发，具有良好的用户体验和较高的实

用性。通过对产品配料的剖析，有助于企业优化产品配方、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为我国食品行业的发展提供有

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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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食品质量的

要求越来越高。由于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大众很难对产品的

优劣性进行有效甄别，同一类型产品由于成分差异，对人体

带来的影响也大相径庭，如果大众对产品配料不了解可能会

导致所购非所愿，所购成闲置，从而浪费资源。了解产品的

配料成分对于消费者做出明智的购买决策至关重要。产品配

料作为食品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科学管理已成为

企业关注的焦点。然而，传统的产品标签往往只提供有限的

配料信息，存在诸多弊端，如信息不透明、数据不准确、更

新不及时等。无法满足消费者对于详细和准确信息的需求。

因此，开发一种基于大数据的产品配料剖析系统具有重要的

意义。

2. 食品配料表数据库构建方法

2.1 数据收集与整理

构建食品配料表数据库的第一步是进行数据收集。这

一阶段需要与食品生产商、供应商和相关权威机构合作，以

获取各种食品的配方和标签信息。这包括但不限于食材的种

类、含量、产地、生产日期等。

在数据收集的基础上，进行数据整理。将收集到的信

息进行分类，确保相同类型的数据采用一致的格式和单位。

这一步骤为后续的数据标准化和分类奠定了基础。

2.2 数据标准化与分类

标准化是构建数据库的关键一环。通过制定一套标准

的数据格式和单位，确保数据库中的数据是一致的，这有助

于提高数据的质量和可信度。同时，将数据按照一定的分类

标准进行归类，比如按照食品种类、用途、营养成分等分类，

以便于用户的查询和分析。

2.3 建立数据库架构

数据库架构的设计是数据库构建的核心。在这一步骤

中，需要确定数据库的结构，包括表的定义、字段的设定等。

选择合适的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RDBMS），如 MySQL、

SQLite 或 PostgreSQL，来存储和管理数据。确保数据库的结

构具有良好的扩展性和灵活性，以便日后的更新和维护。

2.4 制定数据录入规范

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需要制定详细的数

据录入规范。规范应包括数据录入的流程、验证机制、权限

控制等内容，以减少数据错误和混乱。合理的规范将有助于

提高数据录入效率和质量。

2.5 建立用户接口

最后，构建用户友好的界面，使用户能够方便地查询

和浏览食品配料信息。可以考虑开发 Web 应用或移动应用，

通过直观的界面呈现数据，提高用户体验。用户接口的建

立是数据库应用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数据库的实际运

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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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配料剖析系统 APP 的设计

3.1 产品目标：

3.1.1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快速、准确、全面的食

品配料信息识别和分析。

3.1.2 通过图形化、语音化、互动化的方式，呈现食品

配料的含义、作用、危害、替代品等信息，提高用户的理解

和兴趣。

3.1.3 通过个性化、社交化、智能化的功能，为用户提

供更多的价值和服务，如食品安全提醒、健康饮食建议、同

类产品对比、好友分享等。

3.2 产品设计

基于大数据的产品配料剖析系统主要由系统管理、配

料查询、健康提示、帮助四个模块组成。

3.2.1 系统管理（数据采集）

该模块负责从各种数据源收集产品的相关数据，包括

产品标签、生产厂家信息、市场销售数据等。管理数据库，

包括管理产品信息、用户信息、用户搜索大数据信息等。

3.2.2 配料查询功能

该模块分为生活用品配料，药品成份，食品配料三大

方向。

本项目为用户提供产品配料的用途、作用、危害，适

用人群，风险值和评分等功能。一方面针对生活用品配料提

供相关的功能，另一方面针对食品提供相关功能。可进行单

个的化学配料名称查询，也可进行食品配料表的整体查询。

整体查询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条形码的扫描，前期构建产

品信息数据库，通过扫描，自动跳转相应的食品配料表 ; 第

二种是文字识别，通过拍照配料表，文字识别相关内容。采

用基于聚类分析的整词、单字分割等预处理算法，有效识别

相应信息。此算法解决了背景复杂、表面非平面、高光干扰、

各种字符混排的问题，有效识别具体文字。

图 2-2-1

3.3 产品架构

3.3.1APP 采用客户端 - 服务器（C/S）架构，客户端为

移动端 APP，服务器为云端服务器。

客户端主要负责用户界面的展示和交互，以及条形码

的扫描和识别。客户端使用原生开发，支持 Android 和 iOS

平台。

3.3.2 服务器主要负责食品配料信息的存储和分析，以

及用户数据的管理和推荐。服务器使用 Python 语言开发，

采用 Django 框架，使用 MySQL 数据库，部署在阿里云平台上。

条形码扫描和识别：这是 APP 的核心功能，需要使用

相机和图像处理的技术，利用第三方 Zxing 来实现。

用户界面和用户体验：这是 APP 的外在功能，需要

使用设计和开发的技术，利用一些第三方的框架或工具

[Flutter]、[React Native]、[Sketch] 来实现；为了遵循一些设

计原则和规范，使用 [Material Design]、[Ant Design] 等来提

高 APP 的美观性和可用性。

3.4 系统设计

3.4.1 系统架构

本系统采用 B/S 架构，以数据库技术为基础，利用 Web

应用程序进行开发。系统主要包括前端展示、业务逻辑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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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访问层三个部分。

3.4.2 系统实现

①数据库设计

本系统采用 MySQL 数据库进行数据存储，主要包括产

品表、配料表、用户表等。

（1）产品表：包括产品 ID、产品名称、产品类别、生

产日期等字段。

（2）配料表：包括配料 ID、配料名称、配料类别、用

量、供应商等字段。

（3）用户表：包括用户 ID、用户名、密码、角色等字段。

②系统开发

本系统采用 Java 语言进行开发，前端使用 HTML、CSS

和 JavaScript 技术实现用户界面。通过 Spring Boot 框架整合

各个模块，实现业务逻辑层与数据访问层的交互。

③系统测试与运行效果

为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本文对系统进行了功

能测试、性能测试和兼容性测试。测试结果表明，本系统运

行稳定，满足预期需求。实际应用中，企业可根据实际需求

对系统进行定制化开发，以满足不同场景下的应用需求。

3.5 后期开发：项目团队将持续开发更新软件，以满足

用户的更多需求。

3.5.1 配料剖析：用户可以查看食品的配料列表，以及

每种配料的详细信息，包括名称、含量、来源、功能、危害、

替代品等。用户还可以通过语音或文字输入自己的问题，获

取更多的解释和建议。

3.5.2 食品评价：用户可以对食品的方方面面进行评价，

包括打分、评论、收藏、分享等。用户还可以查看其他用户

的评价，以及基于大数据的食品评分和排名。

3.5.3 健康管理：用户可以设置自己的健康目标和喜好，

如减肥、增肌、控制血糖等。APP 会根据用户的扫描记录和

食品评价，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健康饮食建议和食谱推荐。

3.6 软件安全性保障 

对软件各个模块进行模块化测试，降低软件的耦合度，

以便于后期软件功能的优化，并对软件进行多次测试，服务

器进行测试保证多人同时使用，组建专门团队进行 UI 界面

美化及后期 BUG 的修复，各个数据库，后台的功能的优化等。

4. 系统应用

4.1 消费者决策支持

为消费者提供详细的产品配料信息，帮助他们做出更

健康、安全的购买决策。

针对互联网收入情况，互联网 + 行业是目前十分有市

场前景的，而我们的初衷也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清楚了解到自

己买到的产品是否适合自己，我们可以用其发现产品中的营

养成分，以及各种食品添加剂的用处。

4.2 企业产品创新

为生产企业提供有关产品配方和市场趋势的深入洞察，

助力企业进行产品创新和优化。

（1）与竞争对手的客户联系，比较服务水平的不同。

（2）把客户打来的的每一次电话都看作是与客户接触

的好机会。

（3）测试客户服务中心的自动语音系统的质量。

（4）企业内记录客户信息的文本或纸张进行跟踪。

（5）哪些客户给企业带来了更高的价值，与他们更主

动地对话。

5. 结论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改进和优化系统的算法和模型，

提高配料剖析的准确性和速度。同时，可以探索更多的应用

场景，如食品过敏原检测、营养分析等，以满足消费者多样

化的需求。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如何将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

技术相结合，以提供更智能化的食品配料查询和分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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