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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技术在食品安全追溯中的应用

李 兵

贵州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遵义分公司 贵州 遵义 563000

食品安全溯源系统是采集食品生产、流通、仓储、消费等环节信息，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

究、风险可控及强化食品全过程质量管理与风险控制的有效措施。通过该系统的建设，将物联网技术与食品安全监管

有机结合，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替代传统的人工监管，实现食品安全全过程的智能化管控。为公众查询提供溯源信息

的统一窗口，为政府监管提供基础数据的有力支撑，为企业产品提供品牌与社会公信力的有效保障，进一步健全食品

安全追溯体系，全面提高食品行业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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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近年来科技的快速发展，社会各个领域也受到

了科技发展影响下的不同程度的改变，这些改变中有好

有坏，好的方面体现在物联网技术的不断突破，给人们

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坏的方面体现在一些黑心商家

为了博取暴利不惜利用各种技术对产品进行加工，使得

食品的质量直线下降，若能将好的方面与坏的方面相结

合会不会对食品安全进行一些提升呢，而物联网技术的

应用和发展，可从技术方面确保食品安全，从而保障人

们的生命健康，本文就物联网技术在食品安全中的具体

应用进行了探讨。

1 食品溯源的现状

传统食品安全监管采用手工索证和进销台帐的登记

办法，不仅加大了经营成本，而且索证环节存在漏洞，

手续繁杂，且不便于保存、查找。传统追溯系统在食

品安全问题发生后虽能溯源，但大多是事后惩罚，实现

不了食品安全监管的目的。通过物联网技术则可对食品

生产各环节进行实时监测，及时进行纠正。基于物联网

技术的食品溯源在信息处理方面具有优越性，正不断应

用在食品安全领域。该技术由不同的网络支撑，根据种

植、养殖等食品生产、加工到销售的流通特点，采用可

非接触式物品自动识别的RFID技术进行食品信息的感

知，以电子标签为溯源信息载体，实时记录食品生产的

相关信息，分别在食品加工各个环节进行标识，并记载

输入数据库，应用ZigBee无线网络传输技术进行生产环

境控制指令和数据信息的传输，运用计算机网络和数据

库技术进行数据的处理与查询，对食品进行全程监管。

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实现各企业间、各环节间的信

息互通和数据共享提供了有效手段，采用 ，

JSP等技术开发部署信息发布平台，通过运用网络技术、

网站设计技术、数据库技术，实现数据共享及查询，并

最终通过网页的形式给相关用户提供食品全生命周期的

追溯追踪信息[1]。

2 物联网的关键技术

射频识别技术（RFID）

RFID，全称为 ，即射

频识别技术，也可称为电子标签，该识别技术为非接触

式，在对目标对象进行识别时，借助射频信号来标识、

存储、登记或管理其中隐藏的信息。RFID共包含三部分

构成，即电子标签、阅读器和天线。电子标签的组成单

元为耦合元件和芯片，标签与电子编码之间一一对应，

且在待识别物品上标示；阅读器设备可对标签信息进行

读取和录入；天线可保存在阅读器中，也可为标签和阅

读器的信号交流，发挥传递作用。在具体实施时，阅读

器在天线的作用下，可将频率一定的射频信号发送出，

当磁场感应到电子标签时，便会导致感应电流的产生，

从而得到相应能量，并将与自身相关的编码信息发送给

阅读器，然后经其对信息进行采集和解码后，在计算机

系统中处理相应的信息和数据。

二维码

目前国内在食品追溯中应用较多的二维码是PDF417

码和QR码。国内对二维码的研究始于1993年，进入本世

纪后发展迅速，目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一维码。

相较一维码，二维码的优势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密度

高、信息量大;二是纠错能力强;三是防伪功能更好。因

此，在食品追溯系统中，使用二维码进行食品信息、企

业信息、质检信息、咨询投诉更有优势。以QR码为例，

采用CCD扫描仪每秒可读取30个含有100个字符的QR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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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并且可以用特定的数据压缩模式表示中国汉字和

日本汉字。同时，由于二维码可以和移动终端实现无缝

对接，在食品追溯中应用起来更加方便。但是，与一维

码相比，二维码的编码解码规范缺乏统一行业标准，因

此，完善二维码应用标准，规范使用二维码迫在眉睫[2]。

无线传感网络技术（WSN）

无线传感网络（WSN）包含多个网络系统和传感

器节点，可对处于网络覆盖区域的感知对象进行处理，

从而感知、检测和采集不同的信息，并经处理后，将其

传送到计算机系统中进行进一步处理。物联网需完成的

基本操作即是采集信息，其采集方式为传感器和电子标

签。物联网在对完整的物质世界进行感知和分析时，大

都借助不同类型的传感器及其构成的无线传感网络来完

成。此外，物联网还具有云计算、纳米技术、通信网络

技术及M2M技术等。

3 物联网技术在食品安全领域中的应用

基础信息管理模块

基础信息管理模块主要包括数据标准、用户权限和

数据接口。① 数据标准管理，要求食品信息采集过程中

应根据食品编码标准，对编码规则、数据类别、数据格

式等关键内容进行统一;② 用户权限管理，设置不同用户

在数据应用和查询上的权限，管理用户的使用范围;③ 数

据接口管理，在企业数据库和食品追溯系统之间建立数

据接口，将企业数据导入食品追溯系统[3]。

食品安全领域中的物联网技术

物联网技术在食品安全领域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

景。在食品的生产过程中，食品生产商及质量认证机

构，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和功能，即食品生产商可将与食

品相关的详细信息提供出来，质量认证机构则主要完成

相关的认证工作，并在安全追溯数据中心中保存以上信

息。然后形成二维码系统，并在包装物上张贴食品的标

签。稽查人员可借助包装物上的二维码，查询相关信

息，从而便于展开抽样检查。而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

可通过编辑信息或扫描二维码，来了解与食品相关的信

息，如食品的质量认证、来源等，此外，还可举报其中

的一些虚假错误信息等。完整的系统架构中包含着不同

的层次，如融合网络层、业务应用、数据采录及时空数

据引擎等。

城市管理系统

食品安全溯源城市管理系统是指以城市为对象，以

食品溯源信息为基础，通过GIS展示子系统、大数据分

析展示子系统宏观展示各类食品生产、流通、消费环节

的总体情况，运用决策、计划、组织、指挥等一系列机

制，采用经济、行政、技术等手段，通过政府、市场与

社会的互动，围绕城市食品安全进行的决策引导、规范

协调、服务和经营行为。通过对食品企业追溯数据的分

析与处理，实现信息公示、公众查询、诊断预警、质量

投诉等功能[4]。

食品安全信用信息综合监管系统

物联网技术中的监督和追溯系统如果想要准确运行

的话就少不了GPS的应用，GPS这个技术早已遍布于我们

的生活之中，不论是汽车导航还是电子地图都少不了GPS

来发挥作用，现如今GPS也渐渐融入进了各种生产监督系

统之中，如在网上购物后从商家开始一直到物流公司的运

输状况都会通过它来显示，可以让买家知道自己买的东西

到哪了以及什么时候能到，是一个很方便很灵活的信息技

术。在食品安全中它能发挥的作用就更大了，除了对产品

的位置进行定位以外，它还可以通过卫星网络来获取产品

的温度、速度等信息，让监督系统更完整地取得产品的信

息，这使得物联网的监督系统更高效更准确。

食品溯源中常用的几种物联网技术

自动识别技术

自动识别以计算机、通信、电气技术为基础，应用

相关的设备，能够在不接触的情况下自动读取物体的电

子编码信息，并与原有数据进行对比，从而识别物体，

并具有编码唯一性。常用的自动识别技术有条形码，

RFID，IC卡及模式识别等。

技术

WSN（无线传感网）技术的最大特点是无线，利用

无线传输方式实现传感器信号的测量与传递，一般应用

在监测系统与控制系统中作为前端的信号来源，目的是

自动感知被测控对象的信息，并将传感器数据传输到处

理机构或者相应的计算机信息设备。

物流跟踪定位技术

（GIS/GPS）运用GIS和GPS可实现全球卫星定位，

解决物流运输过程中的准确跟踪与实时定位问题，保证

食品运输过程在可控范围内。

全球产品电子代码体系

食品溯源系统利用产品电子代码（ ，

EPC）技术，把所有流通环节，包括生产、运输、零售等

统一起来，组成可查询的EPC物联网，实现对食品的

追溯 [5]。

4 结束语

近年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使一些人们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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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亮起了红灯，有些问题还牵扯到了小孩子的健康，这

是让人们不能容忍的。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将会有效完善

食品安全监督体系，提高产品的质量，保障人们的身体

健康以及对不安好心的生产厂家造成打击。再加上国家

社会对物联网技术的重视与发展，物联网将会被更广泛

地应用于各个领域之中，这也必然会让食品安全问题得

到进一步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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