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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检测食品法标准数据库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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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荧光检测是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中的常用分析方法, 为简化日常检验、标准研发中的工作流程, 

建立荧光检测食品标准数据库。方法  对我国现行标准体系中, 采用荧光方法的标准进行系统梳理、整合  及

本地存储, 通过 C#开发语言、Framework NET 4.2以及 Visual Studio 2010开发平台进行了数据库的搭建。结果  

建成了中国荧光检测食品标准数据库, 迄今收集到 303条相关物质的信息, 随着标准体系发展以上内容将同步更

新。结论  该数据库可为一线检验人员以及标准研发人员提供快速、一站式的荧光检测分析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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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food safety standards database using fluorescence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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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Chinese food safety standards database using fluorescence detection, 

so as to simplify the daily routine analysis and the research of the standard method. Methods  All the standards 

using fluorescence detection were stored in the local computer and classified, the database was constructed by C#, 

Framework NET 4.2 and Visual Studio 2010. Results  Until now, 303 pieces of information were embodied in 

this Chinese food safety standards database using fluorescence detection, and the records would be refreshed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ndards system. Conclusion  The database can serve as a rapid, free and 

one-step platform for the researchers on fluorescence detection in food safety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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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几年, 我国的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发生, 瘦肉

精、苏丹红、三聚氰胺、毒大米、地沟油、塑化剂、

黄曲霉毒素等一系列突发事件造成极大的社会影响, 

其危害触目惊心、举世震惊。食品安全不仅关系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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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还影响到社会的稳

定和长期发展[1-4]。 

食品是当前最为复杂的检测样品之一, 其形态

各异、种类繁多, 因而存在多样化的基体干扰, 给定

性及定量测试工作带来困扰[5]。荧光检测作为一种光

致发光型检测技术, 只对具有特异性结构的分子产

生响应, 因而具有极高的灵敏度和很强的选择性, 是

食品安全中痕量化合物检测的重要手段之一[6-10]。目

前关于荧光法检测食品中毒害物质的文献报道已经

很多 [11-14], 部分国家和行业标准也已经进入征求意

见或者颁布阶段。 

食品检验标准作为食品行业及其相关产业遵循

的原则, 已得到政府、企业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目前体系中包括国家标准、农业部标准、检验检疫行

业标准、农业部公告、地方标准等, 为食品安全检测

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和法律支持。但目前尚未见关

于实用荧光检测标准数据库的相关报道。 

为简化一线检测人员查找相关标准信息的流程, 

并为相关科研人员进行荧光类标准查新起草等工作

提供便利, 本研究建立了实用荧光检测标准方法数

据库。对食品中常见的有毒有害物质进行筛选, 对化

合物的分子结构、理化性质、样品前处理方法、分离

方法、荧光光谱特性等进行系统的研究, 并结合相关

分离检测设备建立实用荧光检测数据库, 为食品安

全突发事件中快速精准定量检测提供技术支持。 

2   材料与方法 

2.1  技术解决方案 

本数据所采用的技术解决方案如下: (1)开发语

言: C#; (2)Framework: .NET 4.2; (3)开发平台: Visual 

Studio 2010; (4)服务器端运行操作系统 : Windows 

2003/Windows 2008; (4)客户端环境 : Windows 

7/Vista/Windows XP。 

2.2  设计原则 

(1)扩展性: 系统设计上, 采用面向对象的模块

化结构, 着重满足于本期需求和未来 2年内的发展需

求。(2)安全性: 一方面, 通过网络数据加密技术安全

传输和共享关注数据; 另一方面, 通过系统提供的多

级、多种方式的权限控制, 保证系统数据的安全。(3)

易用性: 功能友好, 充分兼顾目前的系统操作特点, 

画面的风格保持一致, 用户在学会使用其中之一的

画面操作后, 以此类推, 将很快熟悉整个系统的使

用。(4)集成性: 程序留有系统访问接口, 方便日后扩

展及与其他程序集成。 

2.3  设计架构图 

本程序采用了当前流行的模型－视图－控制器 

(model view controller, MVC)开发模式, 分为视图

层、控制层、业务逻辑层及数据层, 详见图 1。降低

了代码之间的耦合性, 使程序更加健壮。同时提高了 

 

 

图 1 数据库设计架构图 

Fig. 1  The structure of the database construction 
 
 



第 1期 徐  静, 等: 荧光检测食品法标准数据库的建立 131 
 
 
 
 
 

 

 

程序的可维护能力, 分离视图层和业务逻辑层使得

后期维护可以快速解决程序出现的问题以及变更。 

2.4  网络拓补 

本程序采用客户机/服务器 (client/server, CS)架

构, 服务器搭建需要一台数据库服务器, 通过路由器

连接用户电脑, 作为程序的数据源。客户端程序安装

在用户使用的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中, 通过访问数

据库服务器达到数据共享的目的, 网络拓补结构见

图 2。 

2.5  系统体系结构 

本系统用户分为普通用户 , 管理人员及领导 , 

通过认证管理获取不同的权限。根据不同权限对业务 

 

图 2  网络拓补图 

Fig. 2  Network topology 

层进行数据检索, 数据管理维护, 系统管理维护。数

据层采用关系数据库 Mysql, 保证了数据的安全性和

大量数据的查询效率。系统体系结构见图 3。 

3  结  果 

3.1  数据库的建立 

截止到 2014年 9月 30日, 数据库共收集到 303

条已知物质荧光检测方法的记录。该数据库将会设定

专人定期维护并更新, 因此以上数字将持续增大。目

标物或具有天然荧光结构, 或可通过荧光探针衍生

反应后采用荧光检测, 该类物质在本数据库中都可

查询到相关的各项详细指标。原则上, 每一条物质信

息均含十大项目, 包括化学名称、别名、英文名称、

CAS号、结构式、理化性质、限量指标、毒理性质、

检测标准名称、检测方法等, 其中检测方法下属两个

子项目, 包括前处理方法和仪器检测方法。对于某些

比较特别的物质, 如转基因、物种鉴定等, 暂不提供

CAS号、结构式、理化性质等无效项目。 

3.2  数据内容 

从目标化合物角度, 该数据库涵盖了农药、兽

药、真菌毒素、食品添加剂、重金属、病毒、致病菌、

转基因、物种鉴定成分等。从检测手段角度, 所采用

方法涵盖了荧光分光光度法、薄层色谱-荧光法、高

效液相色谱-荧光法、原子荧光法、X-射线原子荧光

法、荧光 PCR检测方法等, 所采用的前处理手段包 

 

图 3  数据库系统体系结构 

Fig. 3  Architecture of the databas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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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液液分散萃取、均质提取、固相萃取小柱净化、免

疫亲和净化、液液分配净化等。从标准体系角度, 该

数据库涵盖了国家标准、农业部标准、检验检疫行业

标准、农业部公告、地方标准等, 以上标准全部现行

有效, 并会随时根据认监委下达指令, 对废止或更新

的标准进行定期数据替换更新。 

考虑到当前文献报道的荧光检测方法种类数目

繁多 , 其并无有效的验证手段一一证明其准确性 , 

也没有可靠法律手段保护其执行效力, 因此期刊发

表文章、硕博士论文、会议论文、专利等内容暂未

收录。 

3.3  已知物质查询 

以甲萘威(carbaryl)为例, 在“化学名称”中输入

“1-萘基-N-甲基氨基甲酸酯”, 或者“别名”中输入“甲

萘威”, 或者“英文名称”中输入“carbaryl”, 或者

“CAS 号“中输入“63-25-2”, 都可准确找到该物质的

各项相关记录, 详见图 4。 

3.4  数据维护与更新 

为保证数据库的安全, 用户界面设置了访问用

户与管理员, 访问用户仅可对该数据库进行查询以

及相关内容的复制操作, 管理员可对数据进行添加、

删除、修改等编辑工作。设置专用远程服务主机作为

服务器, 相关数据的更新全部通过管理员在该机上

完成, 同时只要服务器主机保持开机状态, 即可实现

对其他来访主机的数据更新与维护服务。 

4  讨   论 

荧光检测食品标准数据库的内容框架以及设计, 

建立在大型科研团队长期对荧光检测方法的研究以

及数年间日常样品检测的经验基础上, 内容具有较

高的实用性。其潜在用户除了食品质量监督及出入境

检验检疫领域的科研及检测人员, 还包括从事新型

食品研发、加工工艺、功能保健食品等领域的基础研

究和产品开发人员。用户在本数据库对目标物进行查

询, 只要该物质可采用荧光法进行检测并已经有相

关标准, 即可提供关于物质结构、性质、限量、具体

检测方法等详细信息, 相当于同时搜索数十个网站

及数据库, 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同时降低了对相

关从业人员在荧光检测方面的分析测试基础及工作

经验的要求, 避免了因检索数据库不全而导致实验

或产品设计的漏洞及缺陷等, 为标准起草、草案建

议、方法开发及日常食品安全检验提供了有力的技

术支持。 

 

图 4  甲萘威查询信息页面 

Fig. 4  Information of carbaryl obtained from the databas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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