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 卷 第 7 期 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Vol. 10 No. 7 

2019 年 4 月 Journal of Food Safety and Quality Apr. , 2019 

 

                            

*通讯作者: 张乃心, 助教, 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学生健康素养。E-mail: happy321123@163.com 

*Corresponding author: ZHANG Nai-Xin, Teaching Assistant,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1, China. 
E-mail: happy321123@163.com 

 

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效果影响因素的 

建模分析 

张乃心 1*, 张爱莲 2 

(1. 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太原  030001; 2. 忻州职业技术学院医学系, 忻州  034000) 

摘  要: 为了量化分析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效果的影响, 进行干预效果的量化建模分析, 提出一种基于

统计分析方法的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效果影响因素的建模模型, 构建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的统计数

据采样模型, 对采样的大数据结合人体健康生理特征监控方法进行信息建模, 采用大数据信息融合方法进行

食品安全与人体健康素养的关联性评估, 结合模糊决策方法构建二者的关联决策模型, 采用区域分布性检验

分析方法进行回归分析, 实现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效果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结合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

果, 实现统计信息分析和大数据建模, 提高量化分析能力。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效果影响具有显著性, 该

模型分析结果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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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and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food safety on the effect of 
health literacy intervention 

ZHANG Nai-Xin1*, ZHANG Ai-Lian2 

(1.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1, China; 2. Department of Medicine, Xinzhou 
Vocational School, Xinzhou 0340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food safety on the effect of health literacy 

intervention, a quantitative modeling model of the effect of food safety on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health literacy 

was proposed, and a modeling model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ood safety on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health 

literacy was put forward based on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A statistical data sampling model of food safety 

intervention on health literacy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information model of big data combined with the monitoring 

method of human health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as established. Big data information fusion method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relevance of food safety and human health literacy, fuzzy decision method was used to construct the 

model of association decision, and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test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carry out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aims of the study were to realize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food safety on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health literacy, combined with the result of panel data regression analysis, realize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analysis and big data modeling,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Food safety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health literacy, and the results of the model are accurate and rel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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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大数据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 将大数据分析和

统计信息处理技术运用在食品安全评估和人体健康素养监

测中, 结合人体的生理特征分析, 指导食品安全建设、医

学检测和人体健康病理诊断等。采用数据统计分析和优化

测试技术进行食品安全中的健康素养干预效果检测, 分析

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影响的相关谱特征, 结合谱分析和数

据统计分析模型识别方法, 提高对食品安全中的健康素养

干预动态分析和识别能力[1]。挖掘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

预效果的影响大数据量化特征, 结合特征提取和信息融合

的方法, 提高健康素养干预效果, 避免食品安全对健康素

养的负面影响。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的影响具有多重性,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分析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

效果的影响, 结合大数据的信息聚类和自适应信息融合方

法, 实现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效果的影响的定量分析
[2],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统计分析方法的食品安全对健康素

养干预效果影响因素建模模型, 构建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

干预的统计数据采样模型, 对采样的大数据结合人体健康

生理特征监控方法进行信息建模, 采用大数据信息融合方

法进行食品安全与人体健康素养的关联性评估, 结合模糊

决策方法构建二者的关联决策模型, 采用区域分布性检验

分析方法进行回归分析, 实现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效

果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最后进行实验测试分析, 展示了

该方法在提高健康素养干预效果影响因素统计分析能力方

面的优越性。 

2  食品安全中的健康素养干预效果和特征分析 

2.1  食品安全中的健康素养干预效果模型 

为了实现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效果的影响建模

分析, 首先给出食品安全中的健康素养干预效果的统计分

析数学模型, 采用分段样本检测方法, 进行食品安全中的

健康素养干预效果的原始数据采集[3], 对采集的食品安全

中的健康素养干预效果的统计数据进行滤波处理, 给出食

品安全中的健康素养干预效果的统计分析数学模型表达

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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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 , a(t)称为食品安全中的健康素养干预效果统计特

征量 z(t)的检测幅度, 有时也称为包络; h(t)称为量化回归

分析的主成分分量, s(t)为食品安全中的健康素养干预效果

的阶跃式传输函数, z(t)可由 s(t)通过傅立叶变换得到。 

采用多核挖掘方法, 进行健康素养干预效果的双层

特征数据挖掘定位 [4], 得到数据挖掘的节点定义为

 , 1,mv m n 。食品安全中的健康素养干预效果分布数据

的统计分析特征量可写作:  

 ( ) ( , ) exp[ 2 ] ( )y t b j t f t dtd


           (2) 

其中 , ( , )b   是健康素养干预多个项目测试指标集 , 

( )f t 为健康素养干预效果统计的频率成分, 为信息标记

的扩展带宽, 为健康素养干预效果的频繁项集, 构建食品

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的统计数据采样模型, 对采样的大数

据结合人体健康生理特征监控方法进行信息建模[5], 得到

数据统计分析的谱分离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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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 f(t)为等价类的概念估计值, ρ(a, b)为支持度

计数, a 为食品安全的检测输出频率, b 为频移参数, 计算

食品安全检测的候选项目为:  

 ( ) ( ) [ ( )] ( , ) ( )p
p pX u F x t F x t K t u x t dt 


      (4) 

其中, 食品安全检测的动态规划分配目标函数 ( )pX u 可

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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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p 为负载均衡的阶数 , 可以为任意实数 , 旋转角

/ 2p  , 设统计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效果数据时

间序列采样的先验知识表示为 1{ }N
i ix  , 按照序列 ( )y n 的

秩进行量化分布数据排列, 得到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

效果原始序列为  ( ) 1,2, ,i k jk i bj k N    x x x , 由

此实现对食品安全于健康素养干预效果的特征建模。 

2.2  干预效果的量化特征分析 

采用大数据信息融合方法进行食品安全与人体健康

素养的关联性评估[6], 得到检测到的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

干预效果的频谱特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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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相关特征匹配, 得到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

预效果的统计特征预测的 4 阶累积函数为:  

 4 4 4ˆ ˆ ˆ( , ) ( , ) ( , )Y S Nc n c n c n              (7) 

在数据统计分析的波束形成空间内, 根据先验数据

分析结果进行二者的关联规则挖掘, 采用自适应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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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构建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效果数据的特征分量[7], 

研究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效果评估模型, 计算数据统

计分析的时间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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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用粗糙集算法进行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效果的

统计特征的大数据规则性特征分析[8], 在极限学习机下进

行频率分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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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健康素养干预效果的统计大数据是严格周期平

稳的, 由此得到盲源分离后的健康素养干预效果的统计特

征分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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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效果促进性调节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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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波数据统计分析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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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频谱特征分离方法分析食品安全中的健康素养

干预效果, 采用大数据信息融合方法进行食品安全与人

体健康素养的关联性评估, 实现健康干预效果的模糊度

决策。 

3  干预效果影响因素模型优化 

3.1  统计特征分析 

在上述构建的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的统计数据

采样模型的基础上, 进行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效果影

响因素建模, 提出一种基于统计分析方法的食品安全对健

康素养干预效果影响因素建模模型[9]。采用大数据信息融

合方法得到特征检测输出为:   

 0( ) [ ( )]s t s u s t              (14) 

采用窗函数对输出的健康素养干预效果统计大数据

进行相关性特征分解, 进行食品安全中的健康素养干预效

果检测和参数估计, 得到时频参数估计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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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上述算

法设计, 进行食品安全中健康素养干预效果的优化检测识

别。得到一个二元输入的信息熵描述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

干预效果影响的促进性因子,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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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 为符号集中元素的个数。采用大数据分析方法, 构

建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效果的大数据挖掘随机概率分

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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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效果影响评估的分段统

计的时间窗口函数为 2 2 2 2 2
T TR R V V  , 线程间负载均

衡分布  Nangle X 在  0,2 上均匀分布时, NR 与 g 独

立, 得到候选项目的支持度计数信息  ; | 0N N
gI R Z  , 

代入上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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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遍历候选的健康评价项目内, 食品安全对健康素

养干预效果的互信息传递函数描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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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1 2 ... pd d d= = = 时 , 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

效果的统计特征信息满足收敛性条件, 结合定量递归分析, 

在迭代次数 totalE 下进行迭代计算。 

3.2  干预效果预测评估 

采用大数据信息融合方法进行食品安全与人体健康

素养的关联性评估, 结合模糊决策方法构建二者的关联决

策模型 , 假设大数据采集的特征信息为 0{ ( )}x t i t  , 

0,1, , 1i N  , 采用量化回归分析方法构建食品安全与

健康素养干预效果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模型[10,11], 对健康素

养干预效果统计数据记性振荡随机化处理, 得到描述性统

计特征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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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糊约束控制下 [12,13], 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

效果的统计分布的方差记为:  

 
   11

0 exp NT k T ck 
 

  (21) 

健康素养干预效果的全周期代价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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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系数 2 1 ≥ , 采用相关性 Hausman 检验方法进行稳健

性分析, 得到模糊决策函数为: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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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上角标 0, 1 分别表示健康素养特征监测的节点。根

据大数据挖掘结果分析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的促进性因素, 

当决策量化集   minGT N T  , 采用面板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进行分段线性融合[14,15], 更新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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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满足循环终止条件, 计算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

干预的贡献度水平[16], 采用区域分布性检验分析方法进行

回归分析, 得到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效的预测模型输

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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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分析, 实现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效果影响

因素建模, 实现流程如图 1 所示。 

4  实证分析 

为了测试本方法在分析食品安全对人体健康素养干

预的影响效能, 采用 SPSS 19.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实证分

析 , 食品安全与健康干预效能的统计信息采样样本数为

2000, 关联决策的训练样本集为 120, 食品安全对健康素

养干预效果数据统计分析的初始采样率为 2 kHz, 终止采

样率为 20 kHz, 仿真的迭代步数为 200~2000, 对统计样本

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1。 

根据上述回归分析结果, 采用区域分布性检验分析

方法进行回归分析, 实现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效果影

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得到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效果影

响的关联性直方图分布如图 2 所示。 

 
 

图 1  模型实现流程 

Fig.1  Model implementation process 
 

 

 
 

图 2  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效果影响的关联性直方图分布 

Fig.2  Relevance histogram distribution of the effect of food safety 
on health literacy intervention 

 

表 1  食品安全与健康干预的统计样本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1  Statistical sam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ood safety and health intervention 

 贡献权重 关联系数 决策系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身体机能指标 2.322 5.323 3.765 5.765 9.565 7.676 4.322 6.213 5.875 

营养性指标 0.643 2.464 1.223 2.321 5.432 3.532 2.212 4.234 3.433 

健康促进性因素 2.215 5.433 3.353 4.213 8.343 6.321 5.357 6.464 5.353 

相关性指数 3.642 4.357 3.321 6.644 10.433 8.258 8.443 9.432 8.431 

食品数量 2.876 3.454 2.256 5.321 9.554 7.432 5.343 6.486 5.535 

营养均衡性 1.543 4.442 3.321 2.245 4.513 6.346 6.865 7.432 6.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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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效果具有显著性影响, 相

关性指数为 0.998, 显著性指标为 0.892, 该模型分析结果

准确可靠。 

5  结  语 

采用数据统计分析和优化测试技术进行食品安全中

的健康素养干预效果检测, 提出一种基于统计分析方法的

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效果影响因素建模模型, 构建食

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的统计数据采样模型, 对采样的大

数据结合人体健康生理特征监控方法进行信息建模, 采用

大数据信息融合方法进行食品安全与人体健康素养的关联

性评估, 结合模糊决策方法构建二者的关联决策模型, 采

用区域分布性检验分析方法进行回归分析, 实现食品安

全对健康素养干预效果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结合面板

数据回归分析结果 , 实现统计信息分析和大数据建模 , 

提高量化分析能力。食品安全对健康素养干预效果具有

显著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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