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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类本科专业课程增加食品信息学内容的思考 

邱景璇, 许东坡, 董庆利* 

(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上海  200093) 

摘  要: 食品信息学是大数据时代下对食品相关营养、物流、微生物等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及处理的一门交

叉学科。当前开设食品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里开设食品信息学专业课的较少, 建议在食品相关本科专业中增

加食品信息学内容, 使大学生了解并初步掌握利用食品相关数据进行数据库构建、信息分析、预测模型建立

等技能, 及时跟进食品信息学领域新进展, 有助于食品专业大学生适应大数据时代下新的人才要求。该内容的

加入是对食品专业本科教学体系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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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informatics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that collects, analyzes and processes food-related 

nutrition, logistics, microbiology and other data in the era of big data. Current, few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fer 

food informatics course i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of food specialty, so it is suggested increasing food informatics 

content, making students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food related data in database building, information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model establishment. This will help students in food science timely follow up the new progress in 

informatics area, and adapt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The addition of this content i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the undergraduate teaching system of food speci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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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信息科学是通过计算机处理与程序设计研究信息的

获取、处理、传递与利用等问题的科学。信息科学已应用

于生物、医学及化学等多个学科, 信息科学的引入有效促

进了该学科的定量化、数字化与网络化。随着信息时代的

发展, 食品相关行业与领域积累了大量的食品营养、食品

安全等数据, 海量数据中包含了潜在可用信息, 将食品科

学与信息技术进行融合, 利用信息处理与数据挖掘等技术, 

对食品数据进行深度挖掘, 提取有用信息, 揭示数据关联, 

将为食品营养与安全评估提供新的角度与方向。近年来已

有多项研究将数据挖掘应用于食品领域, 包括建立食品安

全监测模型寻找食品安全环节中的潜在风险点[1], 建立食

品抽检预测模型[2], 通过对食品企业数据进行科学化的收

集与挖掘对食品监管模式进行创新[3]。为对接实际应用需

求, 培养实用型食品专业人才, 将食品信息学内容引入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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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类专业的本科教学中是大数据时代的必然要求。本文从

食品信息学主要研究内容, 以及增加食品信息学内容的必

要性与可行性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以期改进当前食品本科

教学体系, 适应新时代的大学生培养需求。 

2  食品信息学主要研究内容 

食品信息学是近年来新兴的一门交叉学科, 旨在利

用数据库技术、通信和网络技术对食品相关信息进行收集、

筛选、整理、处理, 最终实现对食品信息的系统整合[4]。

该学科面对的数据对象为食品相关的各类信息, 包括但不

局限于食品原料理化性质, 食品营养物质组成, 食品交通

物流信息以及食品微生物相关遗传物质与生长特征等。该

学科的应用包括构建食品行业相关数据库, 优化食品工业

化生产, 食品组成分子机理研究, 营养食谱的优化及食品

物流信息化等[5]。食品信息数据, 除了具有其他行业大数

据大量、高速、多样、真实性的特征之外, 由于其来源广

泛、类型复杂, 还具有多源性、多维性、时空性、多层次、

多关联及不确定性等特征[6]。 

3  增加食品信息学内容的必要性 

3.1  对接国家战略人才储备的需要 

食品信息学是当前大数据时代下食品行业快速发展

的产物, 食品相关信息数据的爆炸式积累, 对食品质量安

全以及食品工程相关行业带来新的要求与挑战, 对食品相

关专业人才提出了具备多方位综合素质的培养需求。在国

家战略规划层面, 《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7]明确

指出要持续更新、完善国家食物成分数据库; 要求整理各

类监测数据, 建立数据库; 建立中国居民碘营养状况数据

库; 建设持续滚动的全国农产品营养品质数据库; 大力推

动营养健康数据互通共享, 全面深化数据分析和智能应

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35 号)提出

需强化人工智能对食品安全的保障, 该规划明确提出需围

绕食品分类、食品安全隐患及评估等, 构建智能化食品安

全预警系统[8]。由此可见, 对食品相关各类营养组分、物

流信息、风险评估等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是国家科技中长

期规划及我国食品领域发展的关键组成环节。在本科课程

中增加食品信息学内容, 使本科生了解及掌握分析处理食

品大数据的技能与方法, 能够为国家储备食品行业信息化

人才, 符合国家人才储备的需要。 

3.2  完善课程体系建设的需要 

当前食品相关本科专业主要包括食品科学与工程专

业以及食品质量与安全等专业, 培养计划中划定的课程按

照性质分为通识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以及专业课程。

在基础课程中的数理类课程以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及概率

论为主, 侧重于基础数理原理的掌握。在专业课程中, 核

心课程包括化学类, 主要包括有机化学、食品化学、分析

化学、普通化学、物理化学等课程; 此外包括食品相关专

业课程如食品工艺学、食品冷冻冷藏、食品微生物学等课

程。在目前的课程设置中, 完成了基础课程中数理知识原

理的学习之后, 与专业课程中的食品相关课程之间尚未得

到有效的连接, 即缺少数理知识在食品专业具体领域的应

用教学课程。食品信息学则是一个有效的连接桥梁, 可将

数理知识与食品领域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在教学内容上, 目前, 已有越来越多的开设食品类本

科的院校着手调整课程结构, 例如, 扬州大学教师提出在

大数据背景下,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面临着重

大变革, 利用大数据的易得性, 对食品生产消费过程中的

海量数据进行收集、结构化及价值提取将成为新时代食品

科学与工程专业培养的必备技能[9]。东北农业大学教师发

表的关于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学生对本科课程设置的

问卷调查显示, 有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5.35%)认为应该在

本科课程体系中增加实习实训类课程, 该论文指出, 本数

据显示大部分学生认为实训类课程与专业课联系紧密, 应

增加对应课时安排[10]。而食品信息学教学内容侧重利用各

类数据进行有效信息的提取, 对接食品全产业链各环节的

实际需求, 提供决策参考并评估潜在安全风险等, 能够使

学生的动手能力与操作能力得到锻炼。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在对粮食工程课程群建设实践中

指出, 随着粮食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与物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等产业的不断融合, 粮食工程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

迫切需要向信息工程、智能制造等领域扩展[11]。南京师范

大学教师指出, 从目前食品类本科专业的培养情况看, 学

生数据处理能力存在明显不足, 尤其是数学统计知识较为

薄弱。在“双一流”战略实施背景下, 需要引入实践教学课

程, 进行针对性训练[12]。另有教师明确指出, 大数据背景

下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教学模式面临挑战, 在实践教学方

面, 需注重培养学生快速准确的数据收集、整理及分析能

力, 利用“互联网+”收集资源并分析数据, 有必要加大工科

课程比例, 尤其是“数据库应用”及“大数据食品溯源”等专

业课程[13]。目前, 虽然食品信息学尚在发展阶段, 其在本

科教学中的初步实践已证明其教学优势, 例如广东海洋大

学尝试将“互联网+大数据”引入食品安全检验技术的课程

实践中, 突破以往实验的单次单样本数据分析, 通过构建

实验室样本数据库, 可实现将学生单次试验样本检验结果

与数据库中历史检验结果进行纵向比较, 加深同学们对检

测结果的理解[14]。 

在教学方式上, 在食品本科教学的过程中, 以课本为

主的“讲授式”授课仍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 在数据量爆炸

的今天, 当天产生的食品物流信息、食品安全溯源信息以

及食品微生物基因组信息就已远超课本所承载的数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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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从互联网等渠道获得的大数据入手自主探索数据

背后揭示的食品安全、食品营养等有价值的信息, 转“讲授

式”为“探究讨论式”, 更能激发学生的探索兴趣。 

案例 1: 以辣条食品为例, 通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发布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及网络公告, 可以检索到

2018 年之前各省份关于辣条食品归属“糕点类、膨化食品

类”或“方便食品”存在不一致性, 进一步导致针对辣条的

食品添加剂标准未能统一, 可能造成监管混乱的情况。引

导学生自主检索后续进展, 进一步跟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对辣条归属的最新统一定性说明, 及食品添加剂的最

终标准确定。通过此案例对食品安全数据来源进行了具体

示例。 

案例 2: 针对目前蓬勃发展的网购食品交易, 引导学

生进行自主思考, 提出目前网络食品交易的安全性问题, 

并鼓励学生探索解决措施。针对网购食品现状引出我国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

施条例》, 其中明确规定了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需妥

善保管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登记信息和交易信息。在入网食

品经营者的违法经营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时, 第三方平台需

接受责任约谈。通过案例说明, 使学生深刻理解食品安全

数据来源广泛, 类型复杂的数据特征。 

4  食品安全评估与溯源 

(1)教学内容 

介绍常用机器学习方法, 包括贝叶斯、逻辑回归、随

机森林等模型的基本原理, 要求学生掌握各模型对输入数

据的要求、调用方法与输出数据的含义。通过食品安全数

据实例使学生掌握通过构建数学模型解决真实食品安全评

估与溯源问题。 

(2)案例示例 

案例 1: 在介绍如何利用大数据进行食品安全风险的

定量分析时, 向学生介绍我国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开发布

的历次食品抽检的产品信息。2015 年至 2017 年, 我国分别

公开 17.2、25.7 及 23.3 万批次产品抽检信息, 涉及肉、乳、

粮等 30 余类产品[15]。以抽检信息中的肉类制品为例, 获取

得到的信息包括产品类型、生产年份及月份、产地、是否合

格、不合格项目、不合格类型、检验结果等。指导学生对海

量抽检数据进行信息的抽提, 向学生介绍机器学习预测模

型, 以抽检数据的各项特征以及抽检结果为输入, 通过贝叶

斯模型、逻辑回归模型、随机森林等计算模型的建立, 利用

已有数据训练得到模型。构建得到的模型可用于预测新的抽

检产品是否合格。基于此案例讲解, 对基于大数据的数学模

型构建进行基本的操作训练。同时鼓励学生在此模型基础上

进行关键特征的提取与筛选, 尝试改进模型。 

案例 2: 通过介绍本地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 使学

生及时了解该地区餐饮企业及学校食堂等就餐场所供应的

各类产品的源头、流通及终端信息。为学生对食品流通全

产业链构建时间序列模型提供数据基础。 

5  食品营养优化 

(1)教学内容 

介绍食品组分数据库, 包括食品伙伴网、食安通等数

据库。掌握利用食品中各营养元素成分信息, 在给定目标

函数下的优化求解方法, 构建食品营养定量优化模型, 进

行食谱的定制、设计与优化。 

(2)案例示例 

自主收集数据库中食品组分的定量营养打分, 包括

100 g 可食部食品中的蛋白质、胆固醇、膳食纤维、各类

维生素以及钠、磷等物质的定量含量。综合菜品的成本与

口感作为目标函数, 以文献中报道的各类营养素的推荐摄

入量为限制条件, 构建线性规划数学模型, 使用软件工具

对模型进行求解, 得到满足目标函数的优化食谱。在此案

例中, 可鼓励学生进行个性化食谱的设计与定制, 并进行

反馈优化, 调动学生积极性。 

6  食品微生物安全 

(1)教学内容 

介绍食源性微生物数据库, 具体包括食源性致病菌

与病毒的遗传数据、免疫特性及耐药性等公共数据库, 了

解核酸序列及蛋白质序列的比对原理, 掌握序列比对与差

异分析的软件与工具, 掌握系统发育树的构建方法, 掌握

蛋白结构比较工具。 

(2)案例示例 

食源性致病微生物全基因组高通量测序数据是食品

相关数据大量积累的一个典型案例。食源性致病微生物中, 

以最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为例, 

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公开数据库已发布 3351 条单

增李斯特菌的全基因组序列, 每个基因组包含超过 2.9 兆

碱基。对高通量测序数据进行过滤与组装后, 比较各菌株

基因组之间的差异, 同时可引入表型数据, 引导学生构建

序列差异预测模型, 并比较不同类型数据构建预测模型过

程中的差异与共同点, 强化对数据挖掘的理解。 

7  考核方式 

在考核方式上, 相较于常规闭卷考试与理论考查形

式, 可根据食品信息相关数据的易得性, 引入探索式、开

放式题目。以项目小组的形式, 围绕一个科学问题, 设计

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或分析流程, 并进行讨论。 

(1)选题方面 

题目由学生自拟, 但需或结合民生问题或跟进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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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问题, 例如利用网络平台大数据构建风险预警模型保

障外卖食品安全; 针对当季果蔬价格及营养组分设计优化

食谱; 比较新发食源性微生物与历史微生物的致病性差异; 

构建微生物危害评价模型等。 

(2)数据来源方面 

此类开放式题目的数据来源不再局限于课本, 教师

不再提前提供整理好的数据。鼓励学生自主检索获得具有

时效性的数据, 指导学生对相关数据库, 如食品伙伴网、

NCBI、AntigenDB 等进行数据检索。 

(3)形成报告 

通过对收集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汇报从数据中分析

得到的具体结论, 提出对所选民生问题的解决建议等。通

过自主选题, 实践操作及项目汇报相结合的考核方式, 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 让学生真正参与到知识的应用实践中。

通过案例教学与项目考查相结合的方式, 提高课堂的互动

性, 增加了课程的实用性。 

8  可行性分析 

(1)先修课程保障 

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及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本科

生的课程设置中 , 通识教育课程中已开设计算机基础

类课程 , 包括 C 语言程序设计及实践、Python 程序设

计等课程。在学科基础课程中已开设高等数学、线性

代数、概率论以及数据库原理及应用等课程。经过基

础课程的训练 , 学生已具备进行数据分析所需具备的

基础数理知识。  

(2)数据保障 

食品领域数据来源多样, 数据量丰富, 为食品信息学

课程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基础。数据来源包括食品监

管部门的抽检数据, 食品安全组分公共数据库、食品物流

数据以及食源性微生物遗传信息数据库等。食品相关开源

数据可获得性良好, 且具有时效性, 为课程开展与教学项

目实施提供便利。 

(3)硬件保障 

上海理工大学已设立高性能计算中心, 目前集群提

供的总双精度浮点计算能力 318T flops, 可对学生在课程

中以小组项目形式进行高通量计算服务提供硬件支持, 保

证大数据分析的可实施性。 

9  结  语 

本文探讨了将食品信息学内容加入食品类专业本科

教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将食品信息学交叉学科知识加入

食品专业本科教学, 是对现有食品专业课程的必要补充。

该课程培养学生具备的对食品数据进行分析与整合的技能, 

符合国家战略规划的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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