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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当前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情况，设计和实现了基于coM技术的PDF417二维条码编解码

组件，并将其应用到食品安全回溯系统中，通过对食品生命周期的有效监控，对问题食品进行回溯，

迅速实现问题食品源头和流向的快速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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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0f food smty backtracl【ing system based on

two．dimensional bar code of PD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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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ecause t}l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fbquent occurrence of food secudty events，PDF4 l 7 two—

dimensional bar code encoding aIld decoding components were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based on COM

technology，and applied to the food saf．ety backtracking system．Thmugh effective monitoring of the life cycle

of problems f如d，山ey can be traced quickly，and the source can be found and the fast positioning of the

now of f．ood can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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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传统的商品信息打印在商品包装上，通过商品

包装上的一维条码信息与数据库建立联系，共同提

供商品的信息．一维条码信息量有限且离不开数据

库的支持，为了弥补这些缺陷，二维条码应运而生．

二维条码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实用的、自动识别

的信息载体技术，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了解和认

知．目前，二维条码已经广泛应用于火车票和发票

的信息标志中⋯．

由于二维条码具有信息量大的优点，因此可以

利用二维条码数据加密的信息防伪功能，将商品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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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生命周期的信息制成二维条码并粘贴或打印在

商品包装上．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一方面可要求

销售商利用二维条码自动识别系统解码和打印出

商品详细信息(如生产时间、原料来源、有无国家认

证和获奖证书等)；另一方面，消费者也可利用数码

相机或网络相机拍摄二维条码图像，通过网上的解

码软件识读二维条码信息．同时，借助追踪系统还

能够迅速地查到该商品在生产、流通等各个阶段的

记录，从而可提高消费者对商品的信任度，也可以

提高生产者和商家的办公效率与管理质量．本文拟

设计基于c0M技术的PDF417二维条码编解码组

件，并将其应用于食品安全回溯系统．

1肋F417二维条码

二维条码是在一维条码的基础上扩展出另一

维具有可读性的条码．一维条码只有宽度记载数

据，而其长度没有记载数据，如果要通过一维条码

获得大量信息，离不开数据库的支持．二维条码的

长度、宽度均记载着数据，可以存储大量数据而无

需数据库支持．二维条码有一维条码没有的“定位

点”和“容错机制”．在没有辨识到全部的条码或者

条码有污损时，容错机制也能正确地还原条码上的

资讯．另外，二维条码可以记载更复杂的数据”o，比

如图片、网络链接等，图l是常见的2种二维条码．

戮麟黼黼
．¨I．¨{m h)l’⋯4l 7¨

图1常见的2种二维条码

PDF417码是一种常用的二维条码，具有信息容

量大、纠错能力强、印制要求不高、可用多种阅读设

备等特点”。]．PDF417码符号是一个多行结构，符

号的左侧、右侧、顶部、底部为空白区，上下空白区

之间为多行结构，每行数据符号字符数相同，行与

行左右对齐直接衔接．PDF417最小行数为3行，最

大行数为90行，其符号结构如图2所示．

PDF417的纠错功能是通过将部分信息冗余表

示来实现的．比如在PDF417码中，某一行除了包含

本行的信息外，还有一些反映其他位置字符(错误

符言耋

图2 PDF417二维条码符号结构

纠正码)的信息．这样，即使条形码的某个部分遭到

损坏，也可以通过存在其他位置的错误纠正码将其

信息还原出来．PDF417的纠错能力依错误码纠正码

字数的不同分为9级，级别越高，纠正码字数越多，

纠正能力越强，条形码也越大；当纠正等级为8时，

即使条形码污损50％也能被正确读出．

2 cOM技术

c0M即组件对象模型”1，是关于如何建立组件

以及如何通过组件建立应用程序的一个规范．coM

是微软公司为使计算机软件生产更加符合人类的

行为方式而开发的一种新的软件开发技术．在cOM

构架下，人们可以开发出各种功能专一的组件，然

后将它们按照需要组合起来，构成复杂的应用系

统．由此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可以将系统中的

组件用新的替换掉，以便随时进行系统的升级和定

制；可以在多个应用系统中重复利用同一个组件；

可以方便地将应用系统扩展到网络环境下．

除此之外，使用组件还可以使已有应用的升级

更加方便和灵活，如应用的定制，组件库以及分布

式组件等．使用组件的种种优点直接来源于可以将

它们动态地插入或卸出．为了实现这些功能，所有

的组件必须满足2个条件：一是组件必须动态链接；

二是必须隐藏(或封装)其内部实现细节．动态链接

对于组件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要求，而消息隐藏

则是动态链接的一个必要条件．

3食品安全回溯系统

3．1系统功能说明

食品安全回溯系统可以对食品生产、流通、销

售和用户反馈等各个环节进行监控管理，当出现问

题时，可迅速定位问题的源头，为解决问题赢得时

间．系统包括用户管理、信息录入、客户查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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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和信息同溯功能模块，分别完成食品生存期各

个环节的管理和监控．

用户分为管理员、生产流通环节用户(包括生

产商、销售商、物流商)和消费用户．管理员用户负

责用户管理，消费用户无需注册，其他用户由管理

员负责管理．

生产流通环节用户分别输入食品在各个流通

环节的信息，食品到达销售终端，销售商出售食品

时综合食品在各个环节产生的信息生成二维条码

贴于食品包装上．

消费用户在购买食品后，可上传条码信息，服

务器对条码信息进行解码，将信息返回给消费者：

该食品是否已售出、售出时间和地点等，以便用户

判断食品的真伪．消费者对食品有疑问时，也可上

传条码，对食品进行投诉，服务器端将该信息记入

疑似问题食品库，并对该库中记录的疑似问题食品

进行分析．一旦确定存在问题，则启动溯源机制．例

如：通过分析，发现库中记录的信息中关联到某个

原料供应商的食品达到了设定阈值，则对该原料供

应商的所有批次的食品进行跟踪、抽查，迅速定位

问题产生的源头，及时掌握问题食品的流向，截断

问题食品流人市场的渠道，为问题的处理赢得时

间．系统业务逻辑结构如图3所示．

3．2 PDF417编解码组件

PDF417组件选用VC++6．0开发平台，由于

Vc++6．0的COM组件不对外直接提供string类

型参数，因此COM组件和外面传递参数采用BSTR

类型．组件对外提供2个接口：EnCode(BSTR木Is—

trP)和Decode(BsTR木OstrP)，分别完成编码和解

码功能．

Encode(BSTR木IstrP)接收输入的字符串，生

成二维条码，IstrP为输入的需要编码成PDF417码

的字符串指针．DeCode(BsTR：lc OstrP)对PDF417

码解码，OstrP为指向解码后的字符串的指针．

3．3输入输出字符串处理

待编码的食品信息包含多个字段，生成PDF417

编码时，所有信息作为一个字符串传递给coM组

件，生成二维条码．使用cOM组件解码后，输出一个

包含了所有信息的字符串，输出的字符串需要再分

解为各个字段．为保证输出的字符串能够正确地分

解成输入时的字段，需对输入的各字段进行预处

理，标明每个字段的起始位置，将预处理后的字符

串进行连接作为输入．

图3 系统业务逻辑结构图

对输入的各字段字符串预处理采用特殊字符

定界方法．每个字段以“#”作为开始和结束标志．当

字段中含有“#”时，接收方会误认为当前字段结束

和下一个字段开始，这样会产生错误(见图4)．

解码后误认为一 解码后洪认为另一

字行甲数据

图4 串中包含定界符时导致接收方出错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设法使数据中可能

出现的“#”不被误认为开始和结束符．具体的方法

是：发送端的数据中出现开始或者结束符的时候，

在其前面插入一个转义字符“卑”．而接收端在收到

后，删除这个插入的转义字符．如果在字段内容中

包含字符“：一：”，可在“牛”字符的前面插入一个转义

字符来表示．例如对于字符串“bcd木曲#jkd”，按照

上述方法处理过应该是“#bcd：Ic半蛳水棚kd撑”，预处

(下转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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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论

以酸解马铃薯淀粉和油酸为原料制备了酸解

马铃薯淀粉一油酸复合物，运用x一射线衍射技术

对影响制备的酸解时间、原料配比和淀粉浓度进行

考察，结果表明：酸解马铃薯淀粉一油酸复合物为V

一型结构，随着酸解时间的延长和原料配比的增

大，衍射峰的强度越来越大，复合物的结晶结构越

来越完整，但相互之间结晶度变化不明显，当原料

浓度为2％时，所形成的复合物的结晶度最高，为

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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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后的字符串进行连接作为输入．解码后的字符串

去掉其中的转义字符后分解成不同的字段．

4结论

PDF417编解码的COM组件不仅可用于食品安

全回溯系统，还可以为其他的PDF417二维条码的

应用提供方便的功能调用，缩短系统的开发周期，

降低开发成本．本文所建食品安全回溯系统通过对

食品整个生命周期的有效监控，可以为食品安全事

件的处理提供有效支持，对系统稍加改进就可满足

其他商品的类似管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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