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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ndroid 平台的保健食品移动监管系统① 
舒远仲, 龚文静 

(南昌航空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 南昌 330063) 

摘 要: 针对保健食品企业监管效率低以及管理模式的不健全, 提出一种基于 Android平台的移动监管系统模式. 

智能终端设备通过连接 3G、4G 等无线网络, 使监管人员在执法现场将采集的信息数据直接上传至服务器, 同时

增设数据同步代理机制, 实时监听用户的离线和在线状态, 防止数据丢失, 再利用蓝牙无线通信技术实现监管数

据的后台打印功能, 进一步简化执法流程. 本系统的应用实现了移动监管和移动办公的模式, 具有实际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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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Regulatory System for Health Food Based on Android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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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inefficiency in health food supervision work and unsound management mode, this paper 

proposed a mobile regulatory system based on Android platform. The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can upload information 

data to the server by using 3G or 4G wireless network. In order to prevent data loss, the system introduced a data 

synchronization agent to probe whether user is online or offline, then using wireless Bluetooth technology to achieve 

backstage printing of regulatory data, simplify the law enforcement process much further. Application of this system 

achieves the movement pattern of supervising and office, and has practic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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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办公作为通信业和 IT 业融合发展的产物, 通

过在移动终端上安装信息化的软件, 使企业办公人员

能实时高效地开展工作. 随着移动智能设备在我们生

活中的普遍使用, 以及 GPRS、蓝牙、Wi-Fi 等无线技

术的突飞猛进, 给面向移动终端的管理系统软件带来

了更大的发展平台, 使用智能移动终端设备结合无线

技术, 可以摆脱陈旧的管理模式,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移动办公模式[1,2].  

针对我国保健食品行业监管缺乏统一的管理手段, 

监管效率低下, 造假违规等问题, 本系统将智能终端

设备嵌入到保健食品行业的管理之中, 建立完善的监

管制度和管理系统, 并实施数据同步代理的机制, 随

时监听用户的在线状态, 相应创建不同的数据传输存

储模式, 防止数据的丢失, 保证信息的完整性. 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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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牙连接实现监管数据信息的无线打印功能, 避免了

手工录入可能产生的错误并达到高效率的管理工作, 

完善移动监管模式.  

 

1  系统框架结构设计 
本系统包含了 Android 系统智能终端, 无线网络, 

Web 服务器, 后台数据库服务器集群等部分[3]. 系统

的功能模块按照“智能移动终端”、“中心服务器”、“后

台数据库”三个层面将前端的应用, 业务处理, 数据存

储按照逻辑进行分管, 有利于系统的升级与维护. 智

能终端具有处理和计算综合信息的能力, 并且可以通

过无线网络访问 Web 服务器, Web 服务器则通过

ADO.NET 数据访问接口与后台数据库服务器实现连

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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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监管终端系统与中心服务器采用 C/S 模式[3], 

无需频繁的加载信息, 只有在数据有更新时才需要下

载, 适应移动的网络环境, 降低了服务器端运行发布

信息的负荷, 占用资源较少, 提高系统运行速度. 并

且实现了数据更加透明化的存储操作, 方便快捷. 后

台管理部分与服务器则采用 B/S 模式, 不需要安装任

何软件, 只需要在浏览器打开, 就能进行管理. 这样

的设计在保证系统可靠运行的同时, 有利于系统后续

的维护和升级, 确保更高的可扩展性.  
 

2  移动监管系统模块设计 
本系统的移动终端主要负责将执法人员采集的信

息进行收集和录入, 由终端发起创建连接的请求, 通

过 Wi-Fi、3G 等无线网络建立连接, 将执法结果实时

反馈, 数据整理完成后直接上传至服务器端, 实现与

服务器之间的即时通信, 若还需要数据访问, 则访问

后台的数据库服务器, 服务器提供相应的支持, 并在

信息数据有更新时将数据库中的新数据下载到移动终

端上[4]. 系统物理结构如图 1.  

 

 
 

图 1 系统物理结构图 

 

  同时考虑到网络不稳定或执法现场缺乏无线网络

的情况, 系统完善了数据同步代理机制, 通过对用户

在线状态的不断监听, 判断当前为离线或在线状态, 

从而创建不同的数据传输模式. 若为离线状态, 则存

取数据于本地数据库中, 当用户由离线切换为在线状

态时, 则触发同步代理操作, 保证终端与服务器的数

据一致性.  

2.1 服务器端的设计 

  服务器端的作用主要是提供 web 服务以及数据库

服务, 实现数据的交互以及数据的逻辑处理和操作. 

包含了 web 服务器以及数据库服务器, 这样能提高系

统的性能并保证数据存储的安全性. Web 服务器作为

移动监管的后台, 对监管信息进行查询、修改等管理

操作, 数据库服务器用以保存系统的所有数据. 为了

安全快速的传输数据, 服务器端采用 XML 的封装和

解析. 服务器在接收到客户端发出的请求时做出响应, 

并根据客户端的请求访问数据库服务器, 最后返回给

客户端一定的 XML 格式的数据结果, 客户端通过解

析这些 XML 数据得到需要的数据.  

2.2 移动终端 APP 的设计 

  移动监管终端的功能包括执法现场信息采集, 数

据录入、上传.  

2.2.1 用户界面设计 

  Android 用户的界面设计通过定义 XML 文件的方

式来实现. 通过使用 android的相关UI控件, 按照功能

需要及相应的布局完成对界面的设计. Android 应用程

序中每一个窗口称之为一个 Activity, 每个 Activity 需

要相应的 UI 界面显示在窗口中, Android 中的 XML 文

件包含的是一些标记的树形集合, 每个标记就是一个

树形类, 这种结构使得用简单的语法即可快速的组建

UI, 将 UI 和程序逻辑分开单独设计, 这样更容易在不

同的界面中切换[5].  

2.2.2 Android 应用程序设计 

    Activity是 Android 应用中用于显示数据和提交信

息, 与用户进行交互的组件, 称之为“活动”[6]. 每个活

动都被实现为一个独立的类, 活动类将会显示由视图

控件组成的用户接口, 并对事件作出响应. Android 应

用中包含多个 Activity, 每个 Activity 都必须在

AndroidManifest.xml 配置文件中声明, 否则程序识别

不了也无法执行[7]. Activity 的生命周期包含 7 个过程, 

启动 Activity 时, 系统先调用 onCreat 方法, 其次调用

onStart方法, 然后是 onResume方法, Activity则进入运

行状态, 暂停 Activity 的运行则调用 onPause 方法, 再

次进入运行状态就调用 onRestart 方法、onStart 方法、

onResume 方法, 退出并结束当前 Activity 系统依次调

用 onPause 方法、onStop 方法和 onDestory 方法[8].  

2.2.3 系统主要功能模块 

根据功能需求, 针对信息采集进行管理, 系统主

要实现了移动终端的九大模块, 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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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系统功能模块图 

 

  1) 重要公告模块是后台服务器发布的针对单个

企业或者是所有企业有关最新保健食品信息的相关公

告.  

  2) 日常检查记录模块是查询执法人员对各企业

现场检查的详细情况记录, 包括现场检查的照片、视

频以及现场检查的反馈内容.  

  3) 生产规范查询模块是针对保健食品生产环境、

生产人员的配备、生产设备及卫生等情况进行查询的

模块.  

  4) 从业人员信息模块是对人员基本信息详情的

查询包括健康证明以及体检表的详情, 并提供修改和

删除从业人员信息的功能.  

  5) 溯源信息上报模块包括品种信息的设置、生产

品种的上报和产品销售的上报三部分 . 对品种的名

称、批次、数量、留样信息、电子监管码信息、原料

采购单位信息以及产品销售单位信息等都做了详细的

记录.  

  6) 企业基本信息模块包含企业生产剂型、企业生

产品种、委托生产品种、接受委托品种、批准后未生

产品种、原料添加成品索证、企业证件资料的上报.  

  7) 软件更新模块是对本移动监管终端系统的更

新部分. 保证移动终端与后台服务器数据软件版本的

一致性.  

  8) 账户管理模块包括账户设置和密码修改服务.  

9) 退出系统模块是询问用户是否确定退出本系

统, 保证安全退出.  

 

3  关键技术 
3.1 使用 ksoap2 实现移动终端与服务器通信 

    Android 移动监管终端通过 Wife、3G 或 4G 网络

连接服务器访问数据[9]. 执法人员在使用移动监管系

统时, 将现场取证的照片视频, 笔录内容等执法信息

实时上传至服务器, 服务器中更新的数据也可直接下

载到移动终端. 但为了避免相同数据的重复加载, 系

统会将常用数据全部下载到本地数据库中, 使系统在

离线状态下直接使用本地数据也能进行相关操作. 考

虑到移动终端与服务器端可能存在的异构数据问题, 

并且在基于.net 平台的后台管理中发布 web Service 也

非常方便, 所以该系统使用Web Service接口, 以XML

格式封装数据, 以 SOAP 协议作为交换数据的协议规

范[10]. 在 Android 平台中调用 Web Service, 需要一些

库来支持访问, 但由于资源受限的开发环境, Android 

SDK 并没有提供这样的类库, 因此必须引用第三方类

库 ksoap2 来实现对 Web Service 的访问, ksoap2 中提供

了基于 Android 版本的 jar 包 ksoap2—android, 它是

Android 平台上的 ksoap2 版本, 一个轻量级并且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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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SOAP 开发包[11]. 本系统引用的是 ksoap2-android 

-assembly-2.5.4-jar-with-dependencies.jar 包来完成 Web 

Service 的调度.  

3.2 多媒体采集信息规整化处理 

  移动监管终端是要实现移动执法的作用. 执法人

员在现场检查的同时, 将笔录内容等文字、声音信息

以及拍摄的现场反馈图片信息或是资料图片信息直接

上传至服务器. 采集信息的上传是监管系统中核心的

一部分, 所以拍照功能也做了更严密的设置, 若移动

端为手机设备时针对显示横屏做了相应的判断, 以及

当预览界面的格式与大小发生变化时也做了调整. 系

统进入拍照功能前会先检测是否有 SDcard, 再根据存储

卡生成照片的保存路径. 出于对系统内存的考虑, 照片

的大小要合理, 对于过大的图片必须进行压缩处理再呈

现在控件中, 以防止内存满溢. 系统通过输入输出流获

取到存储路径下的图片, 再使用Base64 编码成字符串的

参数类型, 并采用Web Service传递字符串实现信息上传, 

服务器端通过解析字符串获取图片并存储[12].  

3.3 移动端多媒体数据同步 

  数据同步代理通过 Timer 定时器的触发来实时监

听用户的在线状态. 定时器设置间隔时间, 激活监听

器自动检测用户是否在线. 关键代码如下:  

  Private java.util.Timer timer; 

  timer = new Timer(true); 

  timer.event(  

  new java.util.TimerTask() {public void run(){// 

server.checkOnLine();探测用户是否在线}},0,10); 

  以上代码设置定时器每隔 10 秒自动执行一次检

测用户是否在线的方法. 当用户由离线状态转为在线

状态时, 通知同步代理机制进行相应的数据同步操作.  

  客户端与服务端的数据交互是一个双向同步的过

程. 一方面由移动端发起请求, 当客户端要求进行数

据同步时, 将要同步的数据封装为 XML 格式, 通过

HTTP 协议传输至服务器, 进行数据的更新. 另一个过

程由服务端控制, 当有新的数据产生时, 通过与终端

数据库的比对, 将新的数据打包成 XML 格式数据, 下

载到移动端[13]. 移动端将这些新的数据转存到本地数

据库中, 使其与服务器数据库保持一致, 同时也方便

移动端的进一步数据处理.  

3.4 蓝牙通信技术实现后台数据打印 

  本系统通过在移动终端设备安装 PrinterShare 软

件, 设置智能设备和打印机的蓝牙连接实现无线打印

资料的功能, 减少了执法人员需要手写监管信息报表

的工作量, 并且能有效避免手工录入带来的笔误, 同

时提高监管效率. 下面给出部分后台关键代码:  

/ / 初始化数据集 

DataSetds=SqlHelper.ExecuteDataset(constr, Command- 

Type.StoredProcedure, " lhdj_getvideo" , pp) ; 

DataTable dt = ds.Tables［0］; 

ReportDataSource rds = new ReportDataSource ( " 

jcjlvideo-dataset" , dt) ; 

ReportViewer1.LocalReport.DataSources.Add( rds) ; 

ReportViewer1.LocalReport.Refresh( ) ; string deviceInfo = 

" ＜ DeviceInfo ＞ " + " ＜ SimplePageHeaders ＞ 

True ＜ / SimplePageHeaders ＞ " + " ＜ / DeviceInfo 

＞ " ; 

Microsoft.Reporting.WebForms.Warning［］ tWarnings; 

  string［］ tStreamids; 

  string tMimeType; 

  string tEncoding; 

  string tExtension; 

/ / 呼叫 ReportViewer.LoadReport 的 Render function, 

将资料转成想要转换的格式, 并生成 Byte 资料 

Byte［］ tBytes = ReportViewer1.LocalReport.Render 

( "PDF" , deviceInfo, out tMimeType, out tEncoding, out 

tExtension,  

out tStreamids, out tWarnings) ; 

/ / 将 Byte 內容写到 Client 

Response.Clear( ) ; 

Response.ContentType = tMimeType; Response.Append- 

Header("Content-Disposition",String.Format ( " 

attachment;filename = report.{ 0} " ,tExtension) ) ; 

Response.BinaryWrite( tBytes) ; 

Response.End( ) ; 

 

4  系统测试 
4.1 系统测试环境 

  本系统的开发环境必须搭建 Android sdk2.2 以上

的软件开发包, 系统内存达到 1GB 以上. 系统的运行

需要连接网络, 可选用 3G, 4G, Wi-Fi 等无线网络. 测

试的终端设备可选用 Android 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 

在此选用华为 Media Pad 平板电脑作为测试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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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系统应用测试结果 

移动设备连接无线网络后, 调试运行程序, 登录

监管系统, 系统采用一个登陆口实现包括生产企业和

经营企业两种类型企业的登录, 验证成功后可进入有

九大模块的主界面, 如图 3 所示.  

 
图 3  用户登录及主页面 

 

  日常检查记录模块是移动监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之一. 现场检查记录包括检查记录详情、查询照片

视频、现场检查信息反馈三个子菜单. 通过选择页面

的子菜单, 逐级录入多种类型的检查信息, 进行数据

的交互操作, 如图 4 所示. 一个企业的检查记录包含

多个相关的检查明细名称、项目内容、笔录内容和意

见内容. 针对每一个检查项目需上传相应的检查照片

视频凭证. 现场检查反馈页面中, 点击右侧彩色字体

图标实现照片、视频、语音等多媒体数据信息的反馈, 

并通过 SOAP 协议上传至后台服务器保存, 实现现场

反馈信息的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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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日常检查记录上传与现场信息反馈界面 

 

溯源信息上报是保健食品企业监管的重要环节. 

在本系统中, 对溯源信息做了详细的上报, 包括品种

信息、产品供应单位信息以及产品销售信息的上报, 

其中详尽记录了各品种信息、留样信息、电子监管码

信息等, 有效保证保健食品从生产到销售每一环节都

在监管之下, 达到全面性的监督功能. 部分溯源信息

页面如图 5 所示.

 

 
图 5  溯源信息上报界面 

 

5 结语 
  本文针对保健食品的移动监管模式要求, 设计了

详细的系统功能, 利用无线网络技术、Android 技术以

及 Web Service 技术, 实现了基于 Android 平台的移动

监管系统, 通过客户端与服务器的实时通信实现数据

传递更新, 保证了监管信息的及时、真实可信. 并利用

数据同步代理模式, 智能监控离线与在线状态, 将本

地数据与服务器端中心数据保持一致. 同时增设了无

线后台打印功能, 方便了执法管理人员的监管工作过

程, 实现了快速高效的移动办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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