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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 Electronic Technology Software Engineering软件开发 nullSoftware Development【关键词】 物联网 果蔬 质量追溯 射频识别蔬菜营养价值极高，是人们健康饮食不可缺少的物质。根据我国蔬菜行业专家的分析和预测，我国大棚蔬菜种植自 2013 年以来市场需求量和市场供应量持续增长，预测到大棚蔬菜的前景不太光明。主要原因是一些商家鼠目寸光，被利益蒙蔽双眸，为了增大产量，美化蔬菜外观，昧着良心造成大量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染色草莓，尿素豆芽、抛光橙子、植物激素滥用等事件冲击着人们的视野，考验民众的耐心，更激起了大众对食品安全及自身健康的担忧。因此需要建设一套蔬菜质量追溯系统来监测蔬菜农产品的生长过程，间接的保障蔬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物联网作为新时代的宠儿，其技术被广泛应用到传统农业的生产过程中，为实现供应链中物品自动化的跟踪和追溯提供了基础平台。构建基于物联网的蔬菜质量追溯系统需要实现从蔬菜种植到销售全过程的农产品信息的追溯。蔬菜质量追溯系统的推广对企业蔬菜农作物的生产进行了有效的监督，间接的提高了蔬菜农产品的质量，可以间接的降低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繁荣昌盛。可是目前国内研究的蔬菜质量追溯系统其追溯的内容有点简单，其溯源信息的采集不是很精准，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供应链，不能全面的对蔬菜农产品质量进行有效的监督，所以本设计来进行一个基于物联网的蔬菜质量追溯系统研究。1 系统总体设计方案基于物联网的果蔬质量追溯系统的设计及实现文/张凤英1厚琳2果蔬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及微量元素，针对后工业时代不良商家对果蔬添加有害健康的物质，设计了基于物联网的果蔬质量追溯系统，系统结构框架完善，硬件数据采集部分核心部件采用单片机主控模块（STC89C52），连接光敏和温湿度传感元件采集蔬菜种植环境相关信息。为了更高效的采集农产品信息，引入了射频识别模块、蓝牙作为无线通信技术搭建了硬件信息采集和软件监测的桥梁。开发了基于智能手机的APP用以实时监测各项数据，实现了基于物联网的蔬菜质量追溯系统设计。摘要基于物联网的蔬菜质量追溯系统进行设计，完成蔬菜农产品种植过程中数据的采集并将信息显示。本设计将单片机系统引入到蔬菜质量追溯系统的设计中，设计了基于 RFID 和无线传输的蔬菜质量追溯系统，如同“大脑”的单片机作为主控单元将电源接口模块、液晶显示接口模块、光照强度采集模块、土壤温湿度采集模块、 RFID 射频识别模块、数模转换模块、蓝牙等各大模块进行控制。无线通信蓝牙技术作为硬件信息采集系统和软件实时监测系统的桥梁，把硬件系统采集的种植信息发送到移动终端 APP，实现了硬件数据采集部分和软件监测部分的信息可靠传输，移动终端可以进行实时的检测。移动终端分管理员和顾客两种登录权限，管理员用读卡器扫描射频卡后对蔬菜基本信息进行修改、发布和管理。顾客扫描电子标签后可以看到产品详细信息，不能修改，来实现蔬菜质量的追溯，基于物联网的蔬菜质量追溯系统要进行追溯信息采集（硬件部分来实现）、企业认证申请（农产品监管部门审核）、追溯信息管理（从种植到销售信息管理）这三大功能来实行蔬菜质量追溯系统的智能化操作，构建方便快捷的蔬菜质量追溯系统，基于物联网的蔬菜质量追溯系统结整体结构图如图 1 所示。2 系统硬件设计整个系统中对蔬菜种植环境信息以及农产品信息采集采集部分，选择单片机作为核心控制系统 ，单片机作为“大脑”实时与传感器模块和射频识别模块保持着实时通信，不断从它们那里获取新检测到的数据，并在内部进行分析处理。在蔬菜农产品种植地过程中，对蔬菜种植环境的温湿度和光照的采集相当重要，所以我们要用到温湿度和光敏传感元件对温湿度数据进行实时的采集，为蔬菜农产品提供更好的生长环境；由于采集的光照和温湿度是模拟信号，需要转换成数字信号让单片机进行逻辑计算再在液晶显示屏上显示，所以离不开数模转换和液晶显示屏；为了更高效的采集农产品信息，我们引入了 RFID 射频识别模块，射频识别模块通过电子标签采集蔬菜农产品数据（品种，生产批次，产地）等详细信息，电子标签通过扫描读写器在移动终端显示蔬菜基本信息；蓝牙作为无线通信技术搭建起了硬件信息采集和软件显示监测的桥梁，硬件结构框图如图 2 所示。在基于物联网的蔬菜质量追溯系统设计中，单片机选用的是 STC89C52。通过各元件反馈的信息，及时进行处理并将结果再传送到各端口，实现既定的控制功能，以满足性能要求。整个系统的功能是通过各个元件独立正常运行来完成工作的，其中最关键和复杂的是如何进行温湿度、光照强度、农产品信息的采集并自动显示，这就需要依靠一个强大的“大脑”来处理。 STC89C52 系列单片机因为其高速、低功耗、抗干扰强、价格低廉被广大用户青睐和使用；它拥有简单的外围电路，并且具有强大的运算功能，灵活度大，不存在方向寄存器的说法，所以 STC89C52 是最佳的选择。编程简单，利用 Keil 软件编程可以实现相关算法和数字逻辑控制，在生活中我们发现它体积小，占用空间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STC89C52 单片机中包含中央处理器（ CPU）,程序存储器（Flash）、数据存储器（SRAM）、定时 / 计数器、通用异步收发收发传输器串口、可多次擦除编程等模块。在蔬菜质量追溯的过程中，单片机上电工作后，使用 STC89C52 单片机作为核心控制模块对蔬菜种植环境当前的温湿度值和光照值进行实时测量，取得数据后直接在液晶显● 基金项目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教师远程培训移动学习与管理系统的开发”（课题编号 GH-11078）；山西大同大学校级青年研究项目“基于 IEEE802.15.4 的无线自组网的研究与设计”（项目编号 2011Q 7）。图 1系统总体方案设计框图图 2采集系统硬件结构框图Software Development 软件开发Electronic Technology Software Engineering 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 61 下转 62 页示屏 LCD1602 上显示给用户；同时硬件信息采集系统通过蓝牙这条桥梁把采集到的信息快速的发送到上位机移动终端，这样硬件信息采集部分和软件实时监测部分就能完美的连接。管理员可以通过上位机对蔬菜种植环境的温湿度和光照强度进行控制，从而达到远程监控的目的。继电器开关、测温单元和感湿单元等组成了温湿度传感器电路；继电器开关和发光电源组成了光敏传感器电路。温湿度传感器和光照强度传感器作为硬件采集系统的输入部分，STC89C52 单片机通过一系列驱动程序、继电开关以及光敏和温湿度传感元件从而进行远程智能化温湿度控制和人工补充光照。无线通信蓝牙技术把硬件系统采集的温湿度和光照强度信息发送给上位机移动终端，实现蔬菜种植环境的数据分析，从而得到温湿度和人工光照的最优控制。在进行蔬菜种植环境信息采集的过程中使用了 DHT11 传感器和光敏电阻 GL5516，DHT11 数字温湿度传感器集合温度和湿度采集复合功能且有精准的数字信号输出，很适合温湿度的测量，这就是使用它的原因。 DHT数字温湿度传感器应用了先进的技术，比如温湿度传感技术和数字模块采集技术，正是先进优良技术的应用使传感器可靠性高。它不仅体积小巧精致、技术先进、价格低廉，还能直接集成测量温度和湿度的功能。电容式感湿元件和一个 NTC 测温元件组成了 DHT11 温湿度传感器，另外， DHT11 数字温湿度传感器有校准功能是因为有存放校准系数的地方，一块一次性可编程 OTP 内存。在对种植环境光照强度采集的过程中，我们使用的是 GL5516 光敏电阻，它适用于高照度的光照采集，只有光敏电阻是无法进行的，还需要用到继电开关，可以对传感器的灵敏度进行调节。这样光敏传感器就可以把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总的来说，这款光敏传感器测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精准的。用热固性环氧树脂封装可靠性高，外形小巧玲珑，灵敏度高、反应快测量光照精准。在本系统，我们需要将硬件电路采集到的蔬菜种植环境的温湿度、光照强度数据以及农产品详细信息发送到上位机移动终端以图形化的界面显示，方便管理员和用户进行农产品相关数据查询，同时达到远程监控的目的，所以我选择了稳定、可靠、价格低廉、低功耗、易调试的蓝牙模块 HC-05。3 上位机软件设计及实现系统软件把蔬菜种植环境温湿度、光照强度数据以及农产品详细信息发送到上位机，以便管理员和顾客进行农产品追溯。主要由数据采集、数据传输、上位机 APP 监测三大部分组成。蔬菜生长环境信息采集系统是整个系统的核心设计，蔬菜农产品受季节性的影响，农产品价格也会随之波动，而且容易变质，所以在对蔬菜质量进行追溯的过程中采集与质量安全相关的信息非常重要。采集的信息包括培育、种植、用药、加工、储运、以及销售各环节信息。如果不能采集到蔬菜质量追溯系统的整个环节信息，就不能了解蔬菜质量追溯的整个过程，一旦蔬菜质量出现问题就不能进行有效的的查询，也就不能保障蔬菜质量的安全，构建这样的蔬菜质量追溯系统也就没有实际意义了，所以蔬菜质量追溯系统要对蔬菜的详细信息进行采集，信息采集的过程如图 3 所示。图 4蔬菜质量追溯系统智能终端 APP 功能结构框图图 3信息采集结构框图图 5上位机 APP 界面截图62 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 Electronic Technology Software Engineering软件开发 nullSoftware Development【关键词】 铁路 气象服务 系统设计 功能实现1 引言陇南市位于甘肃省东南部，区域内地形地质构造复杂，生态环境脆弱，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分布广泛，危害严重，是我国四大滑坡、泥石流集中高发区之一。由于地理环境因兰渝铁路陇南段气象信息服务系统设计与开发文/张燕 魏邦宪 刘丽陇南市是我国四大滑坡、泥石流集中高发区之一，境内铁路交通经常受到暴雨（洪涝）、冰雹、大风、雷电等灾害性天气影响。兰渝铁路陇南段气象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陇南段铁路沿线天气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气象预报预警等专业气象服务，为陇南市铁路部门积极应对灾害性天气事件，合理制定运营安全策略提供了有效的气象服务。摘要素，陇南市境内铁路经常受暴雨、冰雹、雷电、大风等气象灾害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次生灾害如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影响，铁路的连续安全运营受到严重威胁。为了提前预防气象灾害及其次生灾害对铁路运营的影响，确保铁路系统的安全运营，2017 年陇南市气象局与陇南市铁路部门合作开展了气象专业服务工作。通过调研其他地区铁路交通气象服务方式，陇南市气象局设计开发了兰渝铁路陇南段气象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兰渝铁路陇南段沿线天气实况监测、信息共享、气象预报预警等专业气象服务，为陇南市铁路部门积极应对灾害性天气事件，合理制定运营安全策略提供了有效的气象服务。2 系统结构设计兰渝铁路陇南段气象信息服务系统基于GIS 技术，应用数据库和网络技术，采用 B/S架构，软件使用 Silverlight、C 设计开发。在陇南市气象局建立了系统服务器，铁路部门通过浏览器能够方便快捷的查询、统计、分析兰渝铁路陇南段沿线相关站点雨量、温度、大风等实时监测资料和各类天气预报、预警信息。系统服务器端由数据存储服务器、 Web 服务器和数据交换系统组成。2.1 数据存储服务器数据存储服务器采用 Oracle建立数据库，作为兰渝铁路陇南段气象信息服务系统的数据来源。根据数据结构和类别的不同分别建立了基本信息数据库、实时监测数据库、预报预警数据库和历史数据库四类数据库。基本信息数据库建立了兰渝铁路陇南段沿线监测站点信息、应急管理人员信息、地质灾害隐患点信息 滑坡、泥石流、坍塌等 及GIS 信息等基本信息数据库；实时监测数据库运用整合后统一的标准和格式存储兰渝铁路陇南段沿线自动气象站和雨量站实时监测数据及卫星云图、天气雷达等监测数据。并由数据交换系统对实时监测数据进行自动整理，形成日、旬、月、年统计数据后存入历史数据库并长期储存，以便于开展气象灾害防御研究时使用；预报预警数据库用于存储兰渝铁路陇南段沿线乡镇预报、数值格点预报、中长期预报、灾害性天气预警、专题服务材料等信息。2.2 Web服务器Web 服务器使用 IIS（Internet 信息服务器）建立系统发布平台。陇南铁路部门使用浏览器通过公网 IP 访问兰渝铁路陇南段气象信息服务系统。为了 Web 服务器的运行安全，采取了设置安全策略、增加防火墙设备、划分虚拟局域网等方式，加强 Web 服务器的安全防护。为方便管理员和顾客对农产品生长过程进行追溯，上位机选择使用已经普及并且较之于电脑更加便捷的智能手机，移动终端 APP开发基于 Android 进行设计实现。为方便管理移动终端设计有两种权限，分管理员和顾客两种登录方式，管理员可以用电子标签扫描读写器也可以手动修改产品的种类、价格、品种等信息。顾客扫描电子标签后可以看到产品详细信息，只能查看，不能修改，来实现蔬菜质量的追溯，来达到本系统的设计要求。移动终端APP 结构功能框图如图 4 所示。管理员和顾客登录系统可以对实时采集蔬菜种植环境的数据以及农产品详细信息进行查看，管理员拥有更高的权限，通过射频卡扫描读写器进行跳转后对农产品的产地、品种、价格进行修改并发布；而顾客只能查看发布的农产品详细信息，同时也保障了蔬菜农产品的质量。登录后，就可以看到农产品信息，在 APP 的顶端可以看到实时变化的的蔬菜种植环境的温湿度、光照强度信息。用射频卡扫描读写器后进行跳转，可以以图片的形式看到蔬菜种植环境，还可以对农产品的名称、品种、价格、保质期信息进行修改，修改完信息后点击 APP 界面右上角的“确定”，这样农产品信息更新。顾客登陆后，读写器扫描射频卡后，只能查看蔬菜种植环境的温湿度、光照强度，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名称、品种、保质期、价格，顾客的权限有限，只能查看，而不能修改。上位机 APP 界面截图如图 5 所示。4 结束语本次设计使用 STC89C52 作为蔬菜质量追溯硬件系统的控制核心，采用温湿度传感器传感器、光敏传感器和 AD 模块组成的电路实现蔬菜种植环境数据信息的采集；实时显示蔬菜种植环境的温湿度、光照强度以及射频卡ID；蓝牙无线通信技术作为硬件采集系统与软件实时监测系统的桥梁，把单片机主控模块与移动终端 APP 相连，APP 程序将硬件系统采集的信息清晰、明了的展现该用户，充分的实现了人机交互。实现了对蔬菜种植过程环境的全程监测，大大提高了对蔬菜质量的监督和管理。参考文献[1] 许博明 . 基于物联网的蔬菜质量追溯系统设计与实现 [D]. 北京交通大学 ,2017.[2] 李友水 . 基于物联网的蔬菜质量安全追溯系统设计与实现 [D]. 河南师范大学 ,2016[3]卢磊,张峰.基于物联网的蔬菜可追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电子设计工程 ,2011,190719-22.[4] 姚荣 .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西安市蔬菜供应链追溯系统研究 [D]. 长安大学 ,2013.[5] 于军 , 隋韧峰 . 基于单片机 STC89C52 温湿度测控系统的设计 [J]. 吉林化工学院学 ,2014.[6] 刁海亭 , 聂宜民 . 蔬菜安全可追溯系统的研究进展[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4502316-320.[7]许世卫.我国农业物联网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J].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3,2806686.[8]李长有,王文华.基于DHT11传感器的温湿度采集系统[J].计算机与现代化 ,201311133-135.作者简介张凤英（1980-），女，山西省大同市人。硕士学位。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物联网技术和计算机教育。作者单位1. 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 山西省大同市 0370092. 中北大学朔州校区电气与计算机教学研究室 山西省朔州市 036000 上接 61 页 
 
  
    
     
 文档加载中……请稍候！
 如果长时间未打开，您也可以点击刷新试试。 
  下载文档到电脑，查找使用更方便
   0 金币   0人已下载
  	 下载	   加入VIP,免费下载

 
  
 还剩页未读，继续阅读 
 
  
 
  
  
  
  
  
  
  
  
 
 	  
 
 


     
 举报   
 版权申诉 word格式文档无特别注明外均可编辑修改；预览文档经过压缩，下载后原文更清晰！   立即下载  
 	关 键 词：
	 基于 联网 质量 追溯 系统 设计 实现 

  
 
     园艺星球（共享文库）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18101135432的资源 更多>>
  	  哈尔滨市道里区长岭湖蔬菜园区溯源系统设计与开发.pdf 

	  基于供应链的蔬菜质量安全溯源系统研究实现.pdf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输港蔬菜供应链构架.pdf 

	  基于物联网的有机蔬菜溯源系统研究.pdf 

	  基于物联网的果蔬追溯系统设计.pdf 

	  基于供应链蔬菜质量安全溯源系统的研究和实现.pdf 

	  基于物联网的果蔬质量追溯系统的设计及实现.pdf 

	  现代蔬菜产业化示范园视频溯源体系的研究.pdf 

	  面向产品全生命周期可溯源管理的追溯体系建设模式.pdf 

	  基于物联网的蔬菜质量安全溯源系统研究 

	  南昌市蔬菜消费者质量安全溯源行为实证研究.pdf 

	  不同生长阶段营养液浓度对水培生菜产量和品质的影响.pdf 

	  水培生菜营养液最佳配比与品质调控试验研究.pdf 


 
 
   猜你喜欢 
  	  茄果类蔬菜秸秆原位还田对设施土壤综合质量的影响.pdf 

	  基于机器视觉的茄子种子发芽率预测方法.pdf 

	  氟啶虫酰胺复配剂对烟粉虱田间防治方案探索.pdf 

	  红蓝LD不同光质对茄子育苗的影响.pdf 

	  越冬茬茄子“一配套两关键”高产高效栽培技术.pdf 

	  杭州地区秋季设施杭茄品种比较试验.pdf 

	  浙江发展山地蔬菜十大绿色增效技术.pdf 

	  茄子黄萎病的研究进展.pdf 

	  茄子与平菇、甘蓝、甘薯间作对其长势、产量及根际环境的影响.pdf 

	  桂林地区茄子春季露地栽培技术及优良品种推荐.pdf 

	  中原地区洋葱—豇豆—茄子一年三熟优质高效栽培技术.pdf 

	  茄子嫁接砧木新品种‘保茄砧2号’的选育及推广应用.pdf 

	  山东省大拱棚茄子轻简化栽培技术.pdf 

	  杭茄2010高效栽培技术.pdf 

	  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版）.pdf 

	  2024政府工作报告的三农工作.pdf 


 
 
      0条评论 
 
    还可以输入200字符
  暂无评论，赶快抢占沙发吧。
 
 
 
 
    关于本文
  本文标题：基于物联网的果蔬质量追溯系统的设计及实现.pdf
 链接地址：http://www.horticulture.cn/p-5714.html
 
 
 
      
  当前资源信息
 
  	 	  

	   18101135432
   


   编号： 20190131180416951180
  类型： 共享资源
  格式： PDF
  大小： 1.72MB
  上传时间： 2019-02-26
 
 
 
    
  相关资源
 
  	化肥中危害元素汞、砷、镉、铅、铬的限量及检测方法现状分析.pdf 
	加快现代植保技术体系建设的对策研究_张跃进.pdf 
	基于物联网的有机蔬菜溯源系统研究.pdf 
	基于物联网的果蔬追溯系统设计.pdf 
	基于供应链蔬菜质量安全溯源系统的研究和实现.pdf 
	种业国际化发展中的风险管理研究.pdf 
	我国科学家绘制番茄风味改良路线图.docx 
	2018荷兰+德国现代园艺考察行记1.docx 
	6.李春峰-宁城设施农业发展情况.pdf 
	大公国际_俄罗斯投资吸引力高于美国_范媛.pdf 


 
    
  相关搜索
 
   基于  联网  质量  追溯  系统  设计  实现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网站地图 -  资源地图 - 友情链接 - 网站客服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18-2020 华科资源|Richland Sources版权所有
经营许可证编号：京ICP备09050149号-1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48994号


 
 
 
 

   收起
    在线客服 
 
   意见反馈  
 
  返回顶部 
 
 

  展开
     QQ交谈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