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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使用 SQ L数据库管理系统作为平台, 将转基因产品外源基因检测技术的研究成果与利用英特网等手段收集的

国内外有关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研究技术与产业化状况、安全管理法律法规、检测方法与标准及科普知识等信息与数据,

构建成数据库,含承担单位情况简介、留言本与 8个子库,共 54个栏目,约 12500条记录,总容量达 100兆字节( M B)以上。本

文主要介绍该数据库的系统开发、构建过程、内容、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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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database o f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 anism ( GM O ) and its products was co nstructed based on the

SQ L sof tware system. It included the r esear ch results of the detectio n techniques of GM O and its pr oducts develo ped by

author s, r elevant information o f transgenic technolo gy and knowledge, law o f security management and detection tech-

niques of GM O published and so on, collected from inter net websites. T he database co nsisted of br ief introductio n of

maker labor atory , feedback and other 8 sub- databases that includes 54 sect ions, more than 12500 r ecor ds w ith the

content mor e than 100M B. T he sy stem development , co nstruction pro cess and functio n of the database were also intr o-

duced br ief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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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转基因生物 ( Genet ically M odif ied O rganism,

GMO) 及其产品的出现, 对人畜健康、生物物种多样

性、生态环境等的影响,尚有风险争议。因此,国际上欧

盟各国、日本、韩国以及一些宗教色彩较浓的国家, 都

对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提出了相应的限制和管理要

求。转基因产物和产品的国际贸易量逐年增加,仅从转

基因作物种子的销售额来看 , 1995年仅 100万美元,

2002 年达到 40. 66 亿美元 , 17 年增长了四千倍

( h t tp : / / ww w . aaas. com )。从 2001年起,我国每年从

美国、阿根廷、巴西等国进口的仅转基因大豆就有 1千

万吨以上,涉及的金额都在二十多亿美元以上。这些产

品的进口, 对我国的农业生产、农民利益、生态环境乃

至消费者的安全都有可能造成威胁, 甚至关系到国计

民生等重大问题, 因此, 我们有必要重视转基因生物及

产品的控制和管理等问题。在出口方面,目前越来越多

的国家对我国出口的农产品、食品提出非转基因检验

证明的要求。为了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执法部门提

供技术支持, 有必要尽早建立转基因产品检测技术体

系。因此,建立一个含有包括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与外

源基因种类、检测方法、安全管理法律法规等信息的数

据库,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科学在农业与生物科学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 应用计算机技术构建农业与生物科学方面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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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站架构示意图

库, 大力促进了农业生物技术与生物信息学的发展, 人

们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网络技术在数据库平台上共享

最新科技信息
[1- 4]
。我们进行转基因产品与检测技术数

据库的研究开发, 目的在于为检验检疫、质量监督、口

岸、海关等政府有关行政执法部门提供转基因生物及

其产品的安全管理、检测技术、法律法规等的信息咨询

与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为高等院校、生物技术与制药企

业等社会机构提供一个包含生物转基因技术与产品等

相关数据的共享平台。此平台将以转基因数据库为依

托, 使用分类和查询相结合的方式, 对外进行信息发布

和宣传。同时通过科普宣传,也有助于提高社会公众对

转基因产品的认识 , 乃至提高全社会的科学文化水

平。

据查新资料表明: 国外包括一些国际组织已建立

了数十个转基因生物与食品数据库, 其中内容比较完

整的有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 F DA) 的获得商品化生产

许可的 GMO 数据库: ( ht t p: / / w ww . cfsan. f da. gov /

~ lrd/biocon. html)。加拿大的农业与生物技术网转基

因作物数据库 ( ht t p: / / w ww . essent ialbiosaf et y. in fo /

dbase. php 和 ht tp: / / w ww . agbios. com/ dbase. php

)。国际组织如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的转基因植

物田间试验数据库 ( ht t p: / / w ebdomino1. oecd. org /

ehs / biot rack. ns f 与 http : / / w w w. olis. oecd. org / bio-

t rack. ns f) 与 生 物 技 术 产 品 数 据 库 ht tp: / /

w w w 1. oecd. or g/ script s/ biotech/ frameset . asp(包含

OECD 各成员国的 GMO 品种) , 但是这些数据库都不

包括我国的转基因生物体的环境释放与商品化生产等

信息。大多都只限制于转基因生物体的种类(品系 )、转

入的基因类型、特征性状等技术性描述与安全管理、产

品用途等内容。而涉及产业化与经济贸易、科普知识、

检验检测技术、法律法规等内容的几乎没有或很少。我

国在构建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外源基因数据库方面,

到目前为止报道的仍然不多 , 只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制作的转基因食品数据库

( h t tp : / / ww w . nutr if oodsaf et y. com/ dat abase/ in-

dex 1. asp) 与国家质检总局动植物检疫实验所构建的

转基因生物信息网 ( ht t p: / / ww w . apqchina. org /

gmo index. asp) , 这两个转基因数据库所包含的内容尚

欠全面。本研究项目根据检验检疫行业特点,为了满足

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出入境安全管理、产品质量监

督等需要并为行政执法提供技术与情报支持, 构建了

包括: 本项目承担单位 (实验室) 简介、留言本与 8个子

库, 即国内外转基因生物 ( GM O) 安全管理法律法规、

检测技术 (含国内外检测标准及 GM O 标准样品)、国

内外检测机构、GM O 科普知识与科普网站、GMO 种

类与外源基因数据库、国内外转基因技术研究进展与

产业化概况、GMO 与经济贸易、非转基因 ( Non -

GMO) 认证、各国 GMO 相关网站等的数据库, 内容十

分丰富。

2 研究方法、技术方案与路线

2. 1 研究方法

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相关数据库 是以网络通

讯和数据库技术为基础 , 在此基础上应用 HT M L、

SERVERL ET、JAVABEAN 和 JSP 编程等方法, 使用

户根据不同权限对数据库中的记录进行检索与远程操

作。

2. 2 技术方案与路线

( 1) 系统概要设计; ( 2)后台数据库设计:使用 SQL

数据库作为后台数据库, 依据数据分类标准建立相应

的数据表, 设计数据字段; ( 3) JAVA 类设计: 使用

JBU ILDER 编写数据库连接、页面通信、身份认证、查

询检索等类编译封装; ( 4) SERVLET (服务器端 ) 和

APPL ET (客户端 ) 程序设计; ( 5) 页面设计 : 使用

DREAMVAVER , F IREWORK 等页面设计工具设计

网络界面外观; ( 6)测试运行。

3 系统概要设计

采用客户端、应用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三层结构

设计,如图 1所示:

4 数据结构设计

数据库表结构如图 2

所示。

数据库中表分以下两

类:

4. 1 用户信息表设计

用户表格描述用户的

基本信息。基本结构如表

1所示。

4. 2 转基因数据各子库

的信息表

转基因数据的信息表

有 7个, 即: GMO 安全

管理法律法规 、 GM O

检测技术 . 标准 . 机构 、GM O 科普知识 、GMO 数

据库 、 GM O 研究概况与产业化 、 GM O 与经济贸

易 、Non- GM O 认证 等 7个子库的表, 其结构如表

2所示。另外,项目承担单位的 实验室简介 与 相关网

站 子库无相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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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据库表结构示意图

用户I D( KE Y) 用户名 密码 登录地址 登录时间 用户角色

I D NAME PASSWORD LOGIN I P L OGI N DAT E ROLE

BIGIN T VARCH AR VARCHAR VARCH AR VARCH AR VARCHAR

8 255 255 255 255 100

表 1 用户信息表

表 2 转基因数据各子库信息表的结构

表 3 留言本信息表

文件 ID(K EY) 留言标题 留言者 留言时间 留言内容

F ID F T IT LE F T IT LE F DAT E F CON TE NT S

BIGIN T VARCH AR VARCH AR VARCH AR VARCH AR
8 500 500 500 2000

图 3 系统工作流程图

文件 ID(K EY) 文件名 文件地址 文件类型 文件编号
F ID F NAM E F U RL F T YPE F NO

BIGIN T VARCH AR VARCHAR VARCHAR VARCHAR

8 500 500 500 500

4. 3 留言本信息表

5 程序及页面设计

程序功能概述: 程序部分主要实现用户与数据库

的交互, 用户登录系统, 系统确认用户身份, 用户身份

得到确认后, 依据系统所赋予权限进行对数据库的操

作。用户向数据库发出请求,程序将这些请求传给数据

库, 数据库查找符合用户

请求的记录, 找到记录中

文件的地址, 依据地址将

文件打开, 将结果通过浏

览器返回给用户。系统工

作流程如图 3所示。

本系统选择 JAVA

为 开 发 环 境 , 使 用

JBUIL DER 为开发工具,

在此基础上设计 JAVA

类库。之所以选择 JAVA

为开发环境, 是由于 JA-

VA 具有良好的跨平台性

能。它的安装使用不受服

务器的约束。

在本系统的 JAVA 类库中, JAVA 类根据功能被

设计为几个不同的功能类, 主要为: 数据库链接类、用

户授权类、数据库操作类等。

( 1) 数据库链接类, 主要功能为配置数据库驱动、

配置数据库端口参数、建立与数据库的通讯、对数据库

中的数据进行编码转换等。

( 2) 用户授权类, 主要功能为转递用户登陆系统时

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 使之与数据库中用户信息进行

核对, 确认用户的角色, 并根据用

户的角色不同, 赋予用户对系统

不同的操作权限。

( 3) 数据库操作类, 主要功能

为设计了不同用户对数据库中所

有表的一系列操作行为。例如,一般用户对数据库

的查询, 管理员对数据库中记录的增加、删除和修

改等。

5. 1 服务器端 ( SERVL ET )和客户端( AP PL E_

T )程序编写

当以上工作全部完成 , 就可以逐个栏目

设计相应的 JSP 程序。JSP 程序根据系统的

需求不同, 分为两种: 一种需要在客户端运

行, 另一种在服务器端运行。客户端程序

(APP LET ) 负责处理窗口中和窗口间的一些

关键值的传递, 数据集最终在浏览器上的显

示。服务器端程序 ( SERVL ET ) 负责处理浏览器端的

编码转换,向数据库提交客户端发出的操作行为。

5. 2 用户页面设计

客 户 端 界 面 由 DREAM WAVER 和 F IRE-

WORKS 为工具开发,部分界面如图 4~ 6所示。

6 数据库包含的内容

本项目构建的数据库库包括: 承担单位实验室简

图 4 客户端界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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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客户端界面之二 图 6 客户端界面之三

表 3 转基因产品的外源基因及其检测技术数据库内容目录

子库名称 栏目名称 栏目数

项目承担实验室
简介

项目承担实验室基本情况
实验室取得的成果

2

GMO 安全管理
法律法规

我国GMO管理法律法规
亚洲国家GMO安全管理法律法规
美洲国家GMO安全管理法律法规
欧洲国家GMO安全管理法律法规
大洋州国家GMO安全管理法律法规
非洲国家GMO安全管理法律法规
国际综合及其它GM O安全管理法律法规

7

GMO检测技术、
相关标准与检测
机构

DNA提取方法参考文献
GMO检测方法参考文献
我国GMO产品检测标准
国外GMO产品检测标准
我国GMO产品检测机构
国外GMO产品检测机构
GMO检测标准参照物及其它

7

GMO数据库 GMO外源基因碱基序列库
亚洲国家GMO数据库
美洲国家GMO数据库
欧洲国家GMO数据库
大洋洲GMO数据库
非洲国家GMO数据库
国际组织GMO数据库
GMO开发商名称与地址录

8

GMO科普知识 GMO基础知识
安全评估与管理
各国政府对GMO的看法
民意测验
GMO赞成派(关于GMO的正面报道)
中间派(关于GMO的中性报道)
反对派(关于GMO的负面报道)
GMO科普网站

8

GMO 研究与产
业化

我国GMO研究与产业化
亚洲国家GMO研究与产业化
美洲GMO研究与产业化
欧洲GMO研究与产业化
澳洲GMO研究与产业化
非洲国家GMO研究与产业化
国际综合与其它

7

GMO 与经济贸
易

国内情况
国外情况
国际综合

3

Non - GMO 认
证

国内情况
国外情况
国际综合

3

留言本 留言本 1

国内外与生物技
术、基因工程及
其相关数据库有
关的网站

提供文献、数据检索服务的网站
与基因工程、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及相关数据库有关的网站
与生物软件有关的网站
与生物技术有关的仪器设备和试剂耗材等网站
国内外与GMO产品食品有关的网站
经合发展组织国家OECD政府关于GM O的网站
与非转基因( Non- GMO )产品、食品有关的网站
与食品有关的国外或国际组织网站

8

介 、留言本与 8个子库, 即 GMO 安全管理法律法规

、 GM O 检测技术/ 标准 / 机构 、GMO 科普知识 、

GMO 数据库 、 GMO 研究概况与产业化 、

GMO 与经济贸易 、 Non- GMO 认证 、相

关网站 等, 共 54个栏目 (如表 3) , 约 12500 个

记录,容量达 100兆字节( MB)以上。

7 结束语

本数据库建立后, 链接到本局内部信息网

与下属单位的食品安全网 ( ww w . foodsafe. net

)上,供相关单位查询、浏览。福建省农业厅科技

教育处 (福建省转基因生物及产品的安全管理

办公室挂靠单位)、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中心、

福建师范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和福建杨

振华 851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高

校、科研、行政与生物技术企业上网查

询试用。通过试用,各单位分别给予一

致好评,认为该数据库的浏览与阅读操

作简便易行,读者留言、信息反馈、查询

与检索等功能齐全,对转基因技术的科

普教育、行政技术执法、生物技术的科

学研究、生物医药制品与保健品的开发

与企业管理等都具有重要的科学参考

价值。其中福建杨振华 851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认为,该数据库对其公司员

工的科普教育与 851生物保健品原料

大豆的采购, 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因

为该产品的进口国如韩国、日本等的进

口商都要求其产品不含有转基因成分,

因此,使用的原料大豆必须是非转基因

的。可见, 该数据库一旦正式投入使

用,将会创造出不可估量的社会经济效

益,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但是,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 新

的转基因品种及产品将不断出现,被各

国推向市场的转基因产品将越来越

多。随着转基因产品安全管理法律法

规与市场的不断完善与规范,执法力度

的越来越大,对转基因产品检测技术与

信息情报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因此,

转基因数据库的内容有必要不断更新

升级,但本数据库内容不可能一步到位

地及时反映全世界的 GM O 研究与产

业化情况,只能尽量跟踪国内外转基因

技术研究与产业化的发展,尽快将国内

外最新发展情况整理出来,并根据客户

的要求, (下转第 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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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温室外太阳辐射示例图

表 2 温室环境数据库的温室内环境项目

项 目 单 位 数据字段格式 备 注

温室内太阳
辐射累积

J/ cm2 数字 2002- 12~ 04- 05

温室内太阳
辐射

J /cm 2/ hr 数字 2002- 12~ 04- 05

温室内最高
温度

数字 2002- 12~ 04- 05

温室内最低
温度

数字 2002- 12~ 04- 05

温室内平均
温度

数字 2002- 12~ 04- 05

温室内CO 2

浓度
10 - 6 数字

温室内最高
相对湿度

% 数字 2002- 12~ 04- 05

温室内最低
相对湿度

% 数字 2002- 12~ 04- 05

温室内平均
相对湿度

% 数字 2002- 12~ 04- 05

(上接第 37页) 每半年或每季度更新或升级一次, 数

据库的页面也有必要经常更新, 使之更完善, 更方便于

用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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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温室环境数据库结构与功能示例图

2. 3 温室环境数据库的功能

温室环境数据库可以实现温室内外环境数据的查

询、生成报表、打印等功能如图 3,也可以进一步为新建

温室的环境管理提供基本参考数据。

3 小结

3. 1 采用 Window s 操作平台, 利用现代温室外的气

象数据和园艺作物 (黄瓜) 栽培条件下现代温室内外的

环境数据资料及实验测定资料, 根据数据库系统的基

本结构与原理, 在对上述资料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和整

理的基础上, 结合园艺作物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利用

ACCESS 2000,初步建立起温室环境数据库。

3. 2 该数据库的建立, 可以为生产上现代温室、特别

是新建温室的环境管理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 实现现

代温室生产的环境管理自动化、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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