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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程序主要任务是在前作的基础上做出一些改良。 前作［１］是以深度学习为核心，开发了一个可以进行食谱推荐和健

康分析的微信小程序。 本论文中，将利用基于 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 搭建的神经网络模型；通过使用微信的相应接口，在百度 ＡＩ 的基础

上，实现对用户的卡路里摄入动态监控。 本文旨在用丰富的组件来拓展小程序的相关页面。 其中，Ｖａｎｔ 组件完善菜品界面；
ＥＣｈａｒｔｓ 组件完善卡路里曲线；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 中重量级框架 Ｓｃｒａｐｙ 和 Ｄｊａｎｇｏ，实现搜索关键词、词云图以及其他可视化图标的功

能；同时对小程序的界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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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２０２０ 年后，考虑到新冠病毒的特点就使得许多学

校和公司食堂已经投入使用无人化和自动化的餐饮服

务，这标志着智能化和数字化技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

发展阶段。 已有研究发现食物中的一些化学元素能够

影响人体内神经递质的含量，影响个体的情感反应，从
而导致产生多种心理状态。 由此可以看出，食物对神

经递质的含量有很大的作用，与人的情绪变化也有着

密切关系，直接影响了人的感情中枢［２］。
Ｐｙｔｈｏｎ 作为一种简单实用的编程语言，具有很好

的可阅读性，对于初学者来说比较容易上手［３］。 其中

提供了高效的数据结构，能有效地面向对象编程［４］；
底层是用 Ｃ 语言写的，因此运行速度非常快［５］。 现

在 Ｐｙｔｈｏｎ 已被广泛应用于人工智能、云计算开发、自
动化运维及 Ｗｅｂ 开发等领域。 基于此，本文拟对菜

谱推荐与健康分析微信小程序设计展开深入研究，在
满足饮食健康的要求下，取得较好的使用效果。

１　 小程序中 Ｄｊａｎｇｏ 的应用

Ｐｙｔｈｏｎ 下 有 多 款 开 源 的 Ｗｅｂ 框 架， 比 如

Ｄｊａｎｇｏ、Ｔｏｒｎａｄｏ、Ｆｌａｓｋ 等，其中 Ｄｊａｎｇｏ 是最有代表

性、应用范围最广泛的［６］。
Ｐｙｔｈｏｎ 开发的 Ｄｊａｎｇｏ 框架是一款免费且开源



的 Ｗｅｂ 应用框架，由于 Ｐｙｔｈｏｎ 语言可以跨平台使用

的特性，Ｄｊａｎｇｏ 框架同样支持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Ｌｉｎｕｘ 和

Ｍａｃ 系统上的使用［７］。 Ｄｊａｎｇｏ 框架的设计初衷是简

化并加速新闻网站的开发。 ２００３ 年，Ｗｅｂ 开发人员

使用 Ｐｙｔｈｏｎ 开发新闻网站，考虑到新闻行业信息更

新快的特点，就必须要提高产品的开发速度，在这种

情况下开发者们则决定创建一个节省开发时间并适

用于新闻业的框架，于是 Ｄｊａｎｇｏ 框架诞生了［８］。 随

后，该研发小组决定把 Ｄｊａｎｇｏ 框架作为一个开源软

件发布。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Ｄｊａｎｇｏ 框架首次出版，遵守

伯克利软件发行（ＢＳＤ）版权规定，并在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发行了第一个正式版 Ｄｊａｎｇｏ１．０［９］。 此后，大约每隔

８ 个月就会推出新的版本，每个新版本都有所改进，
迄至目前最新的版本是 ２０２０ 年发布的 Ｄｊａｎｇｏ３．０。
经过不断的研发和更新，Ｄｊａｎｇｏ 框架有了数以万计

的用户和贡献者，成为了 Ｗｅｂ 开发中最流行的框架

之一。 使用 Ｄｊａｎｇｏ 框架的主要目的是为开发者节

省时间，让 Ｗｅｂ 开发变得更容易。 Ｄｊａｎｇｏ 框架提供

了广泛的插件和组件库来简化 Ｗｅｂ 的开发流程，使
开发者将有限的精力集中在系统更重要的功能

上［１０］。
本程序所使用的 ＭＶＣ 模式［１１］，其核心理念是

分工合作、解耦，减少了各个模块间的耦合，提高了

模块的伸缩性和移植性，达到了向后兼容的目的。
ＭＶＣ 是 Ｗｅｂ 开发领域著名的设计模式，ＭＶＣ

是 Ｍｏｄｅｌ－Ｖｉｅｗ－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的缩写，其中各部分含义

具体如下［１２］。
（１） Ｍｏｄｅｌ：表示数据存取层，处理与数据相关

的所有事务，包括对数据表的定义和数据的增删改

查等；
（２） Ｖｉｅｗ：表示视图层，是系统前端显示部分，

负责显示什么和如何显示，用于向用户展示结果；
（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表示控制层，主要根据从 Ｖｉｅｗ

层输入的指令来检索 Ｍｏｄｅｌ 层的数据，并在该层编

写代码产生结果并输出，用于处理请求、获取数据和

返回结果［１３］。
在 Ｄｊａｎｇｏ 的 ｕｒｌｓ．ｐｙ 中自定义路由，并在小程序

中通过 ｗｘ．ｒｅｑｕｅｓｔ 发送 ＰＯＳＴ 请求在 ｄａｔａ 中传参，以
此调用相关逻辑功能。
１．１　 任意食物卡路里搜索功能

ｖｉｅｗ 文件是视图层文件，封装业务逻辑，有函数

与面向对象两种开发模式［１４］。
ｖｉｅｗｓ．ｐｙ 文件是 Ｄｊａｎｇｏ 中的核心部分，起到了

项目控制的作用，其作用和以前提到的在 ＭＶＣ 模式

中的“ Ｃ” 的功能类似。 Ｄｊａｎｇｏ 中的核心部分是

ｖｉｅｗｓ．ｐｙ 文件。
本微信小程序主要通过 ｖｉｅｗ 文件来实现数据

挖掘、词云、数据分析功能。
如果微信小程序的数据库中有所要搜索的菜

品，则直接数据库中调用，没有、发送 ｐｏｓｔ 请求，ｄａｔａ
传参调用 Ｄｊａｎｇｏ。

在 Ｄｊａｎｇｏ 路由接受到微信小程序的 ｐｏｓｔ 传参

后，在 ｖｉｅｗｓ．ｐｙ 中，调用 ｓｕｂｐｒｏｃｅｓｓ 库进行对 Ｓｃｒａｐｙ
的联动，挖掘所需卡路里数据。

首先，创建 ｓｃｒａｐｙ 项目，在 ｉｔｅｍｓ．ｐｙ 中设置好需

要的字段，在 ｍｉｄｄｌｅｗａｒｅ． ｐｙ 中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ｒｅｑｕｅｓｔ 函
数中，修改请求头 ｒｅｑｕｅｓｔ．ｈｅａｄｅｒｓ［‘Ｕｓｅｒ－Ａｇｅｎｔ’］字
段为 Ｍｏｚｉｌｌａ ／ ５． ０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ＮＴ ５． １） ＡｐｐｌｅＷｅｂＫｉｔ ／
５３５．１１ （ＫＨＴＭＬ， ｌｉｋｅ Ｇｅｃｋｏ） Ｃｈｒｏｍｅ ／ １７．０． ９６３．８４
Ｓａｆａｒｉ ／ ５３５．１１ ＳＥ ２．Ｘ ＭｅｔａＳｒ １．０。 然后通过 ｌｘｍｌ 获
取页面内容响应， ｔｉｔｌｅ＿ｈｒｅｆ ＝ （ ｔｒｅｅ．ｘｐａｔｈ （ ＇ ／ ／ ｕｌ［＠
ｃｌａｓｓ＝ ＂ ｆｏｏｄ－ｌｉｓｔ＂ ］ ／ ／ ｌｉ ／ ｄｉｖ［＠ ｃｌａｓｓ＝ ＂ ｔｅｘｔ－ｂｏｘ ｐｕｌｌ－
ｌｅｆｔ＂ ］ ／ ／ ａ ／ ＠ ｈｒｅｆ ＇）） 获取菜品名以及 ｔｉｔｌｅ＿ｈｒｅｆ ＝
（ ｔｒｅｅ．ｘｐａｔｈ （＇ ／ ／ ｕｌ［＠ ｃｌａｓｓ＝ ＂ ｆｏｏｄ－ｌｉｓｔ＂ ］ ／ ／ ｌｉ ／ ｄｉｖ［＠
ｃｌａｓｓ＝ ＂ ｔｅｘｔ －ｂｏｘ ｐｕｌｌ － ｌｅｆｔ＂ ］ ／ ／ ａ ／ ＠ ｈｒｅｆ ＇）） ｆｏｒ ｉ ｉｎ
ｒａｎｇｅ（ ｌｅｎ（ ｔｉｔｌｅ＿ｈｒｅｆ））：ｔｉｔｌｅ＿ｈｒｅｆ［ ｉ］ ＝ ｓｅｌｆ．ｓｅａｒｃｈ＿
ｈｏｍｅ＿ｕｒｌ ＋ ｔｉｔｌｅ＿ｈｒｅｆ［ ｉ］ 获取菜品详情页链接。 之

后在 ｐａｒｓｅ 函数中解析详情页，获取热量（大卡）、脂
肪（克）、纤维素 （克）、碳水化合物 （克）、蛋白质

（克）和菜品图片链接。 随后在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ｓ．ｐｙ 中将数

据保存至微信数据库。 研究给出的微信小程序调用

Ｄｊａｎｇｏ 及 Ｓｃｒａｐｙ 示意如图 １ 所示。

用户使用菜品搜索功能

输入菜品

在微信小程序数据库中是否
已有菜品

发送post请求并携带参数至
Django响应路由

views.py通过subprocess调用Scrapy

挖掘网页内容

数据库调用数据
并跳转页面

pipelines.py中将数据送至微信数据库

有

没有

图 １　 微信小程序调用 Ｄｊａｎｇｏ 及 Ｓｃｒａｐｙ 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Ｗｅｃｈａｔ ｍｉｎｉ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Ｄｊａｎｇｏ ａｎｄ
Ｓｃｒａｐ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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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词云图功能实现过程

首先，微信小程序将用户近期摄入的菜品名以

ｊｓｏｎ 格式数据，ｐｏｓｔ 传参至 Ｐｙｔｈｏｎ 的 Ｄｊａｎｇｏ 中，通
过 Ｖｉｅｗ 视图，先导入需要用到的 Ｐｙｔｈｏｎ 第三方库：
ｊｉｅｂａ，ｍａｔｐｌｏｔｌｉｂ， ｗｏｒｄｃｌｏｕｄ， ＰＩＬ， ｎｕｍｐｙ。 然后使用

ｊｉｅｂａ 库 将数据进行清洗，清洗前为 ｔｘｔ 文件，清洗后

变为以空格分隔的词语字符串 ｓｔｒｉｎｇ。 接着通过函

数 ｔｃｇ（） 来获得函数 ｗｃ．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ｆｒｏｍ＿ｔｅｘｔ（） 所需

要的字符串 ｓｔｒｉｎｇ，随后将字符串 ｓｔｒｉｎｇ 传给函数

ｗｃ．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ｆｒｏｍ＿ｔｅｘｔ（） 进行绘图。 这里，仍需一

提的是：
（１） ｊｉｅｂａ．ｃｕｔ （ｔｅｘｔｓ）的作用是将 ｔｅｘｔｓ 切分为若

干组词语， ｃｕｔ（） 和 ｌｃｕｔ（） 的不同：ｃｕｔ 返回的是生

成器，ｌｃｕｔ 返回的是列表；
（２）ｓｔｒｉｎｇ ＝ ’ ＇．ｊｏｉｎ（ｃｕｔ） 表示用空格将这些词

语切分开，得到一个以空格分隔的词语字符串，供后

面调用。
输入绘制云图所使用的函数为 ＷｏｒｄＣｌｏｕｄ（），

其参数见表 １，此函数接受一些参数并返回一个对

象 ｗｃ。
表 １　 ＷｏｒｄＣｌｏｕｄ 参数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ＷｏｒｄＣｌｏｕ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ｔａｂｌｅ

参 数 描述

ｗｉｄｔｈ 指定词云对象生成图片的宽度，默认 ４００ 像素

ｈｅｉｇｈｔ 指定词云对象生成图片的高度，默认 ２００ 像素

ｍｉｎ＿ ｆｏｎｔ＿ｓｉｚｅ 指定词云中字体的最小字号，默认 ４ 号

ｍａｘ＿ ｆｏｎｔ＿ｓｉｚｅ 指定词云中字体的最大字号，默认为 １

ｆｏｎｔ＿ｓｔｅｐ 指定词云中字体字号的步进间隔，默认为 １

ｆｏｎｔ＿ ｐａｔｈ 指定字体文件的路径，默认为 Ｎｏｎｅ

ｍａｘ＿ｗｏｒｄｓ 指定词云显示最大的单词数量，默认 ２００

ｓｔｏｐ＿ｗｏｒｄｓ 指定词云的排除词列表，即不显示的单词列表

ｍａｓｋ 指定词云形状， 默认为长方形， 需要引用

ｉｍｒｅａｄ（） 函数

ｂａｃｇｒｏｕｎｄ＿ｃｏｌｏｒ 指定词云图片的背景颜色，默认为黑色

　 　 在此基础上， 用前面产生的对象 ｗｃ 调用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ｆｒｏｍ＿ｔｅｘｔ （ ）方法即可完成绘图。 实现词

云图，以二进制传到微信小程序 ＡＰＩ 中，实现两端

联动。 对此过程可做阐释分述如下。
（１）数据收集与清洗：首先，确定词云图要展示

的主题或内容，收集与之相关的文本数据。 对数据

进行清洗，去除重复、无关或格式不正确的词汇；
（２）词频统计：对清洗后的数据进行词频统计，

得出每个词汇在文本中出现的次数。 可以使用现有

的分词工具和统计算法来完成这一步；
（３）字体大小与颜色设置：根据词频来设置词

汇的字体大小，词频越高，字体越大。 颜色设置可以

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可以选择渐变色或者与主题相

关的颜色；
（４）布局与排列：在布局上，可以采用随机分布

的方式，使得词云图看起来更加生动和自然。 也可

以考虑加入一些动画效果，提升用户体验；
（５）交互设计：为了增强词云图的互动性，可以

加入点击或悬停提示功能，当用户点击或悬停在某

个词汇上时，显示该词汇的详细信息或相关链接。
还可以设计一些过滤或搜索功能，方便用户查找特

定的词汇或主题；
（６）优化与调整：在设计过程中，不断对词云图

进行优化和调整，确保其视觉效果和用户体验达到

最佳状态。 可以根据用户的反馈和数据进行迭代，
提升词云图的质量和实用性。

研究得到的词云图如图 ２ 所示。 结合这张图片

内容，可以看到词云图中包含了“膳食月饼”、“中
国”、“Ｄａｉ”、“疾病”和“公热是”等词汇。 在实际设

计中，可以根据具体的主题或内容，调整这些词汇的

字体大小和颜色，使其更符合主题需求。 同时，也可

以考虑加入更多的相关词汇，丰富词云图的信息量。
通过合理的布局和交互设计，可以打造出一款既美

观又实用的微信小程序词云图界面。

图 ２　 词云图

Ｆｉｇ． ２　 Ｗｏｒｄ ｃｌｏｕｄ ｍａｐ

１．３　 数据可视化功能实现

本程序在原程序的基础上新增卡路里数据图标

的生成，用户输入 ７ 日卡路里后，生成柱状图、饼图

和折线图。
Ｐｙｅｃｈａｒｔｓ 是一个用于生成 Ｅｃｈａｒｔｓ 图表的 ＪＳ 类

库， Ｅｃｈａｒｔｓ 是百度开源的一个数据可视化工具

包［１５］。 利用 Ｅｃｈａｒｔｓ 实现图标功能步骤如下：通过

ｐａｇｅｓ 函数的调用，实现用户点击跳转到柱状图、饼
图或折线图界面。 在界面中使用 ｅ．ｄｅｔａｉｌ．ｖａｌｕｅ．ｃ 获

取数据，并存储到 ｄａｔａ 中。 调用 ｅｃ － ｃａｎｖａｓ 中的

９５２第 ５ 期 潘伟杰， 等： 基于深度学习与百度 ＡＩ 的菜谱推荐与健康分析微信小程序设计



Ｅｃｈａｒｔｓ，根据所要制作的图表，使用 ｔｙｐｅ 来调用

Ｅｃｈａｒｔｓ 中所需部分并进行图表制作。 用 ｄｅｔａｉｌ
ｌｉｎｋ＿ｃｈｉｌｄ 在图块上显示输入的数据。 研究给出的

数据可视化功能实现示意如图 ３ 所示。

通过pages函
数的调用，实
现用户点击跳
转到柱状图、
饼图和折线图
的界面。

在界面中使
用e.detail.
value.c获取
数据，并存
储到data中

调用ec-canvas

中的ECharts，根

据所要制作的图

表，使用type来

调用ECharts中

所需部分并进行

图表制作

用detail
link_child
在图块上
显示输入
的数据

图 ３　 数据可视化功能实现示意图

Ｆｉｇ． ３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ｄａｔａ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１．４　 深度学习

人 工 神 经 网 络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Ｎ），是一种模仿生物神经网络结构和功能的数

学模型或计算模型，用于对函数进行估计或近似。
神经网络主要由输入层、隐藏层、输出层构成，当隐

藏层只有一层时（隐藏层层数及隐藏层神经元由人

工设定）。 该网络为 ２ 层神经网络，由于输入层未

做任何变换，可以不看作单独的一层。 实际中，网络

输入层的每个神经元代表了一个特征，输出层个数

代表了分类标签的个数。 在做二分类时，如果采用

ｓｉｇｍｏｉｄ 分类器，输出层的神经元个数为 １；如果采用

ｓｏｆｔｍａｘ 分类器，输出层神经元个数为 ２；如果是多分类

问题，即输出类别≥３ 时，输出层神经元为类别个数。
１．４．１　 搭建模型

在前文基础上，对定义模型步骤阐述如下：
首先，为指定输入资料的架构而确定了占位器

的位置。
其次，对神经网络的连接模式、神经元数量、活

化函数等进行界定。 本文设定 ２ 个隐藏层，每层有

１００ 个神经元，使用 ｓｉｇｍｏｉｄ 函数作为活化函数。 通

过引入权重、偏移率等可变参数，对所建立的人工神

经网络进行合理性检验和分析。 定义损失和优化等

函数，用于对所构造的神经网络进行限制和优化。
训练、保存模型的部分，其工作包括：将 ｓａｖｅｒ 对象

ｔｒａｉｎ． Ｓａｖｅｒ （）， 用于保存模型。 建立并开启会话

Ｓｅｓｓｉｏｎ （ ）。 对 模 型 中 的 全 部 参 数 进 行

ｇｌｏｂ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ｅｒ（） 的初始化，如模型最优

函数、损失函数等。 本文运用了渐变法对这一工作

进行了最优，经过计算得出，在 ０．１５ 的情况下，此时

工作状态是最好的。 对该方法进行循环迭代。 最终

模型的损耗是 ２．０４，具有一定的收敛性。 将该模型

的 ｓａｖｅｒ． ｓａ ｖｅ （ ｓｅｓｓ，＂ ． ／ ｓｒｃ ／ ｔｍｐ ／ ｍｏｄｅｌ．． ｃｋ ｐｔ）进行

存储，并将产生一组“． ｃｋｐｔ”文件，用于在一个特定

的目录下进行修复。
１．４．２　 腾讯云上部署

将部署后端的程序编码上传到腾讯云端，并对运

行入口文件 ｓｌ．ｈａｎｄｌｅｒ．ｐｙ 进行定义，以实现 ａｐｐ．ｐｙ 的

运行。 ａｐｐ．ｐｙ 包含了通过装载模型和进行预测来完

成服务器请求的部件。 其中，实施服务端请求的关键

是：构造 Ｆｌａｓｋ 实例 ａｐｐ＝Ｆｌａｓｋ（＿＿ｎａｍｅ＿＿）。
定义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ｐｐ． ｒｏｕｔｅ（ ），

在此以 ＡＮＹ 形式进行申请，也就是可以接受任何申

请。 确定一个通路运算的 ｄｅｆ 索引（）。
将所获得的预测参数进行正则化和转化为列表

格式。 在此仅需要抽取有用的数值，也就是 ｄａｔａ ＝
ｌｉｓｔ （ｒｅ．ｆｉｎｄａｌｌ（ｒ＂ ＼ｄ＋ ＼ ．？ ＼ｄ∗＂，ｕｓｅｒ＿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并
且转换成 ｌｉｓｔ （ｍａｐ（ｉｎｔ，ｄａｔａ））。

对所建立的模型和预报模块进行编程，得出预

报结果。
通过使用 ｊｓｏｎｉｆｙ（） 功能，将所获得的 ＪＳＯＮ 转

换成一个传输值。
在模型与预测方面，将重点研究如下内容：
（１）对一个图进行重新定义，即 ｒｅｓｅｔ＿ｄｅｆａｕｌｔ＿

ｇｒａｐｈ；
（２）确定用于指定所述输入数据的格式化的占

用程序；
（３）建立和开启对话；
（４） 建立储备器保存并还原该数据的 Ｓａｖｅｒ．

ｒｅｓｔｏｒｅ（ｓｅｓｓ，＂ ． ／ ｔｍｐ ／ ｍｏｄｅｌ．ｃｋｐｔ＂ ）；
（５） 一个预测资料 ｓｅｓｓ．ｒｕｎ（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ｆｅｅｄ＿ｄｉｃｔ ＝

｛Ｘ：选择｝）；
（６）用属于自己的分类对其进行匹配，形成词

典形式。
以可能性的递减顺序对此词典 （ ｌｉｓｔ１， ｋｅｙ ＝

Ｌａｍｂｄａｅ：ｅ．＿＿ｇｅｔｉｔｅｍ＿＿（“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反转 ＝ Ｔｒｕｅ）
进行排序，并且返回。 将此云函数的触发方式设定

为 ＡＰＩ 网关触发，使用 ＡＰＩ 网关触发可以选择同步

或异步呼叫，并且还可以使用不同的路径操作修饰

器或函数来实现多个功能，充分发挥函数的作用，从
而使多个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在小程序上只需使用

ＨＴＴＰＳ（ｗｘ．ｒｅｑｕｅｓｔ（））就可以了。

２　 基于百度 ＡＩ 的菜品识别功能

２．１　 百度 ＡＩ
百度 ＡＩ 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家 ＡＩ 平台，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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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提供许多便捷快速的 ＡＰＩ 界面以及特定的应

用。 当前，百度 ＡＩ 在语音、图像、文字以及客流量

等方面已经获得了非常明显的结果，在准确率方面

已经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２．２　 实现菜品识别并录入

利用百度 ＡＩ 的图片分析，可以快速、准确地对

菜肴进行识别。 其实现流程如下：
调用微信提供的 （ｗｘ．ｃｈｏｏｓｅＩｍａｇｅ（）） 界面，指

导用户选择拍照或相册上传照片，返回的结果为用

户上传照片的暂时路径。
通过（ｗｘ．ｇｅｔＦｉ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ｎａｇｅｒ（） ．ｒｅａｄＦｉｌｅ（））

获得用于上载图像的暂时路径，并且通过 Ｂａｓｅ６４ 格

式转换编码。
利用从百度 ＡＩ 官方网站上获得的 Ｃｌｉｅｎｔ＿ｉｄ 和

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ｃｒｅｔ，通过 ＧＥＴ请求（ｗｘ．ｒｅｑｕｅｓｔ（）） 界面，以
ＨＴＴＰＳ 协议的形式，向百度ＡＩ所提供的ＡＰＩ界面发

出 ＧＥＴ 请求， 从而获得一个可以被调用的独特

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ｋｅｎ。
调用（ｗｘ．ｓｈｏｗＬｏａｄｉｎｇ（）） 装载模块，以提醒使

用者进行标识。
重新使用 ｗｘ．ｒｅｑｕｅｓｔ（） 界面， 通过 ＰＯＳＴ，向百

度 ＡＩ 申请 ＡＰＩ 界面，将之前得到的 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ｋｅｎ 加

入到 ＵＲＬ 中，ＤＡＴＡ 作为被识别图像的 ｂａｓｅ６４ 代

码。 通过使用 （ｗｘ．ｈｉｄｅｌｏａｄｉｎｇ（）） 界面，显示被识

别菜品的卡路里和可信度。 当相应的菜单辨识结果

出现在网页上时，就可以设定输入键，让使用者依据

实际的食物摄取来进行输入。 调用云函数 （ｗｘ．
ｃｌｏｕｄ．ｃａｌ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通 过 ｄｂ．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 ．
ａｄｄ（）， 在数据库的对应集合中，将用户 ｏｐｅｎｉｄ、 菜

品名称、数据来源、卡路里值、创建时间等信息，显示

在个人中心页面上。

３　 微信小程序

３．１ 　 幸运大转盘实现

本程序在原程序的基础上新增幸运大转盘的功

能。 幸运大转盘旨在通过趣味的方式，解决用户对

于菜品的选择困难。 具体实现过程如下：
使用 ｅ．ｄｅｔａｉｌ．ｖａｌｕｅ．ｃ 获取数据，并存储到 ｄａｔａ

中。 将输入的菜品显示在转盘的每个部分中。 调用

ｗｘ．ｒａｎｄｏｍ 函数， 随机生成指针角度，并通过微信小

程序 （ｗｘ．ｃｒｅａｔｅ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 呈 现 旋 转 动 画。 ｗｘ．
ｃｒｅａｔｅ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 参数见表 ２。

表 ２　 ｗｘ．ｃｒｅａｔｅ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ｂｊｅ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参数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ｗｘ．ｃｒｅａｔｅ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ｂｊｅ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ｔａｂｌｅ

属性 类型 默认值 必填 说明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ｎｕｍｂｅｒ ４００ 否 动画持续时间 （单位：ｍｓ）

ｔｉｍｉｎｇＦｕｎｔｉｏｎ ｓｔｒｉｎｇ ‘ ｌｉｎｅａｒ’ 否 动画效果

ｄｅｌａｙ ｎｕｍｂｅｒ ０ 否 动画延迟时间 （单位：ｍ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Ｏｒｉｇｉｎ ｓｔｒｉｎｇ ‘５０％５０％０’ 否

３．２　 点赞功能实现

本程序在原程序的基础上新增点赞系统，通过

数据库中用户点击数据量，可以直观地推荐用户喜

欢的菜品。 实现过程具体如下：
首先，云函数从数据库中获取了关键数据，如

“ｌｉｋｅｌｉｋｅｎｕｌｉｋｅｐｅｏｐｌｅ”等，这些数据被存储在一个名

为 ｎｅｗＬｉｓｔ 的二维数组中。 这一过程确保了数据的

一致性和准确性，为后续的处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接 下 来， 云 函 数 开 始 对 ｎｅｗＬｉｓｔ 中 的；

“ｌｉｋｅｐｅｏｐｌｅ”数组进行遍历，逐一检查每个用户 ＩＤ
是否已存在于另一个名为 ｉｚａｎ 的数组中。 这一步

的关键在于实现用户信息的精准匹配，为后续的点

赞、取消点赞等操作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持。
如果某个用户 ＩＤ 在 ｉｚａｎ 数组中已存在，云函数

会将该用户 ＩＤ 对应的“ ｆｏｏｄ＿ｉｄ”添加到 ｉｚａｎ 数组

中。 这一步骤实现了用户点赞信息的聚合，便于后

续的数据分析和处理。
对于未在 ｉｚａｎ 数组中找到的用户 ＩＤ，云函数会

创建一个新的数组来存储该用户 ＩＤ 及其对应的

“ｆｏｏｄ＿ｉｄ”。 这一机制确保了每个用户的点赞信息

都能得到妥善处理，避免了信息的遗漏和丢失。
在完成上述步骤后，云函数会进一步检查 ｉｚａｎ

数组中是否存在该食物 ＩＤ 或该食物的“ ｏｐｅｎｉｄ”。
如果存在，则表示该用户已对该食物进行过点赞操

作，云函数将进行相应的处理；否则，云函数将继续

处理下一个用户 ＩＤ。 这一过程确保了用户点赞信

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整个处理流程中，云函数会在每次迭代时更新

新的 ｄａｔａ＿ｌｉｓｔ数组，以确保数据的实时性和一致性。
这种动态更新的机制使得云函数能够迅速响应用户

的操作，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
最后，云函数与后台进行交互，将处理结果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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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台数据中。 通过使用 ｕｐｄａｔｅ 等操作，确保了数

据的及时更新和同步，为用户提供了更好的使用

体验。
３．３　 评论区功能实现

本程序在原程序的基础上新增加评论功能，通
过页面初始化时，在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获取评论数据并传至

云数据库，实时反馈至前端界面。 实现步骤如下：
首先，系统会获取用户的 ｏｐｅｎ＿ｉｄ，作为后续查

询和操作的标识。 紧接着，系统将在数据库中查询

是否存在与该用户 ｏｐｅｎ＿ｉｄ 一致的评论。 这一步的

目的是为了检查用户之前是否已有过评论记录，以
便进行后续操作。

如果查询结果显示数据库中存在与用户 ｏｐｅｎ＿
ｉｄ 一致的评论，系统会显示相应的标志，这些标志

可以是颜色、图标或文字等，方便用户辨认和查看自

己的历史评论。 反之，如果查询结果为否，系统将不

会显示相应的标志。
接下来，系统会获取数据库中关于该菜品的所

有评论，并将其显示在页面上。 这样，用户不仅可以

查看自己的评论，还可以浏览其他用户的评论，从而

获取更全面的信息。
最后，如果用户决定发表评论，系统会将用户的

评论上传至数据库，并立即刷新页面。 这样，新发表

的评论就能立即显示在页面上，供其他用户查看。
整个流程设计简洁明了，步骤清晰，既考虑到了

用户的浏览需求，又兼顾了评论的上传和展示功能。
通过这一流程，用户可以轻松发表自己的评论，并随

时查看和管理自己的评论记录。
３．４　 Ｖａｎｔ 组件介绍

Ｖａｎｔ 是一个轻量、可靠的移动端组件库，于

２０１７ 年开源。 本程序使用 Ｖａｎｔ 组件在前作的基础

上对点餐界面进行一定程度的美化。
３．４．１　 前端页面的设计研发

图 ４ 和图 ５ 是使用 Ｖａｎｔ 组件实现的前端页面。
对此可做阐释剖析如下。

（１）图 ４ 中界面优化的设计研发。 首先，整体

设计以橙色和白色为主色调，这种色彩搭配既醒目

又简洁，能够迅速吸引用户的注意力。 前端代码中，
通过 ＣＳＳ 样式定义了界面的背景色、字体色和按钮

色，实现了这一视觉效果。
其次，菜单布局采用了清晰的列表形式，每个菜

品都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呈现，包括菜品的图片、名称

和价格。 在前端代码中，这些元素被组织成有序的

ＨＴＭＬ 列表结构，通过 ＣＳＳ 进行样式控制，使得每个

菜品项都有一致的布局和外观。
另外，菜品下方设置了数量选择器，用户可以方

便地增减所点菜品的数量。 这部分功能是通过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代码实现的，监听用户的点击事件，动态

地修改菜品数量并计算总价。
界面的下方有一个红色的“结账”按钮，作为用

户完成点餐操作的关键入口。 在前端代码中，这个

按钮的样式和交互效果是通过 ＣＳＳ 和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共
同完成的，使其在页面上格外醒目，并且能够响应用

户的点击操作。
除此之外，图片还展示了一些搜索、商品详情和

卡路里显示等功能。 这些功能的实现也需要前端代

码的支持，如使用搜索输入框和搜索按钮来完成搜

索功能，使用详情页面来展示商品的详细信息，通过

动态计算来显示卡路里信息等。
总地来说，这个微信小程序餐饮点餐应用的界

面设计简洁明了，易于操作，前端代码在其中发挥了

关键作用，通过合理的 ＨＴＭＬ 结构、 ＣＳＳ 样式和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逻辑，实现了界面的美观性和交互性。

图 ４　 界面优化

Ｆｉｇ． ４　 ＵＩ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图 ５ 中转盘的设计研发。 在前端代码中，
要实现这样的雷达图，通常会使用 Ｃａｎｖａｓ 绘图 ＡＰＩ
或者 ＳＶＧ 技术。 前端开发者需要编写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代
码来处理数据，计算每个菜品在各个方面的得分，并
根据得分绘制出相应的点和箭头。 同时，ＣＳＳ 样式

将被用于设置图表的布局、颜色、字体等视觉属性，
确保图表的美观性和可读性。

此外，考虑到用户体验，前端代码还需要处理用

户的交互操作，如点击、滑动等。 在这张图片中，看
到了“确定”和“重置”两个按钮，前端代码需要为这

些按钮添加事件监听器，以便在用户点击时执行相

应的操作，如提交表单或重置图表。
总结来说，微信小程序相关的界面设计在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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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应用中，前端代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

以负责处理数据、绘制图表、设置样式以及处理用户

交互，从而为用户提供一个直观、易用且美观的数据

可视化界面。

图 ５　 转盘

Ｆｉｇ． ５　 Ｔｕｒｎ ｐｌａｔｅ

３．４．２　 用户行为记录的设计研发

图 ６ 和图 ７ 是使用 Ｖａｎｔ 组件实现的用户行为

记录页面。 本次研发中，增加了用户显性及隐性行

为的记录：收藏、录入、点赞、点踩、评论（显性），点
击（隐性）。 通过调用微信云数据库实现点赞，通过

根据菜品创建新数据库，赋予用户写入权限，并且显

示在评论区。 对此可做阐释解析如下。

图 ６　 点赞

Ｆｉｇ． ６　 Ｔａｇｓ

图 ７　 评论区

Ｆｉｇ． ７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图 ６ 中点赞的设计研发。 首先，图片中的

手工面条是主角，因此前端代码需要确保面条、蔬菜

和肉块的图片能够清晰、逼真地展示出来。 这通常

涉及到使用高质量的图片资源，并通过 ＣＳＳ 样式调

整图片的大小、位置和透明度，以达到最佳的视觉

效果。
其次，卡路里信息（２６０ ｃａｌ）的显示也十分重

要。 前端代码会采用一种清晰的字体和大小，将这

一信息放置在显眼的位置，以便用户能够快速了解

菜品的热量情况。 同时，可能还会使用不同的颜色

或背景来突出这一信息，增加其可读性。
图片下方的“第一食堂”字样可能是品牌标识

或者地点提示。 前端代码需要确保这一文本的字

体、大小和位置与整体设计风格保持一致，同时也要

考虑到不同屏幕尺寸下的适配问题，确保在各种设

备上都能良好地显示。
在图片的左下角，有一个星星图标，表示用户可

以对这道菜进行评分。 这涉及到前端代码中的交互

设计。 当用户点击这个星星图标时，前端代码需要

发送一个请求到后端服务器，记录用户的评分行为，
并可能更新界面上的评分显示。 同时，为了保证用

户体验，前端代码还需要处理各种异常情况，如网络

错误、评分失败等。
最后，还有一个“点击查看评论区”的提示，这

通常是一个按钮或者链接。 前端代码需要为这个元

素添加点击事件监听器，当用户点击时跳转到相应

的评论区页面或者弹出评论框。 在这个过程中，前
端代码还需要处理页面跳转的逻辑、加载数据的请

求以及评论区的界面渲染等任务。
　 　 （２）图 ７ 中评论区的设计研发。 首先，整个界

面采用了橙色和白色为主色调，这种配色方案给人

一种温馨、舒适的感觉，有助于提升用户体验。 前端

代码通过 ＣＳＳ 样式控制，实现了这种颜色的搭配和

布局，确保界面在视觉上的一致性和美观性。
在界面的顶部，可以看到时间戳“２３：０２”以及

“Ｗｅｉｘｉｎ”和“评论区”的标签。 这些元素的显示也

是由前端代码控制的，确保其在界面上的准确位置

和清晰可读。
聊天对话框是界面的核心部分，其中包含了用

户之间的评论互动。 前端代码负责接收后端数据，
并动态地渲染出这些评论内容。 例如，“很好吃”、
“太实惠了。”和“下次再来。”这些评论消息都是通

过前端代码展示在界面上的。 同时，代码还处理了

表情符号的显示，使得界面更加生动和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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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话框的底部，有一个蓝色的圆形按钮，上面

写着“很好吃”。 这个按钮通常用于用户快速发送

评论或点赞。 前端代码为这个按钮添加了点击事件

监听器，当用户点击时，会触发相应的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逻
辑，向服务器发送请求或执行其他操作。

此外，前端代码还需要考虑界面的响应式设计，
以确保在不同尺寸和分辨率的屏幕上都能良好地显

示。 这包括调整界面元素的布局、字体大小等，以适

应各种设备。
　 　 图 ６ 和图 ７ 展示了通过调查分析完善当前食堂

的新菜品，并添加至数据库，提高相应菜品的精确

性，达到精确至每种菜品的目的。

４　 结束语

基于现在菜品越来越丰富，身体健康指标多元

化的背景下，本程序主要是在原有程序上进行对于

前端的菜单界面进行细化与再设计、交互增强和功

能创新，以及后端的云数据库的更新与云函数的完

善，使得其能更好地够实现菜谱推荐与健康分析两

大功能。
本程序使用 Ｄｊａｎｇｏ 来调用相关功能，ＭｏｎｇｏＤＢ

作为数据库对于原微信小程序进行修改。 在能够实

现菜谱推荐与健康分析两大功能的基础上，丰富了录

入菜品的种类除此之外，还新增了转盘、点赞和评论

区等功能，同时对于小程序的界面进行一定的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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