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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林木种苗信息化建设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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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 系统学
、

管理学等理论为指导
，
在分析我国种苗管理及信

�

息化建设

特点与现状的基础上
，
时我 国种苗信息化建设的基本模 式

，
包括层次

、

功能
、

数据

分类体 系
、

信息规范
、

信息系统分类以 及采用的技术和方法作 了广泛的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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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苗管理是对种苗生产
、

经营
、

科研等进行计划
、
组织

、

评估
、
监督

、

控制和协调的过

程
。

它是整个生物工程的一部分
，

是森林资源管理工作的一项基础性管理�
‘
��

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
，
个体育苗户应运而生

，
流通渠道多样化

，

计划性的种苗生产
、

经营常常变得无计划
，
主要表现在数量难以控制

，
质量难以保证

。

虽然

国家各级管理部门采取了一些行政和法律手段
，
成立了种苗流通质量检验机构

，
但由于我国

管理水平落后
，

尤其是信息管理严重落后
，
信息流严重滞后物质流

，
使得许多措施实施不力

或难以实施
。

为更好地发掘
、

保存和利用优良种质资源
，
采用宣传教育与强制相结合推广仗用优良种

苗
，
堵截假冒伪劣种苗上市

。

除采用必要的行政法律手段外
，
必须建立起全国范围的种苗信

息网络
，
并与全国林业信息系统网络相连接

，
为在大范围内实现总量控制

，
小范围内搞活打

下基础
。

信息化是一广泛的概念
，
它反映了一个国家

，
一个地区

，
一个部门的现代化管理水平，

信息化就是实现以物质生产为主向知识生产为主的转移， 信息化是管理现代化的前提， 信息

化必须以系统学和管理学为理论
，
计算机等为支持工具研建各种信息系统���

。

反映信息化程

度的指标国外现用有 �种方法阅
。

� 种苗信息化建设的基本思路和目标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种苗管理信息化提供的技术
、

方法和手段很多
，
但由于此项工作还处

于初级阶段
，
为了避免种苗信息系统的低水平重复

，
确定

、

基本思路为
�
首先建立项目领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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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
成立项 目开发协作组

，
采用全国范围统一领导

，
统一指挥

，
统一标准

，
协同攻关

。

第二

确定建设 目的
、

目标
、
原则和技术

，

制定阶段计划
。

第三开发顺序上先建立种苗管理信息系

统
，
分专题分任务开发

，
并采用抓中间�省级�带两头�国家级和省以下级�的策略

。

第四信息

交换手段上
，
采用单用户管理系统

，
磁盘报表

一
部省两级信息网络�一争各地局 域 网 络 的

程序
。

第五信息化程度上走单一种苗信息系统
一

综合系统
一

智能化信息系统
一

信息系

统群之路
。

因此确定种苗信息建设的目标为
� ���建立各级种苗管理信息系统

，
具有信 息 服

务
，
办公自动化

，
业务信息综合管理以及辅助规划

、

决策等功能
。

���建立部级�大域网�一
》

省�地�级
一

县级 �级计算机网络通讯系统
。

� 种苗信息系统研究范围及标准化数据指标体系的建立

种苗信息资源从广义来说包括种苗信息本身以及处理信息所用的组织
、

技术
、

设施
、

资

金
、

人员和其他支持性资源
，
而狭义的种苗信息资源应指种苗生产经营

、

科学研究过程的信息

量及信息流向
。

图 �反映了实体间信息资源的产生和流动
。

种苗信息系统质量高低取决于
�

���对种苗信息资源的开发程度� ���利用程度
，
即利用率

。

因此建立种苗信息系统基础也是

关键性的工作
，
就是确立有序的

、

可获得的
、

有用的信息化管理指标体系
，
并对其进行规范化

和标准化
，
即对数据类型

、

数量和作用范围等一系列间题进行确立
。

根据系统研究的范围和

应用目标
，

在实体关系分析研究的基础上
，
建立系统管理指标分类体系

。

本文只给出系统数

据指标高位分类体系前 �级和基因资源部分的全部级的示范指标�附表�
。

附表以种苗信息管

理的现状与发展为基础
，
经

“
全国种苗信息化建设会议

”
讨论后建立

。

每项数据在使用前应进

一步细化和标准化
。

规范化和标准化就是对数据指标体系中的数据名称进行确立
，
尤其是末

级的名称应符合国际和行业标准
，
并且确定数据的类型

、

长度
、

数值型的小数位以及流动的

频度和范围
。

目前良种
、

苗圃
、

采种基地的数据规范化和标准化初稿经各省市种苗管理人员

几次修改
，
并经

“
全国种苗信息化建设会议

”
审定

，
现已在良种管理信息系统

、

苗圃管理信息

系统和采种基地管理信息系统中投入试运行
。

� 种苗信息系统分类

根据种苗行业特征
，
按种苗信息系统指标特征进行分类较为合理

，
因此可分为结构化信

息系统
、

半结构化信息系统和非结构化信息系统
。

结构化指处理的数据以内部数据为主
，
以确定型

、

定量化识别为主
，
常用概率统计和运

筹学模型
，

决策结果较简单， 半结构化问题常为半确定型
，
较难定量化

，
而非结构化间题常

为不确定型
，
很难定量化

，
两者一般采用模糊性的探索模型和待研究

、

开发的灰色模型
，
决

策过程具有随机性
、

模糊性
、

动态性不叫乍重现性
。

其分类见图 �
。

� 种苗信息系统结构分析

综合考虑种苗系统的机构
、

职责和职能
，

种苗信息系统应是以横向为主体纵横给合的一

个系统
。

横向是在同一层的林业经济信息巾心制约下
，
适应种苗管理工作需要

，
�如勺信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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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丝、 尽策
、

计划一丫呻 流人对条一
一�

一
效

杆蔺情总一�
�

�一一一
�

茶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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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地地地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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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二

心心心心心心

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
种种种种种
基基基基基

地地地地地

苗苗苗苗苗苗苗

圃圃圃圃圃圃圃圃圃圃圃圃圃

政规法策计划

额销售利润一一成果数量等级

种站苗二县级种苗站

森林多效益

图 � 实体间关 系

���一 �������� ����� ��������

心的一个子系统
，
同时本身又根据需要分解成若干个子系统

。

主要有种苗资源数 据 库 子 系

统
，
种苗基地管理子系统

，
种苗经营子系统

，
种苗科研管理子系统及相关的劳动人事

、

物资
、

财务科研子系统
。

纵向根据管理体制及林业经济信息中心的纵向分解
，
分为宏观决策层一

国家级
，
中间控制层一

省�地
、

市�级
，
基层实施层

一
县�场�级 �个层次

。

每一层次管理

要求的数据指标量
、

信息量
、

决策模型和控制范围不尽相同
，

但管理内容和管理功能是基本

一致的�图 ��
，
都应具有数据录入

、
修改和维护

，
数据处理与加工

，
数据输出与服务

，
并可

归纳为两大部分
�

其一是种苗各种数据管理
，
包括基因资源

、

种苗基地
、

种苗经营和种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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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

数据指标分类休系

���� ��������������

续表

� 级 � 级

� 级
物资信息

人员概况
能源信息

信息交流

人员素质 环境信息

生活条件

部种苗站

特征参数

女性人数

男性人数

文化程度

技术职称

人均住房

人均收入

良 种 处

生产经营处

财 务 处

市场信息

物资输入

物资输出

能源艳入

能源翰出

信息输入

信息输出

国际市场

国内市场

省内市场

县内市场

末级

①一

用材林资源

树种

学名

类型

组织机构
省�市�种苗站

地县种苗站

综合管理科

检 验 科

种 子 科

经 营 科

育 苗 科

良 种 科

种苗生产科

种苗经营科

经济林资撅

良种基地

采种基地

苗 圃

经 营 科

生 产 科

绿化工程科

财 务 科

绿化防护林

资 源

引种资源

—种源资源 �

优良双亲家系 �

优 良单亲家系 �

优树资源
�

优良无性系

引种资源

优良双亲家系

优良单亲家系

优树资源

优良无性系

防风固沙树种资沮

沿海防护树种资源

四旁绿化树种资想

良种资想

研等数据的管理 ， 其二是以种苗信息为基础

通过模型驱动帮助制定计划
，
规 划 种 苗 基

地
，
达到优化之 目的

。

种苗管理信息系统的

层次与范围见图 �
。

种苗资源 普种资源

苗木资源

环境信息 经济信息

墓因资源①
良种基地

良种审定

良种科研

采种区域

采种基地

种子检验

种子贮存

苗 困

苗木规范
，
标准

多种经营

国 民经济收入

国 民经济支出

� 开发的策略性原则

�
�

� 先进性与实用性相结合

一方面尽可能引入新的技术与方法使种

苗管理信息系统具有先进性� 同时以现行技

术与方法为基础
，
以满足现行决策

、

管理与

运行中所需信息为前提
，
将现实数据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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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数据处理系统�����‘ 一基因资源系统

一基本功能系统一�一管理信息系统�����一

一良种���

一种子���

一苗圃���

决策支持与专家系统��������‘ 一

一种苗病虫害������

一种子园������

一种苗评价��

一育种中心������

办公 自动化系统����，一种苗站管理系统
尸计算机辅助计算‘ 一育种试验分析软件包

一
�﹂

一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一

一计算机辅助设计‘ 一
一区地域规划系统

一种子园设计系统

一育种中心设计系统

匕计算机辅助测试、 一种苗质量分析系统

一噜附
�

淇恤晦嘿津

一计算机实时控制系统，一�
一苗圃气象因子监测系统

一种子贮藏室温湿度监测系统

一综合信息系统，一种苗战略信息系统

图 � 种苗信
�

息系统按技术特征分类

���
�

� ����，��������� ��� ���� ��� �������� ����������� ������ ���������

�� ������������������������

管理内容 指标量 控制范围

高层 一 一 一 一国家级

中层 一

基层一
扮扮扮 一 一 省 �市�级

一 县 �场�级

图 � 不同层次控制的异 同

���
�

� ���������������� �� ������� ������

处理相结合
，
提供比现阶段更科学

、
综合与适时的信息

。

�
�

� 综合分析与分散开发相结合

在全国成立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和开发技术协作组
，
对种苗信息管理的现状进行综合分

析
，
并提出信息管理的新技术

、
方法与手段

。

凭着抓重点和循序渐进的开发策略
，
首先抓良

种
、
苗圃和采种基地 �个专题

，
相应成立 �个开发小组

。

�
�

� 比较分析性研究与动态性研究相结合

比较分析法是根据国内外相关行业开发
“
系统

”
的经验

，
分析种苗行业业务种类

、

性质
、

特点及量上的差别
，
了解

“
系统

”
的功能与使用效果

、

效益
，
找出与种苗行业在总体上或某一

方面 比较接近的例子作为参考系
，
如

“
国家农业种质资源数据库系统

” ��一 “ �， “
森林资源管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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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经济信息中心

毛 毛 宏观决策层 一

匣巫夔三亚牢画
其 中伪胜制层

他

基层实施层

种苗经营统系研种苗科管理系统种苗基地理管系统基因资源理管系统

���苗 圃��母树林���

���种子园��采种基地���

区区夔困 �采穗司司

图 � 种苗管理信
�

忽系统的层次与范围

�馆
�

� �������� ������������� ��� �������� ������������������� �����爪

息系统
”
���等

。

由于系统 发 展具有动态性
，
对参考系统的动态变化以及本系统的发展有足够

的考虑
，
种苗信息系统应留有接口

，
便于修改和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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