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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国有林场信息化建设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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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管理学理论 , 信息系统的研建思路 , 在吸取各行业信息化建设优点的

基础上 , 基于我国南方国有林场的现状与特点 , 并选择浙江省庆元林场作为实验基

地 , 对信息化建设问题作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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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义与内容

80年代尤其是 90年代 , 我国国有林场为了适应林业信息化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陆

续配备了计算机 , 并采用合作、 引进和自行开发等多种方式研制各种信息系统 , 有不少好的

经验 ,如森林资源管理系统 [ 1] ,经营型国有林场计算机管理应用技术的研究与实施 [2 ] ,洪雅县

林场信息化建设的研建与实施 [3 ] ,对强化林业生产、经营和管理 ,对林业信息化建设起到了一

定的促进作用。但不少研究与应用存在着一些问题。表现在: ①研制的信息系统大而全 , 往

往是偏面追求技术上先进性 , 而忽视实用性与推广环节。②人员培训环节薄弱 , 应用人员缺

乏 , 加之市场经济条件下 , 人员流动频繁 , 工作延续性差 , 不少系统处于夭折。 ③应用、 开

发和维护人员分离 , 致使系统维护困难 , 环节薄弱 , 缺少生命力。

基于上述原因及南方经营型林场的特点 , 我们对浙江省庆元林场、长乐林场、 开化林场、

灵峰寺林场和建德林场等作了调查 , 并在吸收已有科学理论与先进经验基础上 , 对庆元林场

信息化建设作了实用性的探讨。

2　庆元林场基本情况

庆元林场是建于 1957年的老场 , 有经营面积 5 386 hm2 , 其中用材林 4 747 hm2 , 森林蓄

积 55万 m
3。职工中大中专毕业生比例较高 , 整体素质较好 , 易于接收新思想和新观念。他们

在庆元林业系统中率先引进和应用 “林木良种管理信息系统” ,并以此为起点带动庆元县林业



系统的信息化建设。

3　信息化建设的基本思路

信息化是通过研建各种信息系统来实现的。整个建设过程都离不开人的积极主动参与 ,不

断地为信息系统注入新的血液。因此庆元林场信息化建设总的指导思想是从基础和简单做起 ,

紧紧抓住信息系统研制开发与人员培养 2个环节 , 把开发产品与人员素质培养有机地结合在

一起 , 为系统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信息系统研制与开发采用快速原型 , 即收集需

求→快速设计→建立原型→评审和修改需求→开发产品 ,并注重理论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 ,

理论分析与原型试验相结合 , 达到投资少见效快的目的。如图 1所示。

图 1　信息化建设的 2个重要环节
Fig. 1　 Tw o lin ks for information bui lding

4　林场信息化建设总体设计

4. 1　依据

林场信息系统总体设计在遵循信息管理学、 系统学的方法及规则的基础上 , 以下列资料

或信息为依据: ①森林资源档案管理规则 ; ②档案管理标准与规范 ; ③森林经营方案 ; ④现

有的林场管理信息系统与森林资源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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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原则

林场信息系统总体设计的原则是: ①系统性。 林场信息化建设是整个林业信息化建设的

一部分 , 同时又是当地县 (市 )信息化建设的一部分 , 因此必须系统考虑与周围及上下之间的

关系 , 确定信息的流向。②演变性。 林场的信息化建设力求使场内的各种信息综合化 , 尽可

能实行统一管理信息资源 , 并进行综合的数据分析与处理。 ③实用性。 这是信息化建设能否

向前推进的基础 , 因此必须以现行技术与方法为基础 , 将现实数据与科学处理有机结合 , 提

供方便实用比现阶段更科学、 综合和适时的信息。④经济性。信息化建设应从本场实际出发 ,

先易后难 , 先基础后发展 , 力求低投入高产出。⑤动态性。 信息化建设的方案不能一锤定终

生 , 要有利于修改与补充 , 使得信息化建设逐步向前推进。 ⑥先进性。 在实用的同时 , 要尽

量考虑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引进与使用。

4. 3　信息流向分析

林场是一个实体 , 林场的信息化建设是整个林业信息化建设的基础 , 是当地信息化建设

的组成部分。 林场的信息在本系统内部及系统外部都需交换 , 形成比较复杂的信息流。其关

系如图 2所示。

图 2　林场内外信息交换
Fig. 2　 Information in terchange for fo res t farm

4. 4　信息需求分析

信息需求是信息系统研建的前提 , 也是系统运行的归宿。因此研建林场各种信息系统时

必须对需求的各种数据的产生、 处理、 流向和流量用相应的图文表示 , 提出系统及各子系统

的逻辑结构。 林场管理系统广义数据流程可用图 3表示。

4. 5　信息系统功能分析

信息系统功能体现 “系统” 理论模型向现实模型转化 , 体现了林场管理信息系统的客观

要求 , 是达到要求和实现目标的具体反映。在 “系统” 分析与开发过程中 , 我们把其分成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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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林场管理信息系统广义数据流程图
Fig. 3　 General data f low chart of forest farm manag ement s ystem

规功能与提高功能 2部分。 常规功能包括: 数据采集、 数据修改、 数据查询、 数据统计和报

表输出等。提高功能包括模型库建立 , 图形库建立 , 数据更新和模型更新等 (见图 4)。下面就

森林资源管理系统的部分功能作展开 (图 5)和说明。

图 4　林场管理信息系统构成及功能
Fig. 4　 St ructure and funct ion of for fores t farm managemen t information s 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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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1　森林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功能结构

图 5　森林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功能
Fig. 5　 Function of fo rest res ource managemen t information sys tem

4. 5. 2　森林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功能说明　森林资源管理信息系统目前已开发且比较成熟的

是数据处理子系统 , 采用 Foxpro软件环境编程。系统主要有五大模块: 系统设置 , 主要完成

系统的一些参数的初始化 ; 数据录入 ,完成小班调查卡数据录入、校验及小班数据的修改 ; 报

表统计 , 完成指定单位五大表的统计 ; 小班打印 , 实现封面统计输出以及林区一级小班状况

的输出 ; 报表打印 , 实现五大表的打印输出。

5　实施过程

在进行全面分析与设计基础上 , 制定了面向实际的工作程序 , 遵循从简单做起 , 把软件

系统运行与人员培训有机结合起来 , 每走一步都看到一步的效益 , 使 “系统” 一开始就具体

有强大的生命力。

5. 1　首先研制工资管理系统与收发文件管理系统。在这 2个系统运行的同时 ,对档案管理人

员与财会人员进行计算机使用的简单培训 ,使其能较好地使用这 2个系统 ,从中得到益处 ,进

一步提高信心 , 也使领导看到好处 , 使系统的进一步发展有了物质、 精神基础。

5. 2　建立森林资源档案管理系统。第 1步实现常规功能 , 把全场小班卡片输入计算机 , 并能

进行数据的修改、 查询和常规工作 , 经过统计输出五大表。 第 2步实现数据更新 , 使森林资

源管理上升为动态管理。

5. 3　在上述系统进入正常运行轨道后 , 对全体干部和技术工人进行计算机应用的初级培训 ,

使大家掌握计算机的基本操作和已运行系统的使用 , 并举行讨论 , 请大家献计献策 , 进一步

完善新系统。

5. 4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着手生产经营管理系统和财务全面电算化的实施。生产技术人员根据

296　　　　　　　　　　　　　　　浙 江 林 学 院 学 报　　　　　　　　　　　　　　　 14卷



原有手工管理的方法 , 逐步转化为计算机管理 , 必须始终贯穿着参与意识 , 积极主动提出想

法和建议。

5. 5　有了一定经验和主动意识后 , 逐步建立图形库和模型库 , 进行多种地理信息管理 , 并对

森林资源及全场经营情况和收入产出作预估。

6　体会

6. 1　林场信息化建设是林场管理工作不可缺少的部分。全体干部职工积极参与是信息化建设

得以进行的基本保证。

6. 2　信息化建设应从基础做起 , 强调为生产和经营服务 , 每走一步都有效益 , 使 “系统” 建

设成为全体干部职工的事业。

6. 3　抓好系统建设与人员培训 2个环节 , 给系统不断注入新的血液。

6. 4　做好信息系统中数据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工作 , 为信息电子传输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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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 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info rmation system, this paper ,

taking Qingyuan Forest Farm o f Zhejiang as an example, analyses the status-quo and cha rac-

teristics of state-ow ned fo rest fa rm s in southern China, and discusses the problems of info r-

ma tion const ruction as w 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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