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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全国林木种苗信息化建设的基本模式 ,以及林木良种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和强化林木良种工作管理的迫切性 ,对林木良种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进行了研究 ,包

括管理系统的层次结构、开发方法与技术、数据流程、软件具有的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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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需求分析

种苗信息化建设是通过研建各种用于种苗管理的信息系统来实现的 [ 1 ]。良种工作是整个

种苗工作的基础 ,林木良种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非常明显。据我国一些林木的子代测定试验

结果表明 ,良种的遗传增益:母树林一般在 5%左右 ,种子园一般在 10% ～ 20% ,优良种源在

40%以上 ,优良无性系则高达 1. 6倍 [2 ]。实践证明 ,开展林木良种繁育 ,应用良种造林 ,是促进

林木速生丰产优质的内因 ,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质量的一项有效措施。多年的良种工作从国

家林业部到省种苗站乃至良种基地 ,都保存有大量的良种工作资料 ,如基因资源、良种科研和

良种基地建设等方面的资料都非常丰富 ,但随着量的增加会产生重复建档或漏建 ,造成资料丢

失和管理上的混乱。为了减少或避免混乱 ,其主要途径就是引入现代化的管理技术和方法 ,建

立面向管理的“林木良种管理信息系统” (简称 TBIV -M IS)。为有效地建立此系统 ,将良种行业

活动分成相对的 4个系统来研究 ,即现实系统、数据系统、模型系统与软件系统。 4个系统之间

相互联系 ,互不可分。把现行系统转化为新系统——林木良种管理信息系统的条件主要有 3个

方面:①确立数据采集方法和数据规范化标准化指标系统。这是建立有效系统的基础 ,也是关

键性的工作。 规范化即确定管理与控制的数据项目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 标准化即对数据

的类型、长度、有效范围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确定。②选择合理的数学模型和科学规划方法 ,建立

决策模型。③建立计算机软件系统和一支懂现代化管理的高素质人员队伍。



2　 TBIV- M IS的管理功能的层次结构

遵循宏观管理有计划 ,微观放开搞活的原则 , TBIV-M IS分成 3个层次:宏观决策层——

国家级 ;中间控制层——省 (地、市 )级 ;基层实施层——县 (场 )级。每一层次管理要求的标准化

数据指标量、信息量、决策模型和控制范围不尽相同 ,但管理范围和管理功能是基本一致的。大

致分为 2个部分:①良种数据管理 ,包括基因资源管理 ,良种基地管理 ,良种经营管理 ,良种科

研管理 ,辅助数据管理。②良种经营的辅助决策 ,帮助良种经营者制定计划 ,规划良种基地 ,达

到优化经营之目的。前者是由数据驱动的 ,后者是由模型驱动的。 目前已经制定了省 (地、市 )

级林木良种信息规范 (略 ) ,对国家级良种信息规范可在省 (市 )“规范”基础上适当减少指标量 ,

并增加归口统计编号。基地信息规范对良种基地建设、良种经营和科学研究应进一步细化。如

种子园有多少个大区 ,多少个小区 ,每小区多少无性系 ,每个无性系的来源地 ,来源地编号 ,现

行编号 ,何时定砧 ,何时嫁接 ,每年施肥次数 ,施肥量 ,花粉管理情况 ,采用数量和质量 ,病虫害

危害时间、程度以及防治措施等。所以对国家级、良种基地与省级相比就管理的数据而言主要

是数据库的增加与减少 ,数据项的增加与减少。由于管理层次的不同 ,选用的模型不尽相同 ,又

由于数据结构不同 ,可构建统计模型、模拟模型、优化模型和提案模型等 ,而在计算机中的存贮

与表示形式主要采用数据模型 ,即把模型当作数据来存取。

3　 TBIV-M IS开发方法与技术

信息系统的研究过程实质上是一项工程开发过程。TBIV-M IS采用快速原型法 ,即将系统

调查、系统分析和系统设计 3个阶段融为一体 ,软件人员根据对用户需要的理解 ,给出一个初

步的目标系统原型 ,用户能看到将来系统实现后的基本面目 ,与软件设计人员一起对原型进行

评价与修改 ,自始自终体现出共同开发。这就提供了“学习”的机制 ,并极大地调动了用户的积

极性。 软件系统数据管理部分采用 FOXPRO环境编程 ,并适当引入 DSS, GIS技术及开发工

具。开发过程中原型法作为整体思路 ,并努力遵循基于原系统又高于原系统的开发原则与简化

“自顶向下”设计与“自底向上”开发相结合的原则。从全国来看 ,我们采取“抓中间带两头”的策

略。

4　“系统”数据流程图

TBIV-M IS的数据流反映了良种数据来源 ,标准化处理 ,在计算机系统中经过存贮、传输 ,

并进行各种不同加工后 ,输出用户需要的结果的全过程。图 1是 TBIV-M IS广义数据流程图。

从图中可见 , TBIV-M IS并不等价于计算机系统。 TBIV-M IS除计算机系统外 ,还包括各种数

据采集、整理和更新 ,同时还包括计算机输出结果的应用以及应用范围和应用价值的确定。

97　 1期　　　　　　　　　　方陆明等: 林木良种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



　

远程
用户

本地
用户

图形打印

图形显示

报表打印

报表显示

磁盘文件

DSS, ES
技
术

模型
库群模型生成

模
型
准
备

多 元
统 计
运筹学

学术刊物

专 著

数据库生成

数据库整编

检索查询

分类统计

统计分析

效益评估

计划制定

基地规划

MIS
技
术

属性
数据
库群

数据录
入数据采集

基 地
科研院所

良种经
营信息

省种苗站

基 地

省种苗站

良种科
研信息

良种基
地建设
信 息

基 地

基 地
省种苗站

基因资
源信息

辅助

信息

省林业厅

省统计局

省种苗站

基 地

GIS
技
术

图形
数据
库

图形数
字化

图形数字
化准备

基 地
基地
地形图

基地
分布图

省种苗站

图 1　 TBIV-M IS广义数据流程图
Fig. 1　 Gen eral d ata f low chart for TBIV-M IS

5　 TBIV-M IS功能与特点

系统功能主要根据良种行业处理各种事务的内容、要求和过程等来确定 ,应该具有数据输

入、数据处理、模型应用、数据输出、数据广域传输和产品介绍 (把种苗作为产品看待 )等功能。

图 2为 TBIV-M IS功能结构图。

①数据库生成 ,用于建立、修改和显示数据库。②检索查询 ,包括单指标查询和多指标综合

查询 ,如单指标查 (树种= “杉木” ) ,多指标 (树种= “杉木” . and.海拔 < 800)。查询结果可显

示、打印和形成文件 ,以便进一步分析和远程传输。 ③分类统计 ,分一维分类统计、二维分类统

计与特殊分类统计。④统计分析 ,包括单项目和多项目数值型字段按特定条件进行数值和的统

计以及对统计结果作各种常规的分析。⑤数据库的整编 ,用来群内多数据库按条件或无条件进

行项目 (字段 )的横向连接 ,也可把一数据库分成几个数据库 ,以满足各种数据处理和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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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⑥模型应用 ,包括模型建立、评价、预测、规划和决策 ,体现了对数据综合应用与有效分

析的过程。⑦数据远程传输通过上 Internet实现数据的远程传输以及在 Homepage上设产品

广告栏 ,以便实现数据的充分有效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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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TBIV-M IS广义功能结构图
Fig. 2　 General function s tructure for TBIV -MIS

6　结论与论讨

6. 1　 TBIV-M IS软件 ,主要面向省 (市 )级 ,也适用于部级 (国家级 )和基地 ,但各级控制要求不

同。部分软件已在全国各省 (市 )种苗站及浙江省主要良种基地使用。

6. 2　研建行业信息系统应从建立行业标准化指标体系等基础工作着手 ,注重实际效果。

6. 3　 TBIV-M IS是一个较复杂的系统 ,通过分析良种管理的特点 ,实现数据“群化”管理 ,使问

题得以简化 ,同时采用菜单内容与程序分离设计法 ,增强了系统的相对稳定性。

6. 4　 TBIV -M IS研究表明:方法实用 ,操作简便 ,界面良好 ,容易理解 ,用语通俗 ,是吸引用户

的关键。上 Internet是提高自我形象 ,让世界了解你 ,你更好地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

6. 5　引用 DSS, GIS及多媒体技术 ,分专题开发良种基地、种子园管理、病虫预防等决策支持

系统和专家系统。

6. 6　研建良种管理信息系统有 4条策略性原则: ①“市场导向”原则 ,②“效益中心”原则 ,③

“领导和用户”高度参与原则 ,④确定目标集中培训与分专题开发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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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届全国林业高校科研管理研讨会在我院召开

第 10届全国林业高校科研管理研讨会于 1997年 11月 20～ 24日在浙江林学院召开。 来

自全国 10所林业高校的科研处长、科研管理人员共 24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浙江省教委科研师

资处副处长赵章仁同志 ,浙江林学院田荆祥院长、许绍远副院长到会并讲话。

会议共收到科研管理论文 20篇。代表们互相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讨论。与会领导和专家

还参观了我院林学系、园林系、林工系的教研室和标本室 ,并考察了千岛湖国家森林公园。

(凌申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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