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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蔗区甘蔗栽培专家系统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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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云南蔗区的自然生产条件, 总结甘蔗栽培专家的思路, 以甘蔗高产高糖高效为目标, 采用D ET 1. 1 农

业专家系统开发工具, 以栽培管理模式、病虫害防治技术数据库为外接口, 研究开发了集甘蔗高产栽培、田间管理、

病虫害诊断防治、甘蔗生产全年管理工作历等为一体、文字与图片、影像等多媒体形式与用户交互的甘蔗栽培专家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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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是我国重要的甘蔗产区, 年种植甘蔗面积

25 余万 hm 2, 多年来, 由于蔗区分散、科技落后, 甘

蔗单产低而不稳。为尽快推广应用甘蔗科学栽培技

术, 提高边疆少数民族的科技水平, 我们在深入调查

边疆人民植蔗生产基本情况和系统整理甘蔗科学栽

培技术, 总结甘蔗栽培专家高产经验的基础上, 运用

D ET 1. 1 农业专家系统开发工具, 研制出了甘蔗智

能栽培专家系统, 以供各地推广应用。

1　专家系统开发工具简介

1. 1　专业系统工具

D ET 1. 1 专家系统开发工具; 编译运行环境:

W indow s 操 作 系 统, 内 存 8M B 以 上; 数 据 库

Foxbase 2. 0。

1. 2　基本功能

D ET 1. 1 专家系统开发工具是一个建造专家

系统应用程序的软件工具平台, 它采用A gen t 技术

基于模型知识表示和案例推理的方法, 把多种编辑

器下写好的专业领域知识转变成计算机应用软件,

模拟专家思维过程, 提出专家咨询意见。该工具不仅

能处理专家经验、数学模型、数据等、还能提供多媒

体文件、DBF 格式文件、EXE 格式文件等多种接口,

供专业技术人员开发出多媒体系统和多种数据通道

的专家系统应用软件。

2　甘蔗栽培专家系统研究

2. 1　甘蔗专家高产栽培基本思路

人工智能专家系统实质就是应用计算机技术模

仿专家思路处理问题。各种农作物要求的自然气候

条件和生产技术措施不一样, 其相应的栽培对策就

有所区别, 通过对甘蔗专家高产栽培思路的研究分

析, 得到了甘蔗高产栽培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对策依

据, 即栽培类型、种植海拔、栽培制度、蔗区类型、土

壤肥力等 5 个因素, 并研究了相应技术方案。

2. 2　专家系统设计思路

2. 2. 1　设计要求

根据各地用户种植蔗区自然气候和生产条件,

提供针对性的专家栽培和管理方案, 内容包括甘蔗

高产栽培、各生育期管理、病虫诊断防治等, 实现甘

蔗高产高糖高效。

2. 2. 2　运行目标

高产栽培技术方案咨询, 用户通过系统提示选

择提供蔗区海拔、蔗田类型、土壤肥力、种植时期等

内容, 通过系统推理, 应获得推荐栽培品种和相应丰

产技术方案, 方案包括: 下种时间、下种量、种植行

距、种植技术、施肥量和方法、管理要求等基本内容,

并能获得与目标产量相近的实际生产运用效果。

生育期管理咨询: 满足甘蔗苗期、生长期、成熟

期的管理需要, 用户根据系统提示确认选择蔗田类

型和管理时期后, 专家系统应能对不同生育期的管

理进行指导。

病虫害防治咨询: 能进行常见病虫害的诊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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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 用户根据系统提示, 确认病虫害发生部位, 发

生时期, 发生基本症状, 并对照相应图片应可获知发

生病虫害名称及相应的防治方案。

2. 3　专家系统设计方案

云南省甘蔗栽培专家系统设计方案如图 1。

图 1　专家系统设计结构

F ig. 1　Structu re of expert system

2. 4　专家系统实现

2. 4. 1　栽培技术方案的实现

由于甘蔗栽培技术大部分是技术性和经验性的

知识, 所以在甘蔗专家系统研制中, 采用 Foxbase 将

不同生态环境、不同生产条件的栽培管理模式编入

数据库, 新植甘蔗数据库名: YN GZ1. BD F, 宿根甘

蔗管理数据库名: YN GZ2. BD F。运用数据库的形

式, 根据甘蔗专家的思维方式, 从品种选择、下种量、

行距、栽培方法、施肥、管理等方面总结出了适宜不

同自然气候、不同生产条件、不同种植制度的 36 套

新植甘蔗高产栽培技术方案和 12 套宿根甘蔗管理

方案的数据库模式, 采用D ET 开发工具, 在咨询系

统中运用产生式推理规则, 通过对简单问题提示的

不断筛选, 逐步缩小搜索空间, 最终寻找适宜的栽培

管理技术方案。

为使系统能根据菜单提示选择后得到相应的栽

培管理模式, 数据库各模式记录采用了相应的代码,

并在模式选择推理程序中分别应用B、C、D、E 代表

不同的选择类型, 用户选择后即可调出对应的栽培

模式。

2. 4. 2　田间管理方案的实现

田间管理方案以水浇地和旱地两大类型为主,

设置相应模块和提示语句进行实现。主要规则:

M A IN { IF 田间管理=“苗期管理咨询”TH EN {苗期

管理咨询 ( ) ; }; IF 田间管理=“生长期管理咨询”

TH EN {生长期管理咨询 () ; }; ⋯⋯。

M OD E 苗期管理咨询 () { IF 种植甘蔗的土地=“水

浇地”TH EN {水苗期咨询 () ; }; ⋯⋯。 IF 种植甘蔗

的土地=“旱地”TH EN {旱苗期咨询 () ; }; ⋯⋯。

2. 4. 3　病虫害诊断与防治实现

病虫害防治通过数据库接口选择进行实现, 病

虫害诊断则通过发生部位和症状菜单提示选择进行

实现。主要规则:

M ENU

病虫害防治咨询= (病虫害防治, 病虫害诊断) ,

病虫害诊断= (病害?, 虫害?) ,

病虫害症状= (“苗期为生长点造成枯心苗

@CB 14. BM P”,“生长中后期钻食蔗茎, 造成螟害节

@CB 14. BM P”, ⋯⋯⋯)

M OD E 病虫害防治 () {

handle= DB _ U SE (“gzzb. dbf”) ;

DB _ BROW (handle,“病害名称”) ;

X4= DB _ IT EM (handle,“病害名称”) ;

IF X4=“螟虫”TH EN {螟虫 () ; }; IF X4=“绵

蚜”TH EN {绵蚜 ( ) ; }; IF X4=“蓟马”TH EN {蓟马

() ; };

IF X4=“粉介壳虫”TH EN {粉介 () ; }; IF X4=

“金龟子”TH EN {蔗龟 ( ) ; }; IF X4 =“蔗头象虫”

TH EN {象虫 () ; }; ⋯⋯}

M OD E 病虫害诊断 () {

IF 病虫害诊断=“病害?”TH EN {病害 () ; };

IF 病虫害诊断=“虫害?”TH EN {虫害 () ; }; }

M OD E 病害 () {

IF 病害症状=“蔗桩或蔗种切面变红有菠萝香

味@CB 1. BM P”TH EN {凤梨病 () ; };

IF 病害症状= “梢头长有黑鞭@CB 2. BM P

“TH EN {黑穗病 () ; }; ⋯⋯}

M OD E 虫害 () {

IF 病害症状= “苗期为生长点造成枯心苗

@CB 14. BM P”TH EN {螟虫 () ; };

IF 病虫害症状=“生长中后期钻食蔗茎, 造成

螟害节@CB 14. BM P”TH EN {螟虫 () ; }; ⋯⋯}

961　第 4 期 张跃彬等: 云南蔗区甘蔗栽培专家系统的设计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2. 4. 4　多媒体实现

为给用户提供一个良好的咨询环境, 实现系统

的即查即学即用, 系统从甘蔗的整地、植蔗沟开挖、

品种选择、栽培技术、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收获等

收集整理了技术录相和图片资料, 进行合并、剪接,

从M PG 影像文件转制成W indow s 下的标准AV I

文件, 在 20 多个重要的栽培技术咨询模块设置了

60 余张图像资料, 16 段像影资料, 供用户咨询时观

看, 提高了系统的可视水平。

3　系统运行

程序在编译生成环境中编译完成后, 直接从〈编

译〉〈运行〉中进入或在W indow s 桌面上用鼠标双击

〈程序〉、〈开发工具 (D ET 1. 1)、装入甘蔗专家系统

知识库,〈运行〉。

运行实例: 某农户蔗地海拔为 1 200 m , 有水灌

溉, 正常年景甘蔗亩产为 6 t, 本季欲种植秋植甘蔗,

请问可以达到的产量指标, 栽培措施如何?

根据您的蔗区类型及土地特点, 您的亩产量可

达 9 t 左右

专家推荐方案

栽培品种: 桂糖 11 号, 12 号, 福引 79ö 8, 闽糖

69ö 421 等大茎高产品种。

下种时间: 9 月上中旬前后; 下种量: 7500 芽。

种植行距: 95～ 100 cm。

种植技术: 认真开挖排灌沟, 把握种植节令, 种

苗砍后日晒 5～ 7 d, 下种后浅覆土, 采用土壤处理型

除草剂喷施。

施肥: 底肥施纯氮量为 8 kg; 底肥施有效磷量

为 5 kg; 底肥施有效钾量为 5 kg; 攻茎肥施纯氮量

为 16 kg; 攻茎肥施有效磷量为 5 kg。

管理要求: 11 月中下旬亩施 10～ 15 kg 尿素作

过冬保暖肥, 小培土, 开春注意防治甘蔗绵蚜, 次年

5 月底重施攻茎肥。

4　结　语

1) 作为一个省级的甘蔗栽培专家系统, 在开发

过程中, 系统始终密切联系当地自然生产条件, 实现

了专家系统的地域化, 此外, 系统还注意收集了近年

来全国试验示范推广的一批甘蔗新品种、新技术, 使

系统成为一个推广新技术的重要工具。

2) 由于专家系统栽培模式技术推广面大, 各蔗

区自然生产条件有较大差别, 数据库中模式不一定

能完全满足推广应用需要, 所以在推广应用过程, 应

不断总结栽培技术经验, 对知识进行修改、补充和完

善, 将获取知识贯穿于设计、维护的全过程, 才能保

证系统有较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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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sign and Rea l iza tion of Sugarcane Cultiva tion In tell igen t Expert System
Zha ng Yue b in, W a ng B in, L iu S ha ochun

(S ug arcane R esearch Insititu te, Y unnan A cad em y of A g ricu ltu ra l S ciences, K aiy uan, Y unnan 661600, Ch ina)

Abstract: T h is research, acco rd ing to the na tu ra l condit ion of sugarcane areas in Yunnan P rovince,

concludes the know ledge of sugarcane cu lt iva t ion techno logy as foundat ion, and the D ET 1. 1 w as u sed as

develop ing too ls to com b ine each situa t ion, sugarcane variet ies, p ropagat ion, fert ilizer, ro ta t ion, etc as

m ain m odu le, by m ean s of let ter, p ictu res, and m ovies to in teract w ith u ser. T he Yunnan sugarcane

cu lt iva t ion in telligen t expert system w as developed.

Key words: sugarcane; cu lt iva t ion; expert system ; m odu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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