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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专家系统是一种提供各种农业问题决策尧 咨询服
务的实用软件系统袁 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科技人员短缺
的问题遥农业专家系统不仅可以保存尧传播各类农业信息和
农业知识袁 而且能把分散的尧 局部的单项农业技术集成起
来袁经过智能化的信息处理袁针对不同的土壤和气候等环境
条件袁给出系统性和应变性强的各类农业问题的解决方案袁
为农业生产全过程提供高水平的服务遥 利用该系统指导农
业生产袁可以提高农民和农村干部科技文化素质遥通过信息
技术加工处理将农业生产尧科技尧经济信息袁农业专家系统
可以帮助生产者尧管理者因地制宜作出决策袁提高科学管理
水平袁改变基层领导者决策的盲目性和主观性袁促进农业生
产的发展遥

农业专家系统包括知识库尧数据库尧模型库尧推理机尧知识
库管理系统尧解释器尧用户界面 7个部分袁基本结构见图 l遥

其中袁 知识库和推理机是农业专家系统最核心的部
分袁这是任何一个农业专家系统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遥知
识库直接影响农业专家系统质量及可信度曰 推理机是农业
专家系统的运行动力遥 知识库管理系统是对知识库中知识
进行检查和检索袁 然后把推理过程中使用知识的实际情况
显示出来袁这是数据库管理系统中所没有的遥知识获取是农
业专家系统开发过程中的瓶颈袁其主要任务是完成知识的
收集与整理遥 解释器面向用户袁特别是专家用户袁它解释推
理的结果和在推理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遥

农业专家系统的研发是 20世纪 70年代末期从美国开
始的袁现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袁并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
视遥我国早在 1983年就开始研制并建成了第 1个专家系统
野 砂姜黑土小麦施肥专家咨询系统冶遥目前袁全世界都重视以
计算机和通信为核心的新技术对农业持续发展的作用遥 通
过知识工程的技术手段袁 获取农业专家知识与经验袁构造
专家系统袁用于解决生产中疑难问题袁再附之 3s技术袁通过
网络袁产生巨大生产效益遥 农业专家系统有以下发展趋势院
1 专家系统将与其他单项技术集成

综合开发农业信息资源将成为持续农业发展的迫切要

求袁然而单项技术远远不能完成这一目标遥随着计算机辅助
决策技术要要要数据库管理系统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袁DBMS)尧 专家系统 尧 管理信息系统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袁MIS)尧 决策支持系统以及 3 S (遥感系统
RS尧地理信息系统 GIS和全球定位系统 GPS)等单项技术在
农业领域应用的日渐成熟袁 专家系统与各项信息技术的组
合与集成将成为专家系统的总发展趋势遥
2 专家系统的服务将面向基层生产部门和农户

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大大提高国民科技文化水平遥 专家
的知识将不再拘泥于理论研究上袁 而是通过各领域专家系
统传输到相应生产部门和农户手中袁使之源于生产袁服务于
生产袁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和完善袁进而推动专家系统
向更精确尧更完备的方向发展遥
3 商品型专家系统与公益型专家系统相结合

从市场角度分析袁 任何软件都可分为商品软件和公益
软件 2种类型袁专家系统也不例外遥商品型专家系统与公益
型专家系统相结合袁将更有利于农业专家系统的发展遥
4 综合型专家系统与专业型专家系统相结合

综合型专家系统包括内容不止 1个袁 如管理型专家系
统遥 专业型专家系统指从单一措施出发的针对某类主体的
某一方面而言的袁如诊断型专家系统遥今后的专家系统将以
两者互为补充的方式服务于生产实践遥
5 系统界面友好程度将继续提高

所谓界面友好是指系统易于被用户所使用遥 随着
Windows图形界面技术的成熟以及可视化编程语言的不断
出现袁专家系统的界面友好程度将会有质的飞跃遥
6 Internet技术和 CD蛳ROM研究

CD蛳ROM也称只读光盘袁 容量可达 650 MB袁 能存储文
本尧图像尧声音和视频等多媒体信息袁其优点在于容量大尧牢
固尧可靠尧安全尧费用低袁可以用于存储稳定的专家信息系
统袁以供用户重复查询和野外使用遥 该 CD蛳ROM的缺点在于
不能大范围快速传递及更新信息袁 其维护与更新较难袁而
Internet恰恰克服了这些缺点遥 使用先进的客户机/服务器
渊 Client/Server袁C/S冤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遥在 C/S结构中有传
统的 2层结构和新型的 3层结构之分遥 目前最流行的多层
模式是 3层结构袁其处理流程可表示为院3层网络计算模式=
多浏览器+单 Web服务器+多数据服务器+动态计算遥 3层
结构的应用软件模型可表示为院

用户界面

自定义协议应用逻辑 SQL语言数据库
客户机 应用服务器 数据库服务器

在这 3层结构中袁应用逻辑程序已从客户机上分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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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业专家系统主要具有 7个方面的发展趋势袁尤其是与网络技术的充分融合及其开发工具的研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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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农业专家系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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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袁 不但作为一个应用服务器袁 而且成为一个浏览的Web
服务器遥 这是一种野 瘦客户机渊 Thin client冤冶网络结构模式袁
客户端只存在界面显示程序袁 只需在服务器端随机增加应
用服务袁即可满足系统的需要遥它可以用较少的资源建立具
有很强伸缩性的系统袁这也是当前 Internet上最先进的技术
之一遥根据目前我国农业网站农业专家系统统计情况袁只有
极少数农业网站采用 3层 C/S结构袁 如中科院合肥智能所
的雄风专家系统渊 http://www.zeefoo.com冤尧兴农网渊 http://www.
sinnon.com冤等袁均可在 WEB界面上实现推理过程遥
7 多功能尧高效的专家系统开发工具壳的研制开发

目前袁 成熟的专家系统开发工具壳极少袁而且价格昂
贵袁如 Paid 3.0尧中科院合肥智能所的野 智能化农业信息处理

系统开发平台冶等遥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袁出现了以 Jave为
核心技术的专家系统开发工具袁 由美国 Sandia实验室推出
的专家系统外壳 Jess渊 Java expert system shell冤就是其中一个
出色代表遥 它将专家系统的开发过程同功能强大的 Java语
言结合起来袁 使采用 Jess语言开发的专家系统具有良好的
移植性尧嵌入性袁可以方便地应用到网络上不同的机器中遥
随着专家系统功能和种类的不断增加袁 专家系统开发工具
壳将会被大力研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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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袁生产周期可能是 30年袁采伐可能只在最后一年冤袁而生
产和市场环境经常发生变化袁 会计期间不能包含生物资产
的整个生产周期袁 采用公允价值计价可以及时提供企业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曰盂如采用历史成本法计价袁不同来源
的生物资产计价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袁 但它们能够产生的
未来利益却是相同或类似的遥缺点院淤市场价格经常发生变
化曰于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均需确认公允价值袁工作量较大曰
盂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可能与资产出售时的价格无很
大的关系遥

历史成本法计价的优点院 淤历史成本是公平交易的结
果袁具有客观可验证性曰于日常核算较为简单遥
2.4 两种计价方法对核算的影响 叶 农业曳中采用公允价值
计价袁每期将公允价值变动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袁日常核算
中无需计提折旧袁后续支出也直接作为当期的费用处理遥 而
历史成本计价则在日常核算中袁 对生产性生物资产需计提
折旧袁其后续支出作为当期费用处理袁在必要时需计提生物
资产减值准备袁我国叶 生物资产曳准则则进行了进一步的规
范袁规定野 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袁不得转回冶遥
2.5 我国采用历史成本法的原因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阶段袁 不同生长阶段的各类生物资产
尚缺乏成熟的市场袁公允价值较难取得遥 公允价值计价袁可
能会被某些企业作为调节利润的一种工具袁可靠性较差遥对
计提的减值准备不得转回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遥
3 农产品的计量

3.1 叶 生物资产曳对农产品的计量方式的规定 叶 生物资
产曳第 24条野 生产性生物资产产出的农产品袁按照产出或采
收过程中发生的材料费尧 人工费和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必
要支出计算确定袁并采用加权平均法尧个别计价法等方法袁
将其账面价值结转为农产品成本冶遥这项规定要求对生物资

产产出的农产品的计价仍然采用历史成本法遥
假设该果园第 4年采收水果过程中发生各种直接和间

接费用共计 3万元袁水果销售收入为 10万元遥
水果采收时袁借院库存商品 3万元曰贷院生产成本等 3

万元遥
水果销售时袁借院现金等 10万元曰贷院营业收入等 10万

元遥
3.2 叶 农业曳对农产品计量方式的规定 叶 农业曳准则第 32
条规定院野 在各种情况下袁 企业均应按照收获时公允价值减
去预计至销售将发生的费用计量农产品遥 该准则认为农产
品收获时的公允价值总是能够可靠确定冶遥可见该准则对农
产品计价方法的要求是必须采用公允价值计价遥 这样处理
的原因是农产品存在市场的可能性比生物资产大袁 而且有
时从生物资产上收获的农产品的成本无法可靠地计量遥
4 资产减值准备的处理

叶 农业曳中对减值的相关规定前已述及袁不再重复遥叶 生
物资产曳要求对消耗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计提减值准备袁对
公益性生物资产不计提减值准备遥并进一步规定野 消耗性生
物资产的减值因此已经消失袁减记金额应当予以恢复袁并在
原已计提的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冶袁而野 生产性生物资产减
值准备一经计提袁不得转回冶遥笔者注意到袁在叶 生物资产曳征
求意见稿中袁对野 消耗性生物资产跌价准备一经计提袁不得
转回冶一句袁在该次正式发布的准则中作了修改袁这是因为
消耗性生物资产的生产周期较短袁 属于企业的流动资产袁而
生产性生物资产则属于企业的长期资产袁两者在性质上是不
同的袁处理方法分别类似于叶 存货曳准则和叶 固定资产曳准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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