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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 , 果业基本存在着科技含量低、信息不灵和效益不高等问题。结合网络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设计了基于 WebGIS 的果业信
息系统, 为解决果业信息管理与流通提供了有效途径, 对推动果业信息化、数字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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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were such problems as lowscience &technology content , i neffective i nformation , lowbenefit i n fruit i ndustry .Combined internet and
GIS, WebGIS-based fruit industry information systemwas designed .It was a valid approachto resolve fruit i ndust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circula-
tion. The systemcoul d realize computer management , network publish and interchange sharing of fruit industry information. It was i mportant to promote
fruit industry informationization and digitiz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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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的发展对农村特色经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果业作

为部分省市农业经济的支柱产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同

时, 空间技术的进步, 为果业信息管理的科学化和自动化提

供了新的发展契机。现代信息技术对果业的影响主要有2

个方面: 一方面 , 果业需要提供更多对水果供给者与需求者

有用的信息 , 这对果业系统本身的功能、结构提出了新的要

求, 迫切需要新技术的支撑; 另一方面 , 信息技术正在改变人

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 对果业系统产生了推动作用。这些技

术进步包括 : ①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 对于大量的果业数

据存储和分析处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②GIS 和空间数据库

管理技术的发展, 极大地改善了果业信息的提取、分析和管

理方式; ③WebGIS 技术的发展及宽带网络系统的建立, 使全

球范围内大量的果业数据交换成为可能, 同时改变了果业信

息的发布方式和服务模式。因此, 将 WebGIS 技术应用于果

业信息系统的建设和管理中, 是高效实施果业信息管理的一

项重要基础工程, 也是推进果业信息交流、现代化管理的重

要手段之一。

1  当前水果产业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水果资源十分丰富, 被誉为世界“园林之母”。但我

国的水果生产多数经营粗放, 科技含量低, 效益不高。此外 ,

在果品流通上也存在信息不灵、产销脱节的问题。流通在一

定程度上已成为制约水果生产发展的“瓶颈”。在广西 , 水果

已成为促进农业增长最活跃的因素。然而, 广西水果在发展

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上市集中、大路货多、加工鲜销品

种比例失调和流通不畅等问题, 部分地方的香蕉、柑橘、芒

果、荔枝和龙眼等主要水果先后出现“烂市”、“卖难”现象, 农

民增产不增收。因此, 建立并保持一个完整科技推广体系和

强有力的运行机制, 对果业的可持续发展十分必要。经过多

年的努力, 农业部已初步建立了国家农业信息网络平台, 在

农村经济宏观数据库、农产品进出口数据库、农产品价格数

据库、农业气象数据库等数据库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农业分

析预测预警数据库 , 并开发了一些应用系统。地理信息系

统、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遥感技术在灾害评估、农作物估产

等方面得到了初步应用[ 1 - 2] 。但是, 果业作为种植业中的重

要产业之一 , 其开发还处于比较低的层次, 资源优势和经济

优势还没有发挥出来, 仍存在着许多问题[ 3] : ①生产经营分

散, 产业化水平低。目前, 果农的组织化程度还较低, 水果生

产大多是果农利用自家的承包地栽种, 属千家万户的分散经

营, 生产经营单元小, 管理粗放, 品种良莠不齐, 没能形成规

模优势 , 产业化水平低。②产销脱节, 流通不畅。流通, 不仅

是水果从生产到消费的重要环节, 而且是打品牌、创品牌的

重要渠道。然而, 我国大多数果农处于产销兼顾的艰难情形

中, 又不能从市场中获得准确的信息, 在市场经济面前, 显得

茫然不知所措, 销售大多是等客上门, 处境十分被动 , 出现产

销脱节的局面, 小生产与大流通的矛盾日趋突出。③科技含

量低, 效益不高。水果从品种的培育到栽培、生产、存贮和销

售等各个环节, 都离不开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支撑。基于分

散经营方式的果业现状, 对各环节的技术推广和实施信息化

设置了无形的障碍, 果农大多是根据自身经验解决问题, 判

断动向, 结果导致水果质量安全水平不高, 水果采后商品化

处理水平低 , 经营手段落后等, 使果业难以打破国外市场设

置的技术壁垒, 效益得不到提高。

2  基于 WebGIS 的果业信息系统设计

果业信息系统是将所有的果业信息存储于计算机系统

中, 并在该系统软硬件技术的支持下, 使有关果业的空间数

据和属性数据按一定的格式输入、存储、更新、显示、检索、分

析以及制图输出和信息发布的一种技术系统。

2 .1 系统网络结构  考虑到信息共享和用户操作的需要 ,

系统采用 C/ S 和B/ S 结构相结合、以B/ S 为主体的3 层网络

结构体系 : 用户表现层、应用逻辑层和数据库层( 图1) 。基于

该网络结构体系 , 客户机不需要安装 GIS 庞大的应用软件 ,

用户即可通过浏览器进行空间数据的查询、处理及分析, 共

享Internet 上任一个结点及GIS 服务器提供的GIS 服务[ 4] 。

  ( 1) 用户表现层。主要完成和用户的直接交互, 系统用

户通过网络浏览器与服务器进行数据交换, 系统将用户需求

信息或请求处理结果返回给用户 , 将图片文字以网页方式组

织起来 , 是系统数据的页面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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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果业信息系统网络体系结构

Fig .1 Networksystemstructureof fruitindustryinfor mationsystem

( 2) 应用逻辑层。响应用户的各种请求和查询操作, 负

责对用户请求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并返回分析结果, 主要

完成果业信息查询、统计、分析与系统管理功能。

( 3) 数据库层。主要完成空间数据、属性数据和文档数

据等的关系数据库存储与管理, 是3 层结构的最底层。

2 .2  数据库设计 果业信息数据库包括基础地理要素数据

库和果业信息专题数据库。基础地理要素数据库是专题数

据库的基础和参照 ; 果业信息专题数据库是果业信息分析与

统计的基础。果业信息系统数据库主要有空间数据和非空

间数据。空间数据是以基础地理要素为核心的矢量图形数

据, 矢量数据主要以分层的方式存贮; 系统非空间数据包括

属性数据、统计分析后获得的数据、其他文档数据和元数据

等。属性数据是与果业信息管理紧密相关的非空间数据, 如

果树的品种, 种植面积、产量、产值等。统计数据是在果业信

息现状数据基础上经统计分析获得并存储于数据库中 , 为进

一步分析和决策提供服务的数据; 系统元数据记录数据来

源、精度等 , 是用于对数据的说明, 包括字段描述表和枚举字

段的字段值的描述表等; 其他文档数据主要包括果业发展规

划, 相关政策法规等。系统数据组成结构如图2 所示。

图2 系统数据组成结构

Fig .2 Systemdata compositionstructure

2 .3 系统建设内容

( 1) 网络和硬件环境建设。系统网络硬件是承载果业信

息系统的基础, 整个硬件系统方案包括局域网系统、广域网

系统及每个网络系统中的服务器、微机和网络设备等, 另外

可根据需要配置打印机、绘图仪、扫描仪和触摸屏等设备。

( 2) 数据获取、整合与建库。系统需建成包括基础地理

要素及果业专题数据的获取、整合与建库, 建成区域范围内

果业信息数据库, 实现电子档案的扫描建库和存储以及历史

数据资料的统一建库, 建立果业信息现状和变化数据库。

( 3) 综合统计分析与辅助决策。实现果业信息空间数据

的快速、远程及并发查询, 为科学准确地掌握果业资源变化

提供基础信息依据, 实现果业资源信息的综合查询、统计分

析, 围绕果业资源管理中的重要专题, 提供决策分析辅助功

能, 为科学合理的果业资源配置与供给提供辅助支持。

( 4) 信息服务与发布。通过水果推广站或农业部门的相

关网站、触摸屏、大屏幕和光盘等介质发布果业资源相关信

息, 主要包括信息发布、信息查询、决策支持和导航引擎等信

息服务。

3  系统功能模块

3 .1 系统管理功能  系统根据不同的用户设置不同的权

限, 系统管理员可依据权限对数据库或工作空间风格等进行

修改与设置。

( 1) 用户管理。包括用户的基本属性输入、用户角色的

输入和修改、用户对应的系统和用户的权限设置等。

( 2) 数据库管理。包括提供对数据库中表名和字段的枚

举、修改等。

( 3) 工作空间管理。包括图层的风格设置、默认专题图

等的设置工作。

3 .2 果业工程操作功能

( 1) 果业工程操作。包括果业工程、数据库、数据文件等

的新建、打开、保存、关闭以及各种图件的输入、图形与报表

的打印输出等。

( 2) 果业信息系统用户界面操作。包括系统菜单、工具

栏、图层管理器、工程管理器和图例管理器等的显示设置。

( 3) 地图分层显示与管理。设置地图各图层的显示与

否, 放置顺序及标注等功能。

(4) 图形操作。常规 GIS 图形的放大、缩小、平移及视图

切换等基本操作。

3 .3 果业信息查询功能

( 1) 常规查询。系统可通过在图上用点和范围选择任一

要素的1 个或多个对象, 查询其基本属性 ; 也可以属性为查

询条件 , 由某一基本属性或属性组合查询1 个或多个符合条

件的对象, 并在图上定位显示; 系统还可按行政区、果树品

种、年份或组合查询地图对象并在图上进行定位显示, 同时

提供属性显示。

( 2) 果业地理环境查询。以果业生产和销售目的地为中

心, 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地形图为基础, 查看水果生产或销售

地的地形、交通、水域和居民点分布情况等, 使用户了解生产

销售地的地理环境、交通状况等基本信息, 为用户选择合适

的运输路线等提供科学依据, 减小盲目进货引发运输成本

加大。

( 3) 果业信息查询。通过浏览器 , 用户直接在 WebGIS 地

图网站上查询果业生产地、果业资源分布情况、果业种植面

积、产量及供需状况等信息 , 为合理制定水果生产和销售方

案提供科学依据。同时, 通过设置查询时间 , 可了解某类水

果往年的生产与销售情况, 了解某区域内果业发展的趋势。

3 .4  果业信息统计分析功能 果业信息统计分析可按用户

要求进行各类果业数据的统计, 包括种植面积、投产面积、年

总产量、年总产值、农民人均水果收入、出口情况和供求状况

等。统计结果可以表格、文本或数据库表的形式表示, 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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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统计图表的形式直观显示, 还可结合基础底图和统计图表

制作成专题地图进行显示或打印输出。

( 1) 地域汇总统计。系统可按行政区进行各类水果种植

面积、产量、产值和销售情况等的汇总统计, 对比分析同一区

域内不同水果品种的种植价值与优势。

( 2) 果品统计分析。通过对比分析不同区域同一类水果

的各种信息, 可为合理配置水果资源提供辅助决策。

( 3) 年内统计分析。按年度统计分析行政区内各统计单

位果业信息增减情况, 通过对比市县级或乡镇级果业年度信

息, 获得年度内投产面积、产量和产值等的变更数据。这些

统计分析包括增减统计分析、变化总量构成分析和地区构成

分析等。

3 .5 信息发布与互动功能

( 1) 信息公布栏。供果业信息管理者发布关于果业的最

新供需情况、市场行情和公告等。

( 2) 聊天室。提供果业生产者、销售者、中介商或消费者

之间的信息沟通空间, 为他们交流心得、分享经验、洽谈生意

搭建信息互动平台。

( 3) BBS 论坛。围绕果业生产或经营中的某一主题展开

讨论, 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见解; 也可发布求助信息、供给信息

或需求信息等。

4  结语

建立基于 WebGIS 的果业信息系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 不仅涉及到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和 GIS 技术, 还涉及到

果业生产销售的各项业务、果农信息技术培训业务等。因

此, 系统建设宜先完成果业信息浏览查询功能 , 在此基础上

逐步实现果业信息的发布与服务功能, 保证系统建设的顺利

完成。目前, WebGIS 技术在果业方面的应用刚刚起步, 随着

数字化进程的推进, 以市场为导向、科技为动力的果业信息

系统的建立与实施将成为必然趋势, 并将成为“数字农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为加快果业信息化进程, 实现果业的可持续

发展, 以果业作为农业支柱产业的地区还需要一些辅助

策略。

( 1) 增加水果科技投入, 优化现有水果科技资源配置, 建

立和完善科技支撑体系 , 加强对水果生产大户、农场业主和

技术负责人、农村干部、农产品行业协会会员的培训 , 全面提

高农民的技术水平和操作技能。

(2) 加强宣传与信息服务, 建立信息服务体系和产业化

经营服务体系, 积极扶持、引进龙头企业参与流通, 合理引导

销售。

( 3) 提高果农素质 , 引导、组织果农成立各类水果行业协

会, 鼓励果农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网上交流平台, 并通过信

息技术和营销网络建设拓宽流通渠道, 提高水果的产业化、

组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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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首要方面。对农产品安全的管理更多地是借鉴 HACCP

方法, 通过危害分析( 包括危害的识别和评价) 和对危害的控

制及预防来实现食品安全危害的动态管理, 以生产出满足人

类安全消费的农产品。同时结合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

农产品品质管理的要求, 建立农产品产品追溯机制和内部自

查措施, 实现种植、养殖生产过程的动态管理 , 以达到持续和

谐发展的目的。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而各地发展水平相差悬殊, 全面达

到GAP 的要求时机尚未成熟。然而在现有的官方监管体系

的基础上按照GAP 的要求开展“区域性”农业良好规范的实

施, 将逐步提高我国卫生控制水平, 有效实施GAP。

中国GAP 发展应考虑当前国际上已有 GAP 的先进性 ,

包括危害管理、可持续发展思想、可追溯性内部审核机制、动

物福利及文件和记录控制要求, 同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法

规要求和农业配套技术, 针对区域农业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

特点采取分级管理, 以确保农产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为

前提, 分阶段达到 GAP 的不同层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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