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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 ;5, 技术应用于农业中，实现 51<=>1=< 上农业相关资源信息的分析、决策、监测与展示，本文给出了系统的设计与特色，为

;5, 的农业应用提供了实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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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具有典型的空间特性［%，&］，农业生产

资料（如气候、土壤）等都具有空间相关性，地理信息

系统（;5,）可以对其进行有效的分析与管理。广州

农业地理信息系统以广州农业资源数据库为信息载

体，采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专家系

统、计算机网络等技术，建立覆盖广州市行政范围内

的农业地理资源的信息采集、发布、查询与决策系

统。系统通过固定监测点、遥感（B,）、全球定位系

统（;(,）等收集土地利用现状、土壤养分、农作物的

生长情况、农作物的灾情分布、农业示范基地、农业

特色产品等多种信息，在 51<=>1=< 上实现农业相关

资源信息的分析、决策、监测与展示，为农业生产部

门、管理决策部门提供农业资源管理、决策提供支持

手段，为社会提供清晰的广州农业现状视图。

一、系统的软件结构设计

广州农业地理信息系统是一个集数据管理与信

息服务为一体的复杂体系，是一个 * C , 与 D C , 相结

合的大型 ;5, 应用系统，因此需要规划好系统的软

件结构。在数据库支持平台上，我们选择了 E>4F9=
): 数据库管理系统，在空间图形管理上，通过 ,GH
来统一管理图形（像）数据的存取，而空间图形（像）

的 网 上 信 息 发 布，采 用 了 图 形 数 据 发 布 平 台

.>F5I,，为了支持 .>F5I, 及开发的 ;5, 网上应用系

统（用 J4K4 编写）的运行，采用了 5*I 的 ?=@,LM=>=
应用服务器。设计系统的软件结构如图 % 所示。

二、系统功能设计

系统运行在 5*I 小型机和专业数据库管理平

台上，分为 # 个子系统，其中直接面对公众服务的广

州农业 ;5, 网上应用系统（?=@;5,）包括 N 个子系

统：综合查询子系统、特色农业展示子系统、土地流

转子系统、农业生产管理决策支持子系统、精准农业

示范子系统、农情及农作物动态监测子系统，此外还

有网上远程信息采集子系统、局域网系统维护子系

统、遥感影像处理子系统 ’ 个子系统，来实现系统的

数据更新与维护管理。

图 % 系统的软件结构

; < 综合查询子系统

综合查询子系统的目标是提供准确实时的农经

数据，为广州农业经济发展状况提供实时农经信息

查询服务。综合查询子系统应提供专题图形操作、

区域位置$农经指标双向查询、农经统计指标发展趋

势分析、农经统计指标比较分析、农经基本统计查询

与网上发布、农经统计指标专题制图、农作物种植结

构制图、土地利用制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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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业信息展示子系统

农业信息展示子系统是一个全面展示广州市的

农业发展现状、优势资源与、基础设施与科技实力，

展示的内容主要包括：特色农产品信息、农业示范基

地、涉农单位、龙头企业、农业生态旅游景点，及部分

农业基础设施、自然资源等，为社会各界了解和支持

农业发展提供详尽的农业基础信息。

# " 土地流转子系统

土地流转信息查询子系统是针对广州市目前土

地招商比较频繁，但又缺乏有效、方便地为商家提供

合适的候选土地的背景下提出的。该子系统能够对

全市招商土地分布及其详细信息、招商土地的商家

信息进行双向查询、统计，以方便实现土地招商的

供、需，使双方可以迅速的建立联系，促成土地招租

与租用交易的实现。

$ " 农业生产管理决策支持子系统

农业生产管理决策支持子系统结合农田土壤、农

作物长势、农业自然灾害的实时数据，在各种农业知

识与决策模型的支持下，实现农田生产管理的辅助决

策，同时提供与生产决策相关知识的浏览、查询。

% " 精准农业示范子系统

精准农业［!］示范子系统建立是在严格的精准

农业实施规范基础上进行一种变通，考虑到实际情

况，修正严格规范的农田格网划分为任意可操作的

非连续自然农田地块分布，通过实时采集农业示范

基地的农田地块土壤水分含量、土壤养分元素含量、

作物养分含量来诊断是否需要实施施肥、灌溉等。

& " 农情及农作物动态监测子系统

农情及农作物动态监测子系统主要针对用户关

系的农田水肥、农业自然灾害、农作物长势三类情况

进行实时跟踪，每类监测内容又分为若干子项目，要

求用户可以选择任意监测项目、监测子项目及监测

时间、监测区域，进行监测。农情动态监测的基本原

理是由系统管理员预设一个监测项目参数的阈值范

围，当特定农田地块的监测项目值处于此范围时，在

农田专题图上以特殊颜色显示。同时子系统还提供

了按区域动态监测报告输出功能。此外，网上远程

信息采集子系统、局域网系统维护子系统、遥感影像

处理子系统主要实现系统的数据更新与维护管理。

三、系统数据库设计

广州农业资源数据库是广州农业地理信息系统

的信息载体，根据系统功能需求与设计，建立了以下

几类数据库。

" # 基础地形数据库。提供统一的空间定位信

息，采用多级比例尺的智能分级显示。

$ # 影像数据库。为农作物种植结构、土地利用

结构、农作物长势信息提取而管理的遥感影像数据。

! # 农经信息库。主要是与行政区域（到乡镇

级）关联的农经统计信息。

% # 气象数据库。主要是与行政区域（到乡镇

级）关联的气象信息。

& # 土地利用数据库。通过遥感影像解译后转

化为矢量格式的土地利用数据库，按年份存储。

’# 土地流转数据库。包括区域范围内可供流转

的农用土地的空间分布信息及其归属等属性信息。

( # 土壤性状数据库。实现决策农田的土壤理化

信息的存取管理，要求能够管理土壤理化信息的历史

资料。

) # 农作物性状数据库。实现决策农田的农作

物理化信息的存取管理，要求能够管理农作物理化

信息的历史资料。

* # 农业决策专家知识库。农业决策专家知识

库是进行农业决策的基础，通过与土壤数据库、农作

物数据库信息比较分析，给出具体的农作决策措施

（如施肥、灌溉、农田管理等）。

"+ # 系统维护数据库。主要是初始化参数的设

置、用户信息、,-. 信息的存储等。

"" # 分类编码数据库。为了保持数据库数据访

问的一致性，系统建立了一个分类编码库。

四、系统特色及应用

现代 信 息 技 术 可 以 应 用 于 农 业 生 产 决 策 领

域［%］，广州市农业地理信息系统是由武汉大学空间

信息与数字工程研究中心 /广东旭普空间信息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开发，限于篇幅，关于系统开发的详细

技术将另文介绍，该系统具有以下特色。

" # 将地理信息系统（012）、遥感（32）、全球定

位系统（042）应用于农业信息采集、浏览、加工、决

策、发布的大型实用系统；

$ # 在大型政府平台上面向广大农户，实现地理

信息与商务信息的端对端共享与发布，并发挥精准

农业与示范基地的网络辐射作用；

! # 实现了 5 / 2，6 / 2 混合结构的异源、异构的

数据集成、透明数据叠加以及无缝的空间信息服务

纽带；

% # 随着系统的应用深入，可以以知识积累的方

式采集和丰富系统数据库数据与专家决策知识，逐

步形成具有地方农业特色的基于地理信息的农业信

息支持网络。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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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列表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单位名称，而后选择察看

信息或察看地图。如果选择察看信息则将内存中的

相关信息加以显示，如果选择察看地图则显示地图。

!" 临近查询。用户可以在地图上选择感兴趣的

位置，并以这个位置为起点进行临近查询。临近查询

需要用户选择或填写相关的参数，如所要查询的类

型，查询的范围。服务器根据用户填写或选择的参

数，对数据进行裁减，选出用户需要的信息，并传到客

户端显示。图 # 是一个手机模拟器的地图显示界面。

图 # 地图显示界面

六、总 结

利用 $#%% & $#’% 技术开发基于移动终端的地

理信息的应用有一些优势：如可以利用现有的服务

器端技术，简化服务器端的开发，可以开发出基于移

动终端的矢量地图等，但是，由于手机设备特性的限

制，也会有许多的限制。当手机设备存储能力和计

算能力大大提高，移动联网网速越来越快时，应该会

有一些缓解。

参考文献：

［(］ 李德仁，李清泉，谢智颖，等 "论空间信息与移动通讯的

集成 应 用［$］"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信 息 科 学 版，#))#，#*
（(）：(+* "

［#］ 周武 ，陆晓文，朱近康 " 无线互联网［’］" 北京：人

民邮电出版社，#))# "
［,］ 刘 南，刘仁义 " -./012 原理及其应用［’］" 北京：科

学出版社，#))# "
［3］ 45%6457 8" -49 编程指南［’］" 北京：电子工业出

版社，#))( "
［!］ :;.<=7.>? 软件研发组 "基于 $#’% 的无线设备编程

源代码解析［’］"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
［@］ $<A<7’ #BC<D EF;= ’G>;F%HGDGFI（$#’%7’）7.>IFCFJK EF;

8;.<DGIJ ’F/GC. :.AG>.L" BHE［:M & NO］" ?DDB：& & PPP "
LQI" >F=

［*］ :.A.CFBGIJ ’1:9 >CG.ID 2.;A.; 4BBCG>DGFI " BHE［:M & NO］"
?DDB：& & PPP " LQI" >F=

［R］ $#’% $#%% 1ID.J;<DGFI 2D;<D.JG.L" BHE［ :M & NO］"
?DDB：& & PPP " LQI" >F=

［S］ -?K ’QCDG+DG.;？4 -?GD. 9<B.; :GL>QLLGIJ D?. M.I.EGD FE
< ’QCDG+DG.; 4BBCG><DGFI 2KLD.= ［ :M & NO］" ?DDB：& &
PPP " /F;C<IH" >F=

［()］ 02’，0952，-49，8:’4 和 #0，# " !0，,0［:M &
NO］" ?DDB：& & PPP " THI.D " >F= " >I & /GTD.>? & L.>Q;GDK &
LDF;K & )，#))))S@(,R，,S),#)3)+#，

!!!!!!!!!!!!!!!!!!!!!!!!!!!!!!!!!!!!!!!!!!!!!!

)) " ?D=

（上接第 !) 页）

系统运行的主页面如图 #。目前该系统已在广

州市农业局信息中心运行，读者可以通过 ?DDB：& &
PPP " JT<=<B" >I 访问该系统。

图 # 系统运行的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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