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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详细介绍了农业标准化生产管理系统开发平台的研究背景 、实现技术 、组织结构 、模块设计

和具体功能 。此平台是计算机技术与农业标准化生产结合的产物 , 它的开发与应用将进一步推动

中国农业标准化生产的发展。并对其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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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ization P roduction M anagement Systems (PDASP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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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 he backg round of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standardizat ion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

tems (PDASPM S)was described concretely in the ar ticle , including i ts development tools , st ruc-

ture , module design and main functions. The PDASPMS was the combinat ion of computer tech-

nolo gy and ag riculture standardization production , and i t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w ill fur-

ther promote the ag ricultural standardization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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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标准化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和农业全

球化而诞生 ,是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 、打破技术壁

垒 、改善生态环境 、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

径。随着人们对安全 、绿色 、优质农产品的日益需求

和农业全程化进程的加快 ,世界各国都加快了农业

标准化生产 ,尤其是美国 、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目

前已实现了产前 、产中 、产后全程农业标准化 ,其发

展进程走在世界前列 。这种情况造成正负两方面效

应
[ 1]
,一方面 ,促进了农产品的出口 ,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 ,增加了农民收入 ,进而推进了农业现代化

的发展;另一方面 ,苛刻的技术标准 、技术法规 、技术

认证等技术壁垒加剧了对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的进口

限制 ,同时也加剧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进而

加剧了国际农产品贸易的不平等竞争 。而我国正进

入WTO的后过渡期 ,农产品出口面临众多技术壁

垒[ 2 , 3] ,如自 2006年 5月 29日日本实施食品中农业

化学品残留“肯定列表制度”以来 ,中国对日农产品

出口出现大幅下降 。据海关统计 , 2006 年 6 月份 ,

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 5. 96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

1. 31亿美元 ,同比下降 18%。受此影响 , 2006 年 6

月 ,中国对全球的农产品同比下降了 1. 2%,为近年

来少有
[ 4]
。农业标准化生产势在必行。

农业标准化生产是一个系统工程 ,涉及的学科

多 、标准多。以葡萄标准化生产为例 ,涉及到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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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个 ,在区域上有国际标准 、国家标准 ,在生产上

有土壤标准 、水质标准 、空气标准 ,在技术上有农药

标准 、施肥标准 ,在产品上有形态标准 、色泽标准等 ,

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 ,这些标准不断更新 ,其他

新标准也会不断出现 ,所以对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 ,

一般技术人员很难准确 、全面地掌握这些标准 ,标准

化生产与技术支撑的矛盾日益明显 ,靠传统的管理

模式显然不能满足当前的技术需求 。探索解决农业

标准化生产中的技术支撑问题 ,成为摆在当前农业

科技工作者面前的重要工作。而计算机及信息技术

的发展为农业标准化生产管理的改进提供了重要工

具。以农业专家系统开发平台为代表的研究日趋成

熟
[ 5 ～ 7]

,其将软件开发人员与用户之间进行分离 ,减

少重复开发 ,大大提高了专家系统开发的效率 ,成为

专家系统未来的发展方向 。将此技术与农业标准化

生产相结合 ,形成农业标准化生产管理系统开发平

台 ,可以解决上述标准化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1　研究方法

总体上 ,平台开发采用分层技术 ,即由计算机专

业人员基于各种信息技术开发形成农业标准化生产

管理系统开发平台 ,在平台之上 ,由基层技术人员进

行二次开发 ,只要录入不同农产品生产的具体技术

标准 ,即可开发出面向不同地区 、不同农产品的农业

标准化生产管理系统 ,然后通过普通用户的使用和

反馈 ,不断完善标准化生产管理系统。此平台的开

发采用WINDOWS 图形界面 ,开发语言选择面向对

象编程语言VISUA L BASIC ,ACCESS 数据库等编

程技术 ,开发体稳定 ,易于维护。采用 ADO 实现数

据库的访问。

2　结果

2. 1　平台组织结构

将农业标准化生产管理过程中涉及的关键因素

所遵循的标准进行整理 、总结 ,形成通用数据库 ,作

为平台的数据支持;选择适合的计算机语言和数据

库 ,构建农业标准化生产管理系统开发平台;最终实

现农业标准化生产中各环节标准的科学 、有效管理 ,

为基层行政管理人员和农业技术服务人员提供及

时 、准确的标准 ,随时调整农业标准化生产中的技术

要求 ,指导农户生产 ,以提高农产品质量及其市场竞

争力 。平台组织结构如图 1所示。

2. 2　通用数据库(DBS)

我国自 1989年实施《标准化法》以来 ,相继出台

图 1　平台组织结构

了有关农产品安全和质量标准。常见的认证标准有

有机食品 、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
[ 8]
。其中 ,有机食

品也称为生态食品或自然食品 ,是完全和国际接轨

的食品;绿色食品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结合世界先

进的农业发展潮流而形成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

农业产品;而无公害产品的核心是将传统农业生产

与现代农业科技相结合 ,实行农产品“从农田到餐

桌”全过程的控制 ,提高农产品质量 ,增加社会经济

效益。三者出发点不同 、标准规范不同 、土壤肥力来

源不同 、病虫草害防治手段不同 ,但是其产前环节中

均需对环境进行检测 ,包括对土壤 、空气和水源有害

指标的检测 ,产后环节均需对农产品有效成分及有

害成分进行检测 ,这些检测方法是相同的 ,这些相同

的检测方法是此平台建立通用数据库的基础。将目

前已制定出台的环境检测标准和食品检测标准录入

通用数据库 ,可为在平台之上进行系统二次开发提

供数据支持 。

2. 3　平台组成

根据平台目标和主要内容可以划分为 4个模块

来实现其功能。每个模块的设计如图 2所示。

2. 4　主要功能说明

(1)文件: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管理系统的生成。

包括新建标准化生产管理系统框架 ,设置其名称 、图

标和系统背景图;定制其界面;新建管理系统的模

块 ,并可对其内容进行修改和充实;打开并能运行新

系统。(2)通用库管理:包括对平台通用数据库进行

编辑 、备份以及恢复等操作 。(3)工具:测试 ,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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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平台模块设计

上实现农业标准化生产管理系统的所有功能 ,并可

对其进行测试 、去除冗余 ,进行优化;数据升级 ,当数

据库有更新时 ,可用新数据库覆盖旧数据库;打包 ,

新系统测试无误之后可打包生成安装文件。(4)帮

助:向用户提供平台的使用帮助文档;提供平台开发

人员等的相关信息;用户可查看本软件的版本更新

信息 ,并可向开发单位反馈意见和建议;同时获取注

册信息等 。

3　结论

目前国家的各项标准众多 ,且许多标准制定之

后因信息传输等原因无法及时 、完全传送到基层技

术人员手中 ,造成按照旧标准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不

符合国际 、国内市场的要求 ,竞争力弱 ,而专家系统

能够代替专家长时间留在农户身边 ,其数据更新也

更容易和及时 ,从而可以解决以上问题;另一方面 ,

农产品标准化生产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管理可以利

用专家系统技术来提升 ,因为农业标准化生产具有

特异性的同时也具有通性 ,利用平台技术将这种通

性提取出来 ,开发生成农业标准化生产管理系统开

　　

发平台 ,在平台基础之上 ,将不同农产品生产过程的

特异性标准录入数据库 ,可以形成某一农产品标准

化生产管理系统 ,系统对农业标准化生产所需要的

标准进行系统化管理。

农业标准化生产管理系统开发平台是针对解决

当前农业标准化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而开发的 ,它的

实现将使基层技术人员可以通过该平台快速开发出

适应当地需求的特定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管理系统;

对农户来说 ,则可以利用这些特定农产品标准化生

产管理系统全程指导生产 ,从根本上解决农业标准

化生产管理滞后的问题 ,从而提高农产品安全质量 ,

提高其驾驭市场的能力 ,继而推进农业标准化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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