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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水土工程学科信息管理系统研究

周荣敏 ,熊运章 ,林性粹
(西北农业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陕西杨陵 712100)

　　 [摘　要 ]　介绍了农业水土工程学科信息管理系统 ( ASW EIS)的设计原则及系统的结

构、功能、特点和运行环境。 该系统建立了综合性的学科信息库 ,并提供多种信息查询工具和

数据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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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水土工程学科是农业工程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自 1990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学科评议小组定名以来 ,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进行研究。农业水土工程学科是一

个信息资源极其丰富的综合性学科领域 ,至今在该领域中还没有专门的信息管理系统来

进行学科信息资源管理。为了促进农业水土工程学科的发展 ,提高其信息管理水平 ,需要

进行农业水土工程学科信息管理系统开发研究。本研究对该系统的开发情况做简要介绍 ,

以期为其进一步研究开发提供参考。

1　农业水土工程学科的信息管理

农业水土工程 ( Ag ricultural Soil-Water Engineering )学科是研究农业环境中水土运

动规律 ,合理利用农业水土资源 ,改善农业水土环境 ,促进农业持续发展的科学。本学科属

于农业工程学科的一个分支 ,是以地学 (土壤学与水文学 )、生物学、气象学为理论基础 ,以

工程建筑为技术基础的应用科学。它是由农田灌溉、农田排水、水资源农业利用、水土保持

工程、农业水土工程建筑、农业水土工程现代化等相关学科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门

新学科。农业水土工程学科体系结构如图 1所示。

自 40年代初我国出现农业水利学科以来 ,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农

业水土工程学科体系 ,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包括各种图书、中外文专业期刊、科学试验

数据与技术研究报告等多种类型的信息。由农业水土工程的学科体系可以明确看出 ,农业

水土工程学科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 ,与农业科学、水利科学、环境科学、现代技术科学

等学科有密切关系。这使得农业水土工程学科的信息资源具有种类多、时效长、范围广、数

量大、交叉性和综合性强的特点。这一方面为农业水土工程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资源 ,另一方面也给有效管理和充分利用这些信息资源带来了困难。农业水土工程学科信

息管理所涉及的主要信息源如图 2所示。 如何充分发挥这些信息资源的作用 ,使其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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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水土工程的教育、科研和生产服务 ,是本学科所面临的重大任务之一。

　　在当前这个信息量与日剧增的时代 ,应用计算机技术和现代信息管理技术进行农业

水土工程信息管理 ,不仅可以充分发挥现有各类信息的作用 ,同时也可促进农业水土工程

学科本身的发展。 因此 ,笔者针对农业水土工程学科的研究领域及其面临的信息管理任

务 ,采用先进的数据库管理技术和多媒体技术 ,开发出农业水土工程学科信息管理系统

( Ag ricul tural Soil-Water Engineering Info rmation M anagement System ,以 下简 称

ASW EIS) ,为实现学科信息资源的计算机化、网络化管理奠定基础。

2　 ASW EIS的设计原则

ASW EIS的开发采用生命周期法。为了达到经济、实用、快捷、方便的设计目标 ,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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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开发过程中 ,遵循如下的设计原则:

1)以系统观点为指导 ,按照系统工程方法和软件工程的建设规范进行系统设计 ,保

证达到高效率和高质量 (指具有易维护性、可靠性、稳定性、效率与易理解性 )的开发目标。

2)坚持科技信息管理系统建设的标准化、规范化原则 ,保证系统数据库具有良好的

通用性和可移植性。

3)采用技术先进、性能可靠的硬件设备与软件环境 ,保证系统的稳定性与先进性。

4)坚持用户第一的观点 ,技术上以实用为主 ,力求用户界面友好 ,易学易用。

5) 采用结构化、模块化设计技术 ,保证系统功能模块的独立性、可维护性和可扩充

性。

3　 ASW EIS结构与功能

农业水土工程学科的信息管理包括对学科信息的搜集、整理、分类、组织、存储、检索、

服务、维护等工作 ,这是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的核心。整个系统按照模块功能划分为信息

咨询、信息查询、数据管理、系统维护、帮助和退出 6大部分 ,如图 3所示。各个功能模块由

1个主控模块统一控制调用 ,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ASW EIS的各模块功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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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信息咨询模块。该模块以图片、文字、声音相结合的方式 ,向用户提供有关农业水土

工程学科发展、学科点、科研机构、科技专家和有关科技信息源等方面的信息 ,为加强本学

科的宣传、教育和信息交流提供一种辅助的多媒体信息咨询工具。

2)信息查询模块。 ASW EIS建立了综合性的学科信息库 ,包括中文期刊论文库、外文

期刊论文库、专业书目库、内部资料库、科研成果库等 ,覆盖了农业水土工程学科重要的信

息源和信息途径。 并针对系统内不同数据库的特点 ,设计各种不同的信息查询方式 ,如按

作者姓名、按文献年份、按信息来源、按文献分类、按关键词以及多重条件模糊组合等 ,使

用户可以从不同的途径查找到满意的资料。对查询到的信息可以以屏幕浏览、数据文件、

打印输出等不同形式提供给用户。信息查询模块是系统的核心 ,集实用性、公用性为一体 ,

为实现信息的快速交流和资源共享提供保证。

3)数据管理模块。 该模块可对数据库进行录入、修改、添加、备份、清理、统计、打印等

操作 ,实现对数据库的全面管理与维护。

4)系统维护模块。 该模块具有系统文件管理、用户密码管理、代码维护、建立新数据

库、索引维护以及系统初始化等功能 ,保证系统总能处于最佳的运行状态。

5)帮助模块。向用户提供明确清晰的系统帮助信息 ,指导用户学习掌握系统的操作使

用方法。

6)退出模块。结束系统使用 ,安全退出 ,避免因误操作而异常终止系统运行 ,保证系统

数据库的安全。

4　 ASW EIS系统特点与运行环境

4. 1　系统特点

　　窗口界面　本系统完全采用窗口界面 ,具有 window s操作风格 ,用户界面友好。下拉

式菜单和与弹出式菜单相结合的菜单控制技术 ,使系统相应速度快 ,操作简单 ,用户只许

按相应的菜单与功能提示 ,层层加以“指点” ,即可完成相应的功能。

服务　多媒体信息咨询、多途径信息查询、完善的数据管理功能与系统维护功能 ,为

用户提供快速、简捷、实用而有效的服务。

接口　系统设计专门的数据接口 ,可以在不同的系统之间进行数据转换 ,可以充分利

用国内外已有的综合性信息源和网络信息 ,经过有目的的精选与加工后“为我所用” ,加速

系统信息量的扩充与更新。

应用　该系统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通用性 ,可以根据不同的学科专业领域的实际需

要 ,改建成相应专业的信息管理系统 ,以提高基层信息服务的信息管理和利用水平 ,发挥

专业优势。

4. 2　系统运行环境

ASW EIS是采用 FoxPro for Window s数据库管理系统开发的软件 ,经编译后完全脱

离原来的开发环境 ,可在中文 Windows环境下独立运行。其所要求的硬件基本配置为:

386以上的微机 , V GA彩色显示器 , 4 M以上的内存 ,较大的硬盘空间 ,软驱 ,鼠标 ,声卡、

打印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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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由于农业水土工程学科正处在不断的发展完善过程中 ,同时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管理

技术的发展也非常迅速 , ASW EIS的开发为实现农业水土工程学科的计算机信息管理提

供了一个框架体系 ,其功能将在不断地应用中得到进一步的扩充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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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ag ricultural soil-w ater

engineering info rmation sys tem

ZHOU Rong-min, XIONG Yun-zhang, LIN Xing-cui
(Col lag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Architecture Engineerin g ,Nor thwestern

A gricultural Universi ty ,Yang lin g , Shaanx i 712100,Ch ina )

Abstract: The design principles, system structures, sy stem functions, system

cha racteristics and operation envi ronments of Ag ricul tural Soil-Water Engineering

Info rmation System ( ASW EIS ) have been introduced. The ASW EIS has created

synthetic info rm ation databases, sev eral ret riev al methods and data m anagem ent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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