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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葵有害生物数据库管理系统
Ξ

胡小平, 商鸿生, 梁承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植物保护学院, 陕西 杨陵 712100)

　　[摘　要 ]　用D elph i4. 0 开发的向日葵有害生物数据库管理系统 (SPDM S) , 由数据录入、数据查询和系统帮

助三大子系统组成, 该系统收录了向日葵各种有害生物的 1 127 条文献, 并建立了关于向日葵霜霉病 (P lasm op ara

ha lsted ii)、黑斑病 (A lternaria helian th i)、锈病 (P uccin ia helian th i. )、菌核病 (S clerotin ia sclerotiorum )、褐色茎腐病

( P hom op sis helian th i)、茎点霉黑茎病 (P hom a m acd ona ld ii)、褐斑病 (S ep toria helian th i. )、黄萎病 (V erticillium

alboa trum R einke & Berth ier, V . D ah liae ) 等病害, 列当属 (O robanche spp. ) 和菟丝子属 (Cuscu ta spp. ) 等寄生性种

子植物, 以及红色种子象 (Sm icrony x f u lvus)、灰色种子象 (Sm icrony x sord id us)、向日葵叶甲 (Zy g og ramm a

ex clam ation is)、向日葵瘿蚊 (Contarin ia schu lz i)等重要有害生物的系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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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栽 培 向 日 葵 ( H elian thus annuus var.

M acroca rp us. ) 起源于北美洲[1 ] , 现在全世界种植面

积已达到 0. 16 亿 hm 2, 是仅次于大豆的油料作

物[2 ]。向日葵在我国, 至今约有 360 年历史, 其主要

种植地区分布在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向日

葵是病虫害较多的作物, 世界各产区发生的病害有

90 余种, 中国报道约有 30 种[3 ]。据估计, 全世界向

日葵每年因病害减产 10% 左右[3 ]。全世界向日葵害

虫共有 540 多种, 中国约有 120 余种[4, 5 ] , 较常见的

有 20 余种, 主要害虫有蒙古灰象甲 (X y linop horus

m ong olicus Fau st. )、草地螟 (Cox osteg e stictica tis

L. )、向日葵螟 (H om oeosom a nebu lellam D en is. &

Sch ifferm u ller. )等[5 ]。同时, 向日葵的生长还受到多

种杂草的为害。油用向日葵是 80 年代以来迅速发展

的经济作物, 国内外调种批次多, 数量大, 来源复杂,

检疫问题非常突出。为提高我国植物检疫工作的预

见性、针对性和主动性, 并与国际惯例接轨, 本研究

建立了向日葵有害生物数据库管理系统 (Sunflow er

Pests D atabase M anagem en t System , 简 称

SPDM S)。SPDM S 可以为向日葵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和

风险评估提供依据, 为向日葵有害生物防治提供参考。

1　系统开发要求与开发平台

文献资料　相关文献记录主要来源于中国农业

文摘 (1984～ 1999)、国外科技资料目录—农业科学

( 1990～ 1995)、A GR ICOLA (1984～ 1999)、A gris

(1993～ 1999)、CAB I ( 1996～ 2000)、D iseases of

A nnual Edib le O ilseed C rop s (V o l. Ë ) , 以及其他名

录、专著等。

重点有害生物数据　系统收录了向日葵各种有

害生物数据, 而以下列有害生物为重点, 即向日葵霜

霉病 ( P lasm op a ra ha lsted ii )、黑斑病 (A lterna ria

helian th i )、锈 病 ( P uccin ia helian th i )、菌 核 病

(S clerotin ia sclerotiorum )、褐色茎腐病 (P hom op sis

helian th i)、茎点霉黑茎病 (P hom a m acd ona ld ii)、褐

斑 病 (S ep toria helian th i )、黄 萎 病 (V erticillium

a lboa trum ; V . d ah liae )、向 日 葵 红 色 种 子 象

(Sm icrony x f u lvus)、向日葵灰色种子象 (Sm icrony x

sord id us )、 向 日 葵 叶 甲 ( Zy g og ram m a

ex clam a tion is)、向日葵瘿蚊 (Con ta rin ia schu lz i)、列

当和菟丝子等。

开发平台　以W indow s98、D elph i 4. 0 为开发

平台。

2　系统的建立

2. 1　系统结构

　　向日葵有害生物数据库管理系统由数据录入、

数据查询和系统帮助 3 个子系统组成。数据录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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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分为病害数据录入、害虫数据录入、草害数据录

入和文献数据录入 4 个部分; 数据查询子系统分为

病害数据查询、害虫数据查询、草害数据查询和文献

数据查询 4 个部分。

2. 2　数据库间的关系

根据向日葵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需要, 筛选出

了向日葵有害生物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数据项, 建立

了 8 个数据库, 即病原物数据库 (Pathogen. DB )、病

原致病性分化数据库 (V ariety. DB )、病害数据库

(D isease. DB )、害虫数据库 ( In sect. DB )、草害数据

库 (Grass. DB )、有害生物分布数据库 (D ist ribu te.

DB )、有害生物危害损失数据库 (L o ss. DB )、相关文

献数据库 (Docum en t. DB )。

病害数据库通过病害代码与病原物数据库、害

物分布数据库相连, 病原物数据库通过病原代码与

病原致病性分化数据库相连; 害虫数据库通过害虫

代码与害物分布数据库、害物危害损失数据库相连;

草害数据库通过草害代码与害物分布数据库、害物

危害损失数据库相连; 有害生物数据库与相关文献

数据库关联的方法是在相关文献关键词中加入病害

名称、害虫名称或草害名称。数据库间的关系见图

1。

2. 3　系统功能

数据录入　数据录入主要是把病害、虫害和草

害数据录入并保存到相应的数据库中。为了解决窗

口小, 内容多的矛盾, 录入窗口采用分页控制, 每一

页安排部分录入内容。窗口左边的一列按钮用于录

入内容的切换; 窗口顶部的一排按钮, 在输入病害内

容时, 用于操纵病害数据库, 输入害虫内容时, 用于

操纵害虫数据库, 输入草害内容时, 用于操纵草害数

据库。由于该系统数据库较多, 数据库间关系复杂,

为了方便使用, 数据录入子系统自动实现各数据库

间记录的关联、数据库间显示内容的同步、删除记录

时删除关联的记录和数据库备份等功能。

数据库间记录的关联。例如, 增加病害记录时,

病害数据库中的病害代码 (D isease Code) 内容将是

病害记录增加前最大病害代码加 1, 与病害数据库

对应的病原数据库、害物分布数据库在增加新记录

时, 将把当前病害记录的病害代码添加到新的病原

物记录或害物分布记录前面, 从而实现病害数据库

与病原数据库、害物分布数据库之间的关联。

数据同步显示。例如, 显示病害数据时, 要把对

应的病害分布和病原物概况等数据也同时显示出

来; 显示害虫数据时, 也要把对应的害虫分布、害虫

危害损失等数据显示出来。实现数据同步显示的方

法, 是在当前显示的病害记录变为另一条时, 使用另

一条病害记录的病害代码去检索病原数据库、害物

分布数据库, 然后显示检索结果。害虫数据或草害数

据同步显示与病害类似。

删除关联记录。向日葵有害生物数据分别存贮

在 8 个数据库中, 数据库间记录是通过有害生物代

码关联的。删除一条病害、害虫或草害记录时, 系统

将自动删除与之相关的记录。

数据库备份。在录入数据时, 可能会发生断电或

系统崩溃等事故, 这将造成用户录入数据的丢失, 为

保护用户的劳动成果, 在用户添加一条新记录 (害物

分布数据库、害物危害损失数据库、相关文献数据

库)或刷新数据 (其余数据库)时, 系统自动备份当前

操作的数据库。方法是在对数据库操作前关闭数据

库, 把数据库文件拷贝到一个备份数据库的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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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然后再打开数据库。

数据查询　根据向日葵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需

要, 确定以病害名称、病原名称、害虫名称、草害名

称、寄主名称和发生地名等作为病虫草害数据的查

询条件。病害名称可以是病害的中文名或英文名; 病

原名称、害虫名称、草害名称和寄主名称可以是各自

的中文名、英文名、学名或异名; 发生地名可以是发

生地的中文名或英文名。

病害查询、害虫查询或草害查询是独立进行的,

但它们的执行过程很相似, 下面仅列出病害查询的

执行过程 (图 2)。

　　查询结果输出　查询的最终结果是得到满足条

件的病害、害虫或草害记录。在输出一条病害记录

时, 将利用病害代码去检索害物分布数据库和病原

物数据库, 同时, 把病害名称 (中文名、英文名) 作为

关键词检索相关文献数据库, 把检索到的病害相关

信息完整地输出。

一个病害、害虫或草害的相关信息是很多的, 用

户可能只需要部分信息, 为此, 把输出内容设计成可

选择的, 用户可以选择需要的内容输出。

查询结果输出形式有 3 种: 浏览、保存和打印。

浏览是以页面的形式阅读查询结果; 保存是把查询

结果作为文本文件形式保存; 打印输出时可进行页

面设置 (纸张大小、页边距、字体)、选择打印机类型

和指定打印范围等。

3　讨　论

建立的向日葵有害生物数据库管理系统可以作

为向日葵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估的依据; 可

为向日葵有害生物的防治提供参考。

近年来, 计算机技术在生物学领域得到了广泛

应用, 我国已在其他学科领域建立了许多数据库, 但

在向日葵的相关领域仍未见报道。SPRDM S 的建立

使得以信息分析为基础的向日葵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向量化的方向发展, 极大地促进了有害生物风险分

析的发展, 为向日葵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提供了更可

靠的依据。但从需要来看, 目前的工作仅仅是一部分

较为基础的工作, 要实现信息科学的现代化, 还需要

付出巨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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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flow er pests da tabase m anagem en t system

HU X iao-p ing, SHANG Hong- sheng,L IANG Chen -hua
(Colleg e of P lan t P rotection,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Sunflow er pests database m anagem en t system ( SPDM S ) , w h ich con sists of th ree sub2
system s, is developed under D elph i 4. 0 fo r w indow s 98. T he system reco rds 1 127 references on all of the

sunflow er pathogen s and pests, and emphasizes on that of P lasm op a ra ha lsted ii, A lterna ria helian th i,

P uccin ia helian th i, S clerotin ia sclerotiorum , P hom op sis helian th i, P hom a m acd ona ld ii, S ep toria helian th i,

V erticillium a lboa trum , V . d ah liae , O robanche spp. , Cuscu ta spp. , Sm icrony x f u lvus, Sm icrony x sord id us,

Zy g og ram m a ex clam a tion is, and Con ta rin ia schu lz i etc. SPDM S can suppo rt pests risk analysis (PRA ) and

m anagem en t of sunflow er pests.

Key words: sunflow er; pest; da tabase

“西农 383”小麦新品种通过审定

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试验农场高级农艺师王明岐同志选育的小麦新品种“西农 383”于 2001 年 8 月 29

日通过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

“西农 383”为冬性, 其生长健壮, 越冬性好, 抗寒耐旱; 株高 75～ 80 cm , 茎秆粗壮, 穗形整齐, 抗倒伏性

强; 穗长方形, 多花多粒, 结实性好, 角质, 千粒重 48～ 50 g, 成熟时落黄好; 抗病性较强, 对条锈病免疫, 中抗

赤霉和白粉等病害。

该品种高产稳产, 适应性较强, 经陕西省关中灌区 16 个点次区试, 平均单产 6 549 kgöhm 2, 较对照增产

10. 3% , 最高单产可达 8 220 kgöhm 2, 蛋白质含量 13. 6% , 湿面筋 27. 4% , 属面条小麦。该品种已在 10 多个

县市大面积推广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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