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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猪种质资源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建立
*

苟德明 路兴中 汤效忠 吴彦虎 黄润森
(西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系

,

陕西杨陵 71 2 10 0) (固原县种猪场 ) (宁互畜牧站 ) (宁X 牧研所 )

摘 要 利用汉化 F O X B A S E丈
, 。 , ,

在微机 I B M
一

CP 众 T 上研制了地方猪种质资源数据

库管理系统 ( P G R D M S )
.

系统功能包括文件管理
、

数据维护
、

查询检索
、

统计汇总
、

报表擂出
、

图形绘制
、

科学运算及系统返 回八大主模块
.

其中部分统计计算由 B A sI C 程序实现
,

图形绘

制调用了工具软件 F O X G R A P H
.

经试运行表明
,

该系统的功能符合我国地方猪种质资源保

存工作的需要
,

亦适用于一般猪场推广应用
。

关锐词 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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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畜禽遗传资源是畜禽育种的原始材料
。

随着世界范围内品种资源的 日益枯竭
,

畜禽遗

传资源的保存和管理成为当前育种工作者十分关注的领域之一
〔’ 〕 .

利用计算机这一现代

化工具建立畜禽种质资源数据库
,

不仅为研究各种畜禽品种分布
、

生产性能
、

种质特征及

管理利用等提供了依据
,

而且为确定保种措施
,

评估保种效果提供了数据信息
.

目前
,

就某

一畜种种质资源数据库系统的研究
,

在我国报道甚少 〔 ,一 ` 〕
。

本研究以固原县种猪场建场后

纪录为例
,

利用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 F O X B A S E在
.

,。 ) ,

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地方猪种质

资源保存工作
。

为进一步分析八眉猪的保存效果
,

制订今后的保种和利用措施提供依据
。

1 P G R D M S 简介

本系统选用 I B M
一

P C / X T 微机
、

M
一

1 7 2 4 打印机
,

以及汉化 F O X B A S E讥
.

, 。 ,

建立 T 数

据 库 管理 系统
,

并与有关统 计分 析 和遗 传 参 数估 计 等程序接 口 〔 5〕 。

同 时充分 利用

F O X B A S E +
新增的工具软件 F O X G R A P H

,

F O X C O D E 和 F O X V I E W
,

实现 T 图形绘制

和计算机 自动编制个别程序的功能
〔` 〕 。

2 P G R D M S 数据库设计

以种猪档案国家标准 ( G B 30 3 8
一

82 种猪档案记录 )为基础
,

参考 1 9 8 9 年全国瘦肉型猪

育种课题组计算机专题编制要求
,

在八眉猪大量的育种信息中
,

为了使这些信息既能有机

的联系
,

又便于技术处理
,

系统设计 了 8 个数据库
:

即种猪基本档案库
、

生长发育库
、

母猪

繁殖库
、

公猪成绩库
、

仔猪记录库
、

配种记录库
、

精液测定库和肥育屠宰肉质测定库
.

各库

间以耳号和品种为关键字段
,

实现相互间的连接和拜访
。

3 P G R D M S 结构与功能
3

.

1 系统结构

系统采用
“

自上而下
,

逐步求精
”

的设计原 则
` ’

·

日 ,

主控菜单包括八个主要功能
,

每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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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模块分别控制若干个子功能模块
,

某些子功能模块又分为若干个更小的子模块
。

当用

户启动计算机后
,

系统采用下拉式菜单 (P ul l
一

do w n m en u) 驱动方式
,

在屏幕上端显示出

八大主功能模块及光标所在模块处相应的子模块
。

系统结构示意图见图 1
。

主主控程序 R 3 R I ) N巴
.

P P GGG

文文件管理理理 数据维护护护 查询检索索索 统计汇总总总 报表输出出出 图形绘制制制 科学计算算算 返 回回

结结构定义义义 数据录入入入 记录排序序序 按群统计计计 种猪档案表表表 畜牧统计计

结结构显示示示 数据显示示示 记录查询询询 按胎次统计计计 生长发育表表表 参数估算算

结结构修改改改 记录修改改改 随机检索索索 随机统计计计 系谱图表表表表表表表表

数数据备份份份 记录删除除除除除除除除除除除除除除除除 公猪成绩 表表

记记记记记记记记录更新新新 母猪繁育表表

分分库管理理理 生产成绩 表表

图 l 系统结构示意图

3
.

2 系统功能

3
.

2
.

1 文件管理 用户可按需要方便地进行库的建立
、

修改等操作
,

并可选择是否打印

输出库文件结构
。

3
.

2
.

2 数据维护 系统提供了 6 个数据维护功能
,

并实现了某些统计项 目的 自动生成和

添加
,

如
:

每窝产仔数
、

每头断奶重等二级数据
。

其中记录更新子模块包括 10 个方面的更

新 内容
,

见图 .2

记录更新

1
.

荃本档案记录

2
.

生长发育记录

3
.

母猪分娩记录

4
.

仔猪哺育记录

5
.

配 种 记 录

6
.

肥 育 记 录

7
.

屠 宰 记 录

8
.

肉 质 记 录

9
.

精液测定记录

1 0
.

公猪成绩记录

图 2 记录更新子菜单示意图

系统在本模块中另设立了一项分库 自动管理子模块
。

针对基本数据库字段内容
,

利用

F O X B A S E +
新增的工具软件 F O X V IE W 和 F O X C O D E

,

可为用户建立精美的输入屏幕

格式
,

结合应用程序生成系统 F O X C O D E 提供的模块语言 A p p s l
.

。。 d
,

经修改个别语句

后
,

再 由 F O X C O D E 的程序生成器声生 F O X B A S E
?

状态下的应用程序
。

该程序具有追

加
、

浏览
、

编辑
、

帮助
、

删除
、

报表和标签等功能
。

3
.

2
.

3 查询检索 为了加快 系统的运行速度
,

实现信息输出的快速定位
,

系统提供了记

录排序
、

记录 查询和随机检索等 3 种检索方法
,

其中随机检索子模块可对任何一个数据

库
,

以任意一字段或几个字段为条件查询几个字段的内容
,

并按格式要求打印输出查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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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程序流程如图 3 所示
。

记录查询子模块 可按现有 13 种 条件进行查

询
,

是信息输出的主要窗 口
。

若选择此项功 能键

后
,

屏幕便显示
:

程序名 i
n q u

2 0 1
’

p r g

1
.

查种猪档案

2
.

生长记录查询

3
.

公猪配种成绩查询

4
.

系谱查询

5
.

母猪哺育记录查询

6
.

仔猪记录查询

7
.

母猪繁殖成绩查询

8
.

母猪分娩查询

9
.

配种记录查询

1 0
.

精液测定查询

n
.

肥育记录查询

12
.

屠宰记录查询

13
.

肉质记录查询

1 4
.

返 回

输入数据库文件名

—
一

否
显示字段名及代码

卜二二二 ,
随机条件输入连接

否 _ ~ ) 卜、 Y

是古里骊 二卜 -

用户通过光标键控制
,

选择查 询条件
,

回车
,

系统将输出有关查询结果
。

3
.

2
.

5 统计汇总 将原始数据中所包括 的许 多

信息
,

经汇总计算显示 出来
。

3
.

2
.

6 报表输 出 使用该模块可随时了解猪场

的生产情况
,

进行生产分析
,

也可作为基本材料保

存
。

3
.

2
.

7 图 形 绘 制 该 模 块仅 仅 调 用 了 F O X
-

G R A P H 软件 的多种绘 图功能
,

用户可方便地提

取库文件的数据
,

按要求输出二维或三维图形
。

3
.

2
.

8 科学计 算 设计本模块的 目的是进行一

吝N

输入需要显示的

字段名及其格式

运行显示查询内容

工̀
曰

月万而福花

建立数据文件并存盘

继续吗 ?

J N

返 回

图 3 随机检索功能模块程序流程示意图

些 常规的统计分析和参数估 算图
,

既可从外部 输

入数据又能充分利用数据库的资料
。

其过程是先形成统计所需的外部文件
,

然后启动对应

的 B A SI C 程度进行运算
,

输出结果
。

4 系统试运行

为了检验本系统程序运行的可靠性和实用性
,

本研究以固原县种猪场 1 9 80 一 1 9 8 5 年

间的材料为例
,

经反复运行
,

实现了各模块的功能设计
。

5 结 论

1 ) P G R D M s 集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于一体
,

实现了信息管理系统的自动化
。

2) 该系统实用性强
,

不仅适宜于保种场或一般猪场资料管理工作的要求
,

亦适合于多

场联合保种的需要
。

某些模块具有较强的通用性
,

略加修改便可用于其他畜禽育种资料管

理的需求
。

3) 用户界面好
,

使用方便
。

整个操作过程利用键盘命令
,

人机对话
,

下拉式及弹出式菜

单驱动方式
,

汉字显示
,

操作步骤由计算机提示
,

具有用户指南的作用
。

4 )查询检索功能较强
,

实现了任意条件的输入和组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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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济上的可行性
,

能够用最通用的微机
,

如 BI M
一

28 6
,

P C / X T 等进行运算
,

便于系

统的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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