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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C#语言，以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为开发环境，利用微软Access 建立数据库，数据访问与
存取采用 ADO.NET 技术，开发了一套甘肃本土化的测土配方施肥推荐系统。该系统集成配方施肥和病虫害防治
查询功能，系统界面简洁、实用，可为农户提供科学合理的推荐施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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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easured soil fertilizer recommendation system has been developed based on the Microsoft. NET Platform and
the character of C# language，using access to build up database，and the data visiting technology is adopted in ADO.NET. The
system integration formula fertilization and pest control query function，the system interface is simple and practical，and can provid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recommendations for farmers fertilizer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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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测土配方施肥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效［1～4］，
但如何选择合理的方式向广大农户推荐施肥成为一
个亟需解决的问题。目前国内主要通过“明白纸”、
“施肥专家系统”等方式推广。调查发现，困扰农户
使用的主要问题为推荐系统运行不稳定、操作复
杂、农户不会正确选择参数以及操作模式单一、后
期维护成本高等。我们采用 C#语言，以Microsoft.
NET Framework为开发环境，利用微软 Access建立
数据库，数据访问与存取采用 ADO.NET技术，开
发设计了一套理论清晰、使用方便的触摸屏专家施
肥系统。该系统对农户文化程度要求低，可方便查
询出地块施肥量、肥料种类以及作物病虫害防治方
法，对推动测土配方施肥工作进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系统设计
1.1 设计目标

根据测土配方施肥试验的成果，采用养分平
衡法、丰缺指标法、土壤检测值与最佳施肥量函
数法推算地块推荐施肥量，提供施肥方法和肥料
用量，并可打印施肥建议卡。
1.2 开发环境

操作系统：windows XP x86或者 windows 7 32bit
数据库：Office access 2003
软件框架：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
开发语言：Microsoft Visual C#

1.3 数据库结构

系统数据库用来存储推荐施肥所需的各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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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肥料信息表

块数据、肥料信息、作物名称、百公斤籽粒养分
含量、肥料中养分比例、养分利用率、病虫害防
治信息等 17个表。肥料信息数据库如图 1。
1.4 设计流程

如图 2所示，系统前台设计界面简洁，主要
有推荐施肥、病虫害防治 2个按钮，可为农户提
供简洁和便利的选择。

2 系统功能及实现
甘肃省测土配方施肥推荐系统采用彩色界面显

示，可以根据县域特色选择地区特色图片，设计一
套漂亮的界面环境（图3）。该系统由测土配方施肥和
病虫害防治 2个子系统组成，各子系统功能如下。

2.1 配方施肥

点击“配方施肥”按钮，选择所在乡镇 -村庄 -

地块 -作物及产量，可以得出配方建议以及施肥
说明，通过打印功能可以打印配方单。
2.2 病虫害防治

点击“病虫害防治”按钮，选择作物 -大致病
害类型，即可查看病虫害图片、症状说明及防治
方法，并可打印。
3 系统特点
3.1 开放的后台管理

系统后台对技术人员完全开放，具备配方施肥
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即可设置各种参数，并根据
现有试验数据选择配肥方法，可完成配方推荐系统
的参数设置。后台集成了数据、配肥方法的批量导
入导出功能，便利系统数据的备份、更新。需肥系
数、有效养分校正系数、肥料利用率、施肥量限定
值等系统参数主要依托测土配方施肥试验获得，可
利用 EXCEL表进行管理，便于修改和使用。
3.2 独特的“配方池”概念

独特的配方池设计，使肥料与配方自动匹配
成为可能。利用“配方池”概念，用户可以在记事本
等文本编辑器中将配方按照指定的规则设计好，
拷贝到“配方池”的响应区域，编辑施肥方法及注
意事项，设定施肥量浮动区间值，即可测试配方
单的效果。
4 结束语
通过引入不同县区测土配方施肥数据进行验

证，结果符合甘肃实际。该系统能快捷、方便地
计算出不同生态区域、不同作物的单质肥料和配
方肥料的施肥方案，能有效解决系统复杂、不稳
定以及参数设置困难、更新不易的现实问题，可
为甘肃省配方施肥工作的推进提供系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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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系统运行界面

图 2 系统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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