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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分析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科研信息管理平台需求的基础上，对平台主要功能模块以及数据库进行了
分析和设计，并实现了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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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重要力量，信息化水
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指标［1］。科
研信息管理是农业科研院所工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
环节［2］。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办公自动化的建
设，以及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和科研考核等工作的
进一步开展，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科研管理工作随之
增多且日趋复杂，对科研管理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面对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当前复杂多样的科研工
作，建设一个符合全院科研工作要求的科研信息管
理平台已显得非常迫切。基于Web的甘肃省农业科
学院科研信息管理平台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科研
业务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智能化管理，提高科研管
理人员以及科研人员的工作效率，加速信息记录、
查阅以及共享，实现高效、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
1 平台需求分析

科学研究是科研院所的中心任务，涉及的内
容极为广泛。农业科研信息是农业科技人员从事
科研活动的真实记录，也是一个科研单位科研发
展历程的见证［ 3］。为使全院科研工作管理更加规
范化、科学化、现代化和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开
发适合我院科研特色的科研信息管理平台显得非
常必要。设计实现科研信息管理平台，一是建设
全院统一的动态科研数据库的需要。目前，院所
两级项目、经费、成果以及科研人员和专家库等
数据，都是独立管理，分散存储，数据量大，收
集整理难。没有统一的动态科研数据库，不便于
数据的挖掘、横向分析，不便于形成综合报表，
就不能给全院宏观管理决策提供数据支持。二是
科研管理流程化，提高工作效率的需要。项目申

报、中检结项、经费到账、成果评奖等流程，程
序繁、材料多、周期长，需要优化流程，提高工
作效率。三是实现科研数据信息共享的需要。目
前，科研管理处、各研究机构在科研档案管理方
面还以原始的纸质文档为主，最多使用 Excel处理
一些简单的数据。管理者不能及时有效地了解自
己及兄弟单位的科研动态，不能很好的把有关的
科研数据信息让科研人员共享。科研信息管理平
台就是实现科研数据和信息共享的有效途径。
2 平台功能目标
2.1 搭建网络化科研管理综合办公平台

以科研管理为主线，依托院局域网搭建一个综
合性的协同办公平台。全院科研人员、各科研单位、
科研主管部门、主管院领导等不同身份的用户能够
进入统一的工作平台协同办公，实现科研工作中的
个人级、单位级和院级三层管理体系。
2.2 建设全院集中统一的科研信息数据库
通过科研管理平台，建立一套科研信息数据

采集、审核和归档机制，使全院各项科研信息能
够实时准确的进入到统一的科研信息数据库中。
2.3 优化科研业务管理流程

科研信息管理平台的开发和实施过程，也是
科研管理业务的梳理和优化过程。以项目管理为
业务核心，从项目申报、立项、实施、结题、归
档和考核，实现科研项目的全周期管理。
2.4 提供强大的数据查询和报表分析功能
在平台中提供对数据进行多角度的查询检索

以及数据统计和报表分析功能，充分挖掘集中统
一数据库的作用，为全院的宏观管理提供数据支
持和决策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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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台用户组成
本平台是一个开放式的网络化管理系统，服

务对象是全院从事科研活动或者科研业务管理的
工作人员，根据业务范畴的不同，其用户可分为
科研人员、科研单位、科研管理处、院领导、系
统管理员等多种角色，不同角色的用户使用权限
不同，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协同工作。
3.1 科研人员

科研人员可以通过系统查阅和维护个人信息、
项目信息、经费信息和成果信息，并可在线提交
各项申报材料、归档材料和自己的科研成果材料
等。
3.2 科研单位
科研单位是指有科研任务的下属研究所和院

级科研机构以及试验场。科研单位可以设置负责
人、科研管理人员和科研秘书等多种角色。科研
单位的不同角色的用户可以对所属单位的科研数
据进行维护和管理。
3.3 科研管理处
科研管理处是全院科研工作的主管部门，可

管理和维护全院的各项科研数据。科研管理处可
以设置项目管理员、成果管理员、综合管理员等
多种角色的用户。
3.4 主管院领导
主管院领导可以通过系统了解全院的科研概

况，查阅各项数据统计和分析报表。
3.5 系统管理员

系统管理员是系统中的超级用户，由系统初
始化时自动产生。系统管理员的主要职责是维护
数据，进行各项参数设置等。
4 平台设计与实现
4.1 平台技术框架及体系结构
平台采用的技术框架分为系统运行环境和系统

应用体系结构两部分。系统运行环境主要由操作系
统、数据库系统和 Tomcat运行环境组成。系统开发
主要以 JAVA为开发平台，SQL Server 2005为后台
数据库。平台体系结构采用目前流行的 B/S模式，
可以跨平台部署，实现平台整体集成和统一身份认
证，可以与公共数据平台实现数据交换和数据同步。
4.2 平台业务模块设计
根据科研信息管理工作的内容和流程，以实

现信息处理的及时、准确、完整为原则，方便用
户使用为基础。平台业务模块主要分为首页、项
目管理、成果管理、科研办公、研究机构与团队、
科研平台、评估决策、系统维护等八大业务模块。
4.2.1 首页 首页页面分为 LOGO 区域、代办事
宜区域、科研动态统计区域、消息预警提示区域、
系统信息提示区域 5部分。

4.2.2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模块分为立项管理、项
目申报、项目评审、项目实施、项目结项、科研经
费等功能模块，实现项目从申报到结项的全程管理。
4.2.3 成果管理 成果管理分为科研成果（包括鉴
定验收和获奖成果）、知识产权、论文专著、文档
中心等功能模块。
4.2.4 科研办公 科研办公模块主要为辅助科研
管理处和部门管理员、科研人员进行交流和信息
传送而设置。其主要功能包括通知公告、消息管
理两部分。同时，为了便于统计，还设置了主办
会议、学术讲座、参加会议、外事管理、技术、
种质资源等功能模块。
4.2.5 研究机构与团队 该业务模块里设置了科
研人员、专家人才、创新团队、组织机构等功能
模块。主要是录入人员信息、组织机构信息和团
队建设信息。人员信息包括基本信息、详细信息
两部分。基本信息中的职工号为用户本身的登录
账号，初始口令与职工号等同。同时还设置了人
员查重、常用报表、职称设置等功能模块，便于
管理人员维护。专家人才分为院内专家和院外专
家，院外专家可以直接录入，院内专家通过检索
院内人员来新增。管理员可对专家人才进行新增、
删除、导出。组织机构依据我院机构设置分为管
理部门、研究所、试验场及开发实体、市州院所
等模块，同时为了便于统计，设置了研究室、仪
器设备、常用报表等功能模块。
4.2.6 科研平台 设置该模块主要是为了统计我
院各类省级、国家级的研究中心、试验站、野外
台站等信息。
4.2.7 评估决策 设置了各类科研报表，可对人
员、项目、经费、成果等进行分析统计，为更好
地进行科研活动提供辅助决策。
4.2.8 系统维护 该功能是超级管理（superadmin）
拥有的权限。可对系统中的角色进行定义及权限
分配，可对各类代码表进行维护，可通过监控用
户的活动日志保障系统及数据的安全，能进行人
员调动、人员删除及机构调整。
4.3 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设计是数据生存周期中的一个重要阶
段，其质量对数据库系统影响颇大，因此数据库
的设计是科研信息管理系统的一个至关重要环
节［ 4］。根据平台需求分析，将系统的实现直接定
位在更好的服务各层次人员的需求和操作上。系
统的基础数据由有权限的科研管理人员增删修改，
科研人员基本信息、科研项目信息、科研成果信
息、学术交流信息等初始化数据均采用从现有数
据库载入和界面录入的方法，由各类用户分工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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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安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渭河以北黄土高
原梁峁沟壑区，山多川少，沟壑纵横，属陇中南
部温和半温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10.4 ℃，
日照时数 2 208.1 h，无霜期 174 d，干旱、冰雹、
暴雨、霜冻等自然灾害频发，年均降水量 507.3
mm左右，蒸发量 1 448.8 mm，且降水季节分布不
均，是典型的旱作雨养农业区。为了掌握秦安县
土壤墒情，科学合理的指导各项旱作节水技术措
施的落实，我们在秦安县不同生态区域建立了自
动监测站点，对土壤墒情进行定位监测，并对其
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1 监测方法
1.1 气象资料来源

相关气象数据均来源于秦安县气象局，统计
时间以当地主要作物生长关键时期为主。
1.2 监测站点设置

依照秦安县气候、地形地貌、农业生产特点
及农田土壤类型，在川道区、高山区、半山区等
不同生态区共设立 1个自动监测站，3个监测点。
其中监测站位于秦安县良种场，地处东径 105毅 38忆
53义 ，北纬 34毅 51忆 08义，海拔 1 205 m，土类为淀
土，四周开阔，周围无高大建筑物，交通便利。
监测点分别位于云山乡吴大村，地处东经 105毅 46忆

摘要：干旱是制约渭北旱作区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在秦安县不同生态区域建立了土壤墒情监测站点，对
其土壤墒情的动态监测分析。结果表明，秦安县乃至渭北同类旱作农业区 1—4月份降水量较小，蒸发量大，土
壤墒情差；7—10月份随降水的增加，土壤墒情明显好转。
关键词：旱作区；土壤墒情；旱情监测；秦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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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界面设计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不断普及，社会信息化
程度的加深，人们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信息系统“够
用”，而是更加强调“好用”“易用”，因此，界面设
计在系统构建中也非常重要。本平台在界面设计
上采用简单、方便、用户导向、实时帮助、色彩
轻松等原则，其目的主要是实现平台实用和用户
易用。
5 结束语
农业科研信息资料收集要齐全成套，要同它

所反映的过程、事实、对象相一致［ 5］。本平台在
设计中充分考虑到科研日常管理中的各个环节，
能对科研人员、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科研考核
和学术交流等进行综合管理，能够减轻科研管理
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但
由于开发经费的不足和设计思路的局限，“科研信
息管理平台”还不够完善，尤其在项目申报方面与
主管部门的要求还有差距，这需要在以后不断改
进和升级。在科研管理工作中，经常要为上级部
门或其他单位提供一些数据或报表，而往往上级

部门也有自己的系统平台，因此“科研信息管理平
台”还应该与其他管理系统兼容。总之，在以后的
应用过程中，应不断扩大、完善平台功能，将越
来越多的科研管理工作转移到 Web平台下操作实
现，真正实现科研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
智能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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