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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自主研发的耕地土壤资源信息管理系统 V1.0，采用 C#语言，以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为开
发环境，以 Microsoft Access 2003建立数据库，设计开发了一套区域化的测土配方施肥推荐系统。该系统主要服
务于市州级土肥部门推荐施肥查询，融合所属县区配方施肥数据库，可为市州级土肥部门推荐施肥及决策提供
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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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il resourc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V1.0，using
C# language，with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for development environment，with Microsoft Access to a database of 2003，designed and
developed a set of regionalization of soil fertilizer recommendation system. The system is mainly to serve the city department of state，soil
fertilization query，fusion subordinate counties formula fertilization database，recommend to the municipal department of state，soil
fertilizer and decision-making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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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级测土配方施肥查询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甘肃省从 2005年开始实施农业部测土配方施

肥补贴项目，完成了全省 80个项目县耕地资源调

查研究工作，同时，建立了科学完备的耕地资源

管理空间数据库和属性数据库，以及科学的耕地

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1 - 5］。为解决农户种植分散导致

配方肥施用难题，扩大配方肥施用面积，2010年

开始引入测土配方施肥触摸屏查询系统，经过近

几年的实施，在全省 1 000个乡镇，每个乡镇选择

1家肥料经销大户，补贴配置 1台智能化触摸屏、

1套集称重 -掺混 -封包一体化简易配肥设备，用

于开展个性化按方混配施肥技术服务，破解一家

一户面积小、配肥难的问题，有效推动了测土配

方施肥成果的推广应用。

为更好适应测土配方施肥工作的需要，完善

市一级土肥管理部门对市州区域内土壤动态管理

及耕地资源施肥配方汇总演示，以县级配方施肥

触屏查询系统为基础，设计开发了一套适用于市

州级土肥部门的触摸屏推荐施肥系统，该系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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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为行政区域，通过对不同县级测土配方施肥

数据进行整合，形成了数据量更大、推广演示范

围更广的一套触屏系统，可为市州土肥管理部门

推荐施肥提供支持。

1 系统设计

1.1 设计目标

以开发的县级配方施肥查询系统为蓝本［ 2 - 3］，

设计开发适用于市州土肥管理部门的市州级查询

系统。系统综合集成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成果，配

肥方法及方式，适用于不同县区。以养分平衡理

论为基础，辅以养分丰缺指标法、土壤检测值与

最佳施肥量函数法等模型计算耕地需肥量及推荐

施肥量，并提供详尽的施肥方法和所需肥料类型。

1.2 开发环境

操作系统：Windows XP x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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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数据库采用 Access 2003数据库来存储推

荐施肥所需的各种数据信息，信息表主要涵盖病

害防治信息、土壤检测值与施肥信息、农户常规

用肥、测土配方施肥地块数据、常用肥料信息、

作物名称、配肥方法、行政区划设置等 20个数据

表。行政区划设置窗口如表 1。

1.4 设计流程

如图 1所示，系统结构主要分布：用户界面

层、后台管理层、数据访问层等 3种层次。用户

界面层仍沿用县级系统界面设计，包括配方施肥、

病虫害防治两大功能按钮，为用户查询信息提供

快捷方式。

2 系统功能及实现

市州级配方施肥触屏查询系统以简洁的用户

界面为用户提供施肥查询需求。用户界面主要以

配方施肥、病虫害防治功能为主，以区域内富有

特色的风景图片或农田作物风景为背景，既实用

又美观。系统操作演示界面见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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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所在县区 -乡镇 -

村庄 -地块 -作物及产量，可以得出配方建议 1、

配方建议 2以及施肥说明，通过打印功能可以打

印配方单。包含县区测土配方施肥成果数据，可

查看地块肥力状况。打印的推荐施肥单给出了土

壤养分丰缺状况，目标产量下作物所需的养分纯

量数值，用户可根据推荐的施肥纯量按化肥养分

含量自行配制肥料；给出的配方建议涵盖了单质

肥料配方、复混肥或作物专用肥配方建议两种方

式；同时给出施肥建议，可根据农技部门提出的

建议按要求进行施肥（图4）。

市名 县名 乡名 村名 村代码

荩 酒泉市 肃州区 肃州 肃州 62098200000

酒泉市 敦煌市 七里镇 七里镇公地 620982100100

酒泉市 敦煌市 七里镇 青海石油管理局 620982100101

酒泉市 敦煌市 七里镇 中学农场 620982100108

酒泉市 敦煌市 七里镇 白马塔村 620982100200

酒泉市 敦煌市 七里镇 杜家墩村 620982100201

酒泉市 敦煌市 七里镇 三号桥村 620982100203

表 1 行政区划设置窗口

用户界面

作物信息 常用肥料信息 施肥量设置

地块信息 行政区划信息

配方设计及推荐施肥量、施肥注意事项等

数据库

用户界面层

后台管理层

数据访问层

… …

图 1 系统结构

图 2 系统查询流程

选择县区 选择乡镇 选择村
选择作物
及产量

推荐施肥
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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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病虫害防治

以常见农作物病虫害发生规律和特点为查询

内容，集成病虫害特征、病虫害直观图片以及防

治方法，通过选择作物 -病虫害类型查看病虫害

图片及症状，选择防治方法，并打印出主要内容。

3 系统特点

该系统以简洁的用户界面为查询信息者提供

直观的配肥方法及施用方式，并通过开放的后台

管理程序为科技工作者进行作物、土壤供肥能力

及施肥方式等模型的建立提供便利。

图 3 系统运行界面图示

图 4 系统后台设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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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盐渍化是影响农业生产最严重的非生物

胁迫之一［ 1］，中国的盐渍土近 1亿 hm2，主要分布

在东北、华北，西北以及沿海地区等省市和地

区［ 2］，且随全球气候变暖、耕作方式的转变、过

量使用化肥等因素，盐渍化和次生盐渍化不断扩

大。甘肃河西走廊棉区是我国西北内陆棉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该地区光热充足，昼夜温差大，是

我国优质棉花生产区［ 3］，然而该地区是甘肃省盐

碱地的主要分布区域，已接近 1.8万 km2，且盐碱

地面积逐年增加，已成为限制当地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4］。

棉花是较耐盐作物，是盐碱地的先锋作物［ 5］，

但其耐盐能力有限，且不同品种耐盐性差异较

大［ 6］，通过筛选、挖掘适应于甘肃河西地区耐盐

性强的棉花种质资源，培育耐盐棉花品种，是合

理开发利用该地区盐碱地的有效途径之一。已有

研究表明，棉花幼苗阶段是棉花耐盐水平最弱的

阶段，各品种耐盐水平差异最明显，是筛选耐盐

摘要：以 10个适宜甘肃河西走廊棉区种植的棉花品种为试验材料，利用盐池盐碱原土鉴定法，以棉花出
苗率、株高、叶片数、叶面积和叶绿素 5个耐盐指标为评价依据，通过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对各品种耐盐
性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表明，陇棉 3号为强耐盐型品种，酒棉 17号、陇棉 2号、新陆早 48、硕丰 2号为中
耐盐型品种，新陆早 39、金垦 3号、金垦 108、天云 3号为弱耐盐型品种，咸丰 2号为盐敏感型品种。

关键词：棉花；品种；苗期；耐盐性；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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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系统应用的便捷性

后台程序参数设置方便，农技人员可根据专

业知识和自身经验进行系统参数调整、数据浏览

和配方设计，可以利用系统打印出单一的配方单，

也可将整建制村、乡镇或县区的配方以 EXCEL表

的形式输出或打印，便于以村为单位的张贴或存

档。用户界面为农户提供了触摸查询功能，通过

简单的信息选择即可查询出推荐施肥配方单，并

打印出配方小票。

3.2 直观易用的植保解决方案

系统集成了作物病虫害防治查询功能。将当

地作物常发病害的特征、病症图片、防治方法等

信息录入系统，便可提供简洁的作物病虫害防治

查询功能，满足农户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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