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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数据化的时代， 计算机和网络应用得
到极大的普及， 科研人员面对传统的海量纸质文
件进行项目申报、 数据统计、 检索和宏观趋势观
察等变得十分困难。 科研管理系统是以科研过程
管理为核心， 以计划、 申报、 审核、 管理、 验收、
合同、 成果等为主线， 通过先进的“工作流程系
统”对科研单位的科研业务进行全面管理， 可以有
效地规范科研工作的流程， 提高科研院所的科研
管理水平， 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 满足各
级科研机构对科研工作的管理需要， 使科研管理
过程全面信息化， 达到提高科研办公效率的目的，
也可为科研任务的绩效考评提供数据依据检索。

科研管理在科研单位的管理工作中占据重要位置，
科研管理的信息化水平不仅影响着科研管理的效
率、 能力， 而且对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 创造性
以及科研单位的综合实力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因
此， 构建一个安全高效的科研管理系统势在必
行［1�］。
1���农业科研管理系统研发的意义
1.1 适应科研机构改革的需要， 促进农业科研创
新

我国科研机构体制改革和科技管理改革的深
化， 促使农业科研项目管理领域逐步引入了新的
管理理念， 并对农业科研管理模式产生了全新的

摘要：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开发建立了实用的科研管理系统， 并与现有OA系统整合， 配套科研成果知识产
权交易库和交易平台， 从而可更便捷高效地开展农业科研管理系统服务工作。 系统使用中应加强网络信息安全
防护、 存储、 备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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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科研管理系统的研发与应用
任 竹， 陈 磊， 江 懿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 安徽 合肥 230031）

长和成熟， 其中陇薯 10 号， 天薯 11 号出苗整齐，
田间长势强， 经济性状好， 抗晚疫病， 折合产量
分别为 38�434.3、 36�565.7�kg/hm2， 分别较对照品
种青薯 168 增产 9�343.4、 7474.8�kg/hm2， 增产率
分别为 32.12%、 25.69%， 可作为主栽品种在庄浪
县推广种植。 庄 11-8-3 出苗整齐， 田间长势强，
经济性状较好， 较抗晚疫病， 折合产量为 33�989.9�
kg/hm2， 较对照品种青薯 168 增产 4�899.0�kg/hm2，
增产率为 16.84%， 可作为配套品种示范种植。 冀
张薯 8 号较对照品种青薯 168 增产 1�565.7�kg/hm2，
增产率 5.5%， 田间长势较强， 经济性状较好， 但
晚疫病发病最早， 抗病性差， 有待继续试验验证。
陇薯 12 号、 天薯 12 号田间长势较强， 经济性状
较好， 但晚疫病发病早， 分别较对照品种青薯 168

减产 4.86%、 7.30%， 不宜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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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并以此为手段来提高科研工作效率， 促进
农业科研创新［1�］。
1.2 为科研管理提供有效的科学化手段

农业科研单位管理的重点首推农业科研项目
管理。 科研计划项目的多领域、 多渠道的性质必
然带来多样化要求， 使传统科技计划管理的弊端
日益显现。 首先， 传统的科研管理方式把从开题
到成果鉴定各个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文件、 资料加
以搜集、 整理并归档。 管理上不仅浪费了大量的
人力、 物力和财力， 而且信息资料的需求者也只
能通过到图书馆或档案馆查阅相关领域的期刊杂
志、 科研成果汇编以及科研档案来获取信息， 无
法实现科研信息利用的准确、 时效与便捷。 再者，
传统意义上的科研管理机构是处于一种被动服务
状态， 在科技计划管理的各阶段尤其是检查、 验
收及科技合作方面， 仅对科研项目实现文件进出
收发， 科研管理人员仅仅是办事人员， 无法真正
实施科学有效的管理。 科研信息网络化则对科研
管理提供了有效的科学化手段， 能很好地解决上
述两方面的问题［2�］。
1.3 推进科研信息的发展和共享

建立服务于全院的科研管理系统是安徽省农
业科学院农业科研信息化的重要内容， 即以信息
技术为支撑， 构建新型科学研究环境。 农业科研
项目管理系统的建立能够为全院科研人员提供共
享已有科研项目的相关信息、 促进知识交流与知
识创新的平台。 通过农业科研管理系统可以实现
对科研活动的全程跟踪， 最大限度地推进科研信
息的发展和共享， 从而为科研项目管理部门了解
科研进展情况并做出正确的决策提供切实有效的
依据［3�］。

信息网络化在科研立项、 鉴定验收、 评奖等
科技计划管理的各阶段可提高公正、 公平、 公开
的力度， 在项目执行阶段起到了适时跟踪指导、
检查评估的作用， 有利于即时获取所需信息， 及
时了解各种科研情况与数据， 从而提高管理决策
的科学性［4��］。
2���农业科研管理系统研发的内容

开发一个网络化的科研管理系统可以实现科
研项目从申报到验收全过程的电子化上报、 管理、
审批等。 科研管理系统包含开发项目网评、 项目

管理、 成果展示交易等子系统， 管理的内容包含
院外、 院内项目（基金）管理、 科研成果、 专利、
获奖、 品种、 论文专著、 科研资料库等。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科研管理系统， 包括 3 个
部分。 首先， 建立科研项目管理平台， 平台里包
含项目申报、 专家评审、 项目立项、 项目中期检
查、 项目结题和项目管理。 其次， 开发一个科研
成果知识产权数据库， 包含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建
院以来所有知识产权相关数据， 包括成果名称、
成果简介、 开发单位、 完成单位、 知识产权形式
和是否能进行交易等内容。 最后， 建立科研成果
知识产权展示交易平台， 将数据库中可以进行交
易的知识产权在展示平台上进行展示， 页面上要
具有分类检索和主题检索功能， 提供成果或专利
拥有方与需求方对接方式， 用户通过检索可以搜
寻想要了解或购买的知识产权成果的内容， 知识
产权的应用者和用户之间可以通过平台提供信息
进行相互间的联系， 达成科研成果知识产权的交
易。
3���农业科研管理系统功能模型的流程设计
3.1 与 OA 系统的整合

由于 OA 系统已整合贮存了管理人员、 科研工
作者等所有用户的真实姓名、 归属部门、 组织架
构及各层次用户的访问权限等信息， 因此用户直
接实名登陆 OA 系统后可直接进入科研管理板块进
行科研项目的有关工作。 农业科研管理系统与 OA
的整合加载， 可以实现资源有效整合和数据规整，
避免登录不同系统界面和不同系统账号， 能够对
整个业务系统进行安全防御和数据备份， 系统的
安全性得到保障并具有极强的可伸缩性。
3.2 功能模型的流程框架设计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科研管理系统的功能模块
框架设计见图 1， 科研管理系统科研项目申请的功
能模块流程设计见图 2。
4���系统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4.1 系统的信息安全

互联网时代， 信息安全尤为重要。 科研管理
系统的数据库、 用户信息、 信息条目、 数据存储
等都相当关键。 如果单位自有服务器机房， 从保
障信息安全的角度考虑， 硬件部分应当积极布防
硬件防火墙、 WAF、 数据库审计等网络安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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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科研项目管理系统

抵御外来技术攻击。
在软件加载上， 应当采用静态和动态密码验

证、 VPN 端访问等多层次的身份认证措施， 确保
登录数据的安全保密， 涉及到重要模块操作还需

图 2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科研管理系统项目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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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使用加密狗等。 登录终端应积极安装 360 安
全卫士等正版杀毒软件［5�］。
4.2 系统日常的运行维护

网站安全检测， 主要通过技术手段对网站业
务系统进行漏洞扫描， 检测网页是否存在漏洞、
网页是否挂马、 网页有没有被篡改、 是否有欺诈
网站等， 提醒网站系统管理员及时修复和加固系
统， 保障 web 网站的安全运行。

建立详细的安全审计日志、 系统运行日志，
以便检测并跟踪入侵攻击等。 OA 系统、 科研管理
系统等应当做到每天备份， 以便信息数据受到损
失时能够及时恢复运行。
5���结语

建立服务于全院的科研管理系统， 使农业科
研信息管理网络化， 对于农业科研和成果推广具

有提质、 增效的作用， 能够有效地促进安徽省农
业科学院的发展， 从而更好地为全省“三农”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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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是全国马铃薯的重要产区， 近年种植
面积均在 67 万 hm2 以上， 在保障甘肃省粮食安
全、 促进农民增收、 消除贫困方面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 近年来， 甘肃省立足区域优势和资源优
势， 把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作为推进现代农业发
展的六大产业之一， 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
马铃薯生产、 贮藏、 加工和营销一体化产业格局
初步形成， 已成为保障甘肃省粮食安全、 增加农
民收入的重要支柱产业。 在国家提出马铃薯主食
化发展战略的新形势下， 加快马铃薯品种选育、
脱毒种薯标准化生产种植、 马铃薯深加工等关键

环节的配套， 已成为甘肃省马铃薯产业发展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
1���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

甘肃省地处西北内陆， 地形复杂， 气候差异
性大， 生态类型多样， 发展马铃薯产业具有得天
独厚的条件。 马铃薯主产区土层深厚而疏松， 富
含钾素， 独特的生长环境造就了甘肃马铃薯与众
不同的品质优势， 个体均匀， 口感醇厚、 淀粉含
量高， 耐贮藏运输， 是工业淀粉和食品生产的上
乘原料。 甘肃省中南部高寒阴湿区海拔高、 气温
低、 短日照、 气候湿润、 无霜期短、 病虫害轻，

摘要： 分析了甘肃省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 指出了甘肃省马铃薯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加快专用
型新品种选育； 完善马铃薯脱毒种薯生产体系和推广补贴政策； 加大主粮化技术攻关力度； 提升加工水平等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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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马铃薯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
王宏康

（甘肃省种子管理局， 甘肃 兰州 73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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