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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退耕还林工程信息管理系统分析与设计
石军南1 , 柯善新2 , 项文化1

(1. 中南林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 , 湖南 株洲 412006 ; 2. 国家林业局中南调查规划设计院 , 湖南 长沙 410014)

[摘 　要 ] 　为了提高退耕还林工程的管理效率 ,实现工程管理的规范化、准确化和自动化 ,采用系统工程的设计思想和软件工程方

法 ,将 MIS、GIS 和 RS 结合应用于湖南省退耕还林工程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 ,对湖南省退耕还林工程管理的业务流和基本数据流进

行了系统分析 ,将该信息管理系统设计为基本信息管理、统计上报、分析查询、行政管理活动辅助功能、决策辅助和图形管理功能等 6

个功能模块。重点探讨了该信息管理系统中主要属性信息的组织管理、数据库结构设计和图形数据库的组织管理。确定信息源、处

理好表间关系和信息更新流程是湖南省退耕还林工程管理信息系统设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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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Design of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for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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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order to improve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realize the standardization , accuracy and automation of management of the project

of Abandoning Farmland to Vegetation Restoration (AFVR) ,the design methods of system engineering and software engineering were em2

ployed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function flow and data flow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f AFVR developed through 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MIS , GIS and RS comprised 6 function modules , i. e. basic data management , report ,

data analysis and query , administration aiding , decision2making aiding , and graphic processing. The attribute data organization and manage2

ment , database structure design , and spatial data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were discussed critically. The crucial techniques for MIS de2

sign were data source identifying , inter2table relationship tackling , and data upd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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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还林是我国六大林业生态重点建设工程之一。湖南省自 2000 年被列入国家退耕还林试点示范省以

来 ,退耕还林面积逐年增长。到 2003 年底 ,全省退耕还林和荒山造林面积约 80 万 hm2 ,这对湖南省林业和生

态环境建设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退耕还林工程的政策性很强 ,牵涉面较广 ,为了保证退耕还林的顺利实施 ,

必须加强对退耕还林工程的管理 ,提高工程的效率。因此 ,退耕还林工程的信息管理显得十分重要。只有及时

准确地掌握工程的信息 ,才能做到决策正确和管理高效 ,保证工程的质量和效益 ,开发退耕还林工程信息管理

系统是提高工程管理效率的有效途径[1 ,2 ] 。目前 ,部分省已开发了退耕还林工程信息管理系统 ,但由于各省气

候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不同 ,管理水平也存在差异 ,无法照搬套用。笔者结合湖南省实际状况 ,对湖南省退耕

还林工程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了分析和设计。

1 　系统的总体设计目标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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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设计目标

该管理信息系统总体设计的目标是 :根据退耕还林工程管理活动的需要 ,科学合理地组织相关属性的信

息 ,辅以决策参考的图表 ,实现工程管理活动的规范化、准确化、自动化。

1. 2 　总体设计的原则

按照系统工程的设计思想 ,采用软件工程方法 ,利用“3S”技术和数据库及信息管理技术 ,结合林学原理 ,

在充分利用现有信息 ,并与林业信息化建设要求保持一致的基础上 ,开发实用高效的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以一

个县的数据作为示范 ,进行系统设计和建设 ,加以推广和应用。系统设计遵循 4 个基本原则。(1) 完备性和标

准化。完备性主要是指系统功能的齐全、完备 ,具备数据采集、处理、管理、查询、编辑、分析及输出等功能 ;标准

化是指系统设计应符合信息系统的基本要求和标准 ,同时数据类型、编码应符合现有的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

(2)系统性和兼容性。属性数据库管理子系统、图形数据库管理子系统及应用模型子系统必须有机地结合为一

体 ;数据具有可交换性 ,选择标准的数据格式和设计合适的数据格式变换软件 ,实现与不同的信息系统、数据库

之间的数据共享 ,各种参数可以互相传输。(3)通用性和可靠性。系统必须能够在不同范围内推广使用 ,不受

区域限制 ;系统的可靠性包括系统运行的安全性、数据精度的可靠性和符号内容的完整性。(4) 实用性和可扩

充性。系统数据组织可以满足不同应用分析的需求 ,系统真正做到能够解决用户所关心的问题 ,为生产实践、

科研教学服务 ;考虑到信息技术的发展 ,系统设计时应采用模块化结构设计 ,模块的独立性强 ,模块增加、减少

或修改对整个系统影响很小 ,便于对系统改进、扩充 ,使系统逐步趋于完善[3 ,4 ] 。

图 1 　湖南省退耕还林业务流框图

Fig. 1 　Flow chart of the function of the project of

converting agricultural land into forestland in Hunan province

2 　系统分析与系统开发运行的环境

2. 1 　系统分析

根据对退耕还林工程信息管理的需求调查 ,绘制

出业务流和数据流框图 (分别见图 1、图 2) 。用于基本

数据分析的数据量 (包括目前全省退耕还林总量) 为 :

面积约 80 万 hm2 ,图斑约 24 万个 ,农户数约 20 万户。

数据结构有小班基本因子约 50 项 ,地块基本因子约

20 项 ,农户卡基本因子约 30 项。

2. 2 　系统开发运行环境

图 2 　湖南省退耕还林基本数据流框图

Fig. 1 　Flow chart of the basic data of the project of converting

agricultural land into forestland in Hunan province

2. 2. 1 　硬件环境

本网络系统采用内部小型局域

网的方式 ,基于客户机/ 服务器的模

式运行 ,服务器为 HP 高档服务器 ,

工作站为高端 PC 机 ,内存不小于

128MB , 硬 盘 容 量 大 于 20 G ,

1. 44MB软盘驱动器 ,光驱 ,其它硬

件设备有彩色打印机、点阵打印机、

扫描仪等。

2. 2. 2 　软件环境

因为本系统涉及的面很广 ,可靠性与安全性要求比较高 ,因此采用 Microsoft 公司的 SQL SERV ER 作为后

台数据库开发运行平台 ,它是真正的客户机/ 服务器结构 ,有良好的 Web 支持技术 ,为以后把数据库中的数据

发布到 Web 页面上做好准备 ,系统中的属性数据主要由 SQL 管理。前端开发平台采用 Sybase 公司的 Power2
build7. 0 ,它是一种面向对象的快速应用程序开发工具[5 ] 。View Gis3. 0 作为一个可以提供空间信息处理、地图

显示和地理分析功能的 OL E 控件 ,与 PB 进行集成开发 ,以 ODBC 为接口连接属性程序和各种专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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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设计

3. 1 　系统主要功能设计

根据省级退耕还林办公业务流程和退耕还林数据流分析 ,系统有 6 个方面的功能。(1) 基本信息的管理。

包括项目计划、作业设计信息、施工实施情况信息、农户退耕地块台帐等。(2) 统计上报。满足国家林业局及

省政府各部门要求的各类统计报表。(3) 分析查询。利用基础信息 ,得出由用户自行定义的分析图表 ,以便分

析查询各种分析结果。(4) 行政管理活动辅助功能。为林权证的发放、农户卡的填写、补助钱粮的兑现、苗木

需求调度等活动提供必要信息并自动完成这些信息的处理。(5) 决策辅助功能。通过基础信息的统计分析及

图面材料的查询与统计数据 ,为决策提供依据。(6) 图形数据库管理。退耕还林的空间信息管理 ,主要有基础

地理信息和专题地理信息的输入、编辑 ,专题图制作等。

3. 2 　主要属性信息的组织管理

退耕还林工程具有政策性强、小班零星分散、数据量大、牵涉面广等特点。为了合理组织数据 ,本系统有 3

个重要的基本信息。(1)小班信息。用于记载小班位置、造林年度、面积、林种、树种、密度等信息。同时用于描

述设计因子、各年度检查验收结果。小班信息源定义为由县级自查数据提供 ,因为省级复查、国家核查都无法

提供覆盖所有小班的数据 ,只有县自查验收才能提供全面的小班信息。(2)地块信息。一个小班由多个地块组

成。地块信息包括小班、农户名、面积、各年度钱粮兑现情况等信息。(3)农户信息。农户是兑现政策的最终对

象 ,是政策执行的关键。它包括农户名、行政单位、合同、各年度钱粮兑现情况等信息。

为了避免信息重复记载并使信息能得到同步更新 ,必须定义三个基础信息之间的关联关系。小班信息与

地块信息形成一个对多个的父子关系 ,一个小班对应多个地块 ;农户信息与地块信息形成一个对多个的父子关

系 ,一个农户可以有多个地块 ;小班信息与农户信息形成多对多的关系 ,一个小班牵涉多个农户 ,而一个农户的

多个地块分布于不同的小班。

3. 3 　数据库结构设计

根据对业务流、数据流、原始卡片和统计报表的调查分析 ,需要建立三个数据库 :基础数据库、规划设计库、

检查验收库。

(1) 基础数据库 　包括基础情况表和文档数据表。基础情况表内容包括造林地块所在的县 (林业局) 、乡

(林场) 、村 (林班) 、小班等具体情况 ,及该地块在地图上的图幅号、公里网坐标 (横坐标、纵坐标) 以及它们的面

积、土地种类、地形地貌、土壤状况等。文档数据表主要包括有关退耕还林方面的各种政策、法规、条例、办法等

文件 ,以及有关苗木、种子、育苗、造林等方面的各种技术标准。

(2) 规划设计库 　包括基本规划设计表、配套设施规划表以及种苗计划表和资金计划表。基本规划设计

表包括整地技术、营林和造林技术、施肥技术和抚育管理技术等。配套基础设施规划设计表包括森林保护设施

(围栏、了望台、检疫站、防火带) 、林地水利设施 (截水沟、蓄水池、灌溉系统、溢洪道等) 、固土护坡设施 (截水沟、

谷坊、淤地坝) 、林道、用工量、投资预算、承担队伍、负责人等。种苗计划表包括种苗生产基地数量 (种子园、母

树林、采穗圃、苗圃) 、采种量、产苗量、需苗量、需种量、种子平衡 (树种、草种) 、苗木平衡等。资金计划表包括资

金种类、单位资金需求量、总投资预算、资金来源等。

(3) 检查验收库 　包括年度完成情况检查验收表、造林三年后检查验收表与配套资金基础设施检查验收

表和资金及粮食到位检查验收表。年度完成情况检查验收表与造林三年后检查验收表相似 ,但前者是分年度

建立的 ,而后者是造林三年后验收建立的 ,其内容都涉及上报面积、核实面积、成活率 (覆盖度) 、损失面积、失败

原因、管理情况 (包括设计、验收、档案、管护、抚育、发放林草权证面积) 、混交情况、经济林 (草)水保措施实施面

积等。配套基础设施检查验收表包括森林保护设施、林地水利设施、固土护坡设施、林道等的设计数量、完成数

量、完成质量、未完成数量、未完成原因等内容。资金及粮食到位情况表是指各种资金 (包括粮食结算、退耕现

金补助、种苗补助、种苗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支撑等资金) 、粮食到位情况。

3. 4 　图形数据库的组织管理

退耕还林工程使用的图形数据包括全省不同比例尺的基础地理信息、退耕还林专题小班设计图、退耕还林

检查验收图等。图形数据库的组织管理主要利用 View GIS3. 0 平台 ,实现图形的输入、编辑 ,专题图的生成、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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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和查询以及地图输出功能。

3. 4. 1 　图形输入和编辑

为了查寻方便 ,建立全省 1∶250 000、1∶50 000 和 1∶10 000 三种比例尺基础地理信息库。图形的输入方式

主要是扫描仪输入。图形输入包括点线面要素的输入。为了做好进一步的分析工作 ,在输入完成后 ,对图形进

行坐标转换 ,采用统一的坐标系和单位 ,并对输入的栅格图形数据进行检查、改正与加工 ,以获得净化的输入数

据 ,在此基础上进行矢量化 ,然后生成拓朴关系。编辑的主要功能是对矢量化后的点线面进行删除、插入、添

加、修改、移动、合并、分割以及复制。

3. 4. 2 　专题图生成

退耕还林专题小班设计图为专题基础信息库 ,将被扫描、匹配、矢量化后进行组织入图形库。在系统中实

现省、县、小班、农户的逐级查询。在图形输入的基础上 ,对图形进行后处理 ,与属性数据库通过标识码建立联

接 ,将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关联起来 ,利用地理信息处理软件 View Gis ,通过模拟生成 DEM 模型 ,并在此基础

上进行立体叠加生成各种专题图 ,利用专题图实现数据显示、空间分析和查询等. 空间分析主要包括叠置分析、

网络分析。专题图能直观分析森林生态因子分布情况 ,为森林生态的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

3. 4. 3 　系统安全设计

系统安全主要包括系统备份、系统恢复、代码维护三个方面。

备份主要指数据备份 ,定期进行数据备份是保证系统安全性的重要措施 ,在发生意外情况时 ,可以依靠备

份数据来恢复数据库。一般来说 ,数据库的恢复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完成 :即通过磁盘镜像恢复、数据库备份

文件恢复和数据库在线日志辅助恢复。在数据库设计时 ,系统的恢复能力和性能应当同时考虑 ,这二者是相互

对立的 ,如果过分强调系统恢复能力 ,例如采用数据库的镜像功能 ,虽可实现不停顿恢复 ,但同时也会加剧 I/ O

访问量 ,使系统性能降低 ,反之 ,系统恢复能力将会降低[6 ] 。考虑到系统对实时性要求不高 ,作者采用定期数

据库备份和数据库在线日志两种方式来完成数据库的备份与恢复 ,保证了数据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对数据库

的访问具有较高的效率。代码维护主要包括代码的更新、插入等。

4 　结　论

湖南省退耕还林工程信息管理系统设计的几个关键技术为 : (1) 确定信息源 　必须明确和规范信息源 ,目

前定义的三个基础信息源为县级检查验收与县级管理信息 ,但计划、省级复查信息由省、市和其它部门提供 ;

(2)处理好表单间关系 　系统不仅牵涉到多种属性统计报表 ,而且还与空间信息有关 ,必须考虑处理好各表单

之间的关系 ; (3)信息更新流程 　明确各年度应更新哪些信息、如何更新、由谁更新 ,更新信息如何贮备、如何应

用等。

根据湖南省退耕还林工程信息管理系统设计实践 ,我们认为退耕还林工程是一项牵涉面广、参与人员多、

周期长的生态工程 ,其工作流从最基层的农户、林业站到省林业厅、省政府、国家林业局。因此 ,信息系统的开

发必须考虑到不同的用户层。同时退耕还林工程的信息包括空间的和非空间的信息 ,为使数据全面准确 ,应结

合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进行退耕还林工程信息的管理。

[参 　考 　文 　献 ]

[ 1 ] 　佘方忠. 退耕还林 (草)与可持续发展研究[J ] . 林业经济 , 2000 , 5 : 18 - 24.

[ 2 ] 　喻建华. 退耕还林与植被恢复的思考[J ] . 湖南林业 , 1999 , 8 : 21.

[ 3 ] 　白　玲 ,周　桥 ,西　勤. 社区地理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 ] . 武汉测绘学院学报 , 2002 , 19 (1) : 42 - 44.

[ 4 ] 　吴信才. 地理信息系统设计与实现[ M ] . 北京 : 电子工业出版社 , 2002.

[ 5 ] 　马国青 ,张秋良.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变化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J ] .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 2002 , 23 (1) : 41 - 45.

[ 6 ] 　高　飞 ,潘双夏 ,冯培恩. 信息管理系统安全性定义及方案设计[J ] .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 2002 , 3 : 131 - 134

[本文编辑 :邓白罗 ]

24 中 　南 　林 　学 　院 　学 　报 　　　　　　　　　　　　　　　第 23 卷

© 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