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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该研究采用软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相结合的技术路线
,

建立 了我国林业系统第一个专家

数据库
,

研制出了林业专家数据库管理信息系统
。

共收录全国 2C 。个科研
、

教学
、

生产管理单位的专

家学者 58 4 人
。

这些专家学者分布于 26 个学科
,

96 % 的人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

均具有较高的学术

水平
,

较丰富的业务实践经验和一定的知名度
。

研制的专家数据库管理信息系统具有存贮
、

维护
、

统

计
、

查询和输出等基本功能
。

用户不需编程
,

可随时提取
、

增加和修改有关专家的基本情况和科研活

动等信息
。

关键词 林业专家
、

数据库
、

管理 信息系统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科技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
,

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科技

项 目论证
、

成果鉴定及评奖等科技管理活动
,

为国家有关部 门的宏观决策进行技术 咨询
,

发挥

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

为此国家有关部门推出了全国科技人员数据库 系统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

也建立了同行专家评议人卡片来加强和专家学者的联系
;
林业系统有关单位 曾研制出人事管

理系统
,

但也只是一般的人事管理软件
,

远远不能满足科技管理工作的需要
。

为提高科技管理

水平
,

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在科技管理活动中的咨询作用
,

从 1 9 9 1 年开始
,

经过 3 a 的研 究
,

建

成了我国林业系统第一个专家数据库
,

该管理信息系统
,

对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技术咨询决策

作用
,

促进我国林业科技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有重要的意义
。

1 系统分析与信息的收集

1
.

1 学科和数据库人员的选定

经充分调研分析
,

决定林业专家数据库采用先定学科和以学科定人选的技术路线
。

(l) 在科学选定上以中国林学会二级专业学会和研究会为主
,

适 当考虑一些新兴学科和有

专业特色的学科及当前科技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
,

确定了遗传育种
、

造林经营
、

森林植物与树

木学
、

森林生态
、

生理生化
、

森林土壤
、

森林 经理
、

林业气象
、

森林昆虫
、

森林病理
、

治沙与防护

林
、

水土保持
、

木材学与木工
、

林产化工
、

资溺
、

昆虫
、

经济林
、

遥感技术
、

计算机
、

引种驯化
、

化学

除草
、

林业机械
、

采运
、

林业经济
、

情报
、

林业科技管理和林业史等 26 个学科
。

为管理方便和现

实的一些习惯做法
,

将有关相似学科进行 了合并归类
,

如森林植物与树木学
、

木材学与木材加

工
、

治沙与防护林等
。

(2) 每个学科分别邀请 1一 2 名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 (一般为二级专业学会的理

事 长或秘书长 )
,

共计40 人
,

按专家数据库建议收录人员名单
,

推荐所从事学科中有较高学术

1 9 9 3一 1 1一 0 2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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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

较丰富业务实践经验的专家 20 一 25 人
,

并征求有关管理部门的意见
,

最后确定数据库入

选人员名单
。

1
.

2 人选人员情况表的设计与信息收集

(1) 专家情况表既要考虑多收集一些信息
,

但也不能太繁琐
,

因此在设计栏 目时
,

除设有专

家基本情况 (专业技术职务
、

工作单位等 )外
,

重点是成果及获奖
,

主要论文著作和近年从事的

主要研究课题等科技活动情况
。

考虑到林业科学是生命科学
,

树种繁多
,

地域差异很大
,

虽从事

同一专业但研究对象和领域会有较大的差别 为更详细了解和掌握专家的业务专长
,

还设置了

专业擅长 (相当于分学科 )栏 目
,

专家可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填写 l ~ 4 项
。

(2) 将
“

林业专家数据库入选人员情况表
”

直接发给入选专家填写
,

限定时间返 回
。

本研究

总计发出数据库人员情况表 6 40 份
,

返回 5 84 份
,

返回率占 92 %
。

(3 )对返回的专家情况表的内容
、

文字进行分类整理
,

录入前做到文字
、

项 目规范化
。

2 数据库的建立
.

2
.

1 墓本数据库

本系统存贮及处理的信息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和整体综合信息
。

基本数据库包括基本情况
、

业务擅长
、

成果与获奖
、

论文著作
、

承担研究课题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

其中基本情况部分每人对

应一条内容
,

而其它部分一人对应多条内容
〔, 〕。

在基本数据库中还增设了几个组 合字段
,

如增

设业务擅长字段
,

其内容等于业务擅长 1 + 业务擅长 2 + 业务擅长 3 十业务擅长 4
。

为了节约存

贮空间
,

便于分类查询
、

统计的操作
,

对于从事专业
、

专业技木职务
、

单位类 型等字段采用 了规

范化的代码存贮方式
,

录入 时只需输入相应的代码
,

减少了数据输入的工作量和存贮量
。

2
.

2 综合信息库

综合信息反映了入选专家的整体分布情况
。

如专业分布
,

专业技术职务
、

年龄结构
、

单位
、

行业分布情况等等
。

这些信息是通过对专家库全部记录进行多种形式
、

多层次分类统计得出的

结果
,

也是分类统计报表输出的数据来源
。

同时
,

在 日常管理中也常被提取作为宏观分析与决

策的依据
。

其结构设计以用户要求输出的统计表为依据
。

2
.

3 系统数据库

为了增加系统的通用性
、

可扩充性
、

可移植性
,

本系统设计了多个系统数据库
,

将各用户数

据库名
、

字段名及对应的汉字名
、

表名
、

表头及各类编码存贮在相应的系统数据库中
「2二。

3 系统设计与功能

3
.

1 结构设计

本系统的基本职能是对林业专家的各类信

息进行录入
、

存贮
、

整理
、

检索
、

统计与输出
.

总

体逻辑结构框图如图 l
。

3
.

2 功能设计

本系统的 目标要求是实现对专家信息的录

入
、

整理
、

存贮
、

处理
、

查询和统计汇总
,

及时准

林林业专家数据库管理系统统

数数数数 数数数 查查查 分分分 打打
据据据据 据据据 询询询 类类类 印印
录录录录 库库库 统统统 统统统 翰翰
入入入入 维维维 计计计 计计计 出出

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

图 l 总体逻辑结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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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地提供各方面的专家信息
。

具有以下基本功能模块
:

3
.

2
.

1 录入 采用灵活
、

直观
、

符合日常习惯的数据录入方式
。

发现录入出现错误时
,

可返回

修改
。

3
.

2
.

2 维护 包括数据的修改和删除
。

提供两种工作方式
。

一是浏览方式将数据类似两维输

入报表排列方式显示在屏幕上
,

屏幕上方提示各栏对应的汉字字段名
,

下方显示光标所在位置

的专家名及记录号
。

最下层提示操作键的使用
。

用户可通过移动光标键随意选择要修改的记

录和字段
。

另一种方式是条件修改和删除
。

3
.

2
.

3 随意查询和统计 查询
、

统计的条件可以是多种数据类型 (字符型
、

数值型
、

日期型 )字

段的多个
“

与
”

或
“

或
”

的联法操作
。

对于查询的结果也设计了两种输出方式
。

一是屏幕显示
,

计

算机将所选字段的内容显示在屏幕上供用户查看
,

用户可用 个十~ , 光标键浏览全部内容
。

另

一种方式是打印输出
,

用户可根据所选择的表格形式输出在打字机上
,

可根据需要选择任何一

种输出形式来提取专家基本信息或者综合信息
。

3
.

2
.

4 分类统计 本系统设计了按技术职称
、

级别
,

多个年龄段
,

各类行 业
、

各类单位的统计

功能
,

可快速准确地完成 7 00 多个数据项的统计操作
。

甲卿画

3
.

2
.

5 打印报表 本系统可输 出打印入选专

家个人基本情况表
; 入选专家基本情况一览表

;

专家人员情况简表
;
专家主要情况表

;专业擅长

及获奖情况表
;
论文著作及承担课题情况表

;从

事专业分类情况统计表等七种报表
。

表格分卡

片类
、

一览类两种
,

对于长字段内容可自动折行

打印
。

3
.

3 程序设计

(l) 以结构化程序设计为主要思想
,

运用了

模块化程序设计和 自顶向下的程序设计技术
,

从主控程序向各功能模块
、

子功能模块逐步细

化
,

使得结构程序清晰
,

便于采用控制流分析技

术对程序进行检查
、

修改
、

调试[3j
。

图 2 以随机

查询
、

统计程序流程图为例显示和说明了这种

程序设计思想
。

(2) 程序编制
,

设计了菜单选择
、

浏览显示
、

随机条件组合
、

通用打印等基本功能模块
,

通过

不断调用这些基本功能模块
,

将其按不同需要

组合而完成各种功能
。

如菜单模块几乎在所有

叫

箱箱人合江喊阳弓弓弓 辐人统
‘十妙

扭扭

卯卯1介劝拍埃副州州州 织了做 i于翻州州

痴痴衡侈眯眯

显月劲几符今 伞自
宝宝乡岸表头头

子子I 印印

一协卜 六夕于今

条门的
:少产

一门下 习

⋯

图 2 随机查询
、

统计程序流程图

的功能模块被采用
,

打印模块既在打印中被使用
,

也在查询模块中被调用
。

(3) 程序设计
,

采用了许多功能菜单和大量的汉字提示信息
,

有较强的查错能力
,

允许操作

人员在操作方式和输入信息有误操作时
,

重新显示菜单
,

要求用户再操作
。

3
.

4 系统运行环境

3
.

4
.

1 硬件配 五 系统可选择各类内存 6 40 K 以上
、

硬盘 2。兆以上的 2 8 6
、

3 8 6 档与 PC 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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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微型计算机
。

3
.

4
.

2 软件环境 本系统可在西文 D O S 3
.

1 以上版本
、

中文 C C D O S
、

2
.

1 3
、

S U PE R
、

双圆
、

联想及长城汉字等汉字操作系统上使用
。

3
.

5 系统的特点

(1) 简单性
。

在满足既定 目标的前提下
,

在数据库设计
、

程序设计中尽量使系统简化
,

避免

一切不必要的复杂化
。

(2) 完整性
。

在完整功能上尽可能完善
、

实用
,

以满足用户的多种需求
。

(3) 适应性
。

系统可在多种机型
、

多种汉字操作环境下运用
。

(4) 可扩 充
、

可移植性
,

系统比较容易进行功能扩充和移植
。

4 统计分析

4
.

1 按专家来源统计

本系统共收录专家 58 4 人
,

来源于全国 2 00 个科研
、

教学和生产管理单位
。

这些专家分布

于 2 6 个学科
,

最多的学科 33 人
,

最少的收录 10 人
,

平均每个学科收录 23 人
,

收录的专家人数

和参数能满足 目前林业科技管理工作的需要
。

而且数据库可随时增加新的专家信息
,

不断补充

和完善
。

4
.

2 按单位和行业分类

(1 )对录入的专家按单位统计
。

科研单位 2 42 人
,

教学单位 240 人
,

生产管理单位 1 02 人
,

按单位人员构成 比例为 2
.

4 : 2
.

4 : 1
,

完全符合 以科研
、

教学单位专家为主
,

适当考虑生产管

理单位专家的设计要求
。

(2 )按行业统计
。

林业系统 46 9 人
,

占 80
.

3 %
,

农业系统 49 人
,

占 8
.

4 %
,

中国科学院系统

3 6 人
,

占 6
.

2 %
,

水利等其它系统 30 人
,

占 5
.

1 %
,

体现了以林业行业为主体的专家数据库管

理系统特点
,

同时也考虑了一些交叉学科及和林业密切联系的相关行业
。

4
.

3 按专业技术职务分类

具有高级技术职务的 55 9 人
,

占全部人员的 96 %
,

其中
:

正高级 (教授
、

研 究员等 )技术 人

员 2 74 人
,

占 4 7 %
,

副高级 (副教授
、

副研究员等 )技术人员 2 85 人
,

占 49 % ; 中级专业人员 23

人
,

占 4 %
。

中级技术人员主要集中在林业科技管理学科和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中
,

人员绝大多

数来 自生产管理单位
,

有些是受生产单位不进行技术职称评定的影响
,

技术职务上虽是中级
,

但在某些专业领域的学术水平和业务实践经验等方面是得到同行认可的
。

4
.

4 按年龄结构分类
6 5 岁以上 8 3 人

,

占 14
.

2 % ; 6 0一 6 5 岁 1 3 8 人
,

占 2 3
.

6 % ; 5 0一 5 9 岁 3 4 2 人
,

占 5 5
.

6 % ; 4 0

一 4 9 岁 12 人
,

占 2
.

1 % ; 4。岁以下 9 人
,

只占 1
.

5 %
。

分析表明在林业系统
,

承担主要科研任

务
,

在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主要是 50 ~ 59 岁的中年专家
,

其次是 60 一 65 岁的老年专家
,

这些

专家学者构成了我国林业科技战线最高层次的专家群
,

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

而 40 ~ 49 岁和

40 岁以下的专家只有 21 人
,

占收录专家总人数还不到 4 %
,

也说明了人才断层问题
,

绝大多数

年轻专家还未挤身到较高层次的专家群中
,

这一现象应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

制定相应的政策来

加速年轻专家的培养和使用
。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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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专家分类情况统计 (单位
:

人 )

吞 正 高 级 副 高 级 中 级 年 龄 单 位 行 业
口 _

_

一
中 其它科院农业林 业生产管教学 理科研40岁以下40249岁50之59岁60~“岁“岁以上农艺师工程师助理研究员讲计级合中 师高讲级副 师编审高级农艺师级工高程副 师研究员副教副 授高编 合计审教授级工高研究员授教正高合计

计

从事专业

总 计 58 4 274 ] 61 8 1 3 1 1

遗传育种 3 2 1 4 8 6

造林经营 3 3 18 1 1 3 4

森林植物与树木学 2 1 16 1 3 3

森林生态 2 7 2 5 1 8 7

生理生化 2 0 9 8 1

森林土壤 2 4 1 2 5 6 1

森林经理 2 1 1 1 6 2 3

林业气象 1 8 7 3 4

森林昆虫 3 1 1 5 8 6 1

森林病理 3 3 1 8 1 7 1

治沙与防护林 2 6 1 1 1 9 1

水土保持 2 1 1 2 8 2 2

木材学与木工 3 3 2 4 1 1 6 7

林产化工 3 3 1 7 7 8 2

资源昆虫 2 3 3 1 2

经济林 2 4 10 6 4

遥感技术 1 9 12 6 3 3

计算机 1 0 3 2 1

引种驳化 1 3 1 1

化学除草 1 7 1 1

林业机械 2 1 6 3 3

采运 1 6 7 6 1

林业经济 1 6 9 6 2 1

情报 1 5 5 1 2 1 1

林业科技管理 2 1 2 1 1

林业史 1 6 6 5 1

28 7 7 1 9 3 1 18 2 2 1 2 3 2 1 19 1

5 10 3

3 2 10

18l5

5 1

6 5

6 4

n‘,二1二

侣且口.二

8 3 1 38 3 42 1 2 9

1 7 2 2 1 1

2 1 2 1 9

6 9 6

9 9 9

3 5 1 1 1

5 8 1 1

1 7 13

1 1 ::
。

�二

9 4 1

11,d

4 1

O口O甘nJ‘h‘bUO,几,且工J已d几b4
. .人,且11

7 1 2

6 3

6 2

1

: : “ :
7 4

2 6 1

l0 1 0

9 2 2 3 1 1 1

8 5 2 0

2 9 15

3 5 1 3

9 5 1 8 1

6 7 2 0

1 3 1 7 1 1

3 2 1 9

5 3 1 1

1 6 1 2

1 3 9

2 1 4 1

3 1 6 2

4 7 4 1

2 4 9 1

2 4 8 1

1 2 0

2 7 4 1 2

2 4 2 24 0 10 2 4 6 9 4 9 3 6 3 0

1 8 13 1 2 7 2 3

1 1 14 8 3 0 3

7 14 1 6 4 1

1 0 17 1 9 2 5 1

6 14 1 3 2 2 3

1 1 1 1 2 2 0 1 3

3 9 9 1 8 2 1

8 10 1 0 3 3 2

1 4 13 4 2 5 3 2 1

1 1 2 0 2 2 3 9 1

2 2 3 1 1 6 7 3

8 1 0 3 1 5 1 2 3

12 1 5 6 3 2 1

17 8 8 33

15 3 5 1 8 3 2

14 8 2 18 6

6 8 5 9 1 4 5

2 6 2 5 1 1 3

7 2 4 9 1 1 2

6 4 7 1 2 4 1

8 6 7 2 1

2 8 6 1 6

4 1 0 2 1 6

13 2 1 5

5 1 6 2 1

2 1 2 2 12 1 3

5 结 语

( l) 本研究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林业专家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
,

共收录全国 20 0 个单位的专

家 58 4 人
,

这些专家分布于 26 个学科
,

96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

可随时提取
、

增加和修改

专家的基本情况和科研活动等信息
,

收集专家的人数和基本参数齐全
,

能满足 目前林业科技管

理工作的需要
。

( 2) 本研究在学科的划分和确定上主要是根据林学会二级专业学会和 目前科技管理的实

际需要而定的
,

可能不十分确切和全面
,

像
“

野生动物
”

和
“

园林设计
”

等学科就未列入
。

因此本

系统尚需要不断补充新的学科和人员
,

使其逐步完善
,

真正实现专家数据库动态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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