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卷 第 3 期

1 9 8 8 年 6 月

林 业 科 学 研 究
FO R E S T R E SE A R C H

V o l
.

1 ,

N o
.

3

Ju n
. , 1 9 8 8

微机 人PPL E H 在林木种子检验试验室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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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标准
“
林木种子检验方法

”

总则中写到
, “

为保证和提高种子质量
,

减免种子的损失

与浪费
,

凡是经营和使用种子的单位
,

在采收
、

贮存
、

调运和播种时
,

均须进行种子质量检

验
。

检验的内容包括抽样
、

种子净度测定
、

种子千粒重测定
、

种子发芽测定
、

种子生活力测

定
、

种子优良度测定
、

种子含水量测定
、

种子病虫害感染程度测定
,

以及复验和仲裁检验
。 ’

林木种子检验试验室就是为此而建立的
。

为提高林木种子检验试验室的科学管理水平
,

减少计算差错
,

提高精度
,

加快测定和检

验的速度
,

提高工作效率
,

使试验室工作向现代化迈进一步
,

我 们 将 A p ple l (苹果 11 ) 微

型计算机应用到林木种子检验试验室中
。

我们在微机 A p Pl e ll 上
,

为林木种子检验试验室编制了四个程序
。

(l) 净度 测 定 程 序

JD ZD
。

(2) 百粒法测定千粒重程序 QLZ
。

(3) 检索主要树种技术规定条件程 序 W W Z
。

(4)

检索靛兰染色法测定种子生活力示意图的程序组 T U
。

一
、

程序组成特点和功能

前述的四个程序
,

是运行在 A pPl e 卫微型机上
,

用 BA SI C 语言编写的
。

系统由主机
,

两个驱动器
、

显示器
、

打印机组成
。

采用 ST CZ
.

O 软汉宇操作系统
。

现将在试验室中采用的四个程序组成特点和功能简介如下
:

(一 ) J D z D 净度侧定程序

根据测定样品重 (克数 )
,

由程序中的判断语句决定称量的小数位数和误差的允许值
。

判断两次测定结果是否超出允许差距
,

是采用判断语句结合存取文件的方式解决的
。

把允

许差距
,

按要求作成文件 R YZ
,

存入软盘
,

可随时调用
。

根据两次测定平均数归纳的公式计

算出文件号
。

按照计算的结果
,

打印出净度测定记录表
。

表格中使用的实线
、

折线
、

叉等各种特殊特

号均按 ST C 软汉字系统的造字方法绘制
。

(二 ) Q L z 千粒贡浦定程序

采用人机对话方式输入
,

按照屏幕上的汉字提示
,

回答相应问题
,

就能计算出种子千粒

重
。

本文于 19 8 8年 3 月 2 日 收到
。

本文承北京财政金融学院计算机系葛人 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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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科院林研所陶章安先生审阅在此一 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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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可以根据种粒大小悬殊与否
,

选择不同的变异系数
。

如果第一次八个重复的计算结

果不能满足要求时
,

可继续输入第二次八个重复的数据
,

计算16 个重复的平 均 数
。

若 还 不

能满足要求时
,

可把凡与平均数之差超过二倍标准差的各重 复数据略去不计
,

直到达到国家

标准的要求
。

并打印出
“

种子千粒重测定记录表(百粒法 )
” 。

(三 ) w w Z 检索主要树种种子技术规定条件的棍序

把 国标中规定的 1 18 个主要树种建立成12 。个文件
,

基本上每个文件是一个树种
,

文件内容

是汉字显示
,

包括
:

送检样品重
、

净度测定样品重
、

含水量送检样品重
、

发芽测定温度
、

发

芽势测定的天数
、

发芽率测定的天数
、

备注等
。

每个文件在显示屏幕上对应一幕
,

其巾有二

个树种
,

内容过多分成两幕
,

因此1 18 个树种
,

建成 120 个文件
。

每幕定时显示
,

两幕显示一

树种的
,

则在第一幕显示一定时间后
,

接下去显示剩余内容
。

1 18 个树种的对应编号
,

共分六幕显示
。

如本幕中没有要查找的树种
,

可按屏幕提示选择

下一幕 , 当已知对应编号时
,

可在出现第一幕就打入对应编号
,

调出需要树种
。

(四 ) 用示愈圈显示艘兰染色法洲定种子生活力的粗序组 T U

这部分共有29 个程序
。

首先进入 T U 程序
,

该程序显示树种和编号的对应关系
,

并选择

所要找的图形
。

程序 T
: ,

T
Z ,

⋯T
: 2 ,

T
: :

是汉字显示国家标准中
,

用靛兰染 法 测 定 生 活

力 13 种图形的相应条件
,

每个占用一幕
。

程序 T
: A ,

T
Z ^ ,

⋯T
: 2 ^ ,

T
, : 人
是 13 种示意图形

,

由于 T
: 人 图形一幕容不下

,

出现 T
, , ^ 程序

,
T : ^ 和 T

:

^̂ 组成一个完整的示意图
。

最后一个

程序是 K E
,

它是用于结束或转换的程序
。

这些程序放在一张软盘中
,

先进入 T U 程序
,

选择所要查找的树种示意图
。

调入并运行

所选定图形的程序
。

回到 K E 程序做为结束
。

整个过程是一个程序调入内存运行
,

然后再调

入另一个程序运行
。

T
, ,

T
: ,
⋯T

1 2 ,
T

: , ,
T

: * ,
T

ZA ⋯ T
: 2 人 ,

T
, , A ,

T
, 。 ‘
均是在高分辨率绘图状态下的程

序
,

图形是在绘图状态下
,

逐点绘制出来的
,

以上均有汉字显示
。

二
、

使用微机的优
,

点

净度测定 (JD ZD )程序和千粒重测定(QLZ )程序
,

都有计算部分
,

从速度上看
,

手工 计

算是无法和微机进行比较的 ; 从准确程度上看
,

微机基本不会出错
,

而手工计算 则 错 误 难

免
。

在净度测定中
,

虽是一般计算
,

但随着测定样品重量不同
,

称量的小数位数要求也随之

不同
;
再者

,

为了判断两次测定结果是否企允许范围之内
,

要计算两次平均数
,

并根据其位

查表核对
。

这是既易出错
,

又需查对 表格的麻烦事
,

使用微机则轻而易举
。

在用百粒法测定

种子千粒重时
,

要用较烦琐的均方差等进行计算
。

使用微机时
,

可以边做检验
,

边从键盘上

打 入数据
,

计算第一次八个重复的结果
,

微机能确定是否还需要再输入八个重复数据
。

这样

大大加快了试验进度
。

JD Z D
,

QLZ 两个程序
,

可以直接打印报表
,

提高速度
,

防止出错
,

并使表格统一整齐
。

为了使各树种种子检验条件统一和准确
,

在国标
“

主要树种种子检验技术规定表
”

中规定

出 1 18 个树种种子检验的具体要求
。

编制的W W Z 程序可用于查询显示主要树种种子检验 技

术规定
。

程序组 T U 用于显示国标中绘出的靛兰染色法
、

查询各树种染色条件和对应的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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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查询方式简便
、

迅速
、

汉字显示
,

图文并茂
。

通过人机对话达到查询目的
,

且提高了工

作效率
。

二二 、 / 结

微机 A p p le 互在林木种子试验室中
,

除此应用之处
,

还可用来做其它工 作
,

如 种 子库

的管理等
。

这样
,

可充分发挥 A p p le l 的作用
,

为微机在中小单位使用
,

创造条件
。

如果把微机与电子天平连接起来
,

可以免去人工输入数据
,

及由此引起的差错
,

使自动

化的程度进一步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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