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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研体制改革和科研责任制的建立
,

科研管理工作的信息量与 日俱增
。

对于信息的

存贮
、

检索和分析的要求逐步提高
,

常规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

研究

应用微机进行计算机管理势在必行
。

我们研制开发的《林业科研管理系统》就是在计算机软
、

硬件支持下
,

将林业科研管理的数据和信息进行输入
、

存贮更新
、

查询检索和统计分析的一种

信息管理系统
。

该系统在IBM P C / X T 及其兼容机运行
,

由汉字CC D O S 和 D B A SE 关系数

据库管理系统支持
,

此系统适用于林业系统各级科研管理部门
,

运行可靠
,

使用方便
。

它的

建立对提高科研管理水平
,

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

一
、

系 统 分 析

系统分析的任务是通过对现行林业科研管理系统的现状
、

业务特点和要求进行分析
,

确

定系统的设计目标
。

目前在科研管理部门的事务处理中
,

占工作量最大的是有关各种科研课

题的管理
,

包括计划的制订
,

课题的落实
,

进度的检查⋯⋯
,

直至成果的鉴定
、

推广等
。

因此

它的管理功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科技规划管理

、

科技计划管理
、

技术标准管理
、

国际技术

交流项目管理
、

成果管理
、

技术推广和专利管理
、

科研人员管理
。

它们的数据来源是上级机

关
、

下属部门和相关部门的各种形式的文件表格
,

如各种报表
、

通知
、

公文
、

信件等
。

这些

文件经过本部门的处理
,

如审核
、

修改
、

统计
、

分析
、

平衡等
,

得出本部门的处理结果文件
,

最后输出给上级部门或留本部门存档备查
。

其信息流向如图 1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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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信息流程的调查过程中
,

我们计算了该系统要常驻外存中的数据量为 5 MB左右
。

基于以上对现行系统工作情况的分析
,

确定了本系统的设计目标如下
:

_

本文于1 9 8 9年 6 月2 8 日收到
。

* 葛人飞同志已调中央肘经学院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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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通用的林业科研管理系统
,

能实现林业系统各级管理部门的事务处理和数据加 工 处

理
。

2
.

考虑到人
、

物
、

财力的限制
,

本系统确定为微机单机系统
,

机型选用IBM
一

PC / X T
。

此类微机有汉字系统
,

有丰富的软件
,

能与其兼容的机型很多
,

便于 使 用 和 进一步开发利

用
。

虽然存贮量较小
,

处理速度较低
,

但对于科研管理来说
,

这个问题并不尖锐
,

不少管理

方面的数据文件可按年度或阶段存放于软盘
,

不必常驻外存
。

3
.

本系统采用人一机交互会话方式和很好的用户界面
,

以适应科研管理人员的 工 作特

点
。

二
、

系 统 设 计

(一 ) 教据库结构设计

林业科研管理系统涉及大量数据
,

因此如何确定建立数据库文件的最佳方案
,

对于整个

系统的优劣
、

编程的繁简有很大关系
。

我们在设计数据库结构时
,

着重考虑了以下几点
:

1
.

建库方案须考虑用户的工作习惯
,

易于被用户接受
,

因为系统最终是由不太熟悉计算

机的管理人员使用
。

总的建库原则是按不同管理方面分别建库
,

尽量与用户的实 际 用 表 相

符
。

2
.

建库方案应使检索
、

统计
、

打印等功能易于实现
,

有利于提高运行速度
。

3
.

建库方案应方便数据库的维护和用户的管理工作
。

以技术标准管理中部分数据 库 的

建库为例进行说明
。

技术标准管理的内容体现为四张报表
:
当年标准项目计划表

、

历年标准项目报表
、

国家

标准 目录
、

专业标准目标
。

其间的关系是
.
当年项 目表只存贮当年标准项目

,

而历年表包括

历年来全部信息
,

两表具有相同的栏 目
; 国家标准 目录和专业目录也是栏 目相同

,

内容不同 ,

另外这两个目录中的项 目又都来自当年 (历年 )计划
,

需要经常查询统计
。

为了方便用户工作
,

设计了四个数据库与四张表一一对应
,

只在当年计划 库 中 多了两个字段
:

拷贝 M L 和拷贝

LM JH
。

历年计划存放于软盘
,

其他常驻外存
。

上述建库方案极大地方便了用户
,

因现在用户需要管理的
,

实际上只有当年标准库
,

其

他三个库均可在某一项标准完成时
,

自动地从当年标准库中转来
,

见图 2 。

其方法是在当年标

准库中设立了
“

拷贝 M L
”

和
“

拷

贝L N JH
”

两个字段
,

利用它们可

在某个标准项目完成时登记此标

准是否已转入上述三个库
,

并在

年底据此删除这些已完成并已转

移的项目
,

尚未完成的则自动转

为下年标准库
。

(二 ) 程序结构设计

系统采用分层模 块 设 计 方法
,

日 2 数据转移 图

整个系统分为n 个子系统
,

如图 3 所示
。

这 11 个子系统在总控程序(主菜单)控制下
,

根据用户需要
,

调用各子系统模块
。

而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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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科研管理系统 {
主 菜 单

子系统备查子 件文系统仪器设各子系统科技人员子系统科研经费子系统专利子系统技术推广子系统科研成果子系统国际合作子系统技术标准子系统科技计划子系统科研舰划

图 3 系统模块图

子系统模块又分别调用若干个模块
,

以科技成果子系统为例(见图 4 )
,

它分成随机查询
、

随

机统计
、

分类统计
、

打印报表 4 个功能模块
,

而它们又分别调用两层子模块
,

第一层为范围选

择
,

第二层为性质分类子模块
。

经过如图中四次选择后
,

计算机就可按要求统计
、

检索出某

行政区某科研单位的按不同任务分类的成果项目数
、

内容等
。

采用这种分层模块结构的优点是

选 择 操 作 内 容
l

、

随机查询 2
、

随机统计
3
、

分类统计 4
、

打印报表

防防机统计计计 分类统计计计 打 印印

模模 块块块 模 块块块 棋 块块

所所 属属属 屁 某 行行行 非 国 家家
全全部单位位位 政区单位位位 计划项目目

研研究性质质质 任务类别别别 学科领域域
分分 类类类 分 类类类 分 类类

艘艘某行政 区全部单位按 不同任 务类别的分类统计结果果

程序结构清楚
、

合理
,

内存开销小
,

便于调试和扩充
。

采用这 种 程 序 结

构
,

系统在完成某一特定任务时是自

顶向下
,

逐步求精完成 的
,

即 通 过
‘
菜单

”

多次提问
,

用户多次回答
,

范

围不断缩小
,

任务不断明 确而 实 现

的
。

图 4 子系 统模块图

三
、

系统设计中若干问题的

考虑

1
.

提 高系统的适应性 系 统 的

适应性在空间上是指系统能否在更多

的用户中使用
,

在时间上是指系 统 能

否在较长时间内有效
。

由于我国幅员

广大
,

不同地区
、

不同单位的科研管理有差别
,

特别是我国社会正处在改革之中
,

科研管理

的变动不可避免
。

这就要求我们在系统设计中
,

尽可能地考虑到不同地区和单位的差别
,

预

计改革的趋势
,

使系统尽量适应不同单位和改革的需要
。

为此
,

我们着重做了以下两点工作
:

(1) 搞好文件的表格化
、

数据化和规范化为使设计的表格适应不同林业科 研管 理 部门

的需要及未来形势的发展
,

我们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

查阅了林业部科技司和林科院历年来

科研管理用表
,

分析了长期以来科研体制
、

管理方法及各种报表的变化
,

了解了有关部门如

国家统计局
、

标准局
、

专利局及国家科委等单位的需要
。

经反复讨论
,

确定了本系统的几十

种表格
,

这样确定的表式有较强适应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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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通用的处理作业程序 该通用程序对外界环境变化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

据用户

日常管理工作需要
,

我们既设计了专门化的检索
、

统计和打印程序
,

又对一些不能狈估的需

要
,

设计了通用程序
,

如多条件随机查询统计程序及用户 自己建立新库
,

修改数据库结构
、

拷贝所需文件等数据库维护程序
。

2
.

合理使用索引文件
,

提 高系统运行速度 索引文件是按关键字排序的新文件
,

它不含

数据库内容
,

只 含记录指针及各字段之间的关系
。

在给定的关键字条件下
,

可使数据库指针

迅速定位
,

是提高运行速度的好方法
。

3
.

提高系统稳 定性 由于系统工作时
,

是系统程序与用户程序交错进行的
,

易引 起 故

障
。

对此
,

我们一方面要求用户对重要的数据库建立副本
,

使系统出错 后
,

得以迅速恢复
。

另一方面在程序设计上要求
:

¹ 文字提示要清楚明确 ;
尽量减少问答层 次

,

以减 少 出 错 机

会
。

º 程序设计严谨
,

具有一定的
“

容错
”

能力
,

以防止偶然的误操作而使运行中断
。

例如运

行条件查询程序时
,

最容易出错的是输入查询条件
。

为此我们在程序中采取了严格控制
,

使

用户在输入正确时才能继续运行
。

例如在条件字段为数值型时
,

先在提示信自
、

中显示该字段

的整数
、

小数位数
,

方便用户输入查询数值
。

如果输入出错
,

程序有 PICT 短语限定
,

显示

出错信息
。

在输入运算符时
,

如果不是
‘

>
’ 、 ‘

<
’

或
‘ 二 ’

时
,

程序也将请用户重新输入
。

4 .

安全保密问题 我们在程序中设置了保密口令
,

只有合法的使用者
,

才能通过保密口

令使用该系统
。

5
.

过期数据 的处理 科研管理部门中
,

科技规划
、

科技计划等方面的数据文件可按年度

或某一段时期存放于软盘
,

不必常驻机内
。

在进行软盘拷贝时
,

屏幕提示后级值 (即年份 名)
。

这样不同年份的数据在软盘上虽结构相同
,

却有不同的文件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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