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引言

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是世界上水土流失

最严重的区域之一。为了有效地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

境，需集中各方面专家的知识和掌握区域生态环境资

源的本底资料以及以往的研究成果，这些宝贵的数据

多分散保存于各处，只有把这些库存的“死”数据变成

可以流通的“活”数据，才能利用这些数据为西部生态

环境建设服务，使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建立在科学

基础之上。因此，我们针对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和

脆弱的生态环境，服务于国家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

护等生态工程，对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和植被重建

的环境资源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开展黄土高原植被

资源数据仓库的建立与共享，对于退耕还林还草，防治

水土流失，促进该地区生态环境整治，再造一个山川秀

美的黄土高原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 系统总体设计

!"# 设计原则

在系统结构设计与研制开发过程中，始终围绕如

下 # 个原则：

（!）实用性$ 本项目对数据仓库设计的基本原则

是在保证功效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地增强系统的实用

性，用户界面友好、操作简便。

（"）规范性 $ 本项目使用的 有 关 土 壤 资 源 、水 资

源、气候资源等数据库模式和数据规范应是通用的。

（%）支持多平台$ 本项目实现的数据仓库允许使

用多种数据库管理系统，可以在多种操作系统和网络

平台上运行。

（&）稳定与安全原则$ 鲁棒性强、安全可靠。

（#）可扩展性$ 本项目实现的数据仓库要求结构

合理，对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便于系统功能维护

和扩充。

!"! 系统结构

黄土高原植被资源数据仓库主要由网站服务模

块、数据库查询模块、决策支持系统模块和系统维护模

块四大部分组成。

网站服务模块：由新闻动态、多媒体展示、区域综合

治理、学术论坛、科教单位等栏目组成。

数据库查询模块：由种质资源数据库、植被分布数

据库、林业生产数据库、气象资源数据库、土壤资源数据

库、水资源数据库、耕地资源数据库、造林技术数据库、

区域粮食数据库、各县粮食数据库、降雨资源数据库、区

域侵蚀产沙分布数据库、科研成果数据库、植物生态文

献数据库、植物生态专家数据库、科研单位数据库等 !’
个数据库组成。

决策支持系统模块：由植被减水减沙效益评价决策

支持系统、水保措施减水减沙效益评价决策支持系统等

组成。

维护模块：维护模块为系统管理人员设计，便于系

统内容的动态更新。系统对用户进行权限识别、判断，只

有具有管理员身份的用户才能进入维护模块对系统进

行维护管理。

!"$ 系统的主要功能

（!）黄土高原植被资源数据使用和管理计算机化$
黄土高原植被尤其是样本数据由于有了数据库系统，将

书本资料转化为电子信息，有关的存贮、修正、查询以及

统计分析等等取代了原来手工操作，具有方便、安全且

快速灵活诸多优点，这是最为主要的功能之一，也是建

立此起数据库的目的。

（"）植被营造的环境背景查询$ 利用各种查询方

式从不同角度获取植被营造的土壤、气象、水资源等知

识，可查到有关土壤侵蚀、耕地现状、粮食生产现状、林

业生产现状等。

（%）植被种质资源信息查询$ 这部分内容采用分

类查询、综合查询、地图查询、区位查询、拉丁文查询等

方式，可以查询到植被种质资源的特征、抗逆性、适应范

围、分布区域、栽种技术措施等信息。

（&）植被营造技术查询$ 这部分内容列举了黄土

高原退耕还林过程中的主要造林技术信息，查询方法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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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扼要，可以查询到具体营造技术的详细信息，为生产

实践作指导。

（!）决策服务功能 " 用户可以在 #$% 页上根据

当地的资源现状，实现当前数据的录入、查询、修改，并

直接启动决策支持系统和推理机，对事实和条件进行

推理判断，得出有明确针对性的植被减沙效益、水保措

施减水减沙效益，从而指导实际。

（&）相关资料查询" 由森防动态、林业新闻、疫情

通报、森林法规、药剂推荐、病虫测报、学术动态、植物

学通报等几部分组成，几乎涉及到有关病虫害的所有

知识，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和使用价值。

（’）其他内容" 专家简介栏介绍森林植被生态方

面专家的个人简历、科研成果和研究动向等；联系我们

栏为用户提供一个留言薄，让其对网站内容提出意见

和发表看法；讨论园地栏就学术界某个问题发表自己

的看法。

在本站注册为会员的用户可以在论坛中可以发

表文章，谈一些自己的看法或发布一些有用的信息，也

可以查看其他会员的文章，专业化知识智能搜索引擎

可以对站内和站外网上资源进行搜索。

（(）数据库的查询与打印功能" 可以对各种数据

库进行查询，可以查询某地区某时间段或某时间的植

被资源情况，也可以了解某一类数据的总体情况，并且

可以将这些查询出的数据进行打印处理。

) 系统实现策略

!"# 系统研制的技术思路

在继承以往黄土高原植被与生态环境研究成果

基础上，围绕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的解决，从植被演变、

种质资源、营造抚育技术、生境适应性评价、水土资源

等多角度入手，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沿时间序列、

空间结构及时空耦合界面全方位展开研究。

采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系统工程的

理论框架下，将林学、植物学、植被生态学、地貌学、水

文学、土壤物理学、生态学等科学方法，与实验植物学、

生态工程学、信息技术等工程科学方法，和经济学、管

理学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不同时空尺度研究的

有机集成，最终建成一个跨部门、分布式、可运行的黄

土高原植被资源数据仓库共享网络系统。

（*）搜集、汇总与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演变和植被重

建有关的土壤、气象、水资源、人口、农业等数据、资料、

图象、图形和数学模型等信息，开展信息组织、存储、维

护等分析研究，建立相应数据库。如对黄土高原地区资

源树种信息数据库+树种名称、生态习性、生长习性、用

途等,、自然保护区数据库（名称、位置、面积、生物种

类、分布、数量等）、生态林业工程生态环境监测信息数

据库（树种组成、林分类型、径流量、小气候、土壤特性、

化学特性等）和森林资源数据库（树种组成、林分类型、

径级、面积、蓄积量、土地类型等）的数据结构进行分析，

研究森林资源共享信息元数据的内容、格式和抽取方

法。

（-）完成数据仓库的概念设计、模式设计，研究、挖

掘、建立植被重建环境资源共享信息元数据的关系模

式，并对关系模式进行分解和规范化，形成植被资源信

息数据模式及规范。

（)）按照植被重建环境资源资源数据仓库标准，组

建分布式数据仓库网络，尽可能将已有植被重建环境资

源数据转换 . 包容到该网络之中。

（/）根据植被重建环境资源数据仓库的安全性、完

整性、一致性、鲁棒性要求，研制该仓库共享信息管理软

件。

（!）研制数据分析应用模型和数据挖掘、知识处理

系统，对现有的植被的降水截留分析、数据查询分析等

模型及决策支持系统进行筛选、改进，建立起相应的数

学模型库、经验模型库和知识库。

（&）研制专业型知识智能搜索引擎，对植被重建环

境资源资源数据仓库的数据以及模型库、知识库中的模

型、知识进行深层次加工。

!"$ 数据库的结构

黄土高原植被资源数据仓库系统的数据库查询模

块中共有 *& 个数据库子系统，每个子系统中又对应着

若干个小的数据库，所以，在整个黄土高原植被资源数

据仓库系统中数据库的构建与运用成为系统中非常重

要、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下面仅以黄土高原植被资源种

质资源数据库的构建为例说明该系统中各数据库的构

建。

)0-0* 数据库的名称

该数据库的构建中涉及到 ) 个子数据库，它们的名

称分别为：黄土高原植被种质资源数据库1 232456789 :
、黄土高原植被种质资源科名数据库1 8$;<24= :、黄土高

原植被种质资源属名数据库1 ;7<$>4?@ :。
)0-0- 数据的定义

! 黄土高原植被种质资源数据库1 232456789 :
?$823 资源编号 A7?;B7?1*’: C$@
<@5$ 类别 A7?;B7?+*, *D乔木、-D灌木、)D草本

8$;<24==79$ 科名 A7?;B7?+),
;7<$>4?@=79$ 属名 A7?;B7?+),
?$8=79$ 名称 A7?;B7?+*E,
F4?976=79$ 学名 A7?;B7?+!E,
76278 别名 A7?;B7?+&E,
328<?2%G<2=> 地理分布 A7?;B7?+/EE,
F$7<G?$ 生物及生态学特性 A7?;B7?+*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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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林技术 )*+#$*+,-.../
)*0(" 经济价值与实际意义 )*+#$*+,1.../
!黄土高原植被种质资源科名数据库2 3"#!&4% 5
&6 科名编号 &%! 7"8
3"#!&4%%*9" 科名名称 )*+#$*+,-./
!黄土高原植被种质资源属名数据库2 #*!":4+8 5

&6 属名编号 &%! 7"8
#*!":4+8%*9" 属名名称 )*+#$*+,-./
3"#!&4%&6 所属科名编号 &%!
;<-<; 数据的存放

系统设计了一个系统维护模块，当需要往数据库

中存放数据时，用户可在登陆时进行用户级别、权限检

验。对于非管理员的用户，系统自动将页面导向一个警

告页面，对于管理员，可进入维护模块直接在所选数据

库对应的表格中添加数据。

;<-<= 数据的查询

在数据库系统的查询模块设计中，数据查询条件

不是固定的。例如：在黄土高原植被种质资源数据库查

询模块中，用户可以按类别、科名、属名、名称、学名、别

名、地理分布、生物及生态学特性、造林技术、经济价值

与实际意义这几项的任意组合进行查询，而且查询时

不需要完全精确匹配。例如，某种质的生物及生态学特

性为“喜光，耐寒，耐干冷气，在极端最低温度>=?,@ 的

严寒地区也可正常生长”，在生物及生态学特性栏中输

入“喜温”或者“耐寒”均可查出。该模块还支持多关键

字查询，在查询时将多个关键字用“、”隔开即可。例如，

在生物及生态学特性栏中输入“喜温、耐寒”，表示要查

询生物及生态学特性和“喜温，耐寒”均有关的种质资

源的详细资料。在查询语句的选择中，我们使用的是动

态 ABC 查询语句来实现查询。例如：查询生物及生态

学特性为“喜温，耐寒”，类别为“乔木”的种质资源，用

到了 3"0"#! 查询语句。A"0"#! D E+49 &6&4F0*39 G$"+"
E"*!(+" 0&7" HI喜 温IH *%6 E"*!(+" 0&7" HI耐 寒IH
*%6 !8F" 0&7" HI乔木IH J8 &6”（注：&6&4F0*39 为种质

资源表，E"*!(+" 为生物及生态学特性字段，!8F" 为类

别字段）。

!"! 开发环境

;<;<1 运行环境

KAL 程序是运行在服务器端的应用程序，硬件环

境 要 求 最 好 是 专 用 的 服 务 器 ， 硬 盘 空 间 最 少 需 要

1..M。服务器端的软件环境：N&%64G3 -... A"+)"+，
ABC AOPQOP -...，用户端的软件环境只需要一般

的浏览器。

;<;<- 服务器端脚本选择

编程语言为 KAL R， Q&3(*0 @RR。KAL（K#!&)"
A"+)"+ L*:"）作为主要的开发语言。KAL 具有开放性、

易操作性、程序与外观分离、非手工编译、浏览器独立性

等优点2S5。
;<;<; 开发工具的选择

选 择 M&#+434E! 公 司 推 出 的 Q&3(*0 T%!"+ 6")U<.。

Q&3(*0 T%!"+ 6")U<. 是 M&#+434E! 公 司 推 出 的 一 种 新 型

N"J 应用程序开发工具，它是快速设计、建立和调试以

数据库驱动的 NOV 应用程序的基于团队的开发环境。

= 结束语

黄土高原植被资源数据仓库主要根据国家科技攻

关的科研成果，并总结我们以住在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变

迁与植被重建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与经验，运用数据库

技术、人工智能原理、数据挖掘技术等建立的一个基于

T%!"+%"! 的分布式数据仓库系统。由于近年来黄土高原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顺利实施，黄土高原森林植被资源

现状有明显的改善，我们将对系统中的数据进行不断的

更新和完善，为黄土高原实现山川秀美提供宏观决策以

及为普通用户提供远程信息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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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仪的一个重要功能，它使印刷体文字的

录入最终摆脱了键盘。但是在 !"# 识别的过程

中，往往会出现许多识别错误的情况，这到底是什

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又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提

高 !"# 识别率，以减少人工修改的麻烦呢？下面

是笔者在使用过程中积累的几点经验，供各位参

考。

!"选用专业的 #$% 软件

购买扫描仪时，附带的扫描软件中普遍都提

供 !"# 识别软件，但是其识别率很难令人满意，

所以一般应当购买和使用专业的 !"# 识别软件。

&"在识别前一定要作版面分析和倾斜校正。

’"分割识别混排文稿

简繁混排和中英文混排的文稿在识别时往往

会出问题，如果文稿中简繁 $ 中英文是块状分布

（即这几段为 % 文，另外几段为 & 文），则可以采用

图形处理软件把块与块分开成独立的文件，然后

分别打开，选择相应的语言，分别识别。

("充分使用识别软件的用户自学习功能

!"# 识别软件内一般都含有用户自学习功

能，如果个别字在扫描比较清楚的情况下，软件识

别得不正确，就可以把这个字加到用户自定义库

中，这样可以逐渐地提高识别的正确性。

)"尽量选用质量较高的图像进行识别

要提高 !"# 识别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识别所用的图像质量，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应选择

质量较高的图像进行 !"# 识别。要想获得较高的

扫描识别率，用户应当不断进行尝试，找出一个适

合 !"# 识别软件的扫描分辨率及扫描亮度以供

参考。

*"选择适当的扫描分辨率

选择合适的扫描分辨率：不求最“高”，只求最

“佳”。如果分辨率太高，扫描的时间将会大大增

加，图形所需的空间也会成倍地增长；如果分辨率

太低，给 !"# 软件的信息量不足，识别率就不会

太高。根据经验，普通五号印刷体采用 ’()*+)),-.
比较合适；若字号比较大 （四号以上），用 /()*
’)),-. 就足够了；如果是六号或七号字，就要考虑

使用 0))*1)),-. 了。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如果

印刷字迹比较模糊，或者笔划较多的识别文本，应

适当提高扫描的分辨率。

+"设置合理的扫描亮度

有一些印刷品会因纸质发黄或是有较多的油

墨点而影响识别质量，因此在扫描时适当地调整

亮度，使扫描文件黑白分明，有利于软件的识别。

扫描亮度的设定以观察扫描后的图像中汉字的笔

画较细但又不断开为原则。对于扫描后图像存在

黑点或黑斑时，应该适当减小亮度；如果当扫描后

图像中汉字轮廓严重残缺时，则可以适当增加亮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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