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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组培苗培养技术数据库查询系统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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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3前，植物组织培养研究工作从组培苗种类到研究成果 日益增加和提高．为增强其研究成果 

的生产力转换效率，增加农业企业信息需求，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 ，笔者采用计算机网络编程技术
． 

应用ASP语言，设计完成 了包含组培苗全套培养信息的培养技术数据库 ．编写了技术数据库检索查 

询系统，该系统实现 了植物组培苗技术的集中与网上资源共享，为植物组培科研工作者提供 了丰富 

的研究信息，也为企业增加了农业生产创新途径，同时更有效地加强了高水平组培技术和优 良组培 

苗的推广及应用于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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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Database System on Plant Tissue Culture Technology 

Lin Guimei ，Mou Haifei ，Li Bang ，Pan Yongjie ，Zhang Jinzhong ' 

( Gtmngxi Plant Tissue Cult~e Co．，Ltd Nanning 530007；2Guangxi Academy ofAgric~turd Sciences，Nanning 530007) 

Abstract：The research of tissue culture seedlings has been increased and research achievements have 

been enhanced currently．For the purposes of eliminating the barrier to the conversion of research achieve- 

ment，increasing information demand to enterprise，enriching agriculture production，a set of tissue culture 

seedling technology database system has been constructed by active server page technology  of IT．The sys- 

tem also includes the module function of searches．The technology of tissue culture seedlings have been 

shared in internet if it is made use，and it will contributes to the spread of tissue culture technology and 

quality tissue cuhure seedling，SO that it can also serv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enterprise and agriculture 

production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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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组织培养开创于植物学家 Gottlieb Haber． 

1andt的细胞培养实验【lJ，随着原生质体、细胞、组织和 

器官培养技术的不断改进，植物组织培养出现了突飞 

猛进的发展，迄今，已成为植物生物技术中应用最广泛 

的技术。其主要的应用有[2--61：(1)快速繁殖种苗，用组织 

培养的方法对农作物、花卉植物等进行快速繁殖是生 

产上最有潜力的应用；(2)保持植物优良性状和经济性 

状的无病毒苗的培养：(3)植物组织培养技术为育种提 

供了许多手段和方法；(4)以植物组织培养为基础的工 

厂化育苗，降低了优良种苗的成本，满足了了农业生产 

对种苗的需求。 

近些年，国内植物组织培养面逐渐扩大，无论是组 

培的植物种类还是组培的技术方法在数量和质量都有 

很大提高和改进，植物组培在传统的农作物、经济作物 

基础上逐渐向能源植物、药用植物、工业原料植物、饲 

料作物等扩大，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各类组培技 

术转化成果低，很大一部分成果留在了实验室，不能转 

化为生产力，其原因可能是：(1)缺少组培技术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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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机构(目前，广西植物组培苗公司是全国规模 

最大的组培苗生产基地)，组培苗只有工厂化生产才能 

在价格上满足市场，在质量上保证种苗优良性状的一 

致性，在种植、栽培上为农户提供有力的技术指导和完 

善的售后服务；(2)科研所获得的先进组培技术缺乏有 

力的宣传，并不为企业、公司、工厂、其他科研机构所 

知，优良组培苗未得到工厂化生产，造成科研成果与生 

产力转换分离；针对这些情况，本系统记录当前各类植 

物组培苗生产技术，收录技术对象主要从本公司长期 

的科研成果、文献(cNrd文献数据、维普数据库、超星 

数字图书文献等)、国内公开、公认的成熟技术等组培 

技术中筛选，建立组培苗技术数据库，以能编写动态、 

交互应用程序的 ASP技术为编程环境 [7,81，采用 

JavaScript、VbScript为脚本语言，构建一套组培苗技术 

查询数据库，此系统不仅方便科研人员查询、了解相关 

植物组培最新进展，也为企业提供生产力转换的技术 

信息，特别是在当前新农村建设的良好形势下，加强农 

业生产力转换、提高农业生产力已迫在眉睫，此系统的 

建立增加了新农村建设的科技含量，将会有力地服务 

于三农。 

1 系统设计 

该系统收录各类植物组培苗技术，具有按关键词 

查询、添加、修改、删除，展现详细信息等功能。本系统 

注重技术产权、版权，每条信息记录了相关文献、出处。 

图 1 系统逻辑结构 

1．1结构逻 辑设计 

图 l显示了系统设计的逻辑结构。 

1．2数据库设计 

植物组培苗技术研究主要从植物品种、外植体的 

选择，培养基的筛选、培养环境定位及栽培技术等方面 

开展工作，所以据组培苗培养信息和该系统功能要求， 

建立以下数据结构和数据项： 

I【)字段，自动编号类型，设立为主键；NO字段，植 

物组培苗编号，主要标示不同植物、不同品种(品系)及 

已经登记注册的编号代码；Name字段记录植物中文 

种名；latinname字段，记录植物拉丁文种名，考虑名字 

叫长，所以将字段大小尽量设置较长，此处设为200， 

其他属性默认 ；kenam e字段纪录植物 中文科名 ； 

Latinkename纪录植物拉丁文科名；Explants字段纪录 

培养外植体类型；method字段纪录组培苗的再生方 

式；induceculture字段纪录诱导培养基；multipleculture 

字段纪录增殖培养基；rootculture字段纪录生根培养 

基；accessory纪录培养基附加物；condition字段纪录 

植物组培的环境条件；literature字段纪录参考文献； 

pic字段纪录植物代表性图片的相对地址，utility字段 

纪录植物的主要用途，other字段纪录备注项；以上字 

段一般采用文本数据类型，其字段大小在容许的范围 

内尽可能大，其他字段属性系统默认。 

lI3程序设计 

据系统结构，可设计分页显示页面、组培苗检索页 

面和详细显示每条记录信息的技术信息页面，具有添 

加、修改、删除等功能的管理页面。 

为了加强程序的可移植性，在数据库连接上没有 

采用DNS方法，而采用以下连接方法，为今后移植到 

不同的网络服务器提供方便。 

数据库连接代码如下： 

dim conll，conns~ 

connstr=-”DBQ=”+server．mappath r，’db／culture． 

mdb”)+”；DefaultDir=-；DRIVER= {Microsoft Access 

Driver( 血db) 

set coma=server．createobject(”ADODB．CONNEC— 

TION”) 

在页面设计，为实现功能分离，采用模块化设计， 

例如：前台组培苗分页显示设计了“组培苗显示信息” 

字过程和“分页显示”字过程；组培苗检索页设计了“数 

据检索”函数，实现了可按组培苗中文种名、拉丁文种 

名、编号进行检索，也可按外植体、培养基等方面检索， 

但这些方面有高度的检索相似性，会给服务器带来很 

大的负担，而且检索意义不大，所以只采纳用以上关键 

词进行检索。在组培技术详细信息页有图片信息，存储 

图片信息，可用将图片放入数据库和将图片地址放入 

数据库，前者回增加数据库存储负担，也增加了系统调 

用负担，所以此处，采用将图片地址放入数据库，在调 

用图片显示用<％--rs("pic’，)％>语句，其中pic为图片 

相对地址。管理模块的新增功能采用 rs．addnew，rs． 

update语句，新增组培苗技术页面要求输入完整的组 

培苗信息才能添加到数据库，比如：种名、外植体、培养 

基等，添加新条目可以与数据库中已有的植物种名相 

同，但培养技术信息不能完全相同，否则也会添加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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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检索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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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检索结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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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这样设计避免了数据重复，减轻了数据库负担，同 

时也收集到了同种植物的不同组织培养技术，修改功 

能用rs．update实现，删除采用delete方法。建议一般 

情况不要使用删除功能。 

2 查询系统实现与运行 

现以葡萄组培苗为例 [gAol，简要示例该系统的运 

行。图2显示组培苗技术信息查询首页，在检索栏的下 

拉列表框选择检索类别，在输入框中输入所需检索的 

关键词，此处输入“葡萄”，单击“查询’，(模糊查询)，便 

得到图3的检索结果，单击其中一条记录会出现该条 

记录的详细技术信息表(图4)。 

该系统在 WindowsXP 1IS5．1服务器端及其他 

windOWS客户端平台上测试通过。 

该系统记录了近 300条的植物组织培养信息，信 

息采集和录入工作量较大，随着新的组培苗及技术的 

出现，该数据库将不断增大，可将数据库转换成SQL 

数据库。查询系统的建立将永久性方便于植物组培科 

学研究，服务于企业，造福于农业生产，比如：利用此查 

询系统，能快速查到某种组培苗实用的详细技术信息， 

科研人员可将据此为出发点开展工作，企业可根据市 

场需求迅速开展试种及工厂化快繁生产低价格、优良 

的组培苗进入到农业生产，将巨大地推动农村经济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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