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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市的围场县是农业部命名的第一批国家级

马铃薯生产基地县，是“中国马铃薯之乡”，年种植

马铃薯稳定在 30000 hm2，年产鲜薯 5~6 亿 kg，年

产值 3 000~4 000 万元。目前，承德市在国家 863

计划项目的基础上，经过二次开发已经建成无公害

黄瓜、辣椒、番茄、水稻、养牛、食用菌等 6 个农

业专家系统，尚未建立马铃薯专家系统。因此，开

发并示范、应用马铃薯专家系统就成了农业科研人

员的当务之急。

1 农业专家系统概况

1.1 农业专家系统特点

农业专家系统具有实用性、智能性、继承性、

集成性、复制性和便捷性等特点。它的一个最大特

点是实用性，它应农业需求而研制，又在农业应用

中发展。伴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农业专家系

统和其它智能化信息技术集成应用于农业生产和管

理已成为必然趋势。农业专家系统能够针对农业生

产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如病虫害防治、品种选择、

水肥管理等）进行解答、解释或判断，提出决策建

议，辅助农业人员制定决策方案，以及对已有方案

进行评估、预测和选择，使计算机在农业活动中起

到类似农业专家的作用。

1.2 国内外现状及发展趋势

专家系统技术在世界农业领域中的应用始于

70 年代末。经过 20 余年发展，其应用已遍及作物

栽培管理、设施园艺管理、畜禽饲养、水产养殖、

植物保护、育种以及经济决策等方面。由于专家系

统在处理不完全信息和数据上的潜在能力，该项技

术特别受到农业科学家的青睐，发展很快。

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已研制成功众多的实用农

业专家系统，根据中国农科院文献中心对 CAB 文

献数据库的检索查询，最近 10 年共查出 400 多篇

相关文献。

由于我国农业自身的若干特点，如农业水土资

源人均占有量低、农业机械化程度差、农业领域专

家和科技人员紧缺等，农业专家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从一开始就受到广泛的重视，并成为信息技术在农

业应用的重要方面。目前已投入实际应用的有综合

栽培专家系统、水肥管理专家系统、育种专家系

统、病虫测报与防治专家系统等，但由于缺乏足够

的领域专家的知识和行之有效的组织管理，有的系

统表现出很大的脆弱性，在实际生产中的作用受到

限制。

农业部“金农工程”的启动标志着我国基于计算

机网络的农业信息技术服务体系已初步形成。

承德市市直和各县区的网络中心已连接省、

市、县农业信息网，目前实施的“金农工程”即将连

接行政村。

2 马铃薯专家系统开发、应用模式

2.1 开发技术路线

（1）马铃薯专家系统采用北京农林科学院和国

防科技大学提供的农林专家开发平台（Paid），开发

平台采用“浏览器/Web 服务器/数据库系统”N 层网

络结构模型，以后台数据库管理为核心，在 Web 服

务器挂接服务构件，通过前台浏览器管理和运行，

具有网络化、构件化、智能化、可视化等特点。

（2）根据农业领域的特点，马铃薯专家系统采

用模糊知识表示和推理、知识和模型相结合、在线

诊断和远程诊断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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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开发应用工程

（1）从生产实际出发，找出目前马铃薯生产、

加工、销售中存在的问题，然后设计出农业专家系

统的框架，主要功能模块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2）从三个方面收集马铃薯专家系统的数据：

①从已有的工作积累或文献中获取；②通过合作途

径，从同行业专家获取的相关资料；③通过补充试

验或支持研究，围绕某个方面获得的全新资料。

（3）知识规则的条理化分为以下四个步骤：①

确定模块组成；②确定决策项目；③确定前提条

件；④知识规则的条理化。

（4）对马铃薯专家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准

确率、系统的运行效率，与专家知识的符合程度进

行测试。

（5）对马铃薯专家系统的完善，可以通过试验

和示范，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反馈用户意见和

建议，及时进行修改和完善。

2.3 开发应用模式

利用北京农林科学院和国防科技大学提供的农

业专家开发平台 Paid4.0，进行二次开发，设计出

马铃薯农业专家系统的框架，主要功能模块和要解

决的主要问题，开发建立适应围场生产实际的马铃

薯专家系统；然后建立马铃薯生产龙头企业、种植

大户为典型的示范应用基点，通过示范应用基点的

成功示范作用，再向马铃薯种植农户推广应用马铃

薯专家系统技术。

（1）以种植公司和种植大户为示范、应用重点

的网络版马铃薯专家系统。根据围场马铃薯产业的

现状，选择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马铃薯生产龙头企

业，比如：围场新技术产业开发公司、围场佳禾种

业集团、围场马铃薯研究所等。示范应用网络版马

铃薯专家系统，具体操作是企业选择好生产基地

后，将基地土壤条件、气候类型、生育期、计划产

量等输入计算机，马铃薯专家系统经过自动分析

后，为企业提供种植方案、栽培品种、栽培措施、

病虫害防治技术、水分管理、施肥方案等一系列实

用计划，然后企业严格按照计划执行，在生产实际

中遇到问题，再通过该专家系统的网络咨询服务、

专家在线答疑等，找出解决方案，一个生产年度

后，对专家系统的稳定性、专家知识符合程度进行

测试，再充实、完善专家系统。目前，围场新技术

产业开发公司种植的 200 hm2 马铃薯种薯和商品薯

基地基本是按照马铃薯专家系统的种植方案、栽培

措施、施肥方案、水分管理、贮藏技术为马铃薯提

供生长、贮存所需的一切适宜条件，现在生产水平

已经达到国内领先、与国际同步，合格商品薯成品

产量达到 4 000~5 000 kg·667 m- 2，高的地块达到

7000~8000 kg·667 m- 2。

（2）以马铃薯主产区的典型农户为示范、应用

重点的单机版马铃薯专家系统。选择围场坝上、朝

阳地、克勒沟、广发永等马铃薯主产区的典型农

户，建立马铃薯专家系统的单机版示范应用基点，

解决马铃薯生产农户没有计算机或农民计算机操作

水平差的问题，把马铃薯专家系统知识制成农民能

够看得懂、会操作的单机版光盘，为农民提供技术

服务。

（3）在马铃薯主要产区建立方便、实用的触摸

屏，示范应用马铃薯专家系统。

（4）发挥现代通讯优势，在全县建立电话语音查

询系统、短信服务系统示范应用马铃薯专家系统。

3 示范应用马铃薯专家系统的预期目标

（1）为用户制定生产目标提供科学依据，按产

量设计程序，实现计划生产。

（2）根据环境的差异和生产目标的不同，选择

适宜的品种。

（3）可对生产形式进行预测、预报，提高科学

管理的预见能力。

（4）提供因地制宜、因时而异的农艺管理方案。

（5）协调区域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提供区域

内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增加效益的有效途径。

（6）在围场县内马铃薯生产龙头企业和大户建

立马铃薯专家系统生产应用示范区 5 个，示范面积

500~1 000 hm2，增产目标 300~500 kg·667 m- 2，增

加产值 15~30 万元。

（7）通过马铃薯专家系统的示范、应用，加强

马铃薯行业科技队伍建设，培养一批能高效运用智

能化技术、知识，指导马铃薯生产的技术人员。

（8）通过马铃薯专家系统的示范、应用，对马

铃薯生产、加工、销售进行严格的过程管理和质量

控制，实现马铃薯生产的高效、优质、优价，增加

科技含量，提高马铃薯产业化水平。

（9）通过在围场成功开发并示范、应用马铃薯

专家系统，带动全市乃至全省马铃薯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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