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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三角梅种质资源库信息管理系统

与服务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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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角梅花期长、花量大、抗逆性强且应用形式多样，现成为我国南方地区花卉朝阳产业中发展最快的木本花卉。

随着园艺技术的提升与国际交流的扩大，三角梅品种数量逐年攀升，“同名异物”及“同物异名”的现象频繁发生，给资源

的收集与保存带来一定的难度。为促进三角梅种质资源的管理，厦门市园林植物园作为国家三角梅种质资源库，基于 B/S 模

式，利用现代化的管理信息系统，初步建成国家三角梅种质资源库信息管理系统与服务平台，实现种质资源库的高效管理。

本文详细地介绍了平台架构、数据库设计、技术实现及平台功能构成等内容，通过提高信息管理效率，以期促进三角梅种质

资源的收集、保护、研究、评价和应用。此外，该平台的设计与开发实现方法亦可为其他花卉的信息管理系统与服务平台建

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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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 of National Bougainvillea Germplasm Resourc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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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ougainvillea with long flowering period, large amount of flowers, strong resistance and various forms of application,

has become the fastest growing woody flowers in southern China of sunrise flower industry.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hort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germplasm exchanges, the number of Bougainvillea varieties is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However, the cases of homonym and synonym in Bougainvillea brought considerable difficulties to the coll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resources. Xiamen Botanical Garden, as the national Bougainvillea germplasm resource center, has initially built a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service platform based on B/S model and using moder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achieving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the germplasm resource bank.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latform architecture, database design, technology realization

and platform function composition in detail. Through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e aim to promote the

collection, protection, research, evalu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germplasm resources of Bougainvillea. In addition,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concept of the platform can als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s and service

platforms in other f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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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梅（Bougainvillea spp.）为紫茉莉科（Nyctaginaceae）叶子花属（Bougainvillea）中具有园艺价值

的一类观赏植物[1]，又名叶子花、簕杜鹃、宝巾花、九重葛等，包括其野生原种、具有园艺观赏价值的杂交

变种与栽培品种。其原产于南美洲巴西，最早由英国人马偕博士( Dr.George Leslie Mackay)于 1872 年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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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引入我国台湾省栽培，随着园艺技术的发展，20世纪 50年代以来，我国南方沿海城市陆续从中国台湾以

及东南亚地区引进三角梅品种并广为栽培，如今在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等地丰富园林绿地色彩

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2]，现已发展成为南方应用最为广泛的木本观花植物。随着国际交流的扩大，数

量仍在逐年递增。厦门市园林植物园（以下简称“我园”）研究三角梅已有 30余年的历史，在三角梅种质

资源收集、保存以及研究应用推广等方面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已从国内外引种和保存包含 6个种群的三

角梅种质资源 400余份，是国内三角梅种质资源最丰富的机构。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公布第二批

国家花卉种质资源库的通知》（林生发〔2020〕91号），我园已成为国内唯一的“国家三角梅种质资源库”。

花卉种质资源是花卉产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为花卉品种创新储备丰富的育种材料，实现主

要品种国产化，对满足我国现代化花卉产业发展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随着种质资源数量的增加，品

种名在市场流通不统一，利用传统的管理方式越来越困难，同时也制约资源收集、评价与共享的工作。因

此，我国相关科研机构和高校通过结合计算机技术，在资源调查信息系统建设、数据挖掘平台研究、管理

信息系统建设以及数据共享等方面开展研究[4]。韦维等[5]根据广西油茶种质资源库管理需求，基于 Java Web

完成油茶种质资源库设计与开发，实现油茶种质资源的动态管理，推动信息的共享，提高利用效率。周智

男等[6]通过对枣种质资源性状规范化调查、资源查询及专家咨询等领域进行分析，开发出基于 B/S 三层结构

的网络信息平台，为种质资源的交流、研究和科学利用提供了有效手段。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种质资

源开发了一套库管系统，实现种质资源从接收、入库、出库的有序管理，并能够随时了解在库种质资源的

库位信息、繁种信息以及监测等信息，同时满足各种数据统计分析的需求[7-10]。种质资源信息管理系统的建

设，能够有效采集、汇总及分析数据，通过不断实践与改进，逐步达到平台智能化和高效化运行的目标，

规范种质资源的管理。

为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种质资源，国家三角梅种质资源库按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和中国花卉协会要求，

严格遵循《国家花卉种质资源库管理办法》科学制定三角梅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规划，不断收集新的种质资

源，开展常态化的科研协作，确保了国家三角梅种质资源库的正常运转和资源安全[11]。据此，我园开展了

国家三角梅种质资源库信息管理系统与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的相关探索与建设工作，并将逐步

投入实际应用推广中。

1 平台架构

国家三角梅种质资源库的建设是一项长期、持续性、动态性工程。根据 LY∕T 2858-2017[12]，国家级花

卉种质资源库建设过程中，对花卉种质资源的原地保存库、异地保存库、设施保存库等应做好日常管护、

监测评价工作，对种质资源库保存库的资源状况及建设、管护等相关资料应建档管理。信息管理需依据相

关标准开发，采用可视化界面管理，数据安全可靠且可追溯，并具备扩展开发的能力[13]。我园根据三角梅



种质资源库建设与发展的相关需求，结合三角梅种质资源实际情况，对三角梅种质资源的调查、收集、保

存、管护、监测评价、研究、推广利用等方方面面进行了详细梳理，将线下工作与线上信息管理与共享服

务有机结合，探索建立了平台架构，如图 1所示。该平台依托国家三角梅种质资源库，构建种质资源信息

管理体系，将线下工作与线上信息管理与共享服务有机结合，实现对种质资源调查、收集、保存、管护、

监测评价、研究、推广利用的有序管理，同时建立各个品种的信息档案生成二维码，明确其基本信息。此

外，平台的建立还满足各项数据分析的需求，为其他花卉的信息管理系统与服务平台建设提供借鉴。

图 1 平台架构

Fig.1 Platform architecture

2 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在一个信息管理系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数据库结构设计的好坏将直接对应用系统的效率

以及实现的效果产生影响[4]。平台包含三个数据库，依据不同用途，分为品种信息库、管理信息库及宣传信

息库，各自独立。品种数据库和管理信息库均以三角梅品种为管理对象，摸底调查现有品种并收集新品种，

通过“保存登记”功能作为三角梅种质资源正式入库的节点。此外，管理信息库还承担品种保存区域气候

的监测，有利于更好地收集品种物候相关数据。同时，平台为面向网络公众的社会服务网站，建立宣传信

息库，具有编辑、保存及发布三角梅相关宣传稿件等功能，进一步宣传及推广。

2.1 品种信息库

品种信息库的核心是为每个三角梅品种赋予唯一身份标识以及植株位置标识。三角梅品种身份标识即

赋予每个品种编号，制定相关编码规则，如“三角梅字母代称+顺序号”，而三角梅保存点网格化管理体系



即为三角梅品种赋予对应的植株位置标识。按照国家花卉种质资源库建设标准，我园在保存三角梅种质资

源时尽量保证一个品种分 2个以上地方保存。目前我园三角梅主要保存点有两个，分别是三角梅品种园（面

积 150亩）、三角梅专类园（73.5亩）、三角梅品种温室盆栽保存库（1.8亩）、三角梅品种繁育保存区（100

亩）。保存点内同品种的三角梅植株定植或盆栽放置于同一区域内，因此，可以按品种聚集区域进行网格

式划分，为每个品种聚集区域赋予网格标识，作为品种植株位置标识。

如表 1所示，品种信息库主要记录基本信息、性状调查信息、栽培信息、实验数据及其他，在录入平

台前需对各个品种信息全面地调查，形成完整的品种描述信息。

表 1 三角梅种质资源信息的分类及归档内容

Table 1 Classification and archival contents of germplasm resource information of Bougainvillea

序号

Number

类型

Type

归档内容

Archival contents

1

品种信

息库

基本信息
品种编号、品种名、学名、别名、品种英文名、品种来源及栽培史、品种识别图

片等

性状调查

信息

株型、枝条、刺、叶片、叶柄、叶色、花、苞片、苞片颜色、花、花被管、雄蕊

等及其细分内容

栽培信息 物候、抗寒性、耐涝性、繁殖难易程度等

实验数据
染色体（数目、倍性）、花粉形态特征（文字描述、相关图片）、DNA特异性条

带（即指纹图谱；相关图片及描述）、标本（相关图片及描述）等

其他 备注、参考文献、科普内容等

2
管理信

息库

管理类别 日常管护、监测评价、资源更新等及其细分

保存地点 品种植株位置标识

记录内容 品种标识、记录人、记录日期、保存地点、管理类别、内容说明、相关照片等

3
宣传信

息库

宣传类别 业内动态、种质资源、新优品种、科研科普、栽培养护、园林应用、关于我们等

记录内容
标题、作者、发布时间、发布单位、封面图片、摘要、正文内容、跳转链接、相

关文件等

2.2 管理信息库

三角梅保存点现场开展管护、监测评价、资源更新等日常工作，并利用平台的移动工作系统，通过手

机现场拍照、文字记录工作状况及成果，上传至服务器的三角梅种质资源管理信息库，实现对三角梅种质

资源管理信息的动态采集入库，记录内容如表 1所示。

2.3 宣传信息库

在三角梅品种信息采集、科学研究、日常管护、监测评价、资源更新以及科普服务、社会推广等活动

过程中，根据面向社会公开服务的实际需要，撰写形成宣传稿件，纳入三角梅宣传信息库，通过平台的社

会服务网站面向网络公众提供公开服务。如表 1所示，宣传信息包含业内动态、种质资源、新优品种、科

研科普、栽培养护、园林应用等，并在每篇文章附上标题、作者、发布时间、发布单位、封面图片、摘要、

正文内容等相关信息。



3 技术实现

基于三角梅种质资源信息管理体系，设计开发国家三角梅种质资源库信息管理系统与服务平台软件系

统，平台整体采用 B/S 架构。B/S架构的适用性、系统拓展性很高，服务器的升级无需用户端进行升级改造，

可随时通过相应版本浏览器进行访问[14]。平台服务器端采用 Java技术语言开发，框架使用 Spring boot +

Hibernate相结合的模式进行业务数据交互处理，采用MySQL数据库进行数据存储，中间件使用 Apache

Tomcat进行平台部署及访问控制；前端网站采用 Html5 + Bootstrap技术，结合 JQuery技术实现页面与后台

的数据交互处理，结合 Echarts技术实现统计图的展现；后台前端采用 Html5 +Layui技术实现；移动端 APP

采用 Hbuilder开发工具，自动集成 Android相关兼容代码，APP 主程序采用 Html5+JavaScript+CSS 技术实

现。

4 平台功能构成

根据图 1，在上述数据库的基础上，平台开发以下五项系统，包含面向工作人员使用的内部工作系统（PC

端WEB服务），移动工作系统（移动端 APP），面向网络公众的社会服务网站（PC端、移动端WEB服

务），面向现场游客、工作人员共同使用的二维码标识系统，以及专门面向共享需求方使用的品种信息授

权查阅系统。

4.1 内部工作系统

面向园方工作人员、系统运维人员使用，提供对平台整体的系统设置与管理功能，提供对三角梅种质

资源的品种信息、管理信息、宣传信息等三大类信息的归档管理功能，以及数据入库情况统计、宣传信息

访问情况统计等功能。

（1）品种信息管理功能。如图 2所示，每条品种信息记录对应一个品种，记录内容包含基本信息、性

状调查信息、栽培信息、实验数据及其他内容，采用信息组合展示页面方式。在品种信息记录详情页面中，

展示所有品种信息元素，并设置上传图片的按钮，提供相关图片管理的功能。该设计便于工作人员在一个

页面中集中管理和快速查阅某个品种的详细信息内容，从品种信息采集入库到入库品种信息的再利用，均

提供便捷操作方式。如图 3所示，通过现场采集品种数据后，内部工作系统可以单条添加或 EXCEL批量导

入创建品种信息记录；针对单条记录提供封面图、相关图片、日常照片（品种关联的日常管理信息）、品

种二维码等快捷按钮功能，针对多条记录批量操作提供品种信息记录字段内容 EXCEL批量导出、选中记录

二维码批量导出、选中记录相关图片批量导出、选中记录日常照片批量导出等功能。此外，内部工作系统

还可通过编号、品种名、保存地点等进行查询，导出所需品种数据。



图 2 品种信息记录详情页（局部）

Fig.2 The detailed record page of information in variety (partial)

图 3 品种信息记录管理界面（局部）

Fig.3 The interface of information record management in variety(partial)

（2）品种日常管理功能。采集三角梅种质资源的管护、监测评价、资源更新等日常管理信息的采集，

便于实时更新数据。主要通过移动工作系统在工作现场采集入库，在内部工作系统中主要进行后续管理和

应用。品种日常管理记录的详细内容包括品种编号、品种名、记录人、记录日期、保存地点、相关照片等。

（3）信息发布管理功能。提供对三角梅种质资源宣传信息的管理功能，即面向网络公众的社会服务网

站提供栏目设置、栏目内容管理功能。通过该功能按照宣传信息分类设置为社会服务网站中的栏目，并将

宣传信息录入至对应栏目中，进行排版编辑、发布控制等，便于及时收集、整合及归纳三角梅相关宣传、

科普信息。

（4）统计功能。首先，对平台数据内容统计，包括对品种信息管理功能、日常管理功能、信息发布管

理功能的记录情况进行统计。其次，对社会服务网站的访问情况提供按年、月、周、日、自定义时间段的

浏览量（PV）、访客数（UV）等角度的统计分析，便于了解网站实际利用情况。

（5）系统设置与管理功能。主要提供平台基础设置（菜单管理、角色管理、版权设置等）以及用户管

理、日志管理等功能。



4.2 移动工作系统

引入动态过程性管理理念，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通过手机 APP，实现在三角梅保存地点对种质

资源信息随时进行现场采集管理，提高数据录入效率。其功能主要是实现对品种信息的现场调查、记录、

核实、修正，对品种日常管理工作信息动态采集入库，分别对应于内部工作系统的品种信息管理和品种日

常管理功能。

图 4 APP 工作系统界面（局部）

Fig.4 The interface of working system in APP (partial)

4.3 社会服务网站

面向网络公众公开提供三角梅种质资源相关宣传信息，涵盖三角梅科普信息。所设置栏目包括业内动

态、种质资源、新优品种、科研科普、栽培养护、园林应用、关于我们等。该社会服务网站发布三角梅种

质资源相关收集、建设情况以及种质资源目录等内容，并提供研究团队、研究内容、合作单位、资源获取、

联系方式等，明确三角梅种质资源共享、交换、合作研究等渠道。



图 5 社会服务网站（PC 端、移动端）界面

Fig.5 The interface of Social service website (Personal Computer, Mobile Device)

4.4 二维码标识系统

三角梅种质资源中每个品种均有唯一身份标识，结合三角梅品种身份标识以及植株位置标识，制作三

角梅品种二维码标识牌，与平台的二维码标识系统配合使用。品种二维码标识牌放置于我园三角梅观赏区

域和种质资源保存点内各品种对应位置，实现一码多用。工作人员现场工作时，通过平台的移动工作系统

扫描二维码快速定位至对应的品种，提高准确性和工作效率。在面向游客开放的三角梅园区，放置二维码

标识牌于对应的品种植株附近，游客通过手机微信等扫描二维码，可查看该品种相关基本信息及科普内容，

达到现场科普效果。

图 6 二维码标识系统应用场景

Fig.6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QR code identification system



4.5 品种信息授权查阅系统

根据三角梅种质资源社会共享服务相关要求及实际需求，平台的社会服务网站发布内容中包括以宣传

稿件形式发布的三角梅种质资源目录等，可供共享需求方公开查阅。若共享需求方提出查阅三角梅品种信

息详情的需求，则在需求登记审核通过后，为其开放品种信息授权查阅系统。

5 结语

种质资源信息管理是种质资源保存的必要保障和种质资源评价工作的有力工具，对种质资源的保存与

评价显得尤其重要[13]。三角梅虽原产于南美洲，但其优良的园林特性受到了我国南方众多城市的喜爱，据

不完全统计，现已成为我国近 30多个省、市及县的代表性花卉。为更好地进行三角梅资源保存、科学研究、

应用推广等工作，我园作为国家三角梅种质资源库，从保存点基础条件建设、科研条件建设、种质资源管

理制度、工作机制建设、人员支撑及信息化建设等角度开展了大量工作，从中逐渐梳理形成了相对完整的

三角梅种质资源信息管理体系，并据此开发建设了国家三角梅种质资源库信息管理系统与服务平台。该平

台以三角梅种质资源信息的归档管理与资源共享服务为目的，引入动态过程性管理理念，利用移动互联网

技术，将保存点现场工作与平台移动式线上应用相结合，为三角梅种质资源信息的采集管理提供极大便利，

同时提供了公开网站、授权查阅、扫码查看等三角梅种质资源信息共享服务方式。

综上，种质资源信息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必将为种质资源保存、利用的研究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15]。

国家三角梅种质资源库信息管理系统与服务平台经过实践，在线上及线下工作系统动态化运行，极大地提

高了种质资源在信息采集、录入及保存等方面的管理效率，以此建立各个种质资源完整的信息档案便于查

阅，同时可满足相关数据分析需求，为三角梅种质资源高效管理提供了信息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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