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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农作物种质资源库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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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种质资源管理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 , 环节多、流程长、所涉及的相关信息量大。随着国家对种质资源工作的重视，

今后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量还会进一步增大，对种质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多，对外服务量也不断增加。因此，需要利用现代化的

管理信息系统来实现种质资源库的高效管理，规范进出库的每一个流程。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基于十多年的运行经验，遵

循简单实用、规范性强、安全可靠、可扩充四大原则，建立了一套种质资源库管理信息系统。本文详细介绍了该系统的总体设计

框架，以及本系统所包含的库位管理、种子信息管理、种子进出库管理、种子预警、统计汇总、用户管理、反馈管理这 7 个主要的功

能模块，希望为其他种质资源库建立类似的管理信息系统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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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ermplasm resource management is a basic work. It is heavy ，complex and the workflow is long.
With the national attention to the work of germplasm resources，the coll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germplasm 
resources will be further increased in the future. The demand for germplasm resources will be more and more. 
The amount of external services will also be increasing.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use moder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to achieve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germplasm resource bank and standardize every process 
of germplasm storage and germplasm distribution. Based on more than ten years’ operation experience，Shanghai 
Agriobiological Gene Center has established a set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of germplasm resource 
bank，following four principles： simple and practical，normative，safe and reliable，expandable. In this paper，the 
overall design framework of the system is introduced in detail，as well as the seven main functional modules of 
the system，which are storage management，se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seed import and export management，
seed early warning，statistical summary，user management and feedback management. It is hoped that the 
system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other germplasm resource banks to establish similar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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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种质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经济社

会长远发展的战略资源［1］。种质资源的收集保护

与开发利用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食物安全乃至国

家安全的重大国家需求［2-3］。丰富的农作物种质资

源是品种改良和生物学理论研究的物质基础［4-5］。

因此，发掘和收集各种农作物种质资源，并科学地

加以贮藏，使种质在几十年甚至数百年之后仍具有

原有的遗传特性和很高的发芽力，具有非常重要意 
义［6-7］。而种质资源库就是利用仪器设备控制贮藏

环境，实现农作物种质的长期保存［8-10］。

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是上海市基因资源保

存与服务中心，致力于基因资源的收集保存、评价创

新和分发利用。中心自 2002 年成立以来，累计收集

保存各类农作物种质资源 21 万余份，向 100 余家单

位和个人提供了 8 万余份次各类种质资源。

随着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种质资源的保存

量和服务量的增加，急需一套种质资源库管理信息

系统（以下简称库管系统）来保障种质资源的科学

管理。该中心根据种质库 10 多年的管理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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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够随时了解库里种质资源的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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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1　种质资源库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原则

农作物种质资源不同于常规商品，同一品种在不

同的世代、不同繁殖条件下都有可能造成基因差异，

在库管系统的设计上也有别于常规库管系统［14-15］。

基于种质资源管理的特殊性，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

心的库管系统在设计之初遵循 4 大原则：（1）简单实

用性原则。系统具有一致的、友好的客户化界面，易

于使用和推广。并具有实际可操作性，使用户能够快

速地掌握系统的使用。系统功能具有针对性，系统界

面简洁友好，易学易用，可操作性强。（2）规范化原则。

各个子系统均实现结构化、标准化、模块化、系列化。

（3）安全可靠性原则。既做到查询数据方便性和资料

管理的可操作性，又要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做到所有

数据能够追根溯源。（4）可扩充原则。本系统采用标

准化的数据库和开放性软件开发架构，以方便日常代

码维护以及未来新功能模块的植入［16］。

2　种质资源库管理系统总体构架设计

库管系统实现了库位可视化管理、资源引种管

理、种子信息管理、种子出入库管理、不同用户的管

理、资源库预警管理、数据统计等功能，是一套功能

齐全、实用性强的资源库管理系统。解决了工作人

员在日常管理中碰到的诸如资源进出库、信息管理、

资源活力检测等问题［17］。

在整体构架上，系统采用如图 1 所示的 N 层体

系结构：展示层负责整个系统的展示；应用层汇集

了具体的业务应用逻辑，并实现了与其他系统之间

数据的导入、导出功能；基础层则封装了应用层所

需的通用的可重用的基础模块，供应用层调用；数

据层则提供整个系统数据的保存机制。

图 1　种质资源库管理系统分层图
Fig.1　The stratified map of germplasm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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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在流程细节上，按照种子引进和分发的工

作流程进行设计，因此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如图 2 所示。引进种子，从最初的种子登记、查重、确

定入库种子、种子入库前处理工作都通过系统进行操

作，产生的发芽率、含水量、种子重量等所有信息，都

及时录入系统。同样，种子出库流程也是通过系统进

行操作：在系统中录入需要供种的单位信息，以及种 
子取出的用处等。并及时更新库存种子的动态信息。

图 2　基因资源管理流程图
Fig.2　Flow chart of gene resource management

3　主要功能模块设计

3.1　库位管理

库位管理采用存储空间的可视化管理，以图形

化的方式模拟显示实际的存储空间结构。本种质资

源库包含液氮库、低温低湿库两种保存类型。

低温低湿库包含短期库、中期库、长期库，每间

库中有多个库架，每个库架有若干种子框，种子框内

的种子袋以不同图标来标识不同类型的基因资源，

用户可设置基因资源类型（图 3）。点击种子框可

以查看每个框里的种子保存情况，做到了库房—库

架—种子框—种子袋，层层分级，直观地反映了库房

内种子保存情况，便于管理人员对新入库种子的库

位分配，直观显示存储空间的利用率。

液氮库资源保存在 -196 ℃的液氮罐中，液氮

罐内部分布与低温低湿库不同，为了保持系统的一

致性，将液氮罐中的扇区用类似低温低湿库中的图

示表示（图 4），直观显示不同区位资源的分布状况。

3.2　种子信息管理 
种子信息管理包含：种子信息、所有复份列表、

品种测试管理、所有测试记录、繁种信息、损耗信息

管理共 6 个子模块（图 5）。

3.2.1　种子信息　种子信息展示了库存种子库编、

统一编号、种质名称、种质类型、存放库位、种子重

量、千粒重、是否对外、发芽率（发芽势）信息，点击

“查看”，可以获得某份资源复份情况、含水量、繁殖

时间、地点、原始田间编号、提交种子单位、相关课题

等信息。在“编辑”中，可编辑种子相关信息。也可

以进行其他操作查看历次活力检测的数据，了解种

子活力变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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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种质资源库位管理示意图
Fig.3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germplasm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图 4　液氮库库位管理示意图
Fig.4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liquid nitrogen germplasm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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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种子信息管理示意图
Fig.5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seed management system

3.2.2　所有复份列表　所有复份列表是基于两点

原因设置的：（1）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种质库

有长期、中期、短期 3 种保存环境，部分保存在中期

或者短期库的重要资源，在长期库中进行了备份。 
（2）同一品种的种质资源在不同年代繁殖，也存在

基因上的差异。为了保证入库的每一份资源都有唯

一的标识而设置，做到每一复份编号下的材料都能

追溯来源，不造成混淆。

3.2.3　品种测试管理　品种测试管理主要由负责种

子活力检测的工作人员对测试的数据进行录入，包

括批次号、测试类型、发芽录入日期、校验录入日期、

置床日期、首检日期、是否完成发芽、是否完成校验。

点击“发芽”，可查看本批次所有品种的发芽试验数

据；“校验”则要求所有试验数据两次录入，如果出

现录入不一致，系统会自动报错，保障数据录入的准

确性。

3.2.4　所有测试记录　该子模块记录了历年来所有

批次种子进行测试的全部记录，管理者可以搜索任

意编号种子的历次检测记录。

3.2.5　繁种信息　为了管理者能够随时掌握繁种情

况，便于后期跟踪鉴定和采收，设置繁种信息模块。

所有进入繁种程序的种子都将进入该模块进行管

理。该模块展示了种子编号、库编号、名称、繁种日

期、地点、繁种量、所处状态等信息［18］。

3.2.6　损耗信息管理　库管系统中，对每一份材料

都有种子重量、千粒重的登记，一旦登记后不可改

变。但是每次取种后，系统会根据取种种子量自动

减少库存种子的重量；另外，若出现种子失去活力

等情况，系统管理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通过损耗信

息管理调整库存种子的重量。

3.2.7　定期检测　为了监控库内种子的活力变化

和不同库位对种子是否存在影响，本单位在各个库

的不同位置放置了不同类型同一批次的种子，分年

度跟踪活力变化情况，以及不同库位对种子活力的 
影响。

3.3　种质资源进出库模块

3.3.1　引种管理　该模块是对新引进资源的详细信

息进行录入，包括：引种单位、种质名称、课题编号、

接收日期、种质类型、统一编号、课题名称、接收人、

标签，同时也可以根据以上信息，查询已引进的资源

情况。点击引种接收单管理，可以查看所有引进资

源按时间先后顺序详细显示每个批次的引种情况，

且可显示每个批次引种入库流程的完成情况，便于

管理人员进行资源入库前处理的检查。以上信息也

可通过 Excel 进行数据的导入，从而大大简化了工

作人员的操作。

3.3.2　申请管理　该模块直接与种质资源数据库连

接，实现外网查询。用户确定需要申请的资源后，

系统自动转入库管系统，进行申请引种出库的流程。

方便用户进行资源申请的同时，减少了资源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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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的工作量。

3.3.3　种子入出库管理　入库单管理按时间顺序列

出每一个批次的种子入库信息，包括入库时间、工作

流程状态等，管理人员可直接查看到历年入库各批

次的情况。

出库暂存单是基于种质库承担对外供种的功能

设计的管理模块。录入取种单位、取种目的、单位联

系人、签订协议编号、其他需要备注的信息，同时管

理人员根据库存的种子重量、复份情况（本库管系

统考虑到同一品种不同繁殖世代的情况，部分品种

设立不同复份）、申请品种是否可以外供等信息，勾

选最终可以对外提供的资源，进入种质出库单，工作

流程转给负责种子出库人员。相关人员根据该流程

单，基于库位、种子量信息等进行取种，取种后确认

出库，则出库单的状态栏显示“已出库”，否则显示

“待出库”。

3.4　种子预警模块

该模块对保存资源的种子重量以及种子活力设

置了预警，当种子重量少于管理人员所设置的重量，

或者种子的发芽率低于事先设置的预警值时，系统

会提示管理人员该种质资源待繁种。

对于库里前期引进过的种质资源，但由于某种

原因种子完全没有了，则会显示待引种。该模块的

作用就是提示管理人员及时引进和繁殖资源。

3.5　统计汇总

统计汇总模块为满足管理者的各种统计要求而

设置，也是管理者经常用到的一个模块。该模块可

分年度，分资源类型等对种质库新引进资源，种质资

源的出入库，资源在库情况进行统计。该模块便于

管理者掌握社会对本库资源的需求情况，根据需求

情况充实本库的资源及信息，为用户提供服务。

3.6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模块分种质资源用户管理和系统用户

管理［19］。种质资源用户管理是对本资源库的所有

服务单位进行整理，便于管理人员统计服务对象的

组成以及对资源的需求情况，为有针对性的提供服

务做准备；系统用户管理指内部参与种质资源管理

流程的工作人员以及系统管理员，通过角色设置来

分配各用户的权限，做到资源管理中每个程序都有

专人负责。

3.7　反馈管理

该模块是为统计服务成效而设置的，用来添加

服务时间、类型 / 方式、内容、数量、证明材料以及服

务对象的基本信息；如果服务对象通过我们的服务

有产出时，应将相关信息及时提供给本库并录入系

统。主要反馈信息涉及论文、论著、标准、专利、获

奖、软件著作、新品种、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这些反

馈信息可根据用户取得的成效分批添加。同时，填

报本平台提供的专题服务、典型案例、培训服务、服

务统计。该模块可满足向上级管理部门提供服务信

息的需求。

4　讨论

随着种质资源数量的逐步增加、分发工作任务

的加大，利用传统的管理方式越来越困难。必须采

用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来实现基因资源的高效

管理［20］。通过两年多的实践，该库管系统能极大地

提高工作效率，尤其便于管理者掌握种子出入库的

每个流程进展情况，同时便捷、准确地生成各种统计

数据，对资源保存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但

是该库管系统也存在着某些缺陷，如在统计功能上

还需进一步增加功能，这些需要结合今后种质资源

库管理的实际工作进一步完善。同时也希望基因资

源管理工作者能共同努力，建设一套适用于各地基

因资源库的管理系统，便于各资源库之间的种质交

流以及国家对各资源库的管理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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