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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管理监测系统设计

宋江雪，王波涛
（北京工业大学 电子与控制工程学院，北京　１００１２４）

摘要：古树是城市绿化、美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科学、历史和观赏价值；传统的树木管理方式采用人工管理，费

时、费力，又容易出错，利用计算机网络可以把各方面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充分联合起来，然后通过分工协作，充分发挥联机优势，把

各种信息资源收集后存储到数据库再在网络上共享，使传统的信息处理手段与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此理念的基础上，

借助ＶＳ２０１０和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８工具设计出便于操作的古树管理监测系统，对现有的古树基本信息与养护信息录入管理方式进行了研

究，提出了基于Ｂ／Ｓ架构的智能化管理，借助浏览器实现局域网内多平台访问，在节省时间提高效率的同时，还可以通过系统的监测预

警等功能有效的协助工作人员对古树进行养护护理，更加高效的保护我们的古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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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信息化有了显著的发展和

进步，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我国信息化已走过两个阶段

正向第三阶段迈进。第三阶段定位为新兴社会生产力，主要以

物联网和云计算为代表，这两项技术掀起了计算机、通信、信

息内容的监测与控制的４Ｃ革命，网络功能开始为社会各行业

和社会生活提供全面应用。

而长期以来，树木信息管理始终处于粗放管理的层面。园

林绿化信息多使用传统的纸质资料管理，这些信息存在着相互

独立、准确度不高、实时性不强、查阅不方便等缺陷，给管理

者带来极大不便。通过对古树生长状况的实际考察和与古树管

理者的交流，根据他们对管理系统的确切需求，完成了最便于

他们操作的古树管理监测系统的建立。

本系统为网络管理的服务器端软件，在此理念的基础上采

用Ｂ／Ｓ架构，借助 Ｃ＃和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语言开发。首先利用

ＡＳＰ．ＮＥＴ设计系统的前台管理页面和实现基本录入和管理功

能的后台代码。ＡＳＰ．ＮＥＴ是一种使嵌入网页中的脚本可由因

特网服务器执行的服务器端脚本技术，它可以在通过 ＨＴＴＰ

请求文档时再在 Ｗｅｂ服务器上动态创建它们。然后实现与数

据库的交互，把录入的信息存放到建立好的数据库中，通过

ＳＱＬ语言完成数据的添删改查。最后利用ＩＩＳ互联网信息服

务，发布我们设计好的系统，使之在局域网内的多台客户端电

脑均可通过网页进入系统，实现信息化管理。设计出的便于操

作的古树管理监测系统实现古树基本信息和养护信息的智能化

管理，在节省时间提高效率的同时，还可以通过系统的监测预

警等功能有效的协助工作人员对古树进行养护护理，更加高效

的保护我们的古树资源。

１　系统概述

１１　设计思想

古树是城市绿化、美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

的科学、历史和观赏价值。传统的树木管理方式采用人工管

理，费时、费力，又容易出错，利用计算机网络可以把各方面

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充分联合起来，然后通过分工协作，充分

发挥联机优势，把各种信息资源收集后存储到数据库再在网络

上共享，使传统的信息处理手段与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有机地结

合起来。

本系统可以很好的把现有的网络技术应用到古树资源保护

中去，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对古树基本信息和养护信息进行有效

的管理，只需通过互联网就可及时准确地了解古树生长状况。

并且实现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出古树生长养护规律，当古树生

长异常时，提前向工作人员预警，提示古树需要进行的养护工

作，并对濒危古树进行重点看护，提供更有效的古树养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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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为代表的 “数字化”高新技术应用于古树信息管理，

必然会提高古树信息管理的水平和服务质量。

１２　系统特色

通过对古树生长状况的实际考察和与古树管理者的交流，

根据他们对管理系统的确切需求，完成的古树管理监测系统不

仅可以实现管理员登录；使用可视化界面管理古树信息，查看

添加删除修改古树的基本信息和日常养护信息；还可以多角度

监测古树生长状况，通过分析数据得出需要特殊看护的树木，

向工作人员预警，提示养护工作；并能提供一个交流平台，使

工作人员与上级领导和游客之间的交流更为便捷，提高工作可

靠性和工作效率。

总结有以下几大特色：

（１）古树基本信息显示页可以实现古树图像的录入，修改

和显示，能够更加直观的看到古树基本信息。

（２）批录入功能较之其他现有系统更加灵活完善，不仅能

够满足按编号范围批量录入还可以实现无规律的编号批量录

入；而且也可以同时录入多种养护工作，提供给工作人员更加

灵活的操作方式，大大节省工作时间，并且每次操作后，页面

保存原操作数据，节省了录入的时间，便于录入大量信息。

（３）可以实现根据各种养护工作分类，查询古树一段时间

内的养护信息；也可以根据树木编号把这棵古树在某段时间内

的所有养护工作列出记录存档表，详细显示出树木养护的工

作，更加直观也更便于管理。

（４）根据以往录入的养护信息，可以汇总出季度或者年度

各种工作总量，进行各种养护护理的古树总棵数和工作总量，

便于工作人员统计季度或年度工作，和领导查看养护管理人员

年度工作量。

（５）古树预警部分有效的提醒工作人员需要进行哪项工作

来养护树木。当古树土壤含水量过多或过少时会提示控水和浇

水，提示工作人员古树现状和需要进行的养护，有利于工作人

员对古树的养护，把危害扼杀在摇篮里，及时维护。

（６）我们系统中各个养护信息和基本信息部分都可以通过

ｅｘｃｅｌ表大批量导入信息，和导出到ｅｘｃｅｌ表打印，大大节省了

工作录入的时间，并且可以通过ｅｘｃｅｌ表作桥梁和老版系统进

行挂钩，把以前的数据一次导入新系统中，非常灵活有效的避

免二次工作，也容易度过这两个系统使用的磨合期。

（７）交流平台部分为工作人员相互之间的交流，工作人员

与领导的交流提供了便利，有利于指令的下达和工作情况的回

报，也可以用于游客之中，便于他们通过系统查看古树信息并

提出意见或感想。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便于使用者交流。

２　古树管理系统的设计

２１　设计思想

本小节主要介绍古树管理监测系统的设计流程，设计过程

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１）采集数据。亲身观察古树生长状况，并记录数据并

整理。

（２）根据客户需求列出系统框图，为针对古树管理系统的

建立打定基础。

（３）用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建立一个数据库，并创建表格，用于

存储大量数据。

（４）通过ＶＳ创建系统，实现古树信息的添加、修改、查

询、删除、打印、汇总等管理功能，并与数据库交互。

（５）对创建的系统进行测试，检测是否实现功能和其负

载力。

图１　系统设计流程

２２　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实现数据的存储，为数据处理提供平台，合理的数

据库结构设计可以提高数据存储的效率，也有利于程序的实

现。基本信息表结构见表１。

表１　基本信息表

字段名 字段类型 备注

中心号 ｉｎｔ 非空，主键

局号 ｉｎｔ

树种 ｃｈａｒ

生长地点 ｃｈａｒ

类别 ｃｈａｒ

树龄 ｉｎｔ

保护等级 ｃｈａｒ

树高 ｆｌｏａｔ

干周 ｆｌｏａｔ

胸径 ｆｌｏａｔ

冠径 ｆｌｏａｔ

备注 ｃｈａｒ

图片 ｃｈａｒ

数据访问技术主要有开放式数据库连接 （ＯＤＢＣ）、数据

访问对象 （ＤＡＯ）和远程数据对象 （ＲＤＯ）、基于 ＣＯＭ 的

ＯＬＥ－ＤＢ以及最新的ＡｃｔｉｖｅＸ数据对象 （ＡＤＯ）。本系统开发

所创建的数据库名为ｔｒｅｅ，利用 ＡＳＰ程序访问数据库的方法

如下：

ｓｔｒ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ＤａｔａＳｏｕｒｃｅ＝１ＯＴＬＧＺＱＸＯＳ１ＸＵＱＷ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ａｔａｌｏｇ＝ｔｒｅｅ；ＵｓｅｒＩＤ＝ｓａ；Ｐａｓｓｗｏｒｄ＝１２３４５６＂；

Ｓｑ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ｑｌｃｏｎ＝ｎｅｗＳｑ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

ｓｑｌｃｏｎ．Ｏｐｅｎ（）；

ＳｑｌＤａｔａＡｄａｐｔｅｒｍｙｄａ＝ｎｅｗＳｑｌＤａｔａＡｄａｐｔｅｒ（ｓｑｌＡｐｐｅｎｄ，ｓｑｌｃｏｎ）；

ＤａｔａＳｅｔｍｙｄｓ＝ｎｅｗＤａｔａＳｅｔ（）；

ｍｙｄａ．Ｆｉｌｌ（ｍｙｄｓ，＂ｔｂ＿ｂｉｎｇｃｈｏｎｇｈａｉｆａｎｇｚｈｉ＂）；

ｓｑｌｃｏｎ．Ｃｌｏｓｅ（）；

２３　系统实现

２．３．１　系统结构图

根据对需求分析并结合相关技术支持，设计出古树管理监

测系统的结构图，从中可以直观的看出系统中录入、查询、监

测、汇总等几大部分的详细分类和实现的功能，如图２所示。

通过Ｃ＃语言和数据库的技术应用，借助ＩＩＳ发布可以发

布，使局域网内的客户端可以通过浏览器输入网址，用户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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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古树管理监测系统结构图

密码进入我们的信息管理监测系统。

２．３．２　系统各部分功能分析

针对系统结构图我们设计的系统不仅满足基本的录入、查

询等功能，还添加了多式汇总，批量录入，古树监测预警，留

言板等功能。更提供了ｅｘｃｅｌ表在系统中的应用，使之作为桥

梁和老系统更好的融合。

２．３．２．１　基本信息部分

古树基本信息显示部分可以实现古树图像的录入，修改和

显示，能够更加直观的看到古树基本信息。并附有汇报表显示

领导对员工养护工作最为关注的几项数据统计，便于领导

查看。

２．３．２．２　信息录入部分

批录入功能较之其他现有系统更加灵活完善，不仅能够满

足按编号范围批量录入还可以实现无规律的编号批量录入；而

且也可以同时录入多种养护工作，提供给工作人员更加灵活的

操作方式，大大节省工作时间，并且每次操作后，页面保存原

操作数据，节省了录入的时间，便于录入大量信息。

２．３．２．３　信息查询部分

我们的系统可以实现根据各种养护工作分类，查询古树一

段时间内的养护信息；也可以根据树木编号把这棵古树在某段

时间内的所有养护工作列出记录存档表，详细显示出树木养护

的工作，更加直观也更便于管理。

２．３．２．４　信息汇总部分

根据以往录入的养护信息，可以汇总出季度或者年度各种

工作总量，进行过各种养护护理的古树总棵数和工作总量，便

于工作人员统计季度或年度工作，和领导查看养护管理人员年

度工作量。

２．３．２．５　信息监测预警部分

古树预警部分有效的提醒工作人员需要进行哪项工作来养

护树木。当古树土壤含水量过多或过少时会提示控水和浇水，

提示工作人员古树现状和需要进行的养护，有利于工作人员对

古树的养护，把危害扼杀在摇篮里，及时维护。

２．３．２．６　ｅｘｃｅｌ表的应用

我们系统中各个养护信息和基本信息部分都可以通过ｅｘ

ｃｅｌ表大批量导入信息，和导出到ｅｘｃｅｌ表打印，大大节省了工

作录入的时间，并且可以通过ｅｘｃｅｌ表作桥梁和老版系统进行

挂钩，把以前的数据一次导入新系统中，非常灵活有效的避免

二次工作，也容易度过这两个系统使用的磨合期。

２．３．２．７　信息交流部分

交流平台部分为工作人员相互之间的交流，工作人员与领

导的交流提供了便利，有利于指令的下达和工作情况的回报，

也可以用于游客之中，便于他们通过系统查看古树信息并提出

意见或感想。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便于使用者交流。

３　古树管理系统的测试

多媒体交互平台完成设计与开发后，需要将其搭建到服务

器上进行测试，测试系统是否满足使用需求，是否正常运行，

为了对本系统进行有效的测试，搭建环境时选用三个台式机作

为客户端，一个台式机作为服务器，在局域网中模拟系统。

３１　系统功能测试

多媒体交互平台完成设计与开发后，需要将其搭建到服务

器上进行测试，测试系统是否满足使用需求，是否正常运行，

为了对本系统进行有效的测试，搭建环境时选用三个台式机作

为客户端，一个台式机作为服务器，在局域网中模拟系统。

系统搭建成功后，需要对各个部分的功能进行验证，从而

检查是否达到用户需求。再对各模块功能独立测试。

３．１．１　被测项目：用户登录

测试目的：检验用户能否登录到多媒体交互平台。

测试条件：相关服务开启，系统工作正常。

测试过程：

（１）输入正确用户名密码，单击登录按钮；

（２）输入错误用户名密码，单击登录按钮。

测试结果：

（１）登录成功，跳转平台主界面。

（２）登录失败。

３．１．２　被测项目：基本信息管理

测试目的：检验古树基本信息录入，修改，删除，打印等

功能是否实现。

测试条件：成功进入基本信息管理界面。

测试过程：

（１）点击添加按钮，输入古树基本信息添加信息；

（２）选中行前方框，选中删除按钮；

（３）点击修改按钮，修改古树信息；

（４）点击打印按钮，把所有古树信息导入到ｅｘｃｅｌ表。

测试结果：

（１）添加成功，数据表按时间倒序显示；

（２）提示删除成功，数据表中该信息消失；

（３）跳转基本信息管理页面，信息被修改；

（４）跳出导出路径，借助ｅｘｃｅｌ工具打印。

３．１．３　被测项目：养护信息管理

测试目的：检验古树养护信息录入，修改，删除，查询，

打印等功能是否实现。

测试条件：成功进入养护信息录入和查询界面。

测试过程：

（１）输入古树养护信息，实现古树养护信息录入和批量

录入；

（２）进入各养护页面，输入条件查询古树。

（下转第１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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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于信号的同步测量等场景。

我们在某型自动测试设备的软件平台上实现并应用了本文

的测试仪器信号同步控制方法。应用结果表明，该方法实现了

面向信号的测试仪器同步控制，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较广的应

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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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

（１）提示录入成功；

（２）数据表显示符合要求的古树养护信息。

３．１．４　被测项目：监测信息管理

测试目的：监测古树养护情况，并做预警；

测试条件：成功进入养护信息监测和预警界面；

测试过程：管理古树监测信息；

测试结果：显示监测信息并预警古树状况。

３．１．５　被测项目：信息交流平台

测试目的：检验是否能通过此平台交流；

测试条件：成功进入交流界面；

测试过程：输入留言信息；

测试结果：显示在留言列表里。

３２　系统负载力测试

在对各模块功能独立测试后，又对整个多媒体平台进行了

集成测试，基本能保证各客户端用户通过浏览器使用该平台

时，能流畅顺利的进行。我们借助的是Ｌｏａｄｒｕｎｎｅｒ负载测试

工具，查检系统承压能力。经过测试，可以初步得出用户数越

多，越容易出现错误，用户数越少，响应时间越短，结果也更

准确，便于管理者的操作，用户数最好不要超过４０个，以保

证系统性能较好的运转。

表２　系统测试结果

用

户

数

总吞

吐量

（字节）

平均吞

吐量（字

节／秒）

总点

击次

数

平均每

秒点击

次数

事物响

应时间

平均值

９０％用

户响应

时间

事务

通过

数

事务

失败

数

４ ２２９１４１３２ １００５０１ ５０４ ２．２１１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２ １２ ０

１０ ６６８３２８８５ ２２１３０１ １４７０ ４．８６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１ ３５ ０

２０ １２６０２７７２６ ４６３３３７ ２７７２ １０．１９１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５ ６６ ０

３５ ２３６７７９３６４ ７８１４５０ ５２０８ １７．１８８ ０．０７３ ０．０６３ １２４ ０

５０ １７６０９０９５５ ６４７３９３ ６０１６ ２１．７６５ ０．１１２ ０．１０８ １４４ １２

４　结论

长期以来，树木信息管理始终处于粗放管理的层面。园林

绿化信息多使用传统的纸质资料管理，这些信息存在着相互独

立、准确度不高、实时性不强、查阅不方便等缺陷，给管理者

带来极大不便。通过对古树生长状况的实际考察和与古树管理

者的交流，根据他们对管理系统的确切需求，完成了最便于他

们操作的古树管理监测系统的建立。

本次设计的系统已经应用于颐和园之中，包括前期数据的

采集，软件前端的设计，后台的逻辑设计，以及数据库的架

构，各个数据表的设计与实现，数据在软件中的传递，绑定到

前台的控件上等。

最大优势在于实现了传统的信息处理手段与先进的计算机

网络等现代化信息处理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针对于古树

信息的科技信息研究、管理的现代化，使古树的管理更加便

捷、智能；节省人力、物力、提高效率的同时，还通过系统的

监测预警等功能有效的协助工作人员对古树进行养护护理，更

加高效的保护我们的古树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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