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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饲料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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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论述了“清真畜产品规范生产与质量认证系统”中“科学饲料管理系统”的设计过程以及研发成果。该系

统针对奶牛、肉牛和肉羊等特色动物养殖中饲料合理化和科学化的要求，对异构数据集成整合，即在客户端将各种

异构数据转换成 IJK 格式文件，通过 C0(=/0=( 网络上传至服务器指定文件夹，并进行字段映射和数据整理，最后将经

过整理的数据导入服务器数据库的相关表中，从而建立了宁夏地区特色动物饲料原料成分及配比数据库（ 知识库），

实现了全区共享的饲料配方服务管理平台、事务处理平台等。“科学饲料管理系统”的应用有助于改进奶牛等动物

饲料配方的科学性，提高饲料的利用率，达到节本增效的目标，为提高养殖业管理水平与畜产品生产效率提供信息

化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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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真畜产品规范生产与质量认证系统”是“西

部民族地区电子农务平台”的子课题之一，该系统

针对西部民族地区特色养殖业规模化生产和管理粗

放的实际，以宁夏和西部同类地区奶牛、肉牛和肉羊

等适度规模养殖信息化需求为目标，开发联合选育、

饲养管理和疾病防治相关信息系统，以提高养殖业

信息化管理与决策水平，为生产效率及畜产品品质

的提升提供信息化技术支撑，促进农民的增收和特

色畜牧业的发展。

清真畜产品规范生产与质量认证系统是一项庞

大的信息工程及应用系统，该系统包括：

%）研究基于 IJK 的多源异构数据集成技术，

建立针对奶牛、肉牛和肉羊的饲料、存栏数量和动物

分析关联模型，建立动物健康养殖规范化管理信息

系统，实现养殖业生产的规范化。

"）按照奶牛、肉牛和肉羊等特色动物养殖中饲

料合理化和科学化的要求，建立饲料用量、饲料配

比、经济利用率分析关联模型，开发动物饲料配比与

对比分析、饲料配方信息智能匹配和定制等功能模

块，建立科学饲料管理信息系统。

D）基于各种动物疫病诊断和药剂防治的规范

化模式，研究基于多源数据集成技术和信息搜索引

擎等关键技术，基于移动信息和网络化技术开发动

物个体和群体疫病快速诊断和防治信息系统。

+）建立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环境信息、个体信

息、农户信息、防疫信息、饲料信息、生产操作等信息

的采集，通过畜产品个体质量评价和随机质量检测

结果分析建立畜产品质量溯源信息系统等。

% 系统技术原理

“科学饲料管理系统”的研发内容主要包括建

立宁夏地区肉羊、肉牛和奶牛饲料原料成分及配比

数据库，建立全区共享的饲料配方服务管理平台、事

务处理平台、专家系统平台，改进奶牛等动物的日粮

配方、增强饲料配方的科学性，提高养殖场饲料利用

率及管理效率［%GD］。科学饲料管理系统技术路线图

如图 % 所示。

本系统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饲料原料成分及配

比数据库（ 知识库）的建立与信息收集。涉及到的

关键技术是饲料配方的制作管理与分析评价技术。

本系统采用 ;JK 建模技术，它为用户建模提供

了完整的符号表示和不同层次的元模型，其作用域

不仅支持面向对象的分析与设计，还支持从需求分

析开始的软件开发的全过程，可以实现系统软件的

柔性开发［FGO］。

饲料配方的制作管理与分析评价的逻辑流程如

下。

%）基础信息的维护：进行营养素信息、原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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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饲养标准等信息的常规管理与维护。

!）配方制作：利用线性规划、目标规划算法或

手工调整的方法进行配方的制作。

"）配方管理：对新配方、已验证配方或废弃配

方进行常规的管理，如添加、修改。

#）配方应用报告管理：对已经应用的配方产生

使用报告，将配方验证结果、改良结果等反馈到配方

管理环节，进行配方改进与优化。

!$ 饲料配方数据采集整合设计

饲料原料成分及配比数据库的数据来源是多个

单位的异地异构数据库，因此，要实现数据的采集与

整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异构数据库间的无缝连

接问题，异构数据库无缝连接示意图如图 ! 所示。

图 %$ 系统总体技术路线图

图 !$ 异构数据库无缝连接示意图

$ $ 异构数据集成整合的设计流程是：在客户端将

各种异构数据转换成 &’( 格式文件，通过 )*+,-*,+
网络将 &’( 文件上传至服务器指定文件夹，在服务

器端将 &’( 文件导入服务器数据库的临时表中，并

进行字段映射和数据整理，最后将整理后的临时表

中的数据导入服务器数据库的相关表中。

" 系统体系结构设计

". %$ 系统体系结构

“科学饲料管理系统”面向的用户主要是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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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饲料加工厂以及畜牧站等单位，为这些单位的饲

料配方管理以及日常业务处理提供服务和信息化支

持，实现高产奶牛集约化生产与管理。该系统包括

! 大管理平台：服务管理平台、事务处理平台、专家

系统平台。系统体系结构设计如图 ! 所示［"#$］。

图 !% 系统功能模块图

!& ’% ()* 服务管理平台

面向养殖服务管理部门的“()* 服务管理平

台”主要实现 + 个功能。

,）营养素管理：奶牛的营养素指标多而复杂，

并且随着奶牛营养研究的不断深入，营养素指标还

会增加，用户可以调整营养素指标，也可以对营养素

的计算公式进行修改。

’）饲养标准管理：系统采用的饲养标准是动态

化的模型公式。用户可以增加或删除营养标准，也

可以对模型公式计算的结果进行修改。

!）原料管理：原料数据是日粮分析与优化的重

要基础。用户可以对原料进行增加或删除，也可以

对营养成份指标的数据进行修改，还可以以报表的

形式进行输出打印。

"）配方制作与优化：配方管理功能可以对经验

配方以及用户制作的配方进行管理，用户可以添加

删除配方，也可以对配方进行调整。

+）日粮配方分析：可根据用户输入的奶牛生理

参数以及所用的原料种类及用量对现有日粮配方进

行全方位的分析与评定，从而找到该日粮配方可能

存在的问题。

!& !% 事务处理平台

面向养殖场用户的“事务处理平台”主要实现 +
个功能。

,）配方工厂：配方工厂的设计是为不同的用户

或不同的奶牛养殖场建立一个独立的小数据库，该

工厂的数据结构与系统工厂的数据结构完全一样。

用户建立工厂后可以从系统提供的饲养标准库和原

料库中向自己工厂导入数据。

’）日粮配方管理：依据动物模型及有针对性饲

料营养配方，生成每类动物的日粮配方。包括日粮

配方设计、日粮配方维护（ 依据日粮配方产生的效

果，对其进行修改与调整）、日粮投入产出分析。

!）日粮配料单管理：以养殖户（ 舍）为单位，统

计每种配方饲料的日消耗量和库存量等信息。

"）饲料（原料）管理：对饲料（原料）基本信息、

饲料库存信息和饲料消耗情况进行管理。

+）报表管理：生成饲养日报表、饲料日进出仓明

细报表、饲料消耗月报表、饲料产品库存年度报表等。

“饲料管理专家系统”提供一个共享的网络平台。

集成全区各养殖场、饲料加工厂和饲料生产企业的饲

料配方信息，结合专家经验，建立宁夏地区肉羊、肉牛

和奶牛饲料原料成分及配比数据库，使科学、先进的

配方营养研究成果得到最大程度的推广应用。

" 系统实现

科学饲料管理系统中的服务管理平台的后台数

据库采用 -./ -)01)0 ’22+，并利用 3-4 技术实现，事

务处理平台采用 56$& 2 和 7889-- 实现。

“()* 服务管理平台”实现界面如图 " 所示，

!第 " 期% % % % % % % % % % % % % % 任% 荣，等：科学饲料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事务处理平台”实现界面如图 ! 所示。

图 "# $%& 服务管理平台实现界面之一

图 !# “事务处理平台”实现界面之一

! 结语

科学饲料管理系统的核心目标是建立饲料原料

成分及配比数据库（ 知识库），为全区养殖场和饲料

企业提供信息与技术服务，使原料市场信息、配方信

息等资源得到充分共享，先进的营养配方研究成果

能够迅速地推广和应用。该系统的应用可拓宽养殖

场、饲料企业获取饲料市场数据、配方信息的渠道，

提高配方技术含量，对降低企业养殖成本，提高市场

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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