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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技术与信息管理》

内容概要

《农业信息技术与信息管理:2005》从2002年起每年公开出版一册，主要是将我所科技人员当年发表的
学术论文和撰写的科技报告选编成册，以充分检阅和展示这些成绩，尊重和激励全所科技人员的创造
性劳动，更广泛地宣传和应用这些研究成果。
《农业信息技术与信息管理2005》集中反映了2005年我所在农业信息技术、农业信息管理、农业分析
等学科领域的科研进展；收集了科技人员在农业信息系统管理、农业多媒体技术、农业信息网络技术
、农业生产与管理信息技术、农业数据库建设、农业信息资源管理、农业信息化、食物与营养信息、
农产品供求分析、期刊编辑等方面的研究论文与探讨类文章。
《农业信息技术与信息管理2005》，共选编了我所研究人员本年度的论文与科技报告60篇，分有农业
信息化战略、农业信息技术、农业信息资源管理、农业科技期刊、农业信息分析与宏观农业5个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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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技术与信息管理》

书籍目录

前沿农业信息化战略构建农业科研信息化平台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学数据中心的研究与建设进展
信息技术在农业立体污染防治中的作用与展望论我国农村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任务试论我国农业
标准化建设我国农业信息服务模式现状分析我国农业科技评价现状分析科研经费管理中知识管理方法
的探讨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事业的管理创新农业信息技术农基于XML的农业专家系统构建技术农业科
技信息智能检索系统中的知识组织二叉树型知识系统开发工具的研究多媒体数据的存储与检索技术利
用硬盘序列号实现共享软件的注册Web农业古汉语电子词典设计研建《中国农业科技文献数据库》的
实践与体会文本挖掘技术在农业科技基础数据库中应用的探讨关于建立数据库以及数据分析模型的设
想农村科技信息数据元的规范与字典格式作物生产信息数字化研究水稻适宜养分指标动态的知识模型
研究商品肉鸡数字养殖平台模型构建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信息管理系统简介农业信息资源管理试论复
合图书馆的管理创新——以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为例现代图书馆管理模式的转变国家农业图书馆古
籍数字图像馆藏建设的研究国家农业图书馆农业古籍数字化的探讨与实现农业古籍数字化项目的建设
意义和SWOT分析农业古籍全文数字化加工技术2004年国家农业图书馆读者调查报告论外文期刊采集
的质量控制网络技术给图书馆编目工作带来的变化提高实时咨询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数字时代定题服
务的实践与探讨基于知识管理的农业科研机构知识分类和特征研究农业科技期刊农业技术类期刊的现
状分析浅谈农业“核心期刊”与农业“数字化期刊群"建设加强审稿专家队伍的动态管理23种国外科技
期刊作者费用的调查报告试论网络环境下期刊文献资源的组织管理如何写好科技文献英文文摘的开头
句农业信息分析与宏观业中国食物消费与浪费分析我国粮食区域供需平衡变化趋势分析我国粮食生产
科技支撑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分析我国小麦生产现状与发展小麦生产能力的思考中国大豆生产发展变化
及成因分析中国花生生产与供求分析2005年中国肉类生产与市场形势分析我国奶业市场回顾与展望五
大牧区草业发展与水资源关系研究我国野生蔬菜资源开发与利用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对中国农业的机遇与挑战德国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的经验和启示国外农业科
研机构的组织管理浅谈发展绿色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兰考经济的提升作用附录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
信息研究所2005年主要在研项目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科研人员2005年度出版的著作三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科研人员2005年度翻译出版的译著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
究所2005年度获奖的科研成果五、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2005年度鉴定的科研成果六、中国
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2005年登记的软件著作权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2005年大事
记八、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组织机构和各部门负责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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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技术与信息管理》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农业科研合作与试验协同成为可能到2005年为止，我国地市级以上（含地市级
）科研机构共有1216个，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达到15万多人。其中，国家级农业科研机构59个，科研
人员6293人；省（区）农业科研机构464个，科研人员27693人；地区级农业科研机构687个，科研人
员24827万人。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机构设置和布局不合理，学科专业过窄，缺乏计划和协作，地方科研
机构普遍缺少先进的实验仪器和设备，科技资源利用率不高。实现农业科研信息化，为农业科技协作
与科研信息共享构建理想平台，将有力地推动农业科研人员科研协作，促进我国农业科研创新能力和
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构建农业科研信息化平台，通过网络传输，将声音、文字、图像同步传输的方式
实现远距离信息交换，可以方便地实现农业科学研究人员的协同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科研协作
平台，可以改善大型科技攻关项目科研协同环境，发挥国家地方科研力量的各自优势，加强科研人员
之间的相互交流，排除时间障碍，使各地分散的农业科研部门、组织、个人有机地联合起来，使农业
科研能力得到提高，并会使全球性的、跨学科的、大规模科研合作变为现实。（三）引发农业科研方
式上的一场革命从科研活动的形式看，农业科研活动不外乎是理论、实验、计算3个方面。在未来，
“计算”的研究方式越来越显得重要。传统的农业科研方式有两点主要缺陷：其一，科研活动基本上
是封闭的，信息交流远远不够，出现了很多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其二，科研活动的手段受到很多局限
，特别是缺乏模拟、仿真的能力。因此，传统的科研实验周期长、成本高，甚至许多实验限于条件不
能开展。而科研信息化的发展，将改变我们从事农业科研活动的方式和方法。借助于最新的信息技术
和信息基础设施，身处异地的农业科学家不仅可以跨时空地完成信息交流，还能遥控使用异地的仪器
和设备。农业科技工作者不必为寻找所需的研究设备而奔波于各地，可以在自己的研究室内通过互联
网检索出所需的研究设备并远程遥控使用这些科研设备，提高农业科研开放性，提高科研信息共享的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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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业信息技术与信息管理:2005》是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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