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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分类检索系统》功能模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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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物检索特别是按物索名因分类系统和标准迥异，一直是分类学的难题，迫切需要一套

检索手段灵活、适用不同分类手段的快速检索、查询工具。为此，作者在海岸带和海岛资源调

查资料以及各位专家已有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加强分类方法学的研究，尝试开发了多媒体数

据库和智能化的“海洋生物检索查询系统”（软著登字第 0012717 号），探索利用数据库检索技

术提高海洋生物检索查询效率、准确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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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海洋生物种类繁多，海洋生

物体中含有丰富的活性物质，是人类食品和药物的资

源宝库。随着与海洋生物有关的食物、生物制品、生物

材料在国计民生中地位的提高，海洋生物专业名词及

数据已渗透到生命科学研究以及工农业、医疗卫生等

生产实践的诸多领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海洋生物

学术资料与数据的数字化储存和数据共享应用一直

未能得到充分重视和开发，重复研究、低效率查询、甚

至查不到资料的现象经常发生，加上缺乏合理的数据

处理系统，数据资源的再加工和再利用能力低下，为

合作研究、教学和指导生产带来诸多不便。

我国有近万名从事与海洋生物有关专业的科研

人员和科技工作者，历年来在生物资源调查、分类学

研究和产业应用研究等领域积累了大量资料和数据，

其中包括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的全国海洋普查和 80
年代的海岸带资源与环境调查、90 年代的海岛资源

综合调查，以及与国外发达国家合作开展过区域性

的生物资源调查研究 [1 ]。这些调查研究前后历时数十

年，前后耗资数千万，倾注了几代海洋科学家的心血，

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科学资料。在工作实践中，作者

深刻体会到，保护好已有的科研成果，建立渔业生物

资源的应用系统，实现数据共享，在技术上和内容上

跟踪国际前沿，是科研、教育和生产所急需的，其社会

和经济效益难以估量。

山东省拥有全国三分之二的海洋生物资源研究

力量，海洋生物研究和数据资源储备有一定基础，是

开展建库工作的理想省份。目前，国内已经有部分海

洋生物的图鉴或名词等工具书出版发行，部分解决了

查询难的问题，为计算机查询系统的建立打下了一定

工作基础，但资料更新需要再版印刷，由于受发行量

和经费等限制，数据更新周期往往长达数年，且存在

查询不便、数据难以共享等弊端。建立计算机检索系

统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本文尝试从海洋生物

专用名词入手，以现有数据资源为基础，从系统实用

功能的设计角度，探讨建立海洋生物共享数据库和高

效查询系统的途径和模式。

2 设计目标

系统的主要设计目标是解决不同分类系统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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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再利用问题。

据统计，世界现存海洋生物 16 万多种，分属

49个门，其中约 30%是海洋特有的。按照学术、生产、

市场等不同应用目的，每一个生物类群又可能有一

个、两个甚至是多个分类体系，包括不同的生物特征

描述。经过数百年的演化，形成了多种海洋生物分类

系统，从 17 世纪的人为分类法、自然分类法，到 19 世

纪以来的以比较形态学、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学、生

物技术等现代生物分类学手段为基础形成的各种现

代海洋生物分类系统，不同的分类方法各代表了不同

历史时期科技发展的烙印，同时也积累了特征各异、

丰富的分类经验和文献素材。

但是，不同的分类系统之间在分类依据、分类标

准、沿用习惯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2，3 ]，非专业研究人

员使用单一的专业检索表往往不能得到所有的资料，

“按名索图”和“按物索名”经常要翻阅大量资料，生物

的鉴定往往必须依靠专家。目前，尚未查阅到有统一

数据库建库标准的海洋生物分类查询检索工具。

本系统的设计目标，中心是围绕如何以国际公认

海洋生物资源数据库的建库标准为参考 [4 ]，建立适合

不同分类系统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实用的、智能化的

渔业生物资源数据浏览、查询、分析和输出计算机系

统模块。

经过对国内外海洋生物分类系统、海洋生物数据

库进行比较，按照我国的学术分类研究基础和行业分

类、部门划分和系统应用对象类型，系统具体的设计

目标以满足以下要求时较为合理。

2. 1 适用于不同的分类检索系统

建立智能化识别模块，兼容识别不同分类标准

和依据的关键名词、概念、测量数据，利用数据挖掘技

术原理使不同分类系统互为兼容。这是本系统设计

的关键所在。

2. 2 适应多种功能需求

通过将学术、生产、市场等不同应用方向的概

念、名词、解释、图谱等设计成集成式的分类模块，实

现用户可自由选择的分类标准化，以保持多领域不同

用户群体的分类与查询习惯。

2. 3 智能化用户模块

最大程度地满足用户检索、查询、比较分析、打

印、保存查询结果、自动生成特定排序的速查手册等

需求。并采用“用户应用表”技术和“智能查询器”技

术来满足学术、教学、生产、咨询等不同用户群体的查

询需要。

2. 4 开放式、交互式的多媒体数据库系统

为保证数据格式与国际接轨，数据库建模采用

国际最流行的数据采集方法，按科学分类和市场分类

原则进行分类；采用复嵌合思路和开放式设计构建数

据库。用户可使用集浏览、查询与资料利用功能为一

体的、WINDOWS 风格的数据浏览器，系统可自动为新

品种建立数据库，用户也可以在已有数据库基础上全

部或部分复制已有内容，生成自己的数据库，为高效

工作提供方便。

2. 5 快速查询

向导式实现用户查询条件、查询结果的保存、打

印和查询条件的导入功能。快速并智能化的查询项识

别、自由字段、组合查询功能，平均每千条记录的查询

时间在 0. 2 秒，中文记录在 3 万条以内时，查询时间

不超过 20 秒。通过神经网络式的“触感”查询模块，用

户可在数据库内容范围内所有数据表的字段进行单

一或组合查询，也可进行以任意录入字为查询项的模

糊查询；同时从任一个数据项，可自由地将查看该数

据所有相关的内容，也可进行同类数据的比较分析。

2. 6 便于数据共享

用户可在任意窗口查询、储存、编辑相关的专业

文章、档案。数据内容可由 ASFA 等系统中导入，也可

由用户从自写文件中导入（ . doc、. xls、. txt 等格式）。数

据格式与国际专业数据库接轨，系统容易升级并便于

网络动态更新。

3 数据库内容构成

根据设计目标，数据库的内容组成如下。

3. 1 数据库内容结构 [5 ,6 ]

数据库内容结构见表 1。不同海洋生物种类的数

据库内容结构因应用和研究价值不同而存在较大差

异，如浮游生物的数据项相对较少而开展研究较多的

鱼类的数据项则较多。在上例中，部分图文字段项为

基本库内容；生理生化有关的字段项为与国际接轨的

内容，目前我国开展的研究尚少，建立此类数据项主

要是为了储存发达国家的共享信息，第 10 项为用户

可选内容。

3. 2 数据类型

可以为短文本（名词概念类）、长文本（文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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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科学测量数据、分析数据、扫描图片、显微照片、

音频和视频资料等等。

3. 3 关键查询索引

任意单一数据项或组合数据项。

4 系统主要功能模块设计

系统设计总体上分为数据读取录入、用户系统

和数据更新 3 个部分。( 1) 数据读取功能将已有数据

源进行过滤并将有效数据转化为一定格式的文件，然

后由用户系统自动读入数据库中，此项设计可大量节

省已有数据的整理和处理的工作量。( 2) 用户系统功

能按设计目标采用第四代计算机语言设计而成，重点

强化查询、比较分析和自动生成手册等智能化处理功

能，突出对检索的速度要求，强调用户界面的简洁、易

懂和使用方便。( 3) 数据更新功能以 SQL 语言原理构

建模块，挂接在用户系统中，同行用户之间可以互为

数据供应者，用以数据交换和通讯和网上更新。

经过两年多的开发研究，科学数据检索查询系统

的模块设计和数据库建模工作已基本完成。通过抽取

历次海洋资源调查所取得数据和 SPRC 的 REF 数据

页的取样数据，在系统中进行模拟运行，基本实现了

设计目标的各种系统功能，证明设计思路完全可行。

5 系统的基本构成和基本功能

系统构成及功能流程见图 1。

系统由专业数据库和资料浏览分析器构成。数据

库由基本数据库和用户数据库两部分组成，基本数据

库可不断更新，用户数据库则可根据用户的具体需要

进行编辑、修改。资料浏览分析器包括：( 1) 系统登录

模块：系统登录可由用户设定密码，限制系统登录的

权限。 ( 2)资料浏览模块：为常见的资料查询模块，浏

览文字、图片、数据等各类资料。( 3)智能化检索、查询

模块：用于快速查找资料。( 4）组合、对比分析模块：根

据各专业特点，引入科学分析原理，对检索出的资料

进行分析，是科研分析的有力工具。

另外，系统设计了右键快捷菜单、数据更新模块、

用户自定义手册模块和系统提示与帮助文件，分别用

于快速浏览、网络更新资料、用户间数据交换共享、生

成速查手册和打印输出，以及帮助文件指导用户正确

使用系统。

6 实现信息共享

目前，系统的基本功能模块已经开发完毕，部分

示范数据将陆续入库。数据库内容的不断补充和不断

丰富，则需在有关部门的组织和支持下，依靠海洋生

物学家、水产学家和水产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完

成。可以预期，日益发展的计算机多媒体和数据库技

术将不断促进多媒体生物查询系统的研究开发，为专

业文献资料和科研、资源数据的共享提供便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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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系统构成及功能流程示意

Fig . 1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研究报告 R"#$R%&

海洋科学 / 2004 年 / 第 28 卷 / 第 6 期22

Studies on techniques for function modules of halobios sear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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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a novel taxonomy searcher " halobios
searcher" [Marine Biology Taxonomy Searcher (National Software registration number  0012717) ] . Biology search and
inquiry via organisms is complicated by vatious problems related to taxonomic systems ,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and re-
quirement variances . The existence of an integrated identication tool would greatly impro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for this
purpose a multi - database system has been developed using data from the national marine resources survey and data from a
number of other relevant sources this new search tool is expected to be useful to biologists , pharmacologists , aquaculture and
fisheri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ies and biomaterial manufactu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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