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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nter net的辣椒种质资源数据库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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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采用动态 W eb数据库的策略 , 执行浏览器 /服务器 (B /S) 的体系结构 , 建立了基于 Internet的

甘肃辣椒种质资源数据库平台 , 应用数据库查询辣椒种质及相关性状 , 有利于辣椒种质资源综合评价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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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atabase p latform of pepper germp lasm collected from Gansu p rovince was developed to

perform the architecture of B row ser / server (B /S) w ith the strategy of dynam ic W eb2database based on in2
ternet technologies. It is favorable to utilize the database for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of pepper germ2
p la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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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种选育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正确选配亲本 , 亲本的选配有赖于育种者的学识和经验 , 以

及育种者对辣椒种质资源的综合评价。从大量的辣椒种质资源中选择综合性状好、具有某种特殊性

状的资源作亲本并非易事 , 如果利用计算机查询数据 , 就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1〕。甘肃省农业科学

院蔬菜研究所长期从事辣椒新品种选育工作 , 在育种过程中积累了大批辣椒种质资源及其相关的农

艺性状、经济性状数据。为了便于科学地积累和管理数据 , 为辣椒育种选配亲本提供科学依据 , 本

研究基于 Internet构建了可用于贮存、管理和综合查询各种数据的甘肃辣椒种质资源数据库平台。

1　材料

辣椒种质资源及各种性状数据来自本所收集、保存的近千份辣椒种质 , 包括甘肃农家品种、

各省市的辣椒品种、育种中间材料和国外资源等。

2　辣椒种质资源数据库平台的构建

211　数据库总体设计方案

利用数据库管理和应用软件开发系统 , 将本所收集的辣椒种质资源归类整理 , 建立由种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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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数据管理、种质资源数据检索和种质资源互联网信息发布等模块构成的管理平台 , 以方便育种

过程中的资源评价、筛选 , 加强相关育种单位的信息交流。

212　数据的采集和规范

在数据采集时根据辣椒种质资源利用的基本要求 , 结合国家制定的自然科技资源平台辣椒种

质资源规范化标准 , 对种质资源进行描述 , 以方便辣椒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鉴定、评价、研

究利用为宗旨 , 实现辣椒种质资源的充分共享和可持续利用。名词术语与国家或国际标准保持一

致 , 确保数据的规范性、严密性、科学性。

213　数据库库表结构的设计

首先根据收集的资源情况 , 将辣椒种质资源进行类型划分 , 共分为四大类 : 甜椒、辣椒、朝

天椒、簇生椒 (图 1)。

图 1　数据库平台主界面

对每个类型的性状描述共包括 34个信息 , 分为 4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信息 , 共 10项 ,

包括统一编号、品种名称、译名、原产地、属名、类型、选育单位、选育方法、选育亲本、备注

等信息 , 从这部分主要了解种质资源的基本状况 ; 第二部分是性状调查信息 , 共 16项 , 包括果形

(羊角、牛角、线椒、锥形、灯笼、樱桃 )、果长、单果质量、单果质量评价 (大、中、小 )、果

顶 (尖、钝、平、凹 )、果皮 (硬、软、厚、薄 )、青熟果色 (深绿、橘黄、绿、淡绿、乳白、

紫 )、老熟果色 (深红、橘红、红、橘黄、乳白、紫 )、辣味 (极辣、辣、微辣、甜 )、开展度

(紧凑、开张、松散 )、长势 (强、中、弱 )、叶色 (深绿、绿、淡绿 )、叶形 (卵圆、卵、披

针 )、花色 (白、白紫、紫 )、结果性 (多、中、少 )、熟性 (早、中、晚 ) 等 ; 第三部分是抗性

鉴定结果 , 包括辣椒疫病、辣椒白粉病、辣椒病毒病、辣椒炭疽病、辣椒枯萎病、辣椒抗寒性、

辣椒抗旱性等 ; 第四部分是多媒体数据信息 , 包括图像 (照片 ) 等。

214　网络平台的实现

远程数据访问采取动态 W eb数据库的策略 , 执行浏览器 /服务器 (B /S) 体系结构 , 通过接口

程序为用户提供一种格式统一、直观高效易学易用、功能完备的人机交互的图形界面 , 使终端用

户无需安装客户端界面程序 , 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通过一个普通的浏览器软件即可实现对数据库

的访问 , 进行数据传输、检索与查询〔2〕。

21411　种质资源数据库平台的设计环境 　选用 ASP210作为平台的主导设计语言 , Access2003作

为数据库的支撑平台 , 网络平台采用 W indow s2003 Server操作系统 ,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511

提供 W eb服务 , 动态网页采用 M acromedia D reamweaverMX创建 ASP程序。

21412　种质资源数据库平台的数据库结构 　利用 Access2003数据软件 , 将辣椒种质的多种性状

集成在一个数据库中管理 , 内含多张数据表 , 这种数据库结构与以前的数据库结构相比 , 具有管

理集中、维护方便、数据安全等特点。

查询窗口由以上所列各信息组成 , 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任一窗口进行数据库的访问 ,

还可提供多条件的组合查询 , 为选择特定性状的辣椒种质提供快速查询手段 , 例如用户想筛选 :

果长 ≥27 cm , 单果质量 ≥40 g的品种 , 分别在对应的性状窗口中输入查询条件 (图 2) , 确认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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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就会给出查询结果界面 , 如图 3。

3　讨论

311　辣椒种质资源数据库平台存在的问题

图文并茂的数据资料可以大大丰富记录内容 , 也可给人提供最直观的视觉效果 , 育种者结合

田间记载资料 , 可进一步对材料作出正确客观的评价。但由于资料的采集、数据录入是一项费时

费工的工作 , 常受经费、人员等条件所限。另外 , 建设种质资源数据库是为了更好地利用种质资

源。因此 , 一方面要加强现有种质资源的利用 , 以现有资源为材料 , 进行种质创新和新品种选育 ;

另一方面 , 要不断丰富种质资源库和种质资源数据库 , 从而更好地为新品种选育服务。

312　辣椒种质资源数据库平台应用前景

传统的数据信息只能以纸介方式管理 , 查询检索时只能逐页、逐行查找 , 极不适应育种、生

产者对种质信息的获取和研究需求 , 建成后的种质资源数据库平台促进了辣椒种质资源信息的共

享 , 扩大了信息交流范围 , 提高了辣椒种质的利用效率 , 在充分发挥种质资源数据信息的优势基

础上 , 更好地为育种工作者和生产部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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