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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指出现今高校科研管理工作面临的新问题! 阐明充分利用网络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 从系统内

容" 开发环境" 结构几方面介绍 * 层科研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设计! 进而实现动态管理高等中医药院校科

研信息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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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

的工作和生活都在经历信息化浪潮的冲击# 据权威

部门统计.%/

! 自 "##* 年 %" 月 *% 日到 "##' 年 %" 月

*% 日! 中国网民的数量从 ' $)# 万猛增到 "[% 亿#

在这种网络环境下中医药科研管理工作也迎来了新

的挑战与机遇#

$%网络环境下中医药科研管理工作面临的新

问题

$J$%中医药科研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高校科研管理主要应该完成两大项任务) 一是

为科学研究提供准确$ 及时$ 有效的科研信息! 为

科技管理的调控和决策服务" 二是组织好科技队

伍! 争取科研项目! 向社会输出科技成果! 推动科

技与经济的发展# 中医药院校的科研管理工作也不

例外# 其核心内容包括人员档案$ 机构设置$ 中医

药科研项目申报$ 中医药科研成果管理$ 基金管

理$ 科技统计$ 专利管理$ 经费管理等! 以及建立

在这些基础数据上的综合评估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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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中医药科研管理工作的新变化

传统的科研管理主要是针对一个项目的立项$

开发研制$ 验收鉴定$ 推广等过程进行逐级协调$

监督检查! 而在今天! 科研管理的内容已经扩展到

涵盖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 基地确立$ 项目实施$

成果推广乃至技术转让后的服务等一整套相互关联

的庞大系统工程#

科研组织结构由单一负责制发展为多元合作

制# 过去的科研项目一般由一个单位承担! 如今各

种科研课题中人员交流和设备等资源相互借用等情

况越来越多! 科研项目的管理变得越来越复杂# 因

此! 现代科研管理不再是简单项目堆积式的管理!

而是变成了资源优化配置$ 人员分散管理$ 多个科

研单位协调合作的跨区域的交互式统一管理#

信息量激增成为现代科研管理工作面临的首要

问题# 各种学科$ 项目$ 人员和资金等科研信息与

日俱增# 单从科研经费投入来看! 其总量增速惊

人."/

! 其他方面的增长速度也不容忽视#

$J&%充分利用网络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

目前! 高等中医药院校的科研信息管理模式并

不能适应这种新的特点# 诸如管理混乱$ 监管不力

等弊端.*/严重制约着科学研究工作的进展! 造成了

科研工作者积极性不高# 更因为缺乏对科研工作有

效$ 实时的监督和管理! 为学术造假创造了空间!

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科研信誉和学术风气# 网络时

代的到来为完善中医药科研管理工作提供了一个新

的契机# 无论是资源的共享! 还是信息的交互利

用! 再到信息统计加工与分析反馈! 计算机网络具

有无比强大的优势# 因此! 顺应网络环境下高校科

研工作的特点和要求! 深入把握高等中医药院校科

研管理工作的内在规律! 对提高中医药科研管理工

作的质量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中医药科研管理系统的开发设计

!J$%系统内容

在校园网的基础上! 实现科研管理的网络化$

信息化$ 办公自动化是目前高等院校科研管理最新

的目标# 为此! 设计了一套科研信息动态管理的新

模式! 并根据这个模式开发出了一个可以实时$ 高

效管理科研信息的系统# 科研信息管理系统应主要

分为基本信息和信息评估两个部分# 其中基本信息

主要由各种科研项目信息组成! 由项目负责人直接

填写! 整理存储于计算机中" 信息评估则选取基本

信息中的数据项! 以公式换算! 综合评定该项目的

进展情况! 供管理者参考! 以制定奖惩措施! 达到

激励科研人员自主工作的目的! 见图 %#

图 $%网络环境下科研管理系统内容

!J!%系统开发环境

1:56H;/;BH;BT4?;E + 即 1/T[3W=, 是 X6N

:B7E7D5[3W=aB4F;K7BM 的一部分! 它可以在高度分

布的 R85;B8;5环境中简化应用程序的开发# 因此!

采用 1/T[3W=管理关系型数据库的 Y\/ 开发模式

成为目前较为常用的方法之一.+ Q&/

# 它采用 1ZPO

3W=技术对数据库元件进行逐笔读取记录.'/

! 相对

于传统的2\/模式具有使用范围广! 功能变动频繁

等诸多优点.(/

! 且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

!J&%系统结构

由于用户对象不同! 多层分布管理方式在科研

管理系统中的作用较为重要.%#/

# 因此! 根据 1/TO

3W=框架要求划分出了一个 * 层系统管理模式! 即

SR层$ 业务逻辑层和数据层! 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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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层结构模型

SR层# 通过系统中的大部分 1ECL的页面和代

码实现! 并将用户界面与各种业务功能的实现隔离

开来! 为U;A层提供科研项目基本信息$ 进展情况

的录入! 以及形成信息查询$ 项目评估操作的界

面! 以便完成界面和与最终用户交互的功能#

业务逻辑层# 根据 * 层结构的设计原则! 以科

研项目管理为中心! 系统的业务逻辑层对各种具体

的业务逻辑 +如申报$ 立项计划$ 成果$ 专利$ 成

果转化$ 设备$ 人员$ 经费$ 学术论文$ 学科建设

等, 和规则进行封装# 为每个业务逻辑设立相应的

数据类! 并将这些类都设计为公开的属性! 这样

1/TO3W=的U;A页面就可以通过这些属性访问数据#

数据层# 考虑到系统的扩展性和用户身份的复

杂性! 系统的数据层被划分为用户权限和科研信息两

个独立的数据库! 分别于数据库内建立用户表$ 项目

基本信息表$ 经费情况表等多个表! 以及一些存储过

程# U;A应用程序通过存储过程的运行来获取所需

要的数据! 并不是直接与数据库表打交道# 这样就避

免了频繁的表操作! 极大地提高运作效率和访问数据

的速度! 同时也很好地屏蔽了数据库表的逻辑! 使得

数据库访问变成了数据库提供的服务访问#

&%结论

网络时代下科研管理工作有着新的要求# 为了

适应科研工作的变化! 科研管理必须由经验管理向

定量$ 定性管理转变! 及时提高科研管理工作的效

率和水平! 变科学研究工作由被动管理为主动管

理! 以缩短科学研发周期! 才能更好地回报社会#

在这种思路下! 采用 1/T[3W=技术与 1::;EE数据

库结合! 初步建立起的这套适合自身特色的科研管

理方法及桌面办公系统! 可以大大简化高等中医药

院校科研管理工作的流程! 提高工作效率#

然而不足之处仍然存在# 有研究表明柔性管理

会比刚性管理更有效力! 在高校科研管理中柔性管

理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 因此! 这种制度化的刚

性管理方式如何融入柔性管理的成分! 还有待进一

步研究# 此外! 高校科研管理工作的特点决定了这

种基于1::;EE数据库的系统! 无论从用户数量还是

安全机制上都不能满足日后高校科研管理发展的需

求# 因此! 今后就需要以这套系统为起点! 利用大

型数据库管理软件! 建立完善的基于 / 0̀数据库的

大型科研管理系统# 再者! 进一步综合运用 Y\/ 与

2\/两个开发模式的优势! 创立一种新的完善的科

研管理系统模式! 更好地为不断发展中的高等中医

药院校科研工作服务! 这些都是今后工作中要解决

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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