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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位置的园林植物科普云平台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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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教育与传播功能是植物园、公园、博物馆等应该具备的重要功能之一。植物园是科学教育的重要载体，也是向公

众提供科学推广服务的重要平台。以我国园林植物科普教育发展综述为基础，提出了创新植物科普推广形式的必要性和相关

性。阐述了基于区位的园林科学云平台的建设过程，介绍了平台的功能和特点，希望促进相关领域的应用，提高植物科普教

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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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nction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unctions that botanical gardens, parks and 

museums should have. Botanical garden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scientific education and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providing 

scientific promotion services to the public.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of landscape plants 

in China, the necessity and relevance of innovating the forms of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of plants are put forward.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location-based landscape science cloud platform, introduces the func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atform, and hopes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related field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plant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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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十九大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建设繁荣、强大、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目标。可见生

态文明建设已被置于中国全面发展的关键位置。环境教育

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举措。植物科普已成为政府开展环

境教育和提高公众保护生态环境意识的重要手段，也是执

行繁荣国家科学和教育战略的具体举措之一。因此，植物

科普教育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目标的成功实现。 

1 园林植物保护的重要性 

随着当今时代的迅速发展和进步，人们不仅追求物质

财富，而且对周围的生态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城市景观

建设不仅是城市的重要象征，也是城市生活水平的象征，

有效地提升高了城市环境质量。今天，随着我国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对生态环境和城市环境的破坏程度也有所不同。

因此，景观规划变得极为重要。保护园林艺植物必须符合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这意味着保护生态意识和出口长期可

持续发展的概念必须同时满足人民的日常观察需要。在设

计花园时，我们要注意病虫害的出现根据园林植物品种的

设计，提高园林植物抗病性可能是有效的。合理的园林设

计可以在园林植物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园林工程师丁利

用他们的园艺园林知识，根据施工地园林面积选择合适的

植物，并有效地利用科学和艺术景观创造技术，有效地创

建城市景观艺术园林。如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物

质和精神追求越来越高。在此基础上，人们更加注重居所

住宅环境环境的美化。目前，许多城市建立了景观植物研

究所，有效促进了我国园艺园林绿化产业的发展。但是，

我们必须继续探索和积累关于园林发展的研究，特别是为

了改善植物的保护和设计。 

2 我国园林植物科普教育的发展 

从 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园林科学教育起步较晚。

现阶段随着博物馆、公园及各大公益性机构的建设，传统

的科学推广工作正在逐步实施。就植物园为例，它主要传

播植物学和园林知识，呈现植物世界罕见、奇特、美丽和

不同的特点。植物园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其特

点是收集和培育各种植物，具有物种养护、科学研究、科

学教育、教育实践和旅游等功能。植物园可以说是以植物

知识为主题的户外科学博物馆它有各种植物资源、珍稀花

草、独特的风景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它是一个吸引观众的地

方，也是环境教育的理想场所长期以来，园林科学的推广

依靠手工讲解、标志展示、实物展览和插图。在信息、互

动和群众参与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引起大众科学成绩差和公

众热情等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环境问题、环境问

题和教育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传统的园林科学教育形式和活

动不再符合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印刷、书籍、

广播和电视等传统通信手段已不再适合新时代的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地理信息系统和移动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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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的一体化，植物科普的手段和形式日益丰富。网络技

术的发展为当代科学传播提供了多种展示形式。例如，科

学传播网站、科学知识博客和科学传播手机应用。在线科

学推广满足了迅速和方便地获取公众知识的需求，是植物

科普教育和学习的有效手段。但是，网络信息混杂，信息

化与植物专业复合型人才不足，使信息化科普工作在知识

定位、科普内容分类、科普数字化信息等方面还有很大提

升空间。“中国植物志”应用是“中国植物志”全文数字

化，是专业可靠的信息来源，是传统纸质媒体的创新。但

是，植物信息只能通过输入植物名称来获取。大多数图片

都是手工涂黑白的，不能满足非专业人士的学习需要。它

也不能满足大学生在园林、植物和林业等领域的职业学习

和实践活动需求。因此，迫切需要为不同的受众、教师和

学生建立植物科普系统。 

3 基于位置的园林植物科普云平台特点 

3.1 定位服务(LBS)和植物资源数据库系统 

定位服务(LBS)和植物资源数据库系统具有科学上的

严格性，可实现相互检查、直观导航以及准确定位和植物

知识。该平台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实时获取植物位置信息。

通过将植物信息与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用户可以获得植

物园各种植物的准确位置和确切位置。在地图上直观地显

示各种植物的位置，以指导游客更快地观看植物；同时，

可以通过与位置相关的属性信息查阅各种植物的专业知

识介绍，以获取科学知识。该数据库中的植物知识来源于

关于植物的专门书籍，科学上是严谨的。 

3.2 根据不同受众的需要设计科学内容 

信息分为基本信息和详细信息两个级别。基本信息仅

显示基本信息，例如植物名称和拉丁名称。满足非专业人

员的直接和实际科学需要。详细信息包括植物类、危害类、

形态特征、有趣的知识、季相变化形态、园林应用等用途。

以学习需求为目标的专业人员和受众深入学习和探索。 

3.3基于智能手机平台的植物科普软件可以用于园

林科研该项目 

技术集成了移动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和移动摄像机

等智能手机特有的技术，不仅可用于科学教学，还可用于

园林及相关学科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学生实践。通过平台

的远程观测，可以实时记录植物四季季相的变化，通过季

相变化及植物病虫害发病的连续记录，从而判断出植物所

需信息，大大提升了植物养护的水平及为科研项目所需数

据提供有力支撑。 

3.4提高推广和学习效率的新方式 

传统的园林植物识别课程要求教师带领学生参观花

园，并更多地了解各种植物。这种方法受天气因素的影响。

此外，由于时间限制，学生无法记住和掌握所有的内容，

学习也没有效果。该平台为教师提供基于信息的先进教学

工具；学生可以随时随地独立学习相关知识，从而提高教

学效率。学生可以通过获取管理权限来管理数据库。通过

这一互动进程，他们可以将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提高自

己的实际技能。在方案设计中，生动地展示了科学传播的

吸引力。通过丰富的图像、灵活的动画形式、探索阶段和

敏感的学习经验，科学知识的传播比传统的职业培训和科

学推广更为直观、易理解从而有效进行知识的推广。同时，

根据教学进度，也可适当考虑增加随学习而配有的题库，

以便巩固掌握所学知识。 

3.5模拟放置功能超出敷地边界 

定位功能允许远程浏览植物园植物信息，即使你不在

植物园上课，它超越了空间的界限，满足了人们对科学推

广的迫切需要，也超越了高等教育的空间界限，为使用者

提供了更多的学习资源。 

4 构建科普教育系统策略 

4.1 系统化的多主题多选择的游线体系 

创造多种便利人与植物交流的方。可以围绕节日布置、

特色景点等重要场景建立多维旅游道路，鼓励人们积极探

索植物。例如可以利用多空间搭建观察植物 360 度景象，

来了解植物情况。可以利用前期基础植物资料，制定全年

植物生长景观景象，例如冬季依然可以观察春夏盛花期的

情景。可以虚拟设定景观图像，以通过科技手段完善对景

观的体验感及设计感。 

4.2 具有不同自然和人类特征的教育展示系统 

介绍具有特定自然主题的植物景观。据统计，世界

69 个著名植物园中有 50 个是不同类型的。作为植物园的

一个关键选择，专门花园依靠植物分类系统，该系统将生

态类型、生长类型、地理区域和用途等类别结合起来，形

成一个既能表达植物亲和性又能在中呈现生境的专门公

园或主题公园。展示具有地理和人类特征的植物群落。除

了在传统主题上展示植物景观之外，还必须创造具有当地

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的植物景观。在植物园的规划和设计

中，利用当地植物作为主要植物材料，既能降低成本，又

能促进科学研究和文化。 

4.3 多感官参与式的互动体验系统 

基于参与者需求的交互式体验系统。与会者是景观体

验的主要主题，只有在景观设计中考虑到他们的使用需求，

才能提高他们的体验和满意度。例如，孩子们通过娱乐学

习植物的基本知识. 

参与式互动体验系统。与植物密切接触是参与者最直

观的学习方式，例如植物园的亲水活动设计可以有助于更

好地了解水生动植物的习惯。此外，植物和温室博物馆还

配备了交互式科学设施，游客可以参加这些设施，使他们

能够与各组织保持零接触，更好地了解各组织的器官、结

构、用途和分布情况。 

4.4 统一风格、多媒体组合和易于理解的解说系统 

解说系统是科学推广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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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媒体向信息接受者传递具体信息，帮助他们了解情况。

植物园植物资源丰富是由人工解释、静态图形显示、网上

交互解释设备等各种媒体引导的。为了指导游客了解植物及

其依赖者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普及植物常识的目标。所

研究的每个植物园都有一个专业讲解小组，室内展厅也有相

应的讲解设备，即使使用数字植物园向参观者提供发展历史、

季节趋势和特殊景点等信息。根据不同受众的不同使用方式，

可以在“主页”视图的折叠页和面板上执行特定设计。 

5 基于位置的园林植物科普云平台构建过程 

5.1 技术思路 

该平台由移动应用程序(移动终端)、PC web 管理平

台(终端服务器)和植物资源数据库三部分组成。手机应用

主要实现植物定位、科学信息采集和导航功能；PC 网页

管理平台主要实现用户信息管理和工厂信息管理；植物资

源数据库包含有关植物的信息。 

5.2 功能开发过程 

（1）PC 网页管理平台功能开发 

web 平台基于 C # 5.0 开发，包括三个主要功能：用

户管理、我的帐户和下级管理。用户管理功能允许管理平

台上的用户和权限。授权用户可以修改和管理下级数据库。

登录后，可以在“我的帐户”模块中更改登录用户信息和

密码。通过这一功能，主要负责人可以向使用者开放自己

的权利，并利用这一平台修改和维护植物资源数据。并通

过查看审计后，管理层实现了对使用者专业实践的查看功

能。植物管理功能包括三个子菜单：“新建植物”、“植物

列表”和“植物具体信息”，并包括查询、添加、编辑和

删除功能。查询功能可以查询所有输入的信息并搜索所需

的植物信息。功能：使用植物注册模块添加新植物坐标和

属性信息。此功能会修改透过「植物资讯」模组输入的资

讯。删除功能将删除不存在或无效的 factory 信息。为了

满足远程访问的需要，开发了模拟定位功能的相邻植物模

块的 web 版本，并开发了相邻植物模块。因此，即使用户

不在现场，也可以实现所需位置的模拟定位。选择点后，

可以搜索有关周围植物的信息。 

（2）移动应用程序功能开发 

移动应用程序必须执行植物定位和科学信息导航等

功能。用户通过手机 GPS 定位功能获取位置信息，植物信

息自动更新并显示为小图标。用户可以通过单击植物图标

并单击“详细信息”来获取有关植物的基本科学信息，以

进行深入的专业研究。使用模拟放置功能，即使您不在资

料库区域中，也可以导览至适当的区域以检视植栽资讯。

移动终端是从 Android 4.2 (Froyo)的 Java1.7 版开始开

发的，使用 Baidu 地图定位。Android 客户端是通过下载

Android 应用程序 API key-创建 Android 项目-添加地图

控制 -创建 ACI 以继承。XML-通过执行上述任务来执行

Baidu 地图的基本配置。从手机获取 GPS 定位信息，在地

图上显示当前位置，实现定位功能。然后创建关联的活动

事件。植物信息和百度坐标取自数据库，植物信息根据植

物百度坐标放置在地图上，并输入植物信息。单击植物图

标时，将显示植物名称和拉丁名称的基本信息。 

（3）植物资源数据库的构建 

植物资源数据库使用 MicmsoftSQLSenrer2008 储存

植物数据，其结构以植物科普信息为基础。关于植物的科

学信息通常包括植物名称、拉丁名称、别名、科、属类和

物种、形态特征、树木证书号、年龄、危险等级、纬度和

经度坐标、分布、缺乏知识以及植物用途。它对应于 PC web

管理平台的“植物注册”页上的信息，并使用植物的唯一

标识号连接到数据库。web PC 管理平台添加的植物信息

直接存储在植物资源数据库中。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该平台的建立是一种辅助专业的创新举措，

是植物科普教育、专业技术数据库、植物档案等的新兴形

式的信息化系统。它皆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植物数据保存

与记录完整性。该平台还为从事相关职业的教师和学生提

供教学工具和平台，从而提高教师教学的效率和学生学习

的效率。由于目前植物信息化水平有限，某些领域需要不

断改进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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