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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为加快推进传统烟叶生产向现代烟草农业的转变，提高现代烟草农业基地单元信

息化管理水平，按照国家局关于现代烟草农业“一基四化”和“三化”的具体指示精

神和“提高现代烟草农业的规划水平、提升基层精细化管理、实现烟叶质量可追溯、

增强服务手段”的业务管理总体要求，国家局提出设计与开发烟站（单元）烟叶管理

信息系统的需求，并将系统作为现代烟草农业整县推进、单元实施有效落实的重要支

撑手段。 

本文根据系统建设的总体要求，通过梳理现代烟草农业烟叶生产经营管理业务流

程，并结合基层实际的情况，进行了详细需求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烟站（单元）

烟叶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目标，并搭建了系统的总体架构，明确了系统的业务架构、

应用架构、技术架构以及系统部署方式，对系统应用模块进行详细描述。同时，结合

物联网的发展，对未来烟叶基层站信息化建设进行了展望与探讨。 

 

关键词：中国烟草；基地单元；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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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tobacco leaf production to 

modern tobacco agriculture, enhance the informationization management level of modern 

tobacco agriculture base units, State Tobacco Administration proposed the requirements for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tobacco lea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for tobacco station 

(unit). This system will be the important sustaining method to improve modern tobacco 

agriculture on the whole county scale, and to effectively carry out the unit implementation. 

The system proposal with the detailed instructions and service management overall 

requirements of State Tobacco Administration to realize “One Base with Four 

Modernizations” (large scale planting, intensified operation, work specialization and 

division, informationization management for single base unit) and “Three Modernizations” 

(enlarge raw material supplying base, characterization and quality of tobacco leaf,  

modernization of production process), and to imporve the planning standards, and the 

refinement management of base units, achieve the traceable quality management, and boost 

the service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overall system requirements, this dissertation conducts the detailed 

requirement analysis by scrutinizing the modern tobacco leave production management 

processes and the base situations. On this base, this dissertation develops the construction 

objective of tobacco lea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for tobacco station (unit), 

establishes the overall system architecture, defines the system servic, application and 

technical architecture, system deployment mode, describes the system application modules 

in detail. Meanwhile, this paper projects and discusses the future informationization 

construction of tobacco leaf base sta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Key Words: China Tobacco; Base Unit;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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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 

第一章 引 言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烟叶是烟草行业发展的基础，是我国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烟叶生产在烟区新农

村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烟叶产业要保持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遵循农业

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努力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烟草农业的转变。 

传统烟叶生产向现代烟草农业转变可以概括为：“打牢一个基础、努力实现四个

化”，即全面推进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实现烟叶生产“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

营、专业化分工、信息化管理[1]”。在一基四化的总体要求下，探索现代烟草农业形式

下 “原料保障基地化、烟叶品质特色化、生产方式现代化[2]”新的生产模式。 

原料保障基地化需要通过信息化手段，以基地单元为载体实现烟叶生产过程信息

的工商互享，增强工商互动，共同进行基地单元规划、共同制定基地单元各项质量标

准，依据质量标准进行生产过程的质量评价，提高烟叶质量，优化烟叶生产布局。 

烟叶品质特色化需要通过信息化手段搭建产区烟田环境、气象信息、土壤属性等

属性信息平台。 

生产方式现代化需要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现代烟草农业形式下，新的生产组织，

专业化服务组织的服务指导，烟技员等基层站职工的工作安排与考核评价，达到对基

层的精细化管理。 

本课题的提出正是基于上述背景而来，主要研究围绕向现代烟草农业转变要求

下，针对基层使用的烟叶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研究与设计。通过系统应用，为基层工作

人员提供一个操作平台，规范并固化相关业务流程，进一步提升烟草农业精准管理水

平，为烟草行业实现向现代烟草农业的转变提供有效的信息化支撑。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我国烟叶基层站信息化建设历程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各省基层站陆续开始使用计算机替代人工劳动，减轻了

日常工作强度，烟叶基层站信息化发展到今天，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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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阶段:简单的电子数据处理阶段,从上世纪 90年代初起，基层站陆续开始电子

称来替代磅秤进行烟叶称重，并通过计算机记录和统计收购数据，满足简单的收购数

据汇总查询，减轻了操作人员的日常工作强度。 

第二阶段：联网的管理信息系统阶段,从本世纪初起，为了满足烟叶基层站业务管

理需要，先后开发了覆盖基层烟叶生产、收购、调拨业务的管理信息系统，同时，系

统通过五级联网数据传输，满足了各级管理单位对烟叶业务数据的采集、统计、分析

的需求。 

第三阶段：感知的物联网阶段,目前，烟草行业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烟草农业

转变关键时期，以及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兴起，各地开始尝试采用 RFID、3S、传感器等

先进技术手段，通过实时传感采集烟叶生产种植数据，实时掌握烟叶动态数据，达到

烟叶的高效精准化管理，精确地满足植物生长对环境各项指标的要求[6]。 

1.2.2 美国农场管理信息化应用 

中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不是农业强国，而美国既是世界上的农业大国，也是农业

强国，美国农业在现代化进程，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有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

鉴，目前，美国农业信息化发展已经渗透到美国农业的各个方面。伴随着科技的进步，

计算机的应用给美国的农场管理与生产控制、研究和生产带来了高质量、高效率和高

效益。美国农业生产对信息化手段的应用呈现出下面几个特点：     

1、良好的网络基础设施 

美国政府每年拨款 15 亿美元建设农业信息网络，已建成世界最大的农业计算机网

络系统 AGNET，该系统覆盖了美国国内的 46 个州，加拿大的 6 个省和美加以外的 7

个国家，连通美国农业部，15 个州的农业署、36 所大学和大量的农业企业。用户通过

家中的电话、电视或计算机，便可共享网络中的信息资源。各种形式的局域网和以信

息高速公路为基础的广域网用户增长迅速[4]。 

2、综合化技术应用 

目前，美国农业信息化建设，已完成了从单一采用某项信息技术，向多项信息技

术以及农业科技综合应用转变过程，信息技术包括数据库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机模

型和知识库系统，多媒体技术、实时处理与控制等方面，在农业科技包括生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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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技术、激光技术、遥感技术等方面。在美国农业生产上的应用主要有：农业生产经

营管理、农业信息获取及处理、农业专家系统、农业系统模拟、农业决策支持系统、

农业计算机网络等。农业中所应用的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信息存储和处理、通讯、

网络、多媒体、人工智能、3S 技术等。这些技术的种用，使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和生产

方式大大改进，农业现代化经营水平也不断提高[4]。 

3、全面覆盖 

信息技术应用不再局限于某一独立的农业生产过程，或单一的经营环节，或某一

有限的区域，而是横向和纵向拓展。信息技术企业和农业生产、经营企业联系，科研

单位与生产经营单位甚至与用户联合，多学科专家导轨作的复杂工程越来越多。这些

工程全面地改善了农业生产和经营中薄弱环节，不仅使美国家业的原有优势得到更充

分的发挥，而且使其原有的劣势逐步改善以至消失，极大的增强了发达国家农产品在

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4]。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及结构 

本文主要研究烟站（单元）烟叶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对系统设计的背景以及系

统建设的意义进行分析，总结了基层站烟叶信息化建设的发展阶段，并借鉴了美国农

场信息化建设的经验，通过对烟叶生产经营管理业务流程的梳理以及基层烟叶信息化

技术需求的分析，结合基层实际情况，明确了系统的总体需求;根据系统的总体需求，

按照现代烟草农业业务管理要求，提出了系统的建设目标，确定了系统的技术线路，

搭建了系统的总体架构，明确了系统业务架构、应用架构、技术架构以及系统部署方

式，对系统应用模块设计进行详细描述;结合物联网技术，展望了未来基层单位信息化

发展方向，提出了构建精准生产过程远程诊断和智能决策平台、精准生产技术体系、

设施农业精准生产环境信息采集的设想。 

全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介绍本研究课题提出的背景，回顾并总结了基层单位烟叶信息化的发展历

史，简要介绍了美国现代农业信息化建设情况，同时简述论文主要内容和结构安排。 

第二章系统需求分析。需求分析包括业务和技术两部分内容。在业务需求分析部

分按照总述和关键业务流程分别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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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系统总体设计。首先简要阐述系统设计原则、系统建设目标及采用的技术

路线，然后按照业务架构、应用架构、技术架构进行系统总体架构设计描述。 

第四章系统应用模块及部署设计。详细描述了系统功能模块构成和功能，明确提

出系统部署方式，其中包括对网络、服务器、PC 具体技术要求。 

第五章总结与展望。从现代烟草农业建设的角度，对系统建设的意义进行了总结，

同时，结合物联网技术发展，对未来基层单位信息化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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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需求分析 

软件工程理论认为，在软件生命周期中，需求分析（Requirements Analysis）

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需求分析,就是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全面地理

解用户的各项要求,并能准确地表达所接受的用户需求并说明用户需要解决的问

题。需求分析为软件的开发起到了决策的作用，提供了开发的方向，并指明了开

发的策略，在软件开发及维护中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从为业务与技术

两个方面对需求进行分析。 

2.1 业务需求分析 

业务需求分析结果须全面反映用户对系统功能的目标要求[7]。从国家局对

烟叶基地单元的工作要求入手，通过对基层烟叶各类业务标准流程描述与分析，

结合基层实际的情况，明确系统设计的要点以及实现功能，为软件设计提供策略

与方向[19]。 

2.1.1 基地单元概念 

基地单元是指地市级烟草公司与工业企业共同协商，根据卷烟品牌原料需求，

将生态条件、烟叶风格特色与质量水平、烟叶生产水平和管理基础基本一致的区

域，划分为烟叶工作的基本单位。基地单元是原料供应基地化、烟叶品质特色化

和生产方式现代化的有效载体，是烟叶资源配置、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烟叶

生产收购、烟叶基层管理、工商合作的基本单位[2]。 

2.1.2 基地单元运行管理要求 

要求是坚持“单元组织、片区管理、网格实施”，完善基层组织结构、推动基

层站设施、人员、功能整合、不断优化基地单元运行模式;围绕基地单元运行五大

主 体，全面加强基层服务能力和管理能力建设;优化烟叶业务流程、强化基础管

理，推动烟叶信息化管理，建立适应现代烟叶生产方式的基地单元管理模式，全

面提升基地单元组织运行水平和管理服务效率[3]。 

1、基地单元运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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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叶基地单元实行基地单元、片区、生产网格和基层站、收购线（点）和生

产网格责任人对应的运行方式[3]。基地单元运行框架如图 2.1 所示。 

 

基地单元

片区

生产网格

基层站

收购线（点）

烟技员

 

图 2.1 基地单元运行框架图 

 

基地单元内由收购线对应片区进行管理，片区可划分生产网格、由烟叶技术

员（辅导员）进行管理。片区是指生态条件、地形地貌、种植水平基本一致，基

本烟田相对连片、运行管理相对独立的烟叶生产区域。生产网格是基地单元内按

烟叶技术员（辅导员）管理服务面积划分的地形地貌相似、设施配套一致、地块

相对连片的烟叶生产区域，是烟叶生产指导和服务的最小单位。一个生产网格由

一片或一片以上的相邻基本烟田组成，每个片区管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生产网格

[3]。 

2、基层站组织结构 

（1）基层站职能 

基层站是烟叶行业的基层组织，是基地单元管理主体。一个基地单元原则上

设 1 个基层站，4 条左右的收购线。按照基地单元建设相关要求，负责基地单元运

行管理，根据分公司下达烟叶收购、物资、资金计划，代表市公司与种植主体进

行种植收购合同签定、物资资金兑现、烟田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事宜；具体指导

种植主体烟叶生产、收购活动[3]。 

（2）收购线（点）职能 

烟叶收购线（点）是基层站下设单位，一个收购线（点）原则管理服务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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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负责烟叶种植布局规划和烟叶种植收购计划的落实。负责烟叶生产各环节

技术和管理措施的落实。负责片区内生产网格技术员的管理工作[3]。 

2.1.3 关键业务流程 

下面分别从电子化合同管理、物资管理、育苗管理、备耕管理、移栽管理大

田管理、采收管理、烘烤管理、把烟收购、专业化分级散叶收购几个关键业务进

行阐述。 

1、电子化合同管理 

（1）概述 

电子化合同管理是指对国家局制定的收购计划进行省、市、县逐级分解，下

达到基层站点，基层站点在本级收购计划的控制下进行种植申请、土地落实、合

同签订的全过程电子化管理。 

电子化合同管理是国家局"防止过热、稳定规模"的管理思想的有效落地手段，

对于提升行业规范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其业务流程如图 2.2 所示。 

 

 

图 2.2 电子化合同管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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