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2019 年度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申报表 

 

 

 

学     校     名     称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实 验 教 学 项 目 名 称 玫瑰设施栽培虚拟仿真实验 

所  属  课  程  名  称 园艺植物栽培学、设施栽培学 

所  属  专  业  代  码 090102 

实验教学项目负责人姓名 唐 丽 

有  效  链  接  网  址 http://121.42.14.66:84/meiguiyuan/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制 

二〇一九年七月 

 

 



 

填写说明和要求 

 

    1. 以 Word 文档格式，如实填写各项。 

    2. 表格文本中的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

称和缩写，再次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3. 所属专业代码，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12 年）》填写 6 位代码。 

    4. 不宜大范围公开或部分群体不宜观看的内容，请特

别说明。 

    5. 表格各栏目可根据内容进行调整。 

 

 

 

 

 

 

 

 

     



1.实验教学项目教学服务团队情况 

1-1实验教学项目负责人情况 

姓  名 唐 丽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66 年 10月 

学  历 研究生 学位 博士 电    话 15873161278 

专业技 

术职务 

教授 行政 

职务 
 手    机 15873161278 

院  系 林学院园艺系 电子邮箱 
435629404@qq.

com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 498 号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院 
邮    编 410004 

教学研究情况：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 5 项）；作

为第一署名人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

时间，不超过 10 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 5 项）。 

教学研究课题情况：园艺专业大学生创新与创业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校级教改项

目，2010-2015 年 

[1]唐丽（1），园艺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探索，2014（3）：198-199，76-77 

[2]唐丽（1），林业院校园艺专业“花卉学”课程教学改革探讨，2014（2）：201-202，

90-91 

[3]唐丽（1），园艺专业本科生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初探，2013（9）：206-211，92-93 

[4]唐丽（1），园艺专业综合实习实践教学与探索，2012（7）：183-184，100-101 

[5]唐丽（1），园艺专业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 2012（3）：181-182，104-105 

教学奖励情况：湖南省教育厅芙蓉“百岗明星示范岗”； 

学术研究情况：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

起作用，不超过 5 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

称、署名次序与时间，不超过 5 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授予

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 5 项） 

研究课题情况：  

[1]湖南省林业科技计划项目，XLB201713，漆树育苗技术规程，2017/04-2018/12.5 万

元，进行中，主持。 

[2]中央财政林业科技推广项目，2014XT010，野漆树轻型基质育苗及造林示范推广应

用，2014/08-2017/12，100 万元，结题，主持。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1170639，油茶自交败育基质研究，2012/1-2015/12，65

万元，已结题，参与。 

[4] 长沙市科技计划项目，K1003039、长沙地区假俭草优良无性系的快繁及产业化研

究、2010/10-2013/3、60 万、结题、参与。 



[5]湖南省科技厅科技计划项目，2010NK3020，野漆树定向培育及高效利用研究、

2010/9-2011/12、4 万、结题、主持。 

学术论文情况：  

[1]Tang Li（第一）.Preliminary Study on Introdution and Cultivation of Feijoa sellowiana in 

China. Advance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and Thchnonglogy ,2016.11. 

[2]唐丽（第一）. 基于粒度反推法和ＭＣＲ 模型的海南省东方市景观格局优化. 生态

学杂志 2016.10 

[3]唐丽（第一）. 美国山核桃芽苗砧嫁接技术研究. 湖北农业科学 2017.9 

[4]唐丽（第一）. 不同防寒技术处理对大花树状月季生理生化指标的影响. 经济林研究 

2017.7 

[5]唐丽（第一）.菲油果抗寒指标主成分分析.湖北农业科学 2014.11 

获奖及荣誉： 湖南省教育厅科技成果二等奖。 

 

1-2实验教学项目教学服务团队情况 

1-2-1 团队主要成员（含负责人，5人以内）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

职务 

承担任

务 
备注 

1 
唐丽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教授  总体设计 
 

2 
孙敏红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讲师  方案设计 
 

3 
曹受金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副教授  脚本设计 
 

4 
马英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讲师  脚本设计 
 

5 
吴琴香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高级工程师  教学管理 
在线教学服务人员 

1-2-2团队其他成员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

职务 

承担任

务 
备注 

1 周围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讲师  教学管理 
在线教学服务人员 

2 吴丽君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讲师  脚本设计  

3 吴炼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讲师  脚本设计  

4 曹基武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教授级高工  脚本设计  



5 
魏炜 

南京莱医特电

子科技有限公

司 

高级系统分析师 
项目

总监 

产品开发

指导 
技术支持人员 

6 
黄舜尧 

南京莱医特电

子科技有限公

司 

高级程序员 

策划

组组

长 

程序开发 

技术 

支持 

7 
荆伟 

南京莱医特电

子科技有限公

司 

Adobe认证高级

设计师 

互动

设计

组长 

UI交互

设计 

技术 

支持 

8 
林锡柱 

湖南幕她生物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高级经济师 
董事

长 
脚本设计 

 

9 
许来军 

湖南幕她生物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中级经济师 
副总

经理 
脚本设计 

 

10 
喻瑶 

湖南幕她生物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助理工程师 
研发

专员 
实验指导 

 

项目团队总人数：15（人）高校人员数量： 9（人）企业人员数量： 6 （人）  

注：1.教学服务团队成员所在单位需如实填写，可与负责人不在同一单位。 

2.教学服务团队须有在线教学服务人员和技术支持人员，请在备注中说明。 

2.实验教学项目描述 

2-1名称 

玫瑰设施栽培虚拟仿真实验 

 

2-2实验目的  

油用玫瑰是一种重要的香料植物,用于提取香精、精油，制作玫瑰花酱、玫瑰花

茶、制作糕点等，集药用、食用、美化为一身，有着很高的经济价值。 

玫瑰设施栽培虚拟仿真实验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林学院香料植物研究所为技术平台，通

过生产中积累的大数据，虚拟模拟玫瑰设施栽培过程中的全过程，以解决传统实验中课

时不足，实验时间长，操作难等问题。通过该项目，学生将系统掌握设施结构与控制系

统、物联网技术、油用玫瑰扦插繁殖技术和早产、丰产栽培技术。 

2-3 实验课时 

（1） 实验所属课程所占课时： 

设施栽培学，32学时理论，64学时实验；园艺植物栽培学：64学时理论，32学时实验      

（2）该实验项目所占课时：4 学时      



2-4实验原理（简要阐述实验原理，并说明核心要素的仿真度） 

知识点：共 6   个 

（1）设施类型及环境调控原理： 

在了解和掌握植物生长发育特点的基础上，选择适合的设施类型，通过调控设施内的

降温系统，通风系统，补光系统，灌溉系统等，调节环境中的温湿度、光照强度，并进行

生长管理，达到促成栽培以及丰产栽培的目的。 

 以往的设施栽培实验或实习中更多的是参观智能温室，但由于所在地区不同，设施

类型较为单一，设施内部构造参差不齐，功能作用也知之甚少；通过虚拟仿真实验可让学

生近距离，全方位的掌握现代设施内的基本构造及特点，了解其在人工调控设施环境中的

作用，同时可以形象的了解智慧农业在设施生产中的作用。 

 

 

 

 

 

 

 

 

（2） 玫瑰扦插繁育原理 

植物的细胞具有全能性，每个细胞都具有相同的遗传物质。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具

有潜在的形成相同植株的能力。植物体具有再生能力，当植物体的某一部分受伤或被切除

而使植物整体受到破坏时表现出弥补损伤和恢复协调的能力。玫瑰扦插常采用枝插，枝插

生根是在枝条内的形成层和维管束鞘组织，形成根原始体，从而发育生长出不定根，并形

成根系。插枝生根后，通常是在插枝的叶痕以下剪口断面处，先产生愈合组织，而后形成

生长点，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插枝基部发生大量不定根，地上部萌芽生长，长成

新的植株。本项目通过对基质选配、插条选择、修剪及生长调节剂处理提高扦插成活率，

促进玫瑰扦插育苗规模化生产。 

图 1. 传统实验模式与虚拟仿真实验在教学中的区别（1） 



传统的玫瑰扦插培养实验耗时长（3 个月左右），且学生无法对根系生长进行追踪观

察，故很难将扦插过程完整的观察记录下来，通过虚拟仿真实验学生可短时间内了解到玫

瑰的根系生长及地上部生长情况，对扦插的影响因素则更易掌握（传统扦插苗，图）。 

 

 

 

 

 

 

 

 

 

（3） 玫瑰栽培肥水管理原理 

玫瑰花产量“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土壤是植物根系生长，吸收养分

和水分的基础，而土壤营养水平直接影响到植物的生长发育状况。故栽培植物肥水管理目

的是人为的给予或创造良好的土壤环境，使玫瑰在最适宜的水肥条件下得以健壮生长。本

项目中水肥管理贯穿于不同时期，如生长期，休眠期或花期等，设施栽培中肥料的施用均

已可溶性化肥为主，采用肥水灌溉系统完成，不同的生长期对氮、磷、钾肥的比例也不尽

相同。 

传统的园艺植物栽培管理实验中对水肥管理过程关注度不够，在实验过程中多以

固体复合肥为主，多以浇灌方式施用。这些与节能节水农业，智慧农业发展需求有较大差

距，通过虚拟仿真实验操作，使用者可更好地掌握设施内的水肥灌溉方式，并对植物生长

发育各阶段对水肥需求类型做全面了解。 

    

图 2. 传统实验模式与虚拟仿真实验在教学中的区别（2） 

图 3. 传统实验模式与虚拟仿真实验在教学中的区别（3） 

 



（4） 玫瑰栽培整形原理 

玫瑰通过修剪，不仅可使玫瑰枝条分布均匀、节省养分、调节株势、控制徒长，

从而使花卉株形整齐、姿态优美，而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多开花。玫瑰的花朵都开在新枝

上，只有不断修剪老枝，才能促发新枝，多开花，多结果。 

玫瑰的整形修剪主要在幼苗定植后进行，修剪一般分为以下两种： 休眠期修剪：

主要是进行疏枝和短截。宜在早春树液刚开始流动，芽即将萌动时进行。修剪太早，伤口

不易愈合，芽萌发新梢易受冻害；修剪过晚，新梢已萌发，浪费养分。生长期修剪：主要

是为了调节营养生长，包括摘心、抹芽、疏花、剪除徒长枝等工作。 

植株整形修剪是园艺植物栽培过程中的重要实验之一。以往的整形修剪实验重点要

求学生掌握压各个整形方式的目的及作用原理，且整形修剪练习只能针对某一时期进行

练习如生长期或休眠期，而很难做到玫瑰全生长过程中的整形修剪练习，修剪后植株的生

长状态也较难观察到，实验报告也只以玫瑰某一生长期的整形修剪操作为主要内容。通过

玫瑰栽培虚拟仿真实验，学生可以掌握生长全过程中的几个重要时期的整形修剪方法和，

也可快速地观察到修剪对植物后期生长的影响。 

 

 

 

 

 

 

 

 

 

（5）早产、丰产关键技术原理 

压条作业是我们根据玫瑰的特性开发出的一项新技术。采用此项技术不仅可使玫

瑰花早产、丰产。还可以提高其玫瑰精油、玫瑰纯露的产量及质量。此项操作能在尽可能

短的时间内使玫瑰苗木形成庞大的根系体系，提高其吸收水分及养分的能力，促进其萌发

更多的枝条。 

 

图 4. 传统实验模式与虚拟仿真实验在教学中的区别（4） 



传统的压条实验更多的是让学生掌握压条技术和压条作用，由于实验场地受限，压条

只能示范性操作，而压条后植株生长情况则很难追踪到，尤其是玫瑰早产、丰产栽培技术

中需要压条多达 3次，这是在现实实验过程中很难实现的。通过压条虚拟仿真实验学生既

能掌握压条目的、作用，也能形象、直观的观察玫瑰压条方法，更能快速地看到压条后植

株生长情况即对花期和产量、质量的影响。 

 

 

 

 

 

 

  

 

 

（6）病虫害防治原理 

设施环境是与外界基本隔离的，以适应植物生长为目的的人工环境，其内的适度、

温度、气体成分满足植物生长的最佳需求，但这种环境同时也能导致各种微生物、害虫快

速繁殖。因此设施栽培中对于从水源到基质，再到种植环境的消毒和病虫害的预防都显得

尤为重要。 

玫瑰设施栽培中常见介壳虫、蚜虫、叶螨、食叶虫、蛀干虫、白粉虱、地老虎、

金龟子、刺蛾、蜗牛等虫害和锈病、白粉病、炭疽病、灰霉病、霜霉病等病害，具体防

治主要有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  

传统的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实验中主要是以对常见植物病虫害识别为主，知识多

而杂，且不同宿主植物对病症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致使学生掌握起来较为困难。即

使在玫瑰种植方面，不同种植地区其病虫害类型也有较大区别，针对同学们学习中不易

掌握病虫害症状及发病条件，我们通过虚拟仿真实验，将玫瑰设施生产中常见的病虫害

搜集整理出来，便于学生识别和记忆，更好的掌握其防治方法。 

 

 

图 5. 传统实验模式与虚拟仿真实验在教学中的区别（5） 



 

2-5实验仪器设备（装置或软件等） 

（1） 智能温室： 

拟采用的智能温室控制系统由信号采集系统、中心计算机、控制系统三大部分组

成。内部由灌溉系统、通风系统、降温系统，施肥系统，补光系统等。 

（2） 扦插育苗用到的设备： 

扦插容器、枝剪、打孔器、基质（泥炭、珍珠岩、蛭石、河沙等）、搅拌机、生根

剂、移动苗床等。 

（3） 病虫害防治实验：  

玫瑰设施栽培中常见病虫害物理防治方法可采用黄板、毒瓶、频振灯、性激素等防

治病虫害。及化学药剂 (杀虫剂、杀菌剂、杀螨剂等)来防治病虫等危害。 

 

2-6实验材料（或预设参数等） 

1. 玫瑰材料： 

大马士革三号也就是人们所统称的大马士革玫瑰，又叫保加利亚玫瑰，商州玫瑰，

秦渭玫瑰。大马士革玫瑰原产亚州的西部。保加利亚、土耳其栽种比较多，特别是在保

加利亚。大马士革玫瑰花中定性香气成分 57种，其主体香气成分为：香茅醇、香叶

醇、橙花醇、苯乙醇、辛酸乙酯、香茅醛、苯甲酸乙酯及 α-蒎烯。该品种香味浓郁、

具有抗病力强，适应性广，产花量和出油率高等优点，是蒸馏香精油的优良原料而成为

主栽品种。 

2. 智能温室： 

温室外部构造及内部加温系统，降温系统，灌溉系统，补光系统等。 

3. 设施内环境预设参数： 

图 6. 传统实验模式与虚拟仿真实验在教学中的区别（6） 



生长发育温度白天 24℃～26℃，夜间 14℃～16℃。萌芽和枝叶生长期需要的相对

湿度为 70%～80%，开花期需要的相对湿度为 40%～60%，白天湿度控制在 40%，夜间湿度

应控制在 60%为宜。玫瑰喜光，特别是散射光。叶片的光饱和点为 35000～50000Lux，

光补偿点为 10000Lux。 

4. 生根剂种类：6-BA, NAA,IBA 

5. 肥料类型：水溶性复合肥 

6. 病虫害防治药剂： 

化学药剂 ：百菌清，多菌灵，托布津，波尔多液，石硫合剂，粉锈宁可湿性粉

剂，瑞毒锰锌，甲霜灵、代森锌疫霉灵、田霜铝铜、增效瑞毒霉琥·乙磷铝(DTM)可湿性

粉剂，琥胶肥酸铜可湿性粉剂，炭疽福美可湿性粉剂，甲基硫菌灵悬浮剂，苯菌灵可湿

性粉剂，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炭特灵可湿性粉，使百克乳油等。 

2-7 实验教学方法（举例说明采用的教学方法的使用目的、实施过程与实施

效果） 

（1）教学方法及使用目的 

设施栽培学、园艺植物栽培学是本专业的主干课程。传统的课程实验包括设施类

型及构造组成、设施栽培过程如基质配制、育苗、定植、田间管理等、设施内环境调节

等内容；观察时间长，一般在 6个月以上，且操作难度高，对实验场地要求严格。且该

课程的实验课时较短，只有 16学时，实验条件有限，学生实际完成过程中只能分步进

行或完成个别环节。玫瑰设施栽培实验的传统实验教学往往采用在实验室完成玫瑰苗扦

插，在校企合作基地完成设施栽培参观，实验教学方法单一，实验内容有限，实验时数

受限，无法完整观察玫瑰生长过程，学生对相关理论难以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通过虚拟仿真实验模拟设施栽培中环境调控等关键技术，可解决植物生长期与实验

期矛盾的问题，大幅缩短实验观察期，生动形象展示实验结果；可解决设施栽培实验设

备设施短缺的问题，大幅节约实验资源；可解决设施栽培知识系统化问题，使学生通过

完整的实验过程，认知设施栽培的全过程形成系统性认知。 

（2）实施过程   

本项目主要包括设施类型及环境调控、玫瑰扦插繁殖、玫瑰早产和丰产关键技

术、设施环境病虫害防治等主要模块，可分别应用于设施园艺学、花卉学、园艺植物栽

培学等实验教学。在相关实验课程中，配合传统实验教学相关内容统筹排课，由实验教



师具体指导学生利用计算机终端开展实验。 

充分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构建形式丰富的学习平台，展现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

提供形象生动的视觉冲击，形成深刻的认知体验。 

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充分利用仿真软件，线上教师可以网络授课，在线答

疑，学生可以点击视频学习，查阅课程教学资料，进行仿真模拟练习，学生也可与教师

进行在线交流，增加学生与老师的互动。线下学生可以依据仿真模拟训练的方法进行实

践操作，增加了实验的成功率，缩短实验时间。将看、学、做紧密结合，提高学生学习

效果。 

（3）实施效果  

本项目基于 PC端设计，具有移动性、开放性、交互性等特点，摆脱了传统教学过

程中实验教学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同时该平台的使用，可显著提高学习效率，降低指

导教师压力，拓展学习深度和广度，是现代信息化教学的一个重要方式之一。学校及学

院积极推动本项目的选修，本项目也已在园艺、林学、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植物保

护、植物学等专业的大二至大四本科生及相关领域研究生中广泛应用。 

本项目以“学生为中心”为导向，旨在解决实际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秉持

“虚实结合，开放共享”理念开发设计。学生可“随时随地”地开展在线实验设计和操

作，可实时追踪玫瑰生长发育全过程。这是传统实验所无法完成的。这一实验方式不仅

开拓了学习者的知识视野，也显著地提高了学习兴趣。 

利用虚拟仿真手段直观呈现实验原理和技术，提高了实验课的直观性和新颖性，起

到了明显的示范作用。从学生使用的反馈结果和意见看，对玫瑰虚拟仿真设施栽培项目

使用的举措表示欢迎，也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最后，推动科研成果向教学内容转化，本项目依托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香料植物研究

所科研团队建立的玫瑰栽培体系，构建高新技术实验平台，让学生能基于虚拟仿真实验

平台完成植物栽培综合实验，实现了教学与科研的结合。 

2-8实验方法与步骤要求（学生交互性操作步骤应不少于 10步） 

（1）实验方法描述： 

1. 进入网址，登录“玫瑰设施栽培虚拟仿真实验”网页界面；可以通过“视频简

介”、“实验原理和实验目的”和“课后测试”等功能模块，了解实验相关内容.  

2.先点击界面右侧的“实验目的”和“实验原理”模块，了解实验说明和实验原理



等，以检测学生对当前实验内容、方法和相关知识的了解；进入在线实验界面后，有

“练习模式”和“考核模式”。学生点击“练习”即可进入实验的练习界面； 

4. 进入“在线实验”模块后，依次进入“设施栽培类型学习”、“玫瑰扦插繁

育”、“玫瑰设施栽培管理”、“玫瑰早产、丰产管理技术”等几个子模块，按照系统

提示，进行在线操作，完成答题等； 

5. 完成所有的在线实验操作后，系统可自动生产学生在每个阶段的参数列表和对应

的统计结果，点击界面功能框内“实验报告”键，学生可在线撰写实验报告，分析其中

原因，也可通过重复实验设计和在线操作，不断改进栽培管理关键技术； 

6. 完成实验报告，在线提交后继续点击右侧功能框内“课后测试”键，完成系统提

供的课后测试题，以检测整个实验环节知识掌握情况。 

7. 所有操作结束后可通过后台提交给实验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课前预

习、在线实验、实习报告撰写、课后测试等环节及实际实验操作中的表现等综合评定实

验成绩。 

仿真实操流程 

 

玫瑰设施栽培
虚拟仿真实验

视频简介 实验简介 仿真实操 在线交流 课后测试

图 7. 虚拟仿真实验流程图 



（2）学生交互性操作步骤要求 

1. 课前预习 

在线实验前，学生需点击界面右侧功能模块下的“实验目的”和“实验原理”，提

前掌握栽培设施的结构、类型及组成、玫瑰扦插繁殖、丰产栽培中的管理技术要点等实

验部分的目的和原理，完成预习工作。 

 

 

 

 

 

 

 

 

2. 栽培设施类型知识点考查 

点击右侧功能框中“进入实验”模块，根据系统提示，完成栽培设施类型、构

造及特点等相关知识学习，学生根据提示对设施类型进行选择和判断。 

 

 

 

 

 

 

 

 

 

 

 

 

 

图 9. 设施类型相关知识学习 

图 8. 实验目的和实验原理 



 

 

3. 玫瑰扦插繁育关键技术 

（1） 栽培设施相关知识点学习结束后，点击“下一步”按键，进入智能温室内，开

始玫瑰繁育基质选配，学生根据提供的常见四种基质进行自由选择和配比。不

同基质类型搭配，不同含量配比选择对扦插成活率都有一定影响。 

 

 

 

 

图 3. 设施类型及构造 

图 10. 设施构造等相关知识学习 

图 11.扦插基质类型选择 



 

 

（2）：选好配比的基质需进行混合，学生按照系统提示将其混合并消毒。 

 

 

（3）插穗选择：学生根据系统提示对插穗植株进一步进行修剪直至符合扦插要求。 

 

 

 

 

 

图 12. 扦插基质含量配比 

图 13. 扦插基质混合与消毒 



 

 

 

（4）生根处理 

   学生可根据提示对生根试剂的种类及浓度进行选择，并将修剪好的插穗放入合适

的生根试剂中进行处理。 

 

 

 

 

图 14 .插穗选择与处理 

图 15 .插穗生根试剂选择 



 

 

 

（5）生根处理好的插穗插入栽培基质中，放置在移动苗床上，点击下一步，根据育苗

期对环境的需求分别对温度、湿度和光照度等对设施栽培环境进行设置。 

 

 

（6）设施环境调节好后，按照系统提示，点击下一步，对扦插苗进行生根培养。 

 

 

 

图 16. 插穗生根处理 

图 4. 生根剂处理 

图 17. 扦插培养环境设置 



 

 

 

4. 玫瑰设施栽培管理关键技术 

玫瑰扦插繁育工作结束后，点击“下一步”按键，进入设施内开始进行玫瑰栽培管

理阶段。包括定植、、肥水管理、植株整形修剪及病虫害防治等。具体操作如下： 

（1）定植：使用者将先后对定植时间，定植密度、定植时的温度和湿度等条件进

行设置。并进行挖穴，施肥，浇水等一系列操作。 

 

 

 

图 18. 扦插培养 

图 19. 定植时环境条件设置 



      根据提示选择挖穴大小，定植株树等参数。 

 

 

   根据提示，学生选择正确的定植步骤，定植幼苗。 

 

 

（2）肥水管理：定植后不同时期对玫瑰幼苗进行肥水处理，学生根据玫瑰不同时期生

长特性对肥料类型进行选择，然后进行肥水灌溉。 

 

 

 

图 20. 定植挖穴 

图 21. 定植玫瑰扦插苗 



 

 

 

 

 

（3）植株整形修剪 

学生对不同时期如生长期，花期等植株的整形修剪目的、修剪次数、修剪时间及

修剪对象等进行选择。应进行掌握，并进行实际修剪练习。 

 

 

 

图 22. 肥料选择 

图 23. 肥水灌溉  



 

 

 

 

 

 

 

 

 

 

图 24. 生长期修剪  

图 25.修剪枝选择  



 

 

 

（4）病虫害防治 

点击“下一步”按钮，系统会根据提示，出现玫瑰栽培期可能发生的病虫害，学

生根据所示图片对病虫害类型进行选择，点击“确认”按键后立即显示其防治方法。 

 

 

 

 

 

 

图 26. 修剪次数选择  

图 27. 病虫害类型选择 



 

 

 

 

 

 

 

 

 

 

 

完成操作后进入下一阶段即玫瑰早产丰产技术。 

5 玫瑰早产、丰产栽培管理技术 

进入玫瑰早产、丰产技术模块后，学生需进一步对压条时间，连续压条的目的等

知识点进行选择，后按照系统提示进行压条操作。 

 

 

 

 

 

 

 

 

 

 

 

 

 

 

图 28. 病虫害防治方法学习 

图 29. 压条方法 



 

 

 

 

 

 

 

 

 

 

 

 

 

 

 

 

 

 

 

 

 

 

6.撰写实验报告 

（1）实验完成后，系统会根据各阶段答题情况进行统计得分，不合格的建议再次练

习操作。合格的讲点击界面功能框中的“实验报告”模块，进入实验报告撰写和提交环

节。 

（2）根据系统的参数设置和不同实验模块的统计结果，及其与实验参照对比，撰写

实验报告，分析实验成果的原因及改进措施等，并在线提交，系统可根据平分标准打

分。 

图 30. 连续压条次数选择 

图 31. 玫瑰幼苗压条效果 



 

 

 

 

 

 

 

 

 

 

 

 

7. 课后测试 

在线提交实验报告后，点击界面功能框中的“课后巩固”按键，根据系统自动生成

的习题进行回答，以检测对整个实验过程及关键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情况，也作为实验

指导教师评价学生综合表现的参考数据。 

 

 

 

 

 

 

 

 

 

 

 

 

 

图 32. 实验报告提交 

图 33. 课后测试 



 

2-9实验结果与结论要求 

（1） 是否记录每步实验结果 √ 是 否 

 

 

 

 

 

 

 

 

 

（2） 实验结果与结论要求：√ 实验报告 √ 心得体会 其他 

 

 

 

 

 

 

 

 

 

           

图 34. 操作步骤综合评价 

图 35. 部分学生使用评价 



（3） 其他描述： 

每个模块都设有评分标准，平台会记录学生每一步操作，并参照标准自动对每个步骤

和环节进行评分，最后生成综合评价，获得评分。同时学生可记录不同的设施环境条件下，

不同栽培基质及配比对玫瑰扦插生长成活率的影响及病虫害发生情况。 

 

2-10考核要求 

玫瑰设施栽培虚拟仿真实验是基于传统实验教学中不足，本着“能实不虚，虚实互

补”原则开发设计的。考核要求也将全面体现学生在线实验和线下实体的综合表现。考

核内容包括课前预习（占总分的 10%）和在线测试成绩（满分 100分，总分的 30%），实

验报告（占总成绩的 40%）和课后测试（占总成绩 20%）等几部分。每项指标分别给予

权重，最后算出综合评定成绩。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准确和客观的反映出学生的真实水

平和学习态度，为后续实验教学方法改进提高参考。 

 

2-11面向学生要求 

（1） 专业与年级要求 

适用于园艺、林学、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植物保护、植物学等专业； 

年级包括大二至大四本科生及相关领域研究生。 

（2） 基本知识和能力要求 

要求具备一定的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病虫害防治、设施栽培、花卉学等相关课

程的基础知识。 

 

2-12实验项目应用及共享情况 

（1） 本校上线时间 ：2018 年 9 月  

（2） 已服务过的本校学生人数：  1000      

（3） 是否纳入到教学计划：√ 是  否 

(勾选“是”，请附所属课程教学大纲） 

（4） 是否面向社会提供服务：√ 是  否 

（5） 社会开放时间 ： 2018 年 10 月 ，已服务人数:  700 人 

 



 

 

 

 

 

 

 

 

 

 

 

 

 

 

 

 

 

 

 

 

 

 

 

 

图 36. 学生使用情况 

图 37. 系统访问情况 



3.实验教学项目相关网络及安全要求描述 

3-1有效链接网址 

http://121.42.14.66:84/meiguiyuan/ 

3-2网络条件要求 

（1）说明客户端到服务器的带宽要求（需提供测试带宽服务） 

经测试客户端到服务器的带宽要求为 10M 及以上。本次带宽初步测试基于主流计算

机配置，模拟真实网络学习环境，最大限度的还原用户上网学习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的需

求。测试一：物理连接链路测试，测试方法：本端与连入 internet上的本次虚拟仿真实

验项目网站进行 PING 操作，测试目的：测试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网站间的延迟情况和丢包

情况；测试二：测试线路带宽质量，测试目的：测试不同 ip访问本虚拟仿真实验页面的

加载情况，测试方法：通过 IP代理，记录电脑端不同地域 IP打开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网页

的速度。测试结果现总结如下：1、当客户端到服务器带宽小于 10M的时候，ping主流网

站的延时值都非常的高，丢包情况也很严重，基本上保持在 50ms以上甚至更高，丢包率

也基本大于 5%； 

（2）、当客户端到服务器带宽小于 10M的时候，在不同 IP对本虚拟仿真实验网页打

开的随机测试中，网页打开速度很慢，尤其是是三维模型的加载卡顿现象非常严重，打

开测试不理想。所以建议客户端到服务器的带宽要求为 10M及以上。 

 

（3） 说明能够支持的同时在线人数（需提供在线排队提示服务） 

本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的服务器能够提供的并发响应的最佳数量为 500 人。我们通过

对经过测试，模拟用户在数据量为 5000、10000的情况下，每分钟增加用户数 100个进行

循环递增，最终测试用户达到 10000的在线访问量，进行多次连续测试，完成系统大数据

量测试目标。 

在测试环境中，模拟真实使用环境的压力负载，重现缺陷发生状态，并监控的客户端

和服务器性能指标。 

经过以上测试，当用户数在 500以下时，各项业务操作均能流畅进行；当用户数上升

至 2000时，在线虚拟实验操作的实验模块下载会出现卡顿现象，其它业务操作能够顺利

进行；当用户数上升至 5000人以上时，业务操作出现假死现象。 

据本次性能测试的结果，当用户数 2000以下，并发进行业务操作时，基本能够维持

平台的正常运行；当用户数超过 5000时，服务器的 CPU占用持续达到 100%，并出现假死

想象，系统不能够正常运行。 



 

系统提供排队等待功能 

 

 

 

 

 

 

 

 

 

 

 

 

 

 

 

 

 

 

 

 

3-3用户操作系统要求（如 Windows、Unix、IOS、Android等） 

（1） 计算机操作系统和版本要求 

虚拟仿真实验要求在操作系统为 windows7 64位或 win8 64位、win10 64 位操作系

统的电脑上运行 

（2） 其他计算终端操作系统和版本要求 

无 

（3） 支持移动端：是 √ 否 

 

 

 

 

 

 

 

图 36. 系统排队服务功能 



 

3-4用户非操作系统软件配置要求（如浏览器、特定软件等） 

(1) 需要特定插件  是 √ 否 

（勾选“是”，请填写）插件名称                 插件容量              

下载链接                  

（2）其他计算终端非操作系统软件配置要求（需说明是否可提供相关软件下

载服务） 

需要使用 360浏览器极速模式打开，或者使用 360极速浏览器、火狐浏览器、谷歌浏

览器打开 

3-5用户硬件配置要求（如主频、内存、显存、存储容量等） 

（1）计算机硬件配置要求 

CPU要求：建议采用 intel酷睿 i3 2.6赫兹及以上 CPU 

内存要求：DDR3 4GB 以上内容 

显存要求：1GB以上显存 

存储容量要求：系统盘可用空间 10GB及以上 

（2）其他计算终端硬件配置要求 

  无 

 

3-6用户特殊外置硬件要求（如可穿戴设备等） 

（1）计算机特殊外置硬件要求 

 无 

（3）其他计算终端特殊外置硬件要求 

无 

 

3-7 网络安全 

（1） 项目系统是否完成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  √ 是 否   

（勾选“是”，请填写） 二   级 

 

 

 

 

 

 

 

 

 



4.实验教学项目技术架构及主要研发技术 

指标 内容 

系统架构图及简要说明 

本项目的教学资源可实现对相关实验课程面向

国内各大院校开展必修课或选修课的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以计算机仿真技术、多媒体技术和

网络技术为依托，采用面向服务的软件架构开

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集实物仿真、场景虚

拟、创新设计、智能指导、虚拟实验结果自动

批改和教学管理于一体，具有良好自主性、交

互性和可扩展性的虚拟实验项目，同时为其它

学科的相关实验课程提供互联的标准接口，底

层的构件库，并为上层的调用提供标准化的调

用接口，为用户提供统一的访问接入服务和通

用的用户服务工具包。系统总体架构图如下： 

 

 

 



实验教

学项目 

开发技术 

VR AR MR √ 3D 仿真 二维动画

HTML5 

其他     

开发工具 

√ Unity3D  √ 3D Studio Max   √ Maya  

√ ZBrush  SketchUp  

Adobe FlashUnreal Development Kit 

Animate CCBlender √ Visual Studio 

其他     

运行环境 

服务器 

CPU  4 核、内存 32 GB、磁盘 500 

GB、 

显存   GB、GPU 型号     

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 Linux 其他 具体版

本  2012    

数据库 

Mysql √ SQL Server Oracle 

其他     

备注说明  （需要其他硬件设备或服务器

数量多于 1 台时请说明）           

项目品质（如：单场景

模型总面数、贴图分辨

率、每帧渲染次数、动

作反馈时间、显示刷新

率、分辨率等） 

1. 模型制作规范 

系统中模型、材质、纹理等文件规范命名及

分层、分类管理，命名中不可有中文名称，不能

重名，易于识别，模型格式是.stl、.fbx或.3ds；

均为 3D 效果，构建与实物 1:1 比例非拟人化、

非漫画形象，仿真度高；单个 max 文件里如有多

个物体，将多个物体打组（单个物体无需打组），

静态辅助物体需要 attach 成一个物体；材质球

命名与物体名称一致，材质球的 ID 号和物体的

ID号一致；模型制作既保证逼真的质量又控制好

三角面的数量，单个模型的面数不少于 200000

面；模型的中心点在模型的中心位置。 



2. 贴图材质规范 

模型材质进行烘焙处理，以生成带有阴影、

高光、反射等效果的贴图；所有模型采用实物贴

图，并做优化处理，要色彩协调、明暗和冷暖统

一，贴图格式为.DDS，进行法线贴图处理来达到

最佳的视觉效果；一个物件一张贴图，颜色贴图

不放在凹凸通道里，一张贴图要占满整个画布，

不能出现浪费贴图空间的情况，场景中连续贴图

不能看到有明显的缝隙；UV展开均匀舒展，避免

拉伸，最大化提高 UV的利用率；材质大小长宽像

素为 2 的次方倍数，贴图大小最大不超过

2048×2048；同种贴图必须使一个材质球。 

3. 场景制作规范 

场景制作：无分辨率限制，能够支持

1920×1200 以上分辨率的三维视景，1:1实物大

小显示，可对场景模型进行实时顶点优化和动态

加载 LOD设置调整，根据视觉效果调整优化比例，

减少数据量，提高运行效率，帧速率 25帧以上；

场景布置：基本物件在制作过程中严禁有缩放，

有旋转的物体应保留旋转信息，不要镜像物体。 

4. 音视频及文字制作规范 

声音：场景音效、声音解说要求制作逼真，

采用专业的普通话进行配音； 

视频：在场景对象上可嵌入外部视频文件，

视频文件格式支持不少于 AVI、WMV、MPA、MPG、

MP3 格式。要实现视频流的预读取功能，以保证

视频播放流畅； 

系统内嵌提醒帮助机制，在各个子界面中，采

用场景对象方式，设计文本提示框等信息，系

统设置帮助文档，浮动帮助文字。 

 



5. 实验教学项目特色 

 

（体现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及先进性、教学方式方法、评价

体系及对传统教学的延伸与拓展等方面的特色情况介绍。） 

（1）实验方案设计思路： 

项目侧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及创新精神，调动学生进行实验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并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自主设计新型实验，增强学生创新创造的能力。传统的设施

栽培实验教学在大棚内进行，由于课堂时间有限，大都是观摩温室内仪器设备，难以保

证学生的练习时间，更难以观察到实验结果。在教学中引入虚拟仿真模拟问题则迎刃而

解，将课本知识真实化、形象化，提高兴趣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学生还可以无限次

重复操作，节省实验实践，增加练习次数，从而熟练掌握操作技能。 

（2）教学方法创新： 

虚实结合，全面互动。玫瑰设施栽培仿真实验以学生为中心，学生主导实验过

程，操作实验装置，学生可自主设计实验方案，并对方案进行验证，当场检验实验方案

的实验效果，增强学生对知识的获取兴趣和能力。同时，通过线上线下教学互动，教师

能解答学生在实验操作中的疑惑和难题，使实验得以顺利进行。 

（3）评价体系创新： 

分级评级。一是系统访问量及注册用户的评价，评价本实验的关注程度以及使用

频率；二是系统操作过程中自带知识点考核中问答模式的正确率评价，考核系统使用效

果；最后是用户反馈信息采集，评价系统的实用价值，同时针对有价值的反馈信息进行

系统的升级和更新，从而实现自我的完善。 

（4）对传统教学的延伸与拓展: 

玫瑰设施栽培仿真实验的教学理念为针对目前园艺植物栽培、设施栽培教学中的局

限性，利用信息化教学+虚拟仿真技术实现学生对设施栽培环境条件调控的操作方法和

技术要点有一个系统的认知和学习。秉承建设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为推进现代信息技

术与实验教学项目深度融合、拓展实验教学内容的广度与深度、延伸实验教学时间与空

间的目的和“虚实结合、相互互补、能实不虚”的特点，使学生进行系统化的学习，为

进一步的专业学习奠定基础。 



6.实验教学项目持续建设服务计划 



（本实验教学项目今后 5 年继续向高校和社会开放服务计划及预计服务人

数） 

（1）项目持续建设与服务计划： 

  未来五年将逐步完成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的升级与改进，每年将与协议签约单位进

行交流，根据使用意见，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逐步开发手机版软件。同时加强虚拟仿

真教学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获取信息、

运用信息的能力。并致力于建设理论基础仿真实验、应用类仿真实验、创新类仿真实验

的三个层次教学要求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2）面向高校的教学推广应用计划： 

以网络化、数据化技术为基础，构建具有管理方便、稳定性好，扩展性强的虚拟仿

真实验平台。本项目适用于园艺、农学、林学、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植物学等多个专

业。学生可进行虚实结合的综合性实验，共享优质实验教学资源，以建设信息化实验教

学资源为重点，探索虚拟实验资源的网络精品化和远程化，从而实现立体化、信息化的

畅通共享渠道。本项目于 2018年 9月上线投入使用，现已与长江大学园艺学院、南昌

大学生命科学院、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院校、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等学校签订

系统共享协议；未来五年内将继续进行开放共享，拟与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园林学院，江

西师范大学生科院、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园林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等 3-5所高校

签订共享协议，共服务学生 3000人。 

（3）面向社会的推广应用计划： 

将虚拟教学、科研与职业技能培养相结合，建设专业性、综合性、开放性为一体的

实验、实训、科研环境，以就业市场为向导，满足职业岗位需求为目标，开展“厚基

础、重应用、会创新”的多层次人才培养。本项目已于多家企业签订协议，以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资源的开放共享和充分使用为目标，建立有利于全民知识普及的扩展性、兼容

性、前瞻性的共享平台。先后与湖南幕她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湖南憨豆农林科技有

限公司等企业签订共享协议，未来五年还将继续服务社会，拟与湖南华南源生态发展有

限公司、湖南大自然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长浏园艺、湖南省林木种苗繁育示范中心、湖

南衡阳森本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继续签订开放协议。约服务社会 1000

余人。 

 



 

 

 

 

 

 

 

 

 

 

 

 

 

 

 

 

 

 

 

图 37：已签订共享协议的大专院校 

图 38：已签订共享协议的公司企业 



7.知识产权 

软件著作权登记情况 

软件著作权登记情况 √ 已登记  未登记 

完成软件著作权登记的，需填写以下内容 

软件名称 玫瑰设施栽培虚拟仿真系统软件 

是否与项目名称一致 √ 是    否   

著作权人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权利范围 全部 

登记号 2019SR0811774 

 

 

8.诚信承诺 

本人承诺：所申报的实验教学设计具有原创性，项目所属学校对本实验

项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实验软件、操作系统、教学视频、教学课件、辅助

参考资料、实验操作手册、实验案例、测验试题、实验报告、答疑、网页宣

传图片文字等组成本实验项目的一切资源）享有著作权，保证所申报的项目

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本人已认真填写、检查申报材料，保证内容真实、准确、有效。 

                      实验教学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9.附件材料清单 



1.政治审查意见（必须提供） 

（本校党委须对项目团队成员情况进行审查，并对项目内容的政治导向

进行把关，确保项目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须由学校党委盖章。无统

一格式要求。） 

 

2.校外评价意见（可选提供） 

（评价意见作为项目有关学术水平、项目质量、应用效果等某一方面的

佐证性材料或补充材料，可由项目应用高校或社会应用机构等出具。评价意

见须经相关单位盖章，以 1 份为宜，不得超过２份。无统一格式要求。） 

 

10申报学校承诺意见 

 

本学校已按照申报要求对申报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在校内进行公

示，并审核实验教学项目的内容符合申报要求和注意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教学纪律要求等。经评审评价，现择优申报。 
本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如果被认定为“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学校将严格贯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加强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持

续服务和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教高司函〔2018〕56 号）的要求，承诺将

监督和保障该实验教学项目面向高校和社会开放，并提供教学服务不少于 5

年，支持和监督教学服务团队对实验教学项目进行持续改进完善和服务。 

 

 

 

 

 

    （其他需要说明的意见。） 

 

                               主管校领导（签字）：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