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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 蔬 菜 质 量 标 准 中 心 推 广 应 用 平 台

在山东省寿光田柳镇的
田柳现代农业创新创业示范
园区，应用了目前国内处于
先进水平的智能化设备。正
是有了高科技手段加持，园
区从产前、产中到产后各个
环节，以及管理，实现了数
字化、标准化，长远说，更
为智慧农业的实践积累了丰
富的大数据资料。该园区内
安装有自动化井水系统，地
下水经过 81 道工序净化，
达到纯净水标准，用于蔬菜
生产。同时，为了减少土壤
因素影响，示范棚内采用基
质栽培，基质与土壤之间间
隔一层无纺布。结合大数据
和蔬菜生长环境检测数据变
化，制定科学、合理的农资
使用计划，确保蔬菜品质的
同时，获得更高产量。示范
棚内，植保机、补光灯、二
氧化碳发生器、自动放风
机、喷淋降温系统、水肥一
体机，棚外卷帘机等，与生
产相关的智能化设备一应俱
全。这些设备与手机端智能
相连，通过一个手机APP，
员工可以时时观测棚内数据
变化，然后一键启动操作，
就能实现对大棚内智能化设
备的控制，确保蔬菜处于最

适宜的环境当中。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

下，“数字农业”应运而
生。数字农业是将数字化信
息作为农业新的生产要素，
是数字经济范畴下用数字化
重组方式对传统产业进行变
革和升级的典型应用之一。
2020 年 农 业 农 村 部 发 布
《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
（2019—2025）》，进一步
明确数字农业是未来农业的
发展方向。

数字农业将遥感、地理
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
计算机技术、通讯和网络技
术、自动化技术等高新技术
与地理学、农学、生态学、
植物生理学、土壤学等基础
学科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对农作
物、土壤从宏观到微观的实
时监测，以实现对农作物生
长、发育状况、病虫害、水
肥状况以及相应的环境进行
定期信息获取，生成动态空
间信息系统，对农业生产中
的现象、过程进行模拟，以
达到合理利用农业资源，降
低生产成本，改善生态环
境，提高农作物产品和质量
的目的。

什么是数字农业？

数字农业如何形成竞争力、生产力

近年来，我国数字农业技术得
到快速发展，突破了一批数字农业
关键技术，开发一批实用的数字农
业技术产品，建立了网络化数字农
业技术平台。例如农业农村部在陕
西省试点的“苹果产业大数据中
心”，托普云农为浙江省政府搭建
的智慧农业云平台都是数字农业大
数据应用案例。

目前，在农业数字信息标准体
系、农业信息采集技术、大比例尺
的农业空间信息资源数据库、农作
物生长模型、动植物数字化虚拟设
计技术、农业问题远程诊断等研究
应用上，中国企业都取得了重要的
阶段性成果，通过不同类型地区应
用示范，初步形成了我国数字农业
技术框架和数字农业技术体系、应
用体系和运行管理体系。但是，我
国数字农业依然处在相对早期的阶
段，大量硬件投入实际上还未完全
解决农业的根本问题。很多地方的
数字农业建设，都存在“增量不增
收”，“种，产，销”三个阶段脱
节，或者数字概念脱离实际生产环
境等问题。

重硬件，轻软件。无论是政
府、企业还是农户容易把数字农业
与农业机械化的概念相混淆。数字
农业与农业机械化的根本区别在
于，机械化是用机械来代替人工劳
动，数字农业则是以数据来驱动机

械实现自动化运转和智能化调节。
没有数据和软件来驱动的物联网，
其实还是工具，与机械农业并无本
质上的差别。打通软件平台才有打
开大数据，智慧农业，数字经济大
门的钥匙。

有数据，没智慧。数据是数字
农业的基础资源，近年来多地在数
据采集上投入重金。然而，由于缺
乏明确的业务化方向和必要的数据
运营技能，对获取数据的质量控
制、分析加工和建模应用方面的工
作相对滞后。数据的获取与应用是
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只有不断尝
试利用数据产生业务价值，才能建
立有价值的数据采集渠道。

数字经济薄弱。当前中国数字
农业的绝大部分应用还停留在生产
环节，产业链其他环节的信息化和
经济化程度较低。产业链其他环节
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激发，农产品
电商的经营方式也还未开始数据驱
动的尝试。

产品化能力弱。近年来，农业
数据服务企业层出不穷，但对农业
生产经营主体的服务能力普遍不
足，产品市场化困难。数据产品的
服务能力严重依赖于数据质量，随
着高价值数据的不断积累，有望提
升产品实用性。只有持续打造有生
命力的数据产品，才能撬动庞大的
农业数字化市场。

数 字 农 业 是 农
业现代化的核心，也
是数字乡村建设和
乡村振兴的重要内
容。“数字化”是科技
赋能农业最有力的
体现。那么，数字农
业究竟是什么？数字
农业如何进行推广
和应用，才能有效地
转化为竞争力、生产
力。

数字农业已经有了生产实践 我国数字农业发展到了哪一步？

大数据农业种植标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