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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大数据
在现代农业中的应用



现代农业

规模化

标准化 信息化

市场化机械化

特征



“姜”你军

“蒜”你狠

“豆”你玩

   卖橘子难

   卖白菜难

   ……

   种什么？种多少？   

以“市场化”问题为例



原因

• 缺少权威的、并具有信用约束功能
的供需信息平台（场外交易平
台）；

• 期货市场（场内交易）不够普及、
不够完善以及品种数量太少；

• 供需双方缺乏对市场信息的使用能
力；

• 盲目性：缺少对价格和供需关系的
预测。



农产品
供应方

农产品
需求方

农   资
生产方

市场



市场在哪？

期货市场
发现价格

规避风险

提升期货的功能
并能强化价格预测的功能

大数据助推

场内市场 场外市场

信用风险管理不到位



农业大数据
与这五个特征都有关

系！



农业大数据？
利用大数据思维、方法以及技术等来解决涉农产业

（广义农业）相关问题的云计算技术。



 为农业（广义）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提供全程
服务。

 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指导。

 为企业生产、转型、市场营销提供咨询、指导。

 为企事业单位科学管理提供咨询、指导。

农业大数据如何为农业现代化服务?



 粮食安全
 食品安全
 育种及良种推广
 土壤信息的变化与改良
 生态农业的设计与发展
 涉农产品市场监控及价格的预警预测
 病虫害、疫情的监控及预警预测
    ……

农业大数据如何为农业现代化服务?



近两年本“中心”研究的几个代表性案例

(谢楚鹏，王中华，杨龙，姜春玲)

山东农业大学农业大数据研究中心（联盟）



成立时间：2013年5月



背景：环渤海有4000万亩中低产田待提升，1000万亩盐碱
地待开发。“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将实现粮食单产每亩
提高100-150公斤。该工程将集成不同程度盐碱地改良利用
和粮、棉增产栽培技术体系5-7套，在山东环渤海地区30个县
(市、区)推广应用1500万亩粮田，棉田改粮田100万亩，整治
盐碱地20万亩，粮食增产30亿斤。

案例1 渤海粮仓增产增效的大数据支撑研究



案例1 渤海粮仓增产增效的大数据支撑研究

该课题应用“大数据”的研究方法，采集和分析影响粮食生
产的关键因素数据，为渤海粮仓山东项目区增产增效提供数
据和技术支撑；通过微观、准确、动态和关联的数据采集和
共享来建立项目区的农业大数据应用平台；通过数据分析、
数据挖掘和互动沟通，来提供更精准有效的决策依据，为粮
食的增产增收服务。



数据采集

两种方式：

-人工采样以及分析

-自动采集



1、土壤差异的数据采集
   在27个功能区，当地的科技人员按指定的采样标准采集土样。科技

人员在土样上标记好经度、纬度、海拔、和相关基本的土壤和灌溉条件，
通过邮寄方式将土样送达山东农业大学，利用相关仪器设备测量土壤的差
异。至少测量如下指标：PH、盐、氮、磷、钾、有机质。土壤数据采集两
次。

2、作物与生长差异的数据采集
   在27个功能区，当地的科技人员在主要的生长期(冬苗期、拔节期、

开花期、和成熟期)，根据指定的标准来填写作物和苗情的情况。通过简
易的网页填写，将数据上传至大数据中心。

3、气候差异的数据采集
开发数据采集软件，在中国天气网等网站查询和记录相关气象数据：

人工采集



 
4、种植与生产差异的数据采集
 在27个示范点，当地的科技人员记录种植类型 -“小麦

-玉米或棉花改小麦”、灌溉类型 -“充足的黄河水灌溉或
不充足的黄河水灌溉”、播期差异、施肥差异等数据，并
按要求的标准上报。

 
5、病虫灾害差异的数据采集
 在27个示范点，当地的科技人员记录病虫灾害的数据。

有必要时，可以直接采用当地植保站的数据。

6、科技人员的数据采集标准与培训机制
    以“当地人做当地事”为原则。科技人员之间，以

及与大数据中心的通信与数据传输，通过专门的数据采集
网站进行



     自动采集数据

“神农物联”数据采集站系统。“神农物联”是山东农大研发，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农田信息采集物联网设备，网址：http://bhlc.sdau.edu.cn。/。



案例1 渤海粮仓增产增效的大数据支撑研究

初步成果 — 宏观分析 — 苗情

“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建设布局图

16万亩,27个功能区，
1-3万亩/功能区，
300亩/样点



案例1 渤海粮仓增产增效的大数据支撑研究

初步成果 — 宏观分析 — 氮

“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建设布局图

（mg/kg）



案例1 渤海粮仓增产增效的大数据支撑研究

初步成果 — 宏观分析 — 有机质

“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建设布局图

（g/kg）



案例1 渤海粮仓增产增效的大数据支撑研究

初步成果 — 宏观分析 —墒情

“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建设布局图

(%)



案例1 渤海粮仓增产增效的大数据支撑研究

(10.10前)
(10后，20前)
(10.20后)

初步成果 — 微观分析



案例1 渤海粮仓增产增效的大数据支撑研究

初步成果 — 微观分析

（mg/kg）



案例1 渤海粮仓增产增效的大数据支撑研究

初步成果 — 微观分析

（mg/kg）



案例1 渤海粮仓增产增效的大数据支撑研究

初步成果 — 微观分析

（g/kg）



案例1 渤海粮仓增产增效的大数据支撑研究

初步成果 — 模型构建

基于大数据挖掘模型的初步分析带来了跨领域整合数据的突破

性成果。初步论证对苗情有重要影响的共有7类指标：区域（地

理、气象等）、酸碱度、含盐量、播期、土壤墒情、种子品种、

土壤养分（有机质、氮、磷、钾含量）等。因此，在如何促进

苗情管理及后续产量提升问题上，应优先关注这些重要的影响

指 标 ， 逐 渐 实 现 科 学 种 田 。                             .



案例1 渤海粮仓增产增效的大数据支撑研究

初步成果 —土壤改良意见

• 18%的土样有机质含量低，这些地块应加大有机肥的施用。

• 东5功能区需要注意及时补施氮肥，以满足作物生长需要。

• 42%的样品有效磷含量偏低，不能满足生产需要，应及时补充。

• 另外，按照山东省滨海盐渍土分级标准，85%的土样属于脱盐

• 地，但76个样点（22800亩）含盐量高，特别是其中的2400

• 亩重度盐碱地，应采取控盐渍化措施。

• 样点土壤已有27.50%出现干旱，需要灌溉。                        



案例1 渤海粮仓增产增效的大数据支撑研究

初步成果 —春季麦田管理意见

根据一类苗数占所有采集点8.2%（41个）、二类苗占

12.4%（62个）、三类苗占79.8%（402个）及无病虫和冻

害等数据信息，建议加强分类指导，因地因苗制宜，科学

运筹肥水，抗旱保苗，促弱转壮，控盐保墒，构建合理群

体，加快转化升级，奠定丰收基础。                           ..



案例2 奶牛数字化精细养殖系统与大数据

内容：数据采集、数据库构建、自动控制。

目的：通过大数据研究，提高奶牛饲料营养、育种、繁殖、疾

病防治等技术管理水平。



案例2 奶牛数字化精细养殖系统与大数据

对奶牛产奶量、运动量、体重、乳汁电导率、牛舍温湿度等数据
进行实时采集和贮存管理，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建立模型，通
过对实时数据的监控和模型分析，监控奶牛产奶量是否异常，对
奶牛发情、乳房健康状况进行诊断，自动控制分群设备、补料设
备及环境控制设备。



案例2 奶牛数字化精细养殖系统与大数据

软件牛群管理模块可视化界面1



案例2 奶牛数字化精细养殖系统与大数据

软件牛群管理模块可视化界面2



案例2 奶牛数字化精细养殖系统与大数据

应用产奶量历史数据建立产奶量与乳房炎相关性



案例2 奶牛数字化精细养殖系统与大数据

用乳汁电导率历史数据和奶牛体细胞数测定建立的用于隐形
乳房炎诊断的电导率与体细胞数关系模型



案例2  实时数据采集和分析的结果利用

通过产奶量、运动量、体重适时记录数据，系统分析给出奶
牛个体营养需要量，在挤奶厅对每一头奶牛进行定量补饲，
实现奶牛的精准营养管理。

自  动  补  料

记录奶牛适时运动量，通过与由历史数据建立的发情诊断模
型比对，发现发情牛只，检出率>90%，误检率可<3%，较
人工发情诊断检出率高1倍以上，基本不需直肠诊断发情。

自动发情诊断

通过产奶量、乳汁电导率、体重、运动量等实施数据监控分
析，及时发现疑似病牛，单独分群后做进一步诊断。辅助疾病诊断

在挤奶厅出口设置分群门，自动识别牛号，通过软件设置分
群参数控制分群门开闭，将发情、疑似病牛等从牛群中单独
分离出来。

自  动  分  群

通过对适时监控的牛舍温湿度数据进行分析，自动控制风机、
喷淋设备，实现牛舍自动控制降温，缓解夏季奶牛热应激。

自动环境控制

大 

数 

据 

应 

用



案例2 奶牛数字化精细养殖系统与大数据

2014年山东省生奶价格波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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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 生物数据库的构建与应用

生物大数据基础

数据类型 物种/份 数据大小 描述

种质资源 1472 50G 烟草生物性状，照片信息

植物基因组 60 56.55G 植物基因组序列信息

植物转录组 15 60G 罗非鱼、玉米、小麦等RNAseq

表达谱 212 6.47G EST、CDS等编码序列信息

病原序列 2346 5.6G 病毒，细菌，真菌，线虫，寄生植物

苹果重测序 100 2T 100个全球苹果重测序序列信息

...... ...... ...... ......



案例3 生物数据库的构建与应用

LAMP开发模式



案例3 生物数据库的构建与应用

http://biodb.sdau.edu.cn/database/index.html

 类 型  数 量

 专业数据库  9

 在线实用软件  7

 涵盖物种  >259

 种质资源  1,472

 SSR标记  6,799,910

 联合标记  3,559,291

 SNP位点  20,602,973

 选择性剪切  45,326,068



案例3 生物数据库的构建与应用

生物数据库应用

 基于这些专业数据库，已经初步定位和克隆了一些与高

 产、优质、高抗等主要农艺性状相关的基因；

 构建了快速鉴定田间病害的试剂盒；利用数据库中的分

 子标记，筛选了大量种质资源，为种质资源的调查、收

 集、分类、保存和育种利用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



案例3 生物数据库的构建与应用

构建国家生物数据库中心前 景 展 望   — 

 生物数据量的指数增加

 生物数据分析与软件开发

 生物数据库的大规模构建

 生物数据库平台的应用

大数据平台



案例4 某国家级高新区科技投入贡献分析

高新区数据挖掘、处理和建模

• 高新区相关数据

• 区内各个企业生产经营的相关数据

• 税务数据

• 工商数据

• 海关数据

• 银行数据

• 财政数据

• ……



案例4 某国家级高新区科技投入贡献分析

数据成果：“高新区经济发展及产业研究数据库”一套；“高新
区经济发展及产业数据库”元数据管理规范一套。

报告成果：《山东高新区元数据规范》、《山东高新区数据转换
规则》、《基于大数据的科技投入贡献分析研究报告》。

平台成果：《高新区决策分析平台》一套

其它成果：  软件著作权一套、专利申请一套等。



案例4 某国家级高新区科技投入贡献分析

形成了高新区数据整合机制；可为相关其它分析研究提供数据
支撑。

同一产业各企业的科技投入适宜度分析，供高新区管委会和各
企业对后续科技投入提供决策参考。





案例4 某国家级高新区科技投入贡献分析

形成了高新区数据整合机制；可为相关其它分析研究提供数据
支撑。

同一产业各企业的科技投入适宜度分析，供高新区管委会和各
企业对后续科技投入提供决策参考。

企业综合评价，帮助企业发现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在产业
中的位次，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参考。





案例4 某国家级高新区科技投入贡献分析

形成了高新区数据整合机制；可为相关其它分析研究提供数据
支撑。

同一产业各企业的科技投入适宜度分析，供高新区管委会和各
企业对后续科技投入提供决策参考。

企业综合评价，帮助企业发现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在产业
中的位次，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参考。

为高新区管委会和各企业提供智能使用分析结果的手段；使数
据的处理和分析常态化。



展望
大数据不但将改变农业产业的方方面面，
而且将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
式！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