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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物联网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农业物联网不仅受制于整个物联网
行业的发展，而且由于农业环境的复杂性，面临自身特有的困境。

专访

不过短短几年，农业物联网的发展
势头却颇为引人注目。

浙江托普仪器有限公司（下称托普
公司）市场部的芦经理告诉记者，公司
从 2004 年开始做农业检测仪器，2010
年在此基础上推出物联网，目前已广泛
应用于种植业、水产养殖、智能监控、食
品安全溯源等方面。

“物联网是一种技术和方式，具体
的用处很多。托普公司在温室种植和大
田种植物联网应用上都做了很多工作，
2014 年长春农博园开园展出的大棚物
联网应用就是托普公司负责的。”芦经
理介绍说，从大棚里生产出来的蔬菜运
送到上海虹桥，消费者通过物联网平
台，就能在屏幕上了解种植的情况。

“我们的产品已经在全国 20 多个
省推广，共有 300 多个物联网项目投入
应用。”托普公司副总经理朱旭华表示，
农业部相关部门也非常关注农业信息
化与基层农机推广，今年 7 月曾前往托
普公司进行考察。

实际上，近几年成立了不少类似托
普公司这样的企业。据国家农业信息化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农业自动化部主任
研究员郑文刚估计，全国从事农业物联
网的公司少说有三五百家。

“国家从 2009 年出台物联网政策
后，农业物联网发展的势头还是不错
的。”郑文刚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
目前全国很多省都在大力推广农业物
联网技术，在北京地区，物联网技术在
大兴和通州等地的设施农业中已经成
功应用多年，在果园、绿地中的应用也
已比较成熟。

在国家和地方财政的扶助下，农业
物联网示范基地在全国各地落地开花。

2011 年，农业部发布《全国农业农
村信息化发展“十二五”规划》，并与发
改委、财政部组织实施了黑龙江大田生
产、北京市设施农业、江苏无锡养殖业
三大国家级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2013
年，农业部选择有一定工作基础的天
津、上海、安徽三省市率先开展试点试

验工作，并认定 40 家农业农村信息化
示范基地。

“东北黑龙江以大型种植业为主，
北京以设施蔬菜花卉为主，天津以水
产养殖为主，上海以物流为主，安徽以
大田生产为主。”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
电气工程学院教授李道亮对 《中国科
学报》记者表示，“这些试点项目开展
了大量的尝试。物联网技术不是炒概
念。成功与失败的根本在于能否解决
老百姓的实际问题，成本与产出是否
对等。”

郑文刚也指出，成本问题是农业物
联网推广中面临的主要困难。“农产品
附加值低，另外老百姓对物联网也需要
一个认知过程。”

“前两年是对概念整体认识的提
高，这两年已经认识农业物联网的概
念，因为一次性投入较大，农业物联网
比较适用于规模大的农场，农户还不
太适应，不过这也是一个阶段。”芦经
理表示。

物联网走进“农家”
姻本报见习记者熊姣

正在邀请首批100位免费『体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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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梦·公益群

中国科学报·农业周刊
梦

公益活动

“关心孩子和家人的健康，拒绝农药化肥催生的蔬菜水果，关注脚下的土地。”

“田园梦”公益活动正在召集首批 100 位免费体验家，开启生态食材探索之旅，品

尝健康美味食材。

加入我们，
你将亲眼目睹甚至免费品尝———
来自东北黑土地的真正有机大米
来自青藏高原的原生态牦牛肉
来自云南原始森林的珍稀野生菌
来自海南岛的新鲜亚热带海椰
还有，那些送到餐桌上的安全的粮油米面……

让我们一起———
去溯源原生态的有机蔬菜
去探索乡土风情的云南茶道
去寻觅草原深处的浓郁奶香
身临其境，去触碰你未曾体会的独特风光
与土地亲密接触
品尝小时候的蔬果清香……

所有的这一切，都将免费！

免费加入，免费 品尝，免费 体验，免费出游！

唯一的要求就是———
请你，和我们一起行动，
用科学和良心捍卫食品安全！

特别提示：入群首批福利即将派发！即将新鲜上市的赣南生态脐橙，

只需自付物流费用，前100名田园梦体验家即可免费品尝！

3 年前，中国农业大学率先与江苏
省宜兴市政府联合创建农业物联网中
国农业大学宜兴实验站，进军农业物
联网领域。而今，该试验站在农业物联
网技术的研发与推广运用上成效显
著。

作为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物联网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团队的带头人，李道亮
有着众多令人称道的头衔。近日，他接
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谈及了他
的心得以及未来农业发展。

从国际发展趋势来看，现代农业生
产主要是靠设备和装备，不能靠人力。

叶中国科学报曳院农业物联网的概念
是什么？

李道亮院 物联网有三个核心思想，
第一是物的概念，即赋物体以身份、赋
物体以思想、赋物体以通信手段。第二
是网的思想，比过去说的互联网范围更
宽，泛指互联网、通信网、传感网等各种
通信网络。第三是最重点的，也就是智
慧的思想，那就是如何用最少的资源、
最低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效益、最低的能
耗和环境破坏。农业物联网则是物联网
技术在农业中的具体应用。

物联网技术是集成技术，单项技术
很早就有，不管是传感技术、通信技术
还是信息处理和智能装备技术都是传
统技术，只是这三种技术以往是分开
的、独立的，没有实现系统的集成，尤其
是大范围的系统集成。

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城镇
化的发展，谁来养猪、谁来养鸡、谁来种
地，这是中国未来农业面临的本质问
题。从国际发展趋势来看，现代农业生
产主要是靠设备和装备，不能靠人力。
喂几次？喂多少？喂什么？过去都是凭
经验，将来要靠智能化设备实现，只要
装备工作正常，猪就养得很好。赋设备
与装备以思想和通信手段，物物相连，
这就是物联网的思想。

比如，现在在荷兰和比利时，两个
人养 15 万只鸡，一天下 14 万只鸡蛋，
靠人力是不行的。机器干活、人控制机
器，这是未来的趋势。现在中国的机械
化程度还很低，种植和养殖还要靠人
力。国外基本靠机器，所以一个人可以
种几千亩，甚至几万亩地，1 个人可养
10000 头猪，一个人可养 5000 吨鱼，这
就是物联网与智能装备的魅力。

上世纪 70 年代末承包责任制解放
了劳动生产力，现在又成了阻碍劳动力
的因素。如果体制不改变，必然会限制
现代农业的发展。

叶中国科学报曳院国家是否在引导农
业朝这个方向发展？

李道亮院我觉得农业物联网的理念
非常好，只是很难在短期内实现。

智能装备代替人力劳作是未来农
业发展的基本方向，也是农业现代化水
平的标志，我国发达地区目前已显现出
这种趋势。

从上世纪 70 年代到现在，从 10%
的孩子不从事农业生产到 10%的人从
事农业生产，变化十分明显，农村劳动
力向其他行业转移趋势非常显著。

再过 30 年，还有多少人种地、种
菜、养猪、养鸡、养鱼？大量劳动力将不
从事农业，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美国现在靠 2%~3%的农业劳动力养活
97%~98%的非农业人口，还有 30%~40%
左右的农产品出口，这就是美国、欧盟
等发达国家农业的基本国情，他们的农
业就是咱们所说的现代农业。

未来 30 年应该是从传统的靠人力
劳动转向靠装备工作转变的 30 年。国
家鼓励土地流转和集中化经营、农业机
械化、农村合作社，我觉得是非常符合
实际的。上世纪 70 年代末承包责任制
解放了劳动生产力，现在又成了阻碍劳
动力的因素。如果体制不改变，必然会
限制现代农业的发展。一个人一亩三分
地，没法实现现代农业。

将物联网技术与装备技术、农艺技
术融合，才能真正实现智能化、自动化
和信息化。

叶中国科学报曳院有观点认为，现在
农业物联网硬件方面已经很成熟，主要
研发方向在软件领域，您认为呢？

李道亮院恰恰相反，我个人认为中
国的软件与国外应用没有很大的差距，
但硬件上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规模养
殖和种植装备，尤其是传感器。过去用
传感器、控制器、智能装备的农业企业
少，农户基本没有需求，因此市场需求
量很少，主要用于科学实验，在稳定性、
工艺、外观、性能上都比国外生产线出
来的产品差一些。但同时我们发现国外
传感器是按照国外的环境制造的，产品
的成本、适宜性以及后期的运营与维护
都存在很多问题。

我们国家现在比较薄弱的是装备
产业，包括农机。物联网属于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有寄生性，必须与装备技术相
融合。信息技术相当于人的大脑和神
经，离了肌肉、骨骼是无法运行的。所以
我在很多场合呼吁，现在应该加速发展
农业智能装备产业，将物联网技术与装
备技术、农艺技术融合，才能真正实现

智能化、自动化和信息化。

对企业来讲，优质的产品是生存的
前提。

叶中国科学报曳院如何推进农业物联
网的产业化？企业在其中起到什么作
用？

李道亮院 我一直呼吁在大装备制
造、精密仪器、IT 企业进军农业物联网
领域，如传感器、采集器、控制器和平
台软件的研发。起初我们学校也做了
很多传感器，我们自己试验示范应用，
但学校毕竟没有生产线，工艺和技工
都是问题。

所以今年我们开始同一家做工业传
感器的上市公司———福建上润精密仪器
有限公司合作，把技术转让给他们。明、后
年我们研发的传感器应该会有大的改进。
大企业有完整的测试标准和流水线，产品
的稳定性、可靠性比作坊里做出来的好得
多，成本也能降下来。

作为大学的教师，我非常注重产业
化。一项技术、一个产品，若没有产业
化，就产生不了效益，国家科研经费白
投了，自己心里也不踏实。但是大学的
教书育人与科学研究的基本定位决定
了，我们不可能自己搞产业化，只能与
企业合作。因为对企业来讲，优质的产
品是生存的前提，他们最关心产品和产
业化。就像烧水，假设一个成熟的产品
是 100 摄氏度的水，大学也就能烧 60
到 70 摄氏度，剩下的 30 摄氏 ~40 摄氏
度交给企业。

物联网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

叶中国科学报曳院国内农业物联网目
前的发展处于哪个阶段？

李道亮院第一，产品在性能上不够
完善和成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产品。
现在大部分还是高校、研究所做出来
的，因为前期的投入较多，而公司要马
上能产生效益的产品才会去做，这个矛
盾导致中小企业推进物联网进度比较
慢。

第二，农业物联网的需求主要来自
大型的农业龙头企业，农户对物联网的
需求偏弱。总体来说，养殖业的需求胜
过种植业，物流和质量安全追溯的需求
稍多一些。

第三，国家还没有出台支持农业
物联网的具体政策。其他行业里类似
的补贴，比如粮油补贴、农机补贴等，
都有明确的支持政策，而物联网产品
还没有。所以应尽快建立农业信息化
补贴制度。

农业未来：智能装备代替人力
姻本报见习记者熊姣

农业物联网能不能顺利走进“农家”，关键还在于能否为
老百姓带来便利和实惠。2010 年，中国农业大学与江苏省宜
兴市农林部门合作建立江苏省首个物联网水产养殖基地，目
前已卓有成效。

“宜兴的物联网水产养殖为什么做得好？因为它具有便
利性。”李道亮总结了几点：第一是解决了劳动强度问题。螃
蟹脱壳时不能动，如果缺氧就必死无疑，而夏天最缺氧的时
候是在凌晨两点到五点，有了物联网，在手机上即可实时知
道池塘的情况，不用起床巡塘了。

第二是比较便利。发现缺氧后，在手机上按键就能开通氧气
泵。“物联网提供了一种手段。过去靠经验，有经验的农民才能养
好螃蟹。现在靠数字，只要手机在手，物联网信息都在上面。”

另外，可以适当增加养殖密度。以前的增氧方式是缺氧
时再增，实际上已经对螃蟹造成了损害。现在改变了增氧模
式，提前采取防护措施。氧的溶解度在下午两三点钟达到最

高，在溶解度最好的时候通过循环让水的中下游溶解氧达到
饱和，就相当于白天储存了大量氧气，晚上氧气溶解度最低
时就不至于太低。

李道亮补充说，增氧后水中有毒物质也会分解，螃蟹不
会发病，食欲也会增加。在使用物联网技术后，明显发现蟹农
使用的饲料量增加，螃蟹的规格也增大了。

“养殖模式的变革、效益的增加确实给老百姓带来了实
惠。”李道亮说，“现在再让老百姓回到 4 年以前，他们就回不
去了。就算让他们花钱，他们也愿意安装。”

物联网在种植业上的应用虽然不如养殖业，但也不乏好
的例子。郑文刚介绍说，比如，北京大兴区采育镇的物联网示
范基地有几百亩地，主要种植鲜切花出口到日本。温室对温
度的要求比较苛刻，在办公室通过物联网监测可以查看温度
是否达标，同时日本的采购商在网上就能通过物联网平台了
解整个过程是否违规。

近几年，物联网如旋风一般席卷了
各行各业。农业也不例外，物联网技术
开始在全国多个地区推广运用，掀起智
能养殖和智能种地的新潮。

截至目前，中国国际物联网大会

已成功召开第五届。然而有关专家指
出，中国物联网行业整体上仍处于初
级阶段，需求也刚刚起步，产业核心技
术尚未突破，商业模式不够清晰，各地
在建设上存在重复投入、无序发展的

问题。
很显然，农业物联网不仅受制于

整个物联网行业的发展，而且由于农
业环境的复杂性，也面临自身特有的
困境。 水产养殖与种植业中优势明显

从概念到推广运用

从各方面来看，国内农业物联网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
企业和科研院所的专家们虽然一致认同这一点，但侧重点却
各不一样。

托普公司市场部经理表示，目前硬件上已经很完善，公
司研发以软件为主。

而李道亮认为，国内农业模型的积累不足，加上国内农业
生产不能实现完全的控制，虽然国内与国外在软件技术上差
距并不大，但在软件系统应用上也同硬件一样，与国外存在较
大差距。“我们的理念不比国外差，但是我们的工业制造业在材
料、工艺、制造等方面整体上比较弱。我们与福建上润精密仪器
公司合作，就是因为他们能制造出精密的农业传感器。”

以前水下传感器多用于环保行业，在养殖行业用得很
少。李道亮指出，环保可以高成本，而农业不能高成本。“提高
性能、降低成本，这是永远追求的目标。”

“国内在感知技术的研究和制造工艺上，与国外都有较

大的差距。农业环境比较恶劣，高温、高湿。在野外还有雷击、
降雨，对传感器的要求比较苛刻。所以，以前在工业上运用很
成熟的传感器在农业上不能直接拿来应用。”郑文刚表示，需
要加强相关研究，比如抗雷击性能、耐高温高湿性能和稳定
性的研究。

“国内外在决策模型上差距更大。比如荷兰的温室生产
管理是全自动化的，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而国内目前还达
不到。”郑文刚分析，与种植业相比，养殖业收益较高，投入较
大，自动化程度相对较高。

郑文刚认为，农业决策模型是重点。“由于前期基础比较
薄弱，目前的研究以传感器的感知技术为主，在农业决策模
型这方面还不成熟。现在只是把数据获取回来了，但下一步
怎么分析、应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比如病虫害预测模型、
水肥一体化实施模型、灌溉节水模型，决策模型技术要进一
步做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给老百姓带来实惠。”

传感技术和农业决策模型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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