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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农业的应用及其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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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综 述 了 精 确 农 业 的 起 源 与 其 在 国 外 发 达 国 家 及 国 内 的 发 展 情 况 ，指 出 其 在 吉 林 省 应 用 中 的 限

制 因 素 是 投 入 不 足 、土 地 不 连 片 等 。 并 提 出 精 确 农 业 在 吉 林 省 的 应 用 前 景 ，指 出 其 重 点 发 展 方 向 是 节 水 、节

肥 、设 施 精 确 农 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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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精确农业的起源与发展

!-! 精确农业的内涵

精 确 农 业 !-./012134 ,5.106786./)在 中 国 也 叫 精 准 农 业 ，由 美 国 农 学 家 于 ’% 世 纪 &% 年 代 末 首 次 提

出，是利用全球定位系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变率处理设备!9:;)和决策支持系统!<**)等现代高新

技 术 与 地 理 学 、农 学 、生 态 学 、植 物 生 理 学 和 土 壤 学 等 基 础 学 科 有 机 地 结 合 ，实 现 在 农 业 生 产 过 程 中

对 农 作 物 、土 地 、土 壤 从 宏 观 到 微 观 的 实 时 监 测 ，以 实 现 对 农 作 物 生 长 、发 育 、病 虫 害 、水 肥 状 况 以 及

相应的环境状况进行定期信息获取和动态分析。并在 =-* 和 =>* 集成系统支持下进行田间作业的精

细管理农业［"］。精确农业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增加社会效益；减少资源浪费，减少环境污染。它是保护

土地资源，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现代农业管理体系。精确农业将农业带入数字和信息时代，是 ’" 世纪

现代农业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 精确农业在国外的发展

’% 世纪 &% 年代美国提出精确农业的概念，?% 年代初进入生产实际应用。自此，这种生产模式就

迅速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掀起研究和实施推广的热潮。"??$ 年，美国开始试

行精细农业。自 "??@ 年以来国际上每年都要召开一次精确农业学术讨论会，重点研讨信息、=-*、=>*
和自动控制等与精确农业有关的技术。德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家都有开展精确农业研究和应用的报

道。国际上对这一技术的发展潜力及应用前景有了广泛共识。目前，精确农业已涉及到施肥、植物保

护、精量播种、耕作和水分管理等生产与管理领域。

国外的实践表明，由于精确农业实行了因土而异、因时而异和因作物而异的耕作方法，因此，它在

节约各种原料的投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土地收益率和环境保护等方面都明显优于传统农业。

!-# 精确农业在我国的发展

我国农业素有精耕细作的传统，但这不是上述内涵的精确农业。我国关于精确农业的研究已经启

动，我国政府在新疆和北京分别建立了用全球定位系统和遥感控制农业机械操作的试验地。’%%% 年

"% 月，国家计委投资 A %%% 万元建设北京小汤山精细农业示范园。引进、消化和吸收国际上精确农业

的技术和设备，逐步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精确农业发展模式及其技术。这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我国

传统农业进行改造的一次有益的尝试。我国关于精确农业的研究和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它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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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现代化的大趋势，它必将成为 !" 世纪我国农业的崭新模式。

! 精确农业在吉林生态省建设中的应用前景及发展方向

!"# 精确农业在吉林生态省建设中的应用前景

吉林省拥有优越的农业资源。中部松辽平原地处享誉中外的“黄金玉米带”，土地肥沃，是中国东

北地区的大“粮仓”和大“肉库”，在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开发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和潜 力 。 生 态 省 建 设

中的可持续效益农业的发展方向之一就是要把 #$ 技术%&’$、($、&)$*引入农业领域，逐步向精确农业

过渡。在长春、四平、松原、吉林建设精确农业示范区和生态农业园区。以吉林省目前的总体情况，实

施精确农业有一定的难度，可分步骤、分阶段地开始实行节肥精确农业、节 水 精 确 农 业 和 设 施 精 确 农

业。先通过示范再推广的方式逐步实现我省的传统农业向精确农业的过渡，必将使吉林省农业更上一

个新的台阶，实现增加效益与保护环境共同提高、协调发展。

!"! 吉林省精确农业的重点发展方向

!"!"# 节肥精确农业

在吉林省实施精确农业施肥技术%又称自动变量施肥技术*，利用 #$ 技术和平 衡 施 肥 模 型 精 确 决

定施肥点的用量，再将化肥通过施肥机自动施入农田。"++, 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试验证实：传统

农业施肥为 ""+-. /0 1 23!，而精确农业施肥平均减少为 .! /0 1 23!。不但可以提高化肥资源利用率和

施肥经济效益，同时减少肥料的浪费以及多余肥料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实现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 节水精确农业

吉林省农田灌溉水的利用率约为 ,45，农作物用水产出效益低。在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方面，精确

农业技术具有极大的作用。采用喷灌和滴灌技术可以极大地节约水资源。在以色列由于采用先进的精

确农业灌溉技术，用水管理已实现高度的自动化。所有的灌溉都由计算机控制，实现了因时、因地、因

作物用水。"+647"++6 年，在没有增加水资源的条件下，农业产值增长了 "! 倍。使用这种精确技术，可

以减少资源的浪费和增加产出效益。这与吉林省生态省建设的目标和人类利用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目标一致。因此，在吉林省中部农业区，要重点推广节水灌溉与高新技术的应用。研究和采取低压

输水管灌、喷灌、涌灌、滴灌和化学保水节水制剂等新技术的应用。促进设施农业、高效农业的发展。

!"!"$ 设施精确农业

设施农业就是把应用某些特制的设施改变动植物生长发育的小气候，达到人为控制其生产的农

业。设施农业在国外发展较早。在欧洲多数国家以温室生产为主，其中荷兰和英国的温室主要是玻璃

温室，用来生产蔬菜和花卉。荷兰生产的蔬菜几乎 .45出口。日本温室栽培蔬菜的技术也十分发达，

几乎所有的蔬菜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温室生产。我国设施农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目前世界塑

料大棚和温室面积约 #8-698 万 23!，其中我国面积最大，达 "6-89 万 23!，占 ,!-.5。设施农业同普通

农业相比，产业化程度高，效益好，接受新技术的能力强。推广应用精确 设 施 农 业 可 以 达 到 增 加 农 产

品产出、提高农产品品质、节约水与肥资源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目的。

$ 推进吉林省精确农业应用的限制因素及解决措施

$"# 吉林省发展精确农业的限制因素

!吉林省经济总量并不大，而精确农 业 属 高 投 入 的 产 业 。 这 必 将 成 为 发 展 精 确 农 业 最 大 的 限 制

因素。

"精确农业的实施需要一批高素质的农民，具有使用计算机、智能化机械设备和掌握丰富的农业

科技知识。而吉林省农民素质偏低，短期内无法达到要求。

#精确农业的实施要求土地集中连片，规模大。而吉林省的省情是农业经营以家庭承包经营为

主，规模较小，农场少。家庭经营方式不利于精确技术的普及与推广。

$目前国内对精确农业的研究刚刚起步，吉林省还没有形成适合本省情的技术及机械，发展的方

向还不明确。 %下 转 封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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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点建议与思考

#%&%’ 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和再教育

要把宣传吉林生态省建设和宣传实施精确农业一起抓。要开展培训工作，这些工作量和花费一定

很大。加强对农民科技培训投入是我国加入 !"# 后重要的$绿箱$政策。要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培训工

作的经费投入，建议将农民培训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要保证各级配套资金的及时落实。农业高校

在每年的寒暑假利用大学生回乡时，向农民宣传这类知识。也可通过电视直播的形式进行培训。创办

读书协会，在冬季农闲时引导农民读书学习，使之成为农民进行自我教育的基地。以读书协会为依托

举办各类种植、养殖经验交流会和新品种论坛等，改变传统以单向灌输为主的培训方式，在多向交

流、技术互补、观念碰撞中能够开阔视野，更新观念，为下一步的发展积蓄可贵的后劲。

#%&%& 开展试点工作

在条件好的中部地区%有良好的自然条件；有农村能人愿意牵头；有设施农业&开展 试 点 工 作 。 高

标准建设一批农业现代化示范园、示范镇和示范村。搞好节水、节肥、设施精确农业方面的示范，对农

民宣传、展览，以期提高精确农业在农民心中的地位。

#%&%# 组织合作

鼓励农民成立合作经济组织，使拥有大量零星土地的农民组织起来。以土地入社，也可以农业机

械入社。这不仅适合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同样也适应精确农业的要求。

#%&%( 加快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学习国外、省外的先进技术和应用方法

在农业大专院校、农业科研单位、相关研究单位开展课题研究，并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在精确农业

实施过程中不仅要自行研发，也要汲取国内外先进的经验及技术。达到快速、有效地发展此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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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国际市场。造成卖菇较难，并且价格不理想，大大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 在发展黑木耳的同时，破坏了生态环境

在栽培黑木耳的同时，森林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破坏。例 如 ，我 国 现 年 产 黑 木 耳 干 品 达 1*(
万 4，其中椴木栽培约占总产量的 , 5 1。椴木栽培黑木耳 每 立 方 米 木 材 产 干 木 耳 67(, 89，生 产 1 万 4
黑木耳至少要消耗木材 11- 万 :1，从 .- 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累计消耗木材相当于整个大兴安岭的

森林覆盖量，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

( 发展食用菌业的有效对策

!食用菌的栽培与工厂化深加工、市场销售相结合，形成供、产、销一条龙。

"加大发展食用菌的科技投入，大力开发食用菌新品种 ，将 细 胞 工 程 、基 因 工 程 和 杂 交 育 种 等 高

科技手段应用于食用菌育种与生产中。

#扩 大 食 用 菌 的 市 场 范 围 ，形 成 多 种 加 工 方 式 ，在 生 产 、加 工 、包 装 、储 运 和 经 营 等 一 系 列 过 程

中，逐步实现科学化、标准化，并打造出自己的品牌，加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改变生产模式。植树造林与食用菌栽培相结合，使食用菌栽培走上高效、低耗、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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