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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农情监测系统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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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农作物生长情况, 即农情是各级领导与农民时刻关注的重大问题。农情监测的目的是及

时采集准确、全面的农情信息, 为各级政府与农业生产部门提供决策依据。文中介绍了以农业部

现有的农情监测站网络与通讯网络为基础, 基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与数值模型技术的国家级农

情监测系统的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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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nat iona l crop condit ion is an im po rtan t info rm at ion fo r cen tra l and loca l

governm en t and farm ers. T he ob ject ive of crop condit ion m on ito ring is to invest iga te the

actu ra l na t iona l agricu ltu ra l situa t ion a t the righ t t im e fo r governm en t decision2m ak ing.

Based on the crop condit ion m on ito ring sta t ion netw o rk a ll over the Ch ina, a m odern na2
t iona l crop condit ion m on ito ring system em p loying rem o te sen sing, G IS and num erica l

m odels w as desig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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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农情监测是对农作物的整个生长过程进行系统监测, 包括汇集种植面积计划安排、农用
物资储备、播种进度, 调查作物布局、品种结构、种植面积落实情况与田间管理, 监测农作物
的长势和灾害 (包括气象灾害和生物灾害)的发生与发展、评估灾情损失和预测农作物产量。
农情监测所取得的各种信息即农情信息是组织和指导农业生产的重要依据。因此, 准确、迅
速、全面地收集农情信息, 对于各级政府管理生产和制订政策措施是非常必要的, 也是至关
重要的。农情信息从收集到向管理决策层提供支持服务, 强调客观可靠与快速及时。不可靠
的信息对上级会导致决策的失误, 对农产品市场会产生误导作用; 不及时的信息必然错过决
策的时机; 片面的、局部的信息会使管理决策者, 难以作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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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农情状况是各级政府与农业生产部门密切关注的重大问题。近年随着信息高速

公路的发展, 利用现代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 进行信息收集、综合分析和反馈, 信息技术有

了重大的突破, 从而使信息交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在农业上, 对监测作物长势、种植面

积、农作物产量估计、灾害发生等采用遥感技术和计算机技术, 也取得了进展。欧州及美国政

府机构, 甚至一些私人公司建立了以遥感等高新技术为基础的农情监测系统, 监测农业生产

的全过程, 为农场主提供农情信息, 帮助他们制订计划与安排田间管理。农情信息在粮食期

货市场、对外贸易等事务中也正在产生重要影响, 甚至左右农产品市场。

我国现有的农情信息网络是一个人工的农情监测系统,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农情监测站、

点按照规范的要求, 定期收集本地区农资储备与农作物的播种面积、田间管理、作物长势、各

种灾害以及作物产量等信息, 通过传真、电话、电子邮件、微机网络、快递邮件等方式逐级或

直接上报到农业部, 作为分析全国农业生产形势和采取对策的依据。这个监测系统在农业生

产的组织和宏观决策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也有不足之处。一是人工收集的农情信息很难

作到准确、规范、客观, 人为因素的干扰可能使信息失真; 二是收集、汇总、传输、加工分析农

情信息耗时较多, 往往滞后于信息的变化; 三是限于经费短缺, 农情信息的采集范围是有限

的, 不能反映宏观的整体情况; 四是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收集的信息质量也有较大的差异。因

此, 有必要以现有的台站监测网络为基础, 以高新技术为依托, 建成现代化、高效率的农情监

测系统, 以提高农情监测的时效和质量。

本项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建设现代化的农情监测网的理论、技术与方法, 在现有的农情监

测站网络的基础上, 建成国家级农情监测运行系统, 即利用遥感技术和地面站网络相结合的

方式采集农情信息, 以专家系统支持的数值模型与地理信息系统加工、分析农情信息, 利用

数据库系统组织农情信息, 以农业部信息网交换信息, 为农业生产管理、决策服务。

本文介绍农情监测系统的结构设计, 主要是功能结构设计与初步的软件结构设计。

2　技术要求

2. 1　农情监测要素

根据农业部制定的农情监测规范, 农情监测要素如下: 1) 全国主要粮棉作物的种植面

积和布局; 2) 作物长势; 3) 作物的田间管理与农用物资储备; 4) 重大农业灾害 (洪涝、干

旱、冻害、病虫等)的发生及评估; 5) 产量预计。

2. 2　技术可行性

按信息采集与处理的技术可行性, 可以将农情要素分为三类: 1) 可以用遥感技术监测

的要素有主要粮棉作物的种植面积与布局, 作物长势, 水灾及旱灾评估, 以及产量的预报;

2) 应用遥感技术监测有一定难度的参数有病害、虫害、冻害; 3) 必须用地面监测站的统计

资料来获得的参数有田间管理与农用物资储备。然而, 即使是可以用遥感技术监测的要素也

必须用地面监测站的资料来校订。分布在全国的农业部农情监测站使这一工作成为可能。

信息的传输利用农业部信息中心的通讯网。

3　系统结构设计

国家级农情监测系统由信息采集子系统、通讯网络子系统和数据处理子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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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采集子系统通过现行的农情监测站网络收集农情信息和田间管理以及农村经济信

息, 利用气象卫星和资源卫星收集农作物种植信息, 并用农情监测站网络收集到的信息进行

验证; 通过高空间分辨率、低时间分辨率的资源卫星收集农作物基础信息, 通过高时间分辨

率、低空间分辨率的气象卫星收集农作物生长发育和农业灾害信息, 并以地面人工监测网络

为补充。

图 1　国家级农情监测系统结构- 功能结构与初步的软件结构

通讯网络子系统负责把人工

农情监测网络收集到的信息传送

到农业部控制中心, 又把农业部有

关管理、决策信息返回到各监测

站。数字处理子系统是本系统的

核心, 由数据库、数学模型、专家系

统、遥感图像处理系统、地理信息

系统等组成, 负责农情及相关信息

的组织、加工、分析等处理, 产生管

理和决策所需的数字、报表、图件

和方案等。整个系统为模块式结

构, 见图 1。

3　技术路线

3. 1　数据采集

暴露在地表上的农情信息从

陆地卫星、气象卫星资料和现有的

地面监测站网络中提取, 田间管理

及农业经济方面的信息由现行的

农情监测站网络收集, 各类基础资料 (地图及历年统计、调查资料)取自各种出版物。陆地卫

星、气象卫星资料由遥感图像处理系统进行加工处理。考虑到经济性, 主要应用气象卫星资

料, 陆地卫星资料用于抽样调查与算法校定。

3. 2　资料组织

借用国家颁布的信息规范 (标准) 及自行设计的规范 (标准) , 对收集到的资料作分门别

类、校正等处理, 分别建立数据库和图形库, 用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管理。

3. 3　程序设计

本系统的所有数据和图件均由计算机管理, 为此需开发出实用的计算机程序。实用程序

用结构化技术设计, 除了能对数据和图形进行组织、检索、分析、输出等处理外, 还需具备农

情监测分析的特殊功能。

3. 4　数学模型

系统包括专家系统支持的多个数学模型, 是重点开发工作之一。数学模型有:

1) 主要粮棉作物识别模型, 本模型以陆地卫星和气象卫星资料为基础、以现有的地面

站网络为补充, 识别农作物的种类, 进而求得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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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作物长势分级模型, 本模型以气象卫星资料为基础, 区分农作物的长势, 分好、中、

差等若干个等级, 主要研究气象卫星获得的绿度指数与作物长势的相关关系。

3) 农作物估产模型, 本模型以卫星遥感资料、田间管理资料、地面调查资料为基础, 侧

重于提高种植面积的测定精度, 以及建立综合因子的单产模式。

4) 农业灾害监测与灾情损失评估模型, 本模型监测洪涝、干旱、冷冻、病、虫等主要灾

害, 并进行灾情损失评估。主要内容包括设计背景数据库, 成灾识别技术, 确定受灾程度和范

围, 估算灾后损失等。

3. 5　运行模式

国家级农情监测系统建成后, 将按下述模式运行:

1) 通过现有的地面站网络收集必要的农情信息; 2) 通过遥感技术获得实时的动态的

农情信息; 3) 用遥感图像处理系统实时处理卫星资料; 4) 地理信息系统完成各类信息的

分析、组织和存储; 5) 专家系统与各种数学模型进行分析, 提取有用的农情信息, 输出各项

数据、图表和方案; 6) 利用通讯网络传送数据和对策, 实现农情监测与决策。

4　系统特点

本项研究提出的国家级农情监测系统有如下特点:

1) 先进性　采用先进的遥感、地理信息系统与数学模型, 以及现代通讯技术, 加快农情

信息的采集、传输、处理速度, 提高农情信息的准确度;

2) 综合性　遥感技术不能得到全部农情信息, 遥感资料和地面站网络资料相结合, 有

利于各类数学模型的建立与两种方法的互相补充。农业部分布全国的农情监测站网络使这

一系统能实现全面、准确与及时的农情监测;

3) 实用性　农业部的信息通讯网与农情监测站网络相结合有利于信息传输与交换, 并

通过这一系统将决策分析反馈到地方政府。这一系统的实现将为各级政府与农业生产部门

提供更全面、准确与及时的农情信息, 提高决策水平。

5　结　论

全国农业生产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 国家急需准确、及时、全面

的农业生产情况。农作物生长情况, 即农情是各级领导与农民时刻关注的重大问题。农情监

测的目的是采集准确、及时、全面的农情信息, 为各级政府和农业生产部门提供决策支持。

本文介绍了以农业部现有的农情监测站网络与通讯网络为基础, 采用遥感、地理信息系

统与数值模型技术, 国家级农情监测系统的功能结构与初步的软件结构设计。本项研究的目

标是建立国家级农情监测运行系统。各子模块的研究与设计另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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