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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院校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学科
研究生培养方向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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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国家为适应全球信息化的发展, 在农业领域提出了“数字农业”的建设目标, 不断加大农业信息技术研究的投
资力度。农业院校以此为契机, 积极拓展其学科研究领域, 在科研与教学方面均向该领域渗透, 特别是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更
应向“数字农业”方向延伸发展。该文结合近年来沈阳农业大学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学科研究生培养工作实践, 着重分析了
该学科研究生培养方向如何与“数字农业”建设这一目标保持协调发展的问题, 探讨了目前农业院校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
学科研究生培养设立的整体框架, 并对各个研究方向的具体内容做出了阐述, 提出了分层次、一体化的研究生培养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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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 中国数字省区、数字城市、数字行业等一大
批以“数字中国”为总目标的信息化工程建设已经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北京大学在国家信息化主管部门指
导下于 2004 年 2 月 17 日成立了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
究 院 (D ig ita l Ch ina R esearch In st itu te of Pek ing

U n iversity, DCR IöPKU ) , 主要从事“数字中国”有关的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与服务等工
作。在农业信息化领域, 中国科学技术部农村与社会发
展司于 2003 年 3 月 24 日在举行的“数字农业与农村信
息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宣布了中国在第十个五年计划
期间, 将组织实施“数字农业”科技行动, 积极推进农村
信息化建设。国家 863 计划 2003 年专门增设了“数字农
业技术研究与示范”重大专项, 辽宁、山东等省 2004 年
科技项目招标指南中也将“数字化农业关键技术研究”
列入其中。与“数字农业”紧密相关的农业院校的农业电
气化与自动化学科近几年发展有了较大的变化, 研究的
领域与深度在不断地拓展, 特别是在研究生层次的培养
方面, 学生数量在增加, 研究方向也不再仅局限于农村
电力系统领域, 但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 如何结合
农业院校的特点与优势更好地确定当前本学科研究生
的培养方向, 以适应“数字农业”建设的需要, 保证学科
的持续发展。围绕这个问题, 结合近年来农业科学技术
发展的新形势, 我们进行了一些尝试。

1　跟踪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变化, 以“数字农
业”为先导寻找农业院校电学科研究生培养方
向的切入点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较大
的变化,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 农业工程领域已经完成了
传统的机械化历程, 重点采用信息技术推进传统机械技
术, 信息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已成为该学科中最活跃的领
域。我国与发达国家农业技术的差距则主要体现在工程
技术方面, 农业科学技术的相对落后, 已经成为制约我
国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1- 3 ]。

针对这一现状, 国家将在已有的 863 计划、973 计
划和攻关计划的基础上, 继续加大对以“数字农业”为主
要内容的农业信息技术研究的投入[ 4, 5 ] , 以“精细农业”、
“虚拟农业”、“智能农业”和“网络农业”等内容为切入
点, 组织实施“数字农业科技行动”, 突破一批“数字农
业”关键技术, 初步构建我国“数字农业”及相关技术, 是
我国发展现代农业必然选择的支撑技术。它将有助于推
动我国农业从依靠经验为主的传统产业, 转变为依靠高
新技术的现代产业; 有助于农业生产由粗放型向集约化
转变; 有助于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对
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可持续发展, 统筹城乡经济
建设、推动农村小康社会等,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数字农业”可以理解为以计算机技术、地学空间技
术、网络通讯技术、电子工程技术等一批信息技术为支
撑, 实现农业数据信息获取的实时性和标准化, 农业生
产设计与决策管理的智能化, 信息传播的网络化, 实施
过程的自动化, 最终实现农业信息化的宏伟科学工程。

农业院校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学科是与“数字农
业”联系十分紧密的一个学科, 与其他工科院校电学科
相比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该学科的发展应该紧紧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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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农业”这个主题, 抓住机遇, 找准切入点, 及时调整
方向, 培养适合“数字农业”所需的高层次人才。

2　结合自身特点优势, 确定符合“数字农业”需
要的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学科研究生培养方向

　　 农业电气化与自动化学科在我校已经有几十年的
历史, 研究生培养也已经有近 10 年, 过去主要的研究方
向是农村电网规划、农村电力系统自动化、农电企业办
公自动化等领域[ 6 ]。针对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 特别
是按照“数字农业”的要求, 结合我们自身的优势, 重新
调整了研究生的培养方向, 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2. 1　地方电力系统自动化与信息化

地方电力系统自动化领域一直是农业电气化与自
动化专业研究生培养的主要方向, 在该方向我们具有较
强的优势, 曾经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 如“抚顺县农电局
配电网络地理信息系统开发”、“辽宁省农电局 66 kV
网络规划地理信息系统开发”和“农电系统地理信息系
统研究”等科研课题的研究。从中培养了较多学有所长
的研究生和工程硕士研究生, 但随着传统技术的日益成
熟以及信息技术在电力行业不断的率先应用, 要求我们
必须拓展在该领域的研究方向与研究内容。在该领域我
们增设了两个主要研究内容: 其一、结合计算机网络技
术、G IS 技术, 研究电力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地理信息系
统的建设; 其二、结合计算机控制技术、网络通信技术、
研究配电网综合自动化系统的建设。
2. 2　农业设施智能化与机电一体化

结合智能农业的需要以及本专业在自动化检测与
控制领域的优势, 与园艺、农业机械等专业合作, 设置了
农业设施智能化与机电一体化方向, 主要包括: 温室环
境控制系统的研究; 机、电、液及机、电、气一体化研究。
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 先后完成了“粮油机械实验室自
动控制和数据采集系统的研究”、“机电液一体化设备牧
草高密度压捆机的研究”、“智能化旋转式柴电两用烘干
机的研究”、“机电气一体化设备水泥包装机的研究”等
多项课题, 结合北方日光温室建设的需要开展了一系列
温室环境智能化监控技术的研究,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为研究生的培养创造了良好的学术环境。
2. 3　农业生产信息化

结合网络农业、精细农业的需要, 依托在电力系统
M IS、G IS 方面的研究基础, 设置了农业生产信息化方
向, 主要包括: 基于网络的农业综合信息查询与决策支
持系统的研究; 3S 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应用; 图像处
理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应用。与农业生产领域的专家合
作, 先后完成了“智能化农业信息技术多媒体专家系统
研究”、“辽宁省主要病虫害预警技术研究”、“种子纯度
微机检验系统研究”等课题, 为研究生的培养开辟了新
领域。
2. 4　拟增设研究领域的探讨

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农业生产向

着现代集约可持续方向发展, 将出现多学科、多专业的
综合应用与联合攻关的一种新趋势。农业院校电学科在
形成自己完整体系的同时, 不断地向众多门类的自然学
科渗透。例如土壤学、农业化学、遥感技术、通讯、生物环
境、能源工程等, 均需要电学科新技术的融入, 从而拓宽
了具有得天独厚的农业院校电学科的研究领域。
2. 4. 1　生物电子研究方向

电能可同其他各种形式能量极为方便地互为可逆
地转换, 因而可满足农作物对光、热、力、电、磁、声、化学
和生物能等各方面的要求, 如地热线将传统的冷床育苗
改为工厂化育苗; 又如种子磁化、食用菌磁化均可获得
更高的产量, 而一切声、热、力、电、磁、声、化学和生物状
态的变化, 利用微电子技术都可形成电讯号显示出来。
又如静电喷药可使有效沉降率增加 30%～ 40% ; 交直
流电作用于作物根部可使绿色物质产量增加 40% , 土
壤中通以高压脉冲电流可以灭草、杀虫; 电弧产生的负
离子能使果蔬保鲜、杀菌等, 这些电的效应直接作用于
农业生物体和农产品, 促使产生特殊的良性效果。这意
味着生物电子是现代生物工程必然选择的支撑技术, 拓
展与研究的领域十分广阔。
2. 4. 2　嵌入式系统和虚拟现实技术研究方向

嵌入式技术是当前最热门的一项计算机应用技术,

也是后 PC 时代的核心技术, 在远程监控、网络通信、信
息电子产品开发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国内很多高
校已经将“嵌入式技术”等课程列入相关专业的高年级
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教学计划, 甚至一些知名高校 (如北
京大学软件学院)已经开始招收“嵌入式系统”专业的硕
士研究生, 学生受到相关领域的国际知名企业重视。增
设“嵌入式系统”研究方向, 运用嵌入式技术, 一方面在
农电领域针对“变电站远程监视系统”、“在线监测系统”
等开展研究; 另一方面, 在数字农业领域针对“野外数据
采集与通信系统”、“网络化环境因子监测系统”等开展
研究。

虚拟现实是一项综合集成技术, 涉及计算机图形
学、人机交互技术、传感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 同时又
与“3S”技术密切相关, 在农业等领域有重要的应用前
景, 是虚拟农业的关键技术。增设“虚拟现实技术”研究
方向, 一方面利用已有的配电网络 G IS 系统研究基础,

深入研究配电网络V R 系统的建立与应用; 另一方面,
着手开展农业领域中虚拟作物的研究。
2. 4. 3　农业信息的快速获取及诊断技术研究方向

结合信息农业的发展趋势, 基于传感技术、数据传
输与数据融合技术, 研究各类农业信息, 诸如土壤肥力、
水分、病虫草害、耕作层状态信息、养分信息、作物生长
苗情信息以及农田生态环境信息、农作物产量和品质信
息等的快速采集和快速处理的方法, 促进其应用系统的
开发和产业化。

需要指出的是研究生的培养方向是动态的, 要根据
学科发展不断进行调整, 但同时也必须是相对稳定的,

保持自身的优势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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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层次培养, 构建坚实的学术研究与研究生
培养一体化框架

　　如何结合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 在
上述研究方向上展开多层次的研究, 也是研究生培养,
专业学术研究体系建设的关键问题。

在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向, 应以应用性研究为主。采
用成熟、先进的技术, 完成某一领域某一系统的设计与
开发, 使学生在该领域能够较独立的或通过团队合作完
成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实际工作, 提高其技术水平, 并为
该领域的学术研究积累一定的经验或成果。在这方面,

我们采取利用研究生工作站或与有实际项目任务的单
位合作, 共同完成硕士研究生培养的任务。在博士研究
生培养方面, 应以前沿性的基础理论、方法或技术的研
究为主。始终跟踪农业生物系统、数字农业等领域的前
沿问题, 研究和探讨工程领域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
新工艺, 不但使学生能够较深入地了解本学科前沿, 而

且更能够保证整个工程技术研究体系框架的正确性和
先进性。博士研究生的培养, 我们倾向采用以国家 863、
973 计划及基金与攻关项目为依托, 培养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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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lection on the foster ing or ien ta tion of post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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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 ina the con struct ion goal of " d ig ita l agricu ltu re" in agricu ltu ra l f ield w as pu t fo rw ard and the

investm en t in ten sity in agricu ltu ra l IT research w as enhanced con t inuou sly fo r the pu rpo se of adap t ing to the

developm en t of g loba l info rm at ive p rocess. A gricu ltu ra l co lleges take it as oppo rtun ity to ex tend their research
fields act ively; m o reover, they infilt ra te in to the field in the aspect of scien t if ic research and teach ing, especia lly

ex tend to th is f ield in the aspect of cu lt iva t ing po stgraduate. T he paper, com b in ing the p ract ica lw o rk of the po st2
graduate cu lt iva t ion in the d iscip line of agricu ltu ra l and au tom ation in Shenyang A gricu ltu ra l U n iversity in recen t
years, em phat ica lly ana lyzes the quest ion tha t how to keep the cu lt iva t ing direct ion of agricu ltu ra l electrif ica t ion

and au tom ation fo r po stgraduates in acco rdance w ith the goal2" d ig ita l agricu ltu re" con struct ion, d iscu sses the

w ho le fram e abou t cu lt iva t ing po stgraduates in the d iscip line of agricu ltu ra l electrif ica t ion and au tom ation in

agricu ltu ra l co lleges p resen t ly, exp la in s the specif ic con ten t of every research direct ion, and p resen ts a st ra t if ied
and in tegra t ive w ay of the po stgraduate cu lt iva t ion.

Key words: d iscip line of agricu ltu ra l electrif ica t ion and au tom ation; po stgraduate cu lt iva t ion; d ig ita l agricu ltu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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