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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述了农业信息化的重要意义, 提出建设农业信息化的原则, 农业信息化的软件建设

和建立农业专家系统的技术要求, 以及农业信息网络技术的开发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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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 在国内农业生产占有重

要地位,几年来黑龙江省的农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农业信息化建设有了一定进步, 但和发达地区相比

还有很大差别, 要想根本改变农业的落后状态必须

走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道路。黑龙江省的广大农

村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 交通不畅, 信息不灵, 农户

缺乏市场信息的获取能力,不能做到产品适销对路,

农业基础设施落后。所以, 加强农业息化建设显得

非常重要。

首先,是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现在农户不

是围绕市场转, 而是跟着别人转,跟上年的市场行情

转, 生产具有盲目性,趋同性, 风险性很大。采用信

息技术可使农民了解市场信息,知道生产什么,产销

结合,指导农业生产。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

府加强服务,必须采用信息化技术手段,搞好农业信

息化建设,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另外,中国加入

WTO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只有采用信息技术, 融

入国际经济大环境中,才能参与竞争。因而, 利用信

息技术帮助农户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提供市场信息,

提高产量,提高抵御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的能力, 具

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农业信息化的内涵: 农业信息化是计算机技术、

微电子技术、通信技术、遥控技术等在农业方面的应

用。其基本标志是:信息技术服务成为政府在农业

经济宏观控制的重要手段;农民把信息作为生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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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投入,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手段。

1  加强农业信息网络建设的基本原则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 对农业经

济的作用更加重要, 要加速推进农业信息网络工程

建设,建立全省统一的网络平台,并以市、县、乡为网

络节点的开放式信息网络体系。

1. 1  构建农业信息网络的原则
首先,要坚持国家和省主管部门提出的原则。

其次,要坚持高标准原则,采用最先进的宽带网络技

术,坚持高可靠性、安全性和相对开放性的原则, 坚

持信息发布的准确性、及时性注重特色和地区性。

1. 2  农业信息网络的技术特征
黑龙江省广大农村地区形成低劳动生产力,广

大农民的低效率、低教育, 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 信

息的扩散和运用并不消耗已有资源, 却依然使社会

财富总量增加,提高劳动生产力。是投资少、见效快

的好方式,可以解决供销脱节、信息不灵的困难。

2  建设VPN 虚拟网
VPN是利用 INTERNET 作为介质, 构造数据传

输隧道对传输的数据进行加密和验证, 保证数据传

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构建供特定的用户群使用的

信息和共建的专用信息网络环境。技术的应用可以

利用国家信息基础设施,降低信息资源开发成本。

同时,开展基于农村三网(计算机网、电话网、电

视网)一体化的研究,因为黑龙江省农民拥有电视的

覆盖率达 98% ,应采用有线电视与计算机数字网络

相结合的技术,迅速在广大农村推广,直接向农民提

供科技、政策和市场信息。

2. 1  加强农业网站的建设
综合性网站的内容应包括:政策、科学教育、市

场信息、气象与环境、各种农作物的生产信息、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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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林业等信息。

黑龙江省应建立/绿色农业0信息网站, 宣传特

色农副产品,提高农副产品的知名度,扩大销路。

3  加强农业信息资源和应用软件建设
农业信息资源极其广泛, 包括农业自然条件、农

业科技、农业生产管理、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市场

等。农业信息网络如没有这些适用信息的支撑, 就

无法发挥应有作用。

3. 1  加强农业数据库建设
数据库是指在计算机存储设备上的数据集合,

翔实、丰富、共享的信息资源是农业信息技术的关

键。据统计我国数据库仅为世界的百分之一, 我国

农业技术数据就更少了。应建立的数据库有: 气象

与环境数据库、土壤资料数据库、农业生产条件数据

库、农户资料数据库、农业政策数据库等。这些数据

库的建设,应着重信息采集工作, 扩大采集规模, 提

高信息质量,保证信息真实有效。

3. 2  建立计算机农业专家系统
以农业专家的知识为基础,信息技术为手段, 形

成优质高效农业智能化信息服务系统, 可以优化农

业经济结构,提高农牧业产品质量, 达到增产、增收

的目的,专家系统实质是一个计算机程序。我国农

村生产力水平低、技术落后,必须对经验性的农业生

产实行规范化和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 逐步以专家

的指导进行农业管理。以农业专家系统为突破口,

发展农业信息技术, 在知识库的生成时,要吸收具有

一流水平的农业专家的知识, 要有动态更新机制, 人

机交互,简化系统操作方式。变农民适应技术为技

术适应农民。

农业专家系统的组成是:

( 1) 高效优质农业生产信息系统 ) ) ) 农产品生
产和市场预测, 农业生产条件。

( 2) 农作物生产管理智能辅助决策系统 ) ) ) 农
作物栽培技术水稻、大豆、玉米等农作物专家系统,

多媒体田间管理系统。

( 3) 畜牧业生产管理系统 ) ) ) 智能饲料配方、
畜牧业养殖技术、疾病诊断专家等。

( 4) 农业生产监测系统 ) ) ) 利用航天遥感技术
建立农业监测预报网, 监测农作物的长势和产量,土

壤墒情,水旱灾害,病虫害, 农业生态环境等。

农业信息资源系统的软件开发,是一项庞大的

系统工程,我们应组织起来, 联合攻关, 以有效的方

式指导农业生产。

4  农业信息网络技术的开发和研究
涉及农业信息网络建设的支撑技术主要有:数

据库技术、模拟技术、人工智能、信息可视化、网络技

术、多媒体技术。

( 1)开展农业信息网络建设的理论、政策、规划

的研究,加强网络的安全保密研究。

( 2)制订网络农业信息发布和分类编码的规范

化,实现信息产品的标准化,实现信息的共享。

( 3)开发农业信息专业的搜索引擎技术,建立多

媒体平台,将人工智能的高级空间搜索技术,视音频

抽取与识别技术用于农业网,开发分布式环境模型

数据库,建立农作物生长的动态模型。

5  结束语
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同

时,要注重农业信息资源的地区性特征,及农业信息

的连续性和分散性。总之, 加速农业信息化的建

设,这对于加强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生产

的质量和数量,提高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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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再推出基于 PCI的蓝牙产品。

IBM公司目前正集中力量在基于USB的蓝牙设

备上, 而不仅是在内嵌芯片到它的 ThinkPad笔记本

电脑系列产品中。

富士通公司已经暗示, 蓝牙目前的电耗不太适

合用在该公司的移动产品上, 该公司在 2001年前不

会推出任何基于蓝牙的产品。

微软近日已经明确表示下一代视窗操作系统 $

$Windows XP 还不会支持目前已经得到应用的蓝

牙技术,它已经撤消下一代视窗操作系统中支持蓝

牙产品的驱动程序。但微软公司强调, 此举并不意

味着微软公司放弃蓝牙技术,微软公司目前仍是开

发蓝牙技术行业联盟的主要领导企业之一。

4  结束语
尽管蓝牙技术目前尚未能真正被市场所完全接

受,但无论如何,蓝牙技术始终是可以提供扩展无限

商机的新兴技术; 尽管它远不是解决全球通讯和信

息移动传输的灵丹妙药, 但与 Internet 技术一样, 它

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将来的方向。或许, 这一切的一

切,还是需要时间来证明。即便 Bluetooth仍旧有许

多细节亟待解决, 但当 Bluetooth 技术较为完善的那

一天,无线通讯的新世界也就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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