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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数字农业技术是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农业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工具，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信息化农业，旨在实现农业生产过
程的信息化和数字化管理。
由于农作生产系统是农业产业的基础和主导，数字农作技术已成为当今现代农业发展研究的重要手段
和研究前沿，也是现代信息高新技术在农业生产过程管理中应用的突出标志。
数字农作是通过综合运用数字化技术研究种植业系统中的信息获取、处理和过程管理决策的技术集成
应用系统，可对农作系统过程的信息流实现数字化监测、预测、设计和管理。
数字农作的实践有助于优化农作系统的种植区划、长势监测、产量预测和管理决策的数宁化、精细化
、科学化，可以明显提高农作系统的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推动农业信息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
近20年来，该书主要作者紧跟国际农业高新技术发展趋势，将信息学和系统学的理论与技术创造性地
应用于作物生长和生产系统的数字化表达，围绕数字农作的关键技术及应用系统，组织开展了全面深
入的研究工作，重点在作物生长模拟模型、作物管理知识模型、作物生长无损监测、农作空间信息管
理、作物生产过程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等不同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可应用于通过信息化和定量
化的形式，对农作过程进行数字化监测、预测、设计和管理，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科学家的赞赏和肯定
。
《数字农作技术》一书是基于作者长期以来所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学术积累和工作思考，重点论述
数字农作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关键技术、应用系统、发展前景等，形成了比较全面系统而富有深
度的数字农作理论与技术体系，综合体现了数字农作技术的先进性、知识性、应用性，具有较高的学
术水平和参考价值。
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基于过程模型及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和遥感技术(RS)等3S技术
的数字化和精细化农业生产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并在规模化示范应用中获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和生
态效益。
而我国在发展农业生产管理信息系统和智能化专家系统应用的同时，也已逐步拓展到作物生长模拟、
农情信息监测、精细农作等不同的应用领域。
特别是国内许多科研院校在开展数字农业和精细农业研究的同时，相继开始培养农业信息学的博士与
硕士研究生，他们也迫切需要数字农业特别是数字农作技术方面的科技参考书籍。
相信该书的出版将有力地推进我国农业信息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加快我国数字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发
展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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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农作技术》以农作信息的获取、处理、模拟、调控为主要环节，重点论述数字农作的基本
理论、研究方法、关键技术、应用系统、发展前景等，主要包括数字农作的产生、特征及作用，数字
农作研究的原理与方法，数字化种植设计技术，作物管理知识模型，作物生长模拟模型，作物生长监
测诊断，农作空间信息管理，数字农作支持系统，数字农作技术发展前景等9章内容，形成较为全面
深入的数字农作理论与技术体系，具有突出的系统性、先进性、知识性和应用性。
　　《数字农作技术》可作为从事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与应用的教学、科研和管理人员以及相关学科研
究生的科技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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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也为农业产业的技术改造和提高
注入了新的活力。
基于信息科学与农业科学交叉融合而形成的农业信息技术正快速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高技术学科领域
，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全新的技术支持和全方位的信息服务，使农业逐步走上数字化、精确化、高效
化和科学化的轨道，从而促使农业产业发生深刻的变革和创新，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数字农业是用数字化信息技术，对农业所涉及的对象和过程进行数字化表达、设计、控制和管理，是
数字地球的理论与知识在农业上的拓展和深化。
农业生产是整个农业产业巾最基础和本质的部分，因此，数字农作技术是数字化农业需要研究和发展
的基础性和向导性工作，也是数字农业技术研究与应用的突出标志，是当今信息农业和现代农业发展
的前沿领域和必然趋势。
针对数字农业的发展趋势和应用前景，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荷兰、英国等发达国家十分
重视建立基于农作系统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技术的数字化农业生产
实验系统，并在研究和示范应用中获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与此同时，我国在继续发展和完善农业生产管理信息系统和农业生产管理专家系统的同时，在作物生
长模拟、农情信息监测、精确农作技术等方面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并在应用示范中取
得了良好的成效，为构建数字农作理论与技术体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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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农作技术》是关于介绍“数字农作技术”的教学用书，书中重点论述数字农作的基本理论、研
究方法、关键技术、应用系统、发展前景等，主要包括数字农作的产生、特征及作用，数字农作研究
的原理与方法，数字化种植设计技术，作物管理知识模型，作物生长模拟模型等9章内容。
 《数字农作技术》可作为从事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与应用的教学、科研和管理人员以及相关学科研究生
的科技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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