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十分重要，是提升国民经济价值
的重要力量。将物联网技术与传统农业深度融合，转变农业发展
方式，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把数据变成新农资，加快农业现代化
发展，是传统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智慧农业发展中物联网技术在设施农业中的应用价值
智慧农业发展中物联网技术在设施农业中应用十分重要，不

仅能提升农业发展效率，还能提升农业发展的质量。所以应重视
物联网技术在设施农业中的应用。物联网技术是现代社会发展的
重要趋势，农业科研人员要把握住物联网技术，利用物联网技术
的优势促进农业的发展。物联网技术作为一种网络技术，能有效
结合全球定位系统、红外感应器以及射频识别等技术，实现信息
的传输，将任何看似与网络没有关联的物品搭上互联网的快车，
实现物品与物品之间的互联互通。从本质上说，物联网主要由三
部分构成，传感器、M2M、RFID，具体到RFID技术而言，需要
对数据库有充分地利用，实现RFID信息传输到物品上的效果，形
成物联网，传感器要求节点之间要完成数据的采集与传输，达到
整理归纳数据的目的；M2M要求能达到机器交互的目的。

智慧农业中大棚系统设计图
二、设施农业中应用的智慧农业发展物联网技术
（一）Wifi技术
设施农业中的物联网技术应用，首先表现在Wifi技术上，

在Wifi信号的帮助下，将电子设备与局域网相连接，从而达到扩
大应用领域的目的。在Wifi技术支持下，农业电子设备能实现无
线上网，在室内实现一百米内的信息传输范围，室外实现两百米
的信息传输范围；Wifi在智慧农业中，功能多样，如感知、传输
信息，此外，还能收集、整理信息，甚至将收集的信息进行交换
等，为智慧农业的发展奠定技术基础。

（二）RFID技术
RFID技术是射频识别技术的简称，即在无线电信号的支持

下，自动的将对象检测出，达到收集对象数据的目的。通常情况
下，RFID智能在短距离的数据识别中应用，这样才能达到最大化
的数据收集效果；应答器、软件处理以及阅读器是RFID系统必不
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RFID技术能达到快速收集、扫描数据
的目的，且其抗污染性好，能确保收集到更为准确的数据。一方
面应答器检测信息，传给天线，随即发送出去；另一方面软件接
收信号，加工信号，处理信息后反馈；再加上阅读器接收反馈的
信息，开展全面的分析，实现信息的控制并呈现效果。

（三）传感网络技术
设施农业中还需应用传感网络技术，传感网络技术要发挥作

用，需要借助传感器，在传感器的引导下，形成相应的网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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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在各个领域中的分布较多，主要用途是采集和传输数据。但
不同领域的传感器在各自的范围中收集的数据存在差异，因此，
传感器之间要相互合作，构成稳定的网络系统，用于数据的收集
和传输。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需要了解传感器自身存在的多样
性问题，也正是由于这一优点，使得传感器在环境适应方面较强。

智慧农业系统

三、智慧农业发展中物联网技术在设施农业中的应用
（一）遵循设计要求
物联网技术在设施农业中应用需要遵循相关的设计要求，

设计人员在设计之前要对农业种植环境十分熟悉，包括降水、气
候、农作物生长情况等，只有了解相关的种植情况才能使系统设
计符合农业发展实际，尤其是在智慧大棚的设计方面，设计的内
容较多，诸如感知、传输以及应用层面的网络设计都需要设计人
员考虑农业发展情况。

（二）监测系统设计
设施农业中设计监测系统，主要考虑三方面的内容，要具

备摄像头、视频数据分析处理以及终端信息处理，其中不同部分
的要求具有差异，摄像头要高清，还要具备旋转甚至定点拍摄功
能，同时还能防护外界恶劣环境；传统的视频监控系统，问题较
多，由于设备老化以及监控人员监督不力等原因，使得监控力度
不够，出现事故往往不能第一时间处理，且视频容量大，占据系
统内存，又无法发挥作用，因此，物联网技术应用在监控系统设
计上应注重时效性的设计。

（三）数据处理系统设计
物联网技术在设施农业中应用，需要设计数据处理系统。

数据处理是整个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智慧大棚建设的关
键，其中需要大量的设备支持，如数据库、视频应用、信息储备
设备等，同时还需相应的软件支持，如系统配置、数据存储、监
控以及处理、报表模块、溯源系统、信息服务模块等。系统设计
要针对性强，设置管理权限，让系统配置以及管理模块设置等发
挥作用；数据处理系统的设计还应考虑数据分析的结果，在结果
的基础上发送信息，调节水泵、棚内的温度、湿度等，做好病虫
害的防治工作等，利用感知系统感知外界信息，形成图表并打印
出来；此外，还应让数据处理系统具备移动终端访问的能力，这
样通过手机、平板等外接设备，让数据随时随地收集、整理，分
析，提升数据处理的效率。真正实现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把数据
变成新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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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线宽带网络传输子系统
无线宽带网络传输子系统的核心是网络技术，即Mesh网络，

这一网络包括的设施较多，如Wifi、自组网等技术，给智慧农业
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确保智慧农业建设的有序推进。由
于存在无线宽带网络技术，所以网络信号好，传输距离更远，为
系统环境监测功能的实现奠定技术基础，此外，还可支持多种的
功能需求，如电视会议。无线宽带网络系统的设计需要无线Mesh
设备的支持、蓄电池以及太阳能也必不可少，节点接收信息后传
给数据中心，在Mesh设备帮助下传到控制点。有Mesh设备的优势

是不同大规模建设信号站，便于智慧农业扩大管理范围。
四、结束语
信息技术背景下，智慧农业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农业搭上

互联网的快车，实现转型升级。设施农业糅合物联网技术十分重
要，能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改善农业种植效率等，倡导充分利用
物联网技术，做好智慧农业的发展工作，推动农业朝着集约化、
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吴发明.物联网技术的智慧农业发展策略研究[J].农村科学实验，

2019，No.596（12）:129-130.

[2]吕庆军，钟闻宇，由浩良.物联网技术在智慧农业节水灌溉中的应

用[J].湖南农机，2019，046（011）:20-2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