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斗农业应用：对农田“精雕细刻”

温湿度感应、自动光照、智能灌溉……农民只需要一台电脑甚至一部手机，就能掌握田

间地头分分秒秒的变化，随之做出合理的资源调配，对农田进行“精雕细刻”……这是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为我们展现的现代精准农业的美好图景。

一直以来，卫星导航大施拳脚的领域远不止人们熟知的车辆导航和手机定位，在农业领

域，卫星导航同样能做出“惊人之举”。

目前，卫星导航技术已用于农场规划、田间测图、土壤取样、农机引导、作物田间监测、

产量监测系统等，成功解决了每块土质不同的土地要求准确匹配相应的耕作技术和耕作条件

的难题，从而实现了精细高效地利用土地、以更小的代价获取更多的收获。

近日，国内首个“基于北斗系统的精准农业应用示范”项目在北京顺义现代农业万亩示

范区赵全营镇兴农天力农机服务合作社通过验收。这条新闻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同

时该项目也以实际案例提出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的崭新领域——精准农业。

精准农业（Precision Agriculture）是依靠信息技术支撑，实现精准播种、精准施肥、精

准灌溉、精准动态管理和精准收获，通过精细化管理实现农业高效益、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发

展新潮流。其核心是地理信息技术、全球卫星定位技术、遥感技术和计算机自动控制技术。

精准农业这一概念最早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由美国、加拿大的一些农业科研部门提出的。

1993 年，精准农业技术首先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两个农场进行试验，结果当年用 GPS 指导

施肥的作物产量比传统平均施肥的作物产量提高 30％左右，同时减少了化肥施用总量，经

济效益大大提高。此后，精准农业开始兴起，目前已成为农业发展的一种普遍趋势。

多年实践经验表明，引入卫星导航的精准农业技术能够使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下的作物

增产 3%到 50%，大大降低农业生产的人力、资金和原材料（种子、肥料、农药、能源等）

成本，由此降低的投入占总成本的 1%到 50%不等。

“基于北斗系统的精准农业应用示范”这一项目，首次成功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 TD-LTE 移动通信技术结合，并应用到农业管理过程，通过优化差分算

法、建立田间差分基准站，实现了北京顺义万亩示范区的农机精准定位，开发了适合农机使

用的北斗车载终端，精准绘制了顺义万亩农田的地图，建立了基于 GIS 的农机作业现场管理

平台，实现了北斗位置信息与农机作业现场高清图像的实时回传，为北京农业打造了首个“基

于北斗系统的精准农业”新型应用及管理平台。该项目自行研究的“多种差分算法”可以通

过北斗系统的高精度定位技术将每台农机的定位误差控制在 5 厘米范围内，从而保证播种、

撒药、灌溉、收割等农机作业精确、可靠，充分节省耕作成本，减少农药等有害环境的化学

药物的散播。

项目证明，将卫星导航、地理信息和计算机管理技术相结合并应用于农业生产，可明显

提高农业产量、降低成本、保护环境。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定位服务，可有效支持现代精准

农业这一生产方式，充分利用农业资源，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创新无处不在，探索永无止境。近年来，随着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开始提供服务，卫

星导航应用正快速向各行业渗透。在第四届中国卫星导航学术年会上，专家就曾表示，未来

北斗系统将在精准农业领域“大有作为”，极大地提高农机效率，为开拓适合于我国的精准

农业之路提供有力支持。的确，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精准农业为北斗提供了一个崭新领域的

切入点，同时，也将激发出北斗更多的潜能，从而带动一系列农业新技术的探索和发展。（来

源：北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