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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提纲 

一、关于小麦生产 

二、小麦种植智慧管理 

三、冬小麦生产遥感监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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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小麦主要产区 

•P 3 

一、关于小麦生产 

  小麦优势区域布局示意图     2016 年前五大小麦生产省份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http://www.agri-outlook.cn


•P 4 

河南省 
 

 

 

 

 

数据来源：根据

“河南省小麦产

业技术体系”相

关资料整理 

一、关于小麦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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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小麦生产 

 近3年我国小麦面积/产量/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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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小麦生产 

 近3年我国小麦面积/产量/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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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小麦生产 

 我国小麦育种技术新进展 

种质资源 

染色体工程与远缘杂交 

太谷核不育与矮败小麦 

品种品质评价体系 

兼抗型持久抗性育种 

基因组学技术应用 

 
——《中国小麦产业发展与科技进步》 

何中虎、庄巧生、程顺和、于振文、赵振东、刘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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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小麦生产 

 我国小麦栽培技术发展 

小麦高产优质高效栽培理论与技术研究取得重
要进展，形成了不同地区的高产优质高效栽培模
式，建立了： 

“小麦叶龄指标促控法” 

 “冬小麦精量半精量播种技术”、 

“小麦超高产栽培关键技术”、 

“节水高产栽培技术” 

“小麦精确管理技术” 
——《中国小麦产业发展与科技进步》 

何中虎、庄巧生、程顺和、于振文、赵振东、刘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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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基地一 示范基地三 

小麦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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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路线 

二、小麦种植智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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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于模型的麦玉两熟数字化种植设计系统 

 （2）基于3S的冬小麦氮素调控系统 

 （3）小麦生产专家远程诊断指导系统 

 （4）小麦病虫害诊断及防治智能咨询系统 

 （5）小麦生产预测决策系统 

 （6）小麦生长远程感知物联网平台 

 （7）小麦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8）小麦生产灾害监测预警信息系统 

 （9）沼液水肥一体化自动精准灌溉施肥技术 

（二）集成与研发信息系统 

二、小麦种植智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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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结构图 

 

  

基于模型的麦玉两熟数字化种植设计系统结构图  

1.基于模型的麦玉两熟数字化种植设计系统 

文件管理 参数管理 生长模拟 实时管理 方案设计

基于模型的冬小麦和夏玉米数字化种植设计系统

专家咨询 系统帮助

病害查询

虫害查询

草害查询

农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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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密度确定

水分管理

施肥管理

病虫害防治

生长进程调控

综合调控方案

生育进程调控物候期模拟

生长指标模拟

模型参数调试

气象数据管理

土壤数据管理

品种数据管理

数据备份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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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模型的麦玉两熟数字化种植设计系统 

 种植设计系统应用范围 

    （1）种植制度的优化设计 

        按照农业专家进行种植制度设计的技术环节和思路，根据冬小麦-夏

玉米两熟制特点，实现品种选择、品种搭配、作物布局设计等功能，基本

达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 

     （2）肥料运筹的优化管理 

        依据当地土壤基础肥力和常年产量水平，按照土壤养分平衡原理，推

荐最佳施肥方案，包括最佳施肥量、肥料配比、基追比例及追肥时间。 

     （3）水资源优化管理 

        针对冬小麦-夏玉米全生育期需水特点，制定科学的灌溉制度和耕作

方式，实现适时和适量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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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3S的冬小麦氮素调控系统 

  利用遥感数据、农户调查信息及土壤采样点数据，结合

专家施肥知识模型，开发并建立基于3S的冬小麦氮素调控系

统，实现基于氮素调控模型和遥感信息的氮素可视化管理。 

本系统实现了基于遥感信息的氮素可视化管理，决策者

可以通过该平台了解冬小麦长势情况和土壤肥力状况，实现

合理施肥指导。农户可以通过该系统了解地块信息并获得专

家推荐施肥指导。 

二、小麦种植智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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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3S的冬小麦氮素调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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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3S的冬小麦氮素调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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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麦生产专家远程诊断指导系统 

 根据小麦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环节，搭建一个可靠感

知、全面互联、智能服务和实时调控的小麦远程监控与诊断综

合应用平台。 

•P 16 

 

•气象站系统 

 

 

 

 
 

 
 

•大屏展示子系统 

•视频监控子系统 

二、小麦种植智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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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7 

3. 小麦生产专家远程诊断指导系统 
 

 

•3G 

  

  

•获取温度、湿度、雨量、太阳辐射

、土壤湿度、土壤温度 

•作物生长、生产作业、病虫害 

 

•WLAN网络 
 

•GPRS 

 应用层 

 传输层 

感知层 

 

•农田环境传感器 

 

 

•在线视频监控 

 

•麦田环境监测系统 

 

•麦田视频监控系统 
 

•大屏展示系统 

 

•小麦生长感知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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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麦生产专家远程诊断指导系统 

服务于农户 

产前—指导农户合理制订和调整播种计划，有效降低市场风险； 

产中—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高产量、避免灾害风险，降低劳动强度； 

产后—指导农户合理选择销售渠道，帮助农户增收致富。 

服务于农企 

为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提供管理手段，降低企业运行成本。 

服务于专家 

专家使用服务平台，借助实时环境数据、历史数据和作物病虫害照片，有针对性的

为农户提供科学的农事操作建议和病虫害防治指导； 

对在生产中出现的共性问题，专家可以通过平台以短信的形式发送给农户； 

与农户进行交流互动，在线回答农户遇到的实际问题。 

服务于政府 

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实时查看各生产基地的环境参数，判断环境因素可能引发的农产

品质量安全隐患，为质量安全监管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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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麦病害诊断及防治智能咨询系统 

技术原理： 

1、采用基于图像及特征描述的指认式诊断模式； 

2、用户根据发病部位或发病时期浏览病害图像库中的图

像，然后根据病害症状确认病害种类。平台同时提供病

害及其防治信息查询功能，用户可查询各种常见病害的

发病规律、发病因素和条件、形态特征、危害程度、防

治方法推荐等信息，为农户防治病害提供参考。 

 

 

二、小麦种植智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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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麦生产预测决策系统 

（1）生产影响因素分析 

依据投入产出理论，影响小麦生产的因素主要包括两方面：投入方面和产

出方面。其中，对投入影响最大的是农民的意愿，即农民的种麦意向。 

（2）小麦生产预测决策系统模型构建 

选取小麦总产量作为小麦产出指标； 

在小麦生产投入方面，选取从业人员数量、小麦播种面积、农田有效灌溉

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农用化肥施用量等5个指标； 

在农民种麦意向方面，选取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1个指标。 

 

二、小麦种植智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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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麦生长远程物联网平台 

构建了BS版、CS版、安卓版； 

 

 

 

 

 

 

 

 

二、小麦种植智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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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视频采集 b、气象数据采集 

c、数据传输 

e、数据展示 d、数据存储 

6. 小麦生长远程物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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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站 

虫情测报灯 

360度摄像头 

6. 小麦生长远程感知物联网平台--监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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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麦种植智慧管理 

7. 小麦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研究与应用 

以小麦生产全过程为重点，展开各环节的信息采集、存

储，关键控制环节和关键控制要素确定，生长过程追溯和

监控、投入品检测，无公害小麦产地数字化认证，质量安

全预警等技术研究。 

 小麦质量安全监控管理和溯源框架研究 

 小麦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和主动监测方案 

 小麦追溯编码体系研究 

 小麦质量安全追溯系统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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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河南省冬小麦主要农业气象灾害（干旱、冻害）和

病虫害为研究目标，研究其监测、预警及评估方法，建立

相应的监测预警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系统集成，建立

小麦生产灾害监测预警信息系统。 

 农业气象灾害监测与评估模型研究 

 系统研制 

8. 小麦生产灾害监测预警信息系统研究与应用 

二、小麦种植智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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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麦生产灾害监测预警信息系统研究与应用 

 农业气象灾害监测与评估模型研究 

 冬小麦越冬中期冻害高光谱敏感指数研究 

 河南省晚霜冻遥感监测与评估模型 

 小麦白粉病、条锈病、麦蚜虫发生气象等级预报模型 

 小麦生产灾害监测预警信息系统 

 主要功能： 

 采用自动或交互方式加工制作干旱、冻害和病虫害气象条件监测预警等产

品； 

 并采用WEB方式进行发布，为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系统分为4个子系统，即初级产品生成系统、产品加工分析系统、产品WEB

查询显示系统、产品管理与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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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沼液水肥一体化自动精准灌溉施肥技术应用 

    技术要点： 

    1、集沼液沉淀、过滤、反冲洗、配水、喷滴灌等功能于

一体，可使沼液与水混合后养分具有较好的均一性，实现沼

液通过喷滴灌的资源化利用。 

    2、利用农业物联网技术和测墒技术，确立合适的灌溉控

制策略，建立无/有线传感网络与模糊控制方法的精细灌溉

系统，实现小麦生长的实时与适量灌溉，如分区灌溉、定时

灌溉、定量灌溉等。 

 
•P 27 

二、小麦种植智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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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虞城沼液水肥一体化自动精准灌溉施肥技术应用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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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虞城沼液水肥一体化自动精准灌溉施肥技术应用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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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日报：“千里眼”察粮情    

物联网“种”良田 

河南新闻联播报道“商水：打

造智慧农业，提高粮食产量” 

二、小麦种植智慧管理——（三）示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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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31 CCTV 2 报道 

二、小麦种植智慧管理——（三）示范应用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http://www.agri-outlook.cn


冬小麦种植面积遥感监测 

冬小麦长势动态遥感监测 

冬小麦产量预测 

冬小麦灾害遥感监测 

农业保险遥感技术评价 

三、冬小麦生产遥感监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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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冬小麦种植面积遥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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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冬小麦种植面积遥感监测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http://www.agri-outlook.cn


 

 河南省冬小麦长势遥感监测 

（二）冬小麦长势动态遥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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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级冬小麦长势动态遥感监测 

（二）冬小麦长势动态遥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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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户田块级冬小麦长势遥感精准监测 

（二）冬小麦长势动态遥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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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冬小麦产量预测 

 

气象数据 

 

遥感数据 

 

社会经济数据 

专业估产模型 

 

全省小麦单产估算结果 

单产估算技术路线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http://www.agri-outlook.cn


（三）冬小麦产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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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级监测：MODIS系列、HJ系列中低空间分辨率卫星数据，重访周期短，覆盖范围广。选择更适用于

越冬期的改进型垂直干旱指数（MPDI）进行冬小麦旱情监测。 

 

•(a) 2010-12-10 •(b) 2011-01-30 

•(c) 2011-04-04 
•(d) 旱情信息统计 

•豫北地区不同时期干旱等级分布及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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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冬小麦灾害遥感监测 
 1、冬小麦旱情遥感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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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 •商丘市 

•信阳市 •周口市 •驻马店市 

•南阳市 

 地市级监测：采用分辨率15米的Landsat8融合、16米的高分一号和30米的环境星影像 

•选择更适用于越冬期的改进型垂直干旱指数（MPDI）进行冬小麦旱情监测 

（四）冬小麦灾害遥感监测 
 1、冬小麦旱情遥感动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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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病虫害（赤霉病）遥感动态监测 

 冬小麦病虫害的表征主要包括外部形态变化(卷叶、叶片脱落)与内部生理变化(叶

绿素减少、养分和水分吸收减缓)，其所对应的光谱变化特征是遥感监测作物病

虫害的理论基础。 

冬小麦病虫害遥感探测所用的相关敏感波段 

（四）冬小麦灾害遥感监测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2018AOC

http://www.agri-outlook.cn


• 表现：颜色越绿表示

NDVI值增加越多，小麦生长

越旺盛，即小麦生长正常；

颜色越黄说明小麦长势越

差，即小麦发生病变可能性

较大。 

• 结论：可以看出两期

NDVI差值呈负增长的区域集

中在郸城县西北部地区，说

明该处小麦长势不好。 

   

•2016年3月24日与4

月30日的NDVI差值图 

 表现：颜色越绿说明小麦长势累

加变化较大，即小麦生长正常；

越黄说明小麦长势累加变化较小，

即小麦发生病变可能性较大。 

 结论：赤霉病监测以NDVI差值

图为主要判别依据，以NDVI差

值绝对值累加图提供辅助判别信

息，并结合同时期当地的气象条

件，可以推测出郸城县西部和西

北部地区小麦发生了较严重的赤

霉病。 

•3月24日至4月30日之间5期
NDVI差值绝对值累加结果图 

（四）冬小麦灾害遥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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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冬小麦秸秆焚烧遥感动态监测 

 利用MODIS卫星在单日内可对全省实施多次全覆盖观测的优势，进行火点

实时监测。 

 发现火点后展开实地野外调查，建立解译标志，结合遥感影像确定重点监

测区域。 

 利用30米以内空间分辨率的卫星影像（Landsat系列、GF系列和HJ系列）

对重点区域进行过火面积的动态监测，分析秸秆焚烧发展趋势及规律。 

 总体技术路线：  建立火点监测与过火区监测相结合的秸秆焚烧动态监测体系  

（四）冬小麦灾害遥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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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两年监测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2015年河南省小麦过火面积比2014年大幅减少，

说明2015年各级政府对秸秆禁烧工作十分重视，加大了监管力度，秸秆焚烧现象得到有

效遏制。 

（四）冬小麦灾害遥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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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1月至2016年2月，受寒潮影响

河南省小麦发生较严重冻害。项目组选

择受灾严重的商水县作为核心示范县，

采用分辨率16米的高分一号影像进行小

麦冻害遥感监测。 

•严重冻害 

•中度冻
害 

•严重冻害 

 分析：小麦冻害在全县普遍发生，其

中严重冻害区域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

东、西部地区的冻害相对较轻。项目

组对商水县冻害跟踪监测至5月底，发

现年前发生冻害的大部分小麦基本恢

复长势，并未造成当地冬小麦大面积

减产。这说明冻害的灾损评估需要后

期的跟踪监测。 

•县级冬小麦冻害遥感监测——以商水县为例 

（四）冬小麦灾害遥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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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图承保 

在承保前，通过无人机遥感，辅以卫星遥感和地面调查，对省、

县、地块的农作物进行空间分布制图和面积估算，形成多层次

的标的分布图； 

在承保时，结合基础地理信息数据、遥感数据、历史灾情数据

和承保理赔业务数据，评估农作物灾害综合风险，为费率厘定

和核保提供支撑，并按图进行承保出单； 

在承保期间，利用遥感卫星对农作物的长势监测和危险性进行

评估，为承保区的农户提供农作物风险管理服务。 

（五）农业保险遥感技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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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图理赔 

首先，基于中低分辨率的遥感影像和先验知识，进行灾情总体

快速评估，确定各区域灾情等级； 

其次，依据总体灾情评估结果，协助政府进行救灾，并调动卫

星遥感、无人机遥感和地面调查力量进行详细查勘； 

最后，基于无人机遥感影像卫星遥感影像、区域基础地理信

息、承保信息，进行天空地一体化的损失评估，形成损失评估

报告，为精确和快速理赔提供支撑，实现按图理赔。 

（五）农业保险遥感技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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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农业保险遥感技术评价 

•小麦倒伏遥感评价 •小麦产量估算 •小麦承保面积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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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三 

金种子育种云平台 

•汇 报 提 

纲 

DUS平台 

一 

二 

四 

•汇 报 提 

纲 

四、小麦育种信息化研究进展 

二 

表型信息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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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 

 育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作物育种，数据采集仍然普遍采用手工测量、纸质

记录，然后室内再二次数据整理，经验决策等工作方式。 

 在数据管理上，普遍采用Excel方式进行，管理技术落后。 

 数据采集手段落后、记录数据费时费力、数据采集量大、

数据管理难、数据分析能力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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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 

 针对小麦育种工作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紧紧围绕当前小麦育种实际需求，

以提高数据采集效率、降低劳动强度为目标，以性状数据采集为基础，

以数据的处理分析为核心，以品种的综合评价为重点，解决小麦育种工

作中试验任务同步下达、数据采集任务繁重、手工记载错误率高、数据

分析费时费力等问题，构建小麦育种信息化平台，以建立高效、协同的

信息化育种体系，为育种家提供高效优质的信息化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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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 

•   材料管理、试验管理、数据管理、数据分析、查询统计 

 材料管理：包括材料查询、系谱查询、材料添加、导入导

出和材料模板管理等，主要提供材料信息的添加、导入、

编辑、查询、分组、导出等功能。     

 试验管理：包括试验列表、试验设计规划、试验添加、历

史试验添加、材料评价、试验组别管理等，主要提供试验

信息的添加、导入、编辑、查询、分组、导出以及试验规

划和试验数据管理等功能。 

二、金种子育种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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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主要功能： 

 数据管理：包括田间布局管理、布局数据采集、布局数据处理、图像采

集管理、试验数据采集、试验数据处理等，主要提供试验数据的采集、

查看、处理以及图片管理等。 

 数据分析：包括方差分析、对比分析、分析记录、导入导出、区试分析

和综合评价等，主要提供试验的不同阶段多种数据分析支持，并形成分

析结果报告。 

 查询统计：包括品种数据统计和亲本数据统计，主要提供数据的检索、

查询和统计功能。 

二、金种子育种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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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型信息化平台 

 小麦表型性状管理系统由软件和硬件组成，软件包括表型性状采集移动

端APP和表型性状管理系统（Web端），硬件主要包括移动采集终端设备

和条码打印机。 

 移动端以性状数据采集为核心，可以快速录入和查询田间试验数据，为

从事田间数据采集的第一线人员提供便利的数据采集工具。 

 系统Web端实现小麦品种生产过程中试验任务分发、综合性状的可视化

展示、数据的提交与审核、数据管理与智能分析、报表打印与导出，为

小麦品种的审定和推广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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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系统概要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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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端是主程序，负责从试验设
计开始到最终数据的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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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系统的逻辑结构图 

三、表型信息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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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功能： 

 模板选择：从指标字典中选择试验需要采集的性状，选择出来的性状形成该试验的模板。 

 扫码定位：可以快速扫描品种上的条码，获取品种具体信息。 

 手动录入：选择任一小区，随机录入小区采集性状。 

 数据录入：按照小区编号顺序采集田间性状，具备数据修改和即时保存功能。 

 数据上传：性状采集数据上传至Web端。 

 指标字典：提供试验采集涉及到的全部性状指标。 

（一）小麦表型性状采集系统移动端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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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Web端功能结构图 

（二）小麦表型性状管理系统Web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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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 

 系统管理：根据不同的权限角色进行管理，包括行政区域、试验站管理、性状管理、用户管理和

用户组管理。 

 试验设计：包括试验管理与参试品种管理。试验管理具有分发试验任务，参试品种管理具有对品

种进行统一编码。 

 数据查看：通过设置查询条件，可以查看该试验点所有采集性状数据。具有数据查看、修改、导

出、检索、提交、打印等功能。 

 报表中心：选择查询时间和地点，输出设置查询条件下各参试品种的各类报表。按照管理单位提

供的模板，生成相应的报表，具备下载打印功能。 

 统计分析：选择需要分析的试验地点和数据采集时间，输出某时间段内该试验点所测试验性状数

据列表，具有对各类数据综合分析功能。 

 

（二）小麦表型性状管理系统Web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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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小麦表型性状管理系统Web端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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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型信息化平台 

图24 传统田间数据采集状况 

（三）表型性状管理系统的应用 

传统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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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河南省农科院原阳基地的应用情况 

三、表型信息化平台 

（三）表型性状管理系统的应用 

•现代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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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双新双创博览会应用场景现场照片   

三、表型信息化平台 

（三）表型性状管理系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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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DUS平台 

主要功能： 

         1、系统管理：包括标准管理、测试指南和作物生育期，权限角色管理，支持用户自

添加性状。 

         2、品种基本信息数据库 

         管理已经申请保护或审定的品种基本信息（包括品种名称、植物种类、申请号、申

请日期、申请人、授权日期、品种权人、品种权号、培育地、亲本来源、适种区域、栽

培要点、繁殖要点、保藏地点、保藏编号、繁殖材料提供人，等）。 

         3、品种性状数据库 

      （1）性状选择和表达分级：性状选择依据UPOV文件规定进行；表达分级应赋予测试

品种一个数值代码，便于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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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功能： 

      （2）品种性状数据库：包括品种类型库（植物种类、品种类型、选择类

型）、品种类型子库（植物种类、品种类型、类型代码、类型描述）、性状库

（植物种类、性状编号、性状名称、代码组名称、性状类型）、代码组库（代

码组名称、代码、描述）、品种性状数据库（品种名称、植物种类、品种类型、

性状编号、代码、适合地点）。 

         4、实验管理：包括测试品种与品种筛选。通过申请品种和已知品种外观

性状的对比，逐步筛选出性状非常接近的品种。 

 系统应用： 

         初步在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中心的分支机构暨农业部植物新品种测试原

阳分中心进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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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挑战 

提升小麦质量； 

降低生产成本； 

保护资源环境。 

 

展望未来 

品种选育新技术； 

土壤养分与小麦营养光谱诊断技术； 

小麦生产全过程智能装备技术。 

五、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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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聆听！ 
 

    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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