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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简介：

本项目在多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具体如下： （1）研发集成了土壤、长势、大气传感设备以及一个植物根系与地上部的同步原位观察
装置。其中，土壤、长势、大气传感设备可用于作物生长与环境信息数据的实时采集，并经物联网传回至大数据中心；植物根系与地上部
分的同步原位观察装置包括地下根系部和地上监测部；地上监测部设于地下根系部上，用于监测地上植物的叶片尺寸等指标；地下根系部
包括由上至下依次设置的种植层、根系观察层和底部层；根系观察层呈透明状，种植层和底部层均采用透明材质包裹。 （2）研发集成了
一种植物根系与地上部的同步原位观察装置，利用作物生长原位观察技术能够实现作物的原位观察。根据所捕获的田间黄板害虫，提出了
3种南方重大害虫检测方法，包括基于田间黄板的改进Faster R-CNN害虫检测算法、利用显著性图及增强非最大值抑制的黄板害虫检测及
计数算法和利用显著图构建注意力深度网络检测诱虫板蔬菜害虫的算法；利用所制定的害虫智能监测模型能辅助实现水肥药的决策。基于
试验数据开展了三类模型构建，包括基于冠层光谱和农学参数水稻产量模型、基于水稻冠层光谱数据及氮素参数的籽粒蛋白含量模型、基
于关键生育期“植被指数-农学参数-气象因子”模式的水稻品质综合监测预测模型。本研究得到的三种模型分析与决策速度均达到秒级，
精度均达到90%以上。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4）发表了36篇学术论文，其中第一标注的学术论文有17篇；第一标注的投稿论文5篇；申
请了31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和实用新型分别位24和7项，并授权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2和7项；登记了14项软件著作权。 （5）已制定我省
主产作物生理生长与环境数据采集的企业标准4项，并获批广东省地方标准1项；制定物联网接入的企业标准1项；制定大数据平台数据采
集规范企业标准1项。此外，还制定了病虫害绿色防治、金萱绿茶安全生产和紫莲红茶安全生产方面的企业标准各1项。因此，本项目总共
制定了企业标准9项，广东省地方标准1项。 （6）本项目在3年执行期内，为丝苗米、蔬菜、果树、茶叶等主产作物的精准生产提供了
582.7万条生产服务数据。因此，本项目达到并大幅超过了本核心指标的任务要求。根据作物大数据各项规范标准及实际示范基地建设情
况，针对水果、水稻、蔬菜、茶叶等主要种植品类，分表建立了环境、生理、生长、病虫害防控预警等数据库表76个。 （7）广州华农大
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实际在17个农业种植园开展了示范应用，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实际在3个茶园开展了示范应用。其
中，大田水稻种植基地有6个，分布在增城和肇庆；蔬菜种植基地有6个，分布在梅州、连州、珠海；果园种植基地有5个，分布在梅州、
云浮和清远；茶叶种植基地有3个，分布在潮州、梅州、揭西。 已构建了一套广东省作物生产重要信息感知与生产大数据平台，覆盖水稻
、蔬菜、水果和茶叶，构建了76个数据库表。这些数据库表主要涵盖环境、生理、生长、病虫害防控预警等方面，这些构成了生产信息基
础数据库。水稻、蔬菜、水果和茶叶共4类主产作物，每类都有4方面的生产信息基础数据库，因此总共的生产信息基础数据库在16个，超
过了“水稻、蔬菜、水果和茶叶等不同品类生产信息基础数据库10个以上”的要求。开发了墒情预警、病虫害预警、长势监测预警、气象
灾情预警系统，一共4套田间“四情”监测预警系统。因此，本项目达到了“田间‘四情’监测预警系统2-4套”的要求。 （8）借助于所
研发的广东省作物生产重要信息感知与生产大数据平台，实现长势监测站、虫情监测站、重点场所监测站、物联网捕虫灯、性诱捕虫灯、
虫情测控杀一体装置、土壤监测站（4种传感器）、气象监测站（9种传感器）、水质监测站等感知装备的互联互通。因此，本项目实现了
“支持大田水稻、蔬菜、水果和茶叶等作物生产管理20类以上先进感知应用装备与系统的互联互通”的要求。开发了物联网平台，能够通
过该平台实现与物联网感知与设备的调用和按需闭环控制。经测试，物联网感知与解析设备的调用在秒级，且能实现按需闭环控制。 
（9）在本项目开展期间，共有21名研究生先后参与本项目课题的研究工作，最后以本项目课题相关研究内容为核心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共
有10人。其中2021年12月前毕业的研究生有6人（1博士及5硕士），2022年7月前毕业的研究生有1人（1硕士），2022年11月毕业的博士生
1人，还有未毕业的研究生2人（2硕士）。 （10）撰写科技报告。首先介绍了项目研究背景，然后描述了研究内容和绩效指标，接着给出
了整个项目的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案，随后汇总了本项目取得的研究成果，最后进行了总结。综上，围绕我省主产作物精准生产的行业需
求，本报告详细给出了项目的研究内容，列出了研究需要达到的绩效指标，描述了明晰详细的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在各课题单位的协同
推动下，取得了良好的研究成果，并进行了相应的示范应用。这三年的执行期，各课题单位都落实了各课题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达到
了本项目的研究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