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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栽培管理技术创新与发展研究

王建鹏
海原县三河镇人民政府Ǔ宁夏Ǔ中卫Ǔ755200

摘Ȟ要：农作物栽培管理位于农业生产的核心，是提升农产品产量、品质及整体效益的关键，随着科技的持续

进步，栽培管理技术不断创新发展。本文深入分析了栽培管理的重要性，对当前技术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概述，并

探讨了包括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在内的多项技术创新点。也展望了栽培管理的未来发展趋势，即通过科学的管理技

术优化农作物生长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最终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为农业生产的高效与环保双重目标

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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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农作物栽培技术的广泛应用，对我国农作物

产量提升及农业经济效益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

前，随着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及智能装备的深度融合，

农业效率得到显著提升。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如基因编

辑、生物育种等生物技术，以及物联网、大数据、AI等
信息技术，还有无人机、智能农机等智能装备，共同引

领着农作物栽培技术的新突破，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注入

了强劲动力，有力推动了我国农业的持续繁荣。

1��农作物栽培管理的重要性

农作物栽培管理是农业生产中的关键环节，对于提

高农产品产量、品质和农业生产效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1）科学的栽培管理能够确保农作物在生长过程
中获得充足的养分和水分，从而满足其正常生长发育的

需求，通过合理施肥和灌溉，可以提高土壤的肥力和保

水能力，为农作物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1]。（2）农作物
栽培管理还有助于预防和控制病虫害的发生。通过采取

合理的病虫害防治措施，可以减少病虫害对农作物的危

害，保障农作物的健康生长，这不仅可以提高农产品的

产量和品质，还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量，降低农业生产

对环境的污染。（3）农作物栽培管理还对于实现农业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科学的栽培管理，可以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效

益，注重土壤改良和生态修复工作，有助于保护生态环

境，实现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2��农作物栽培管理技术发展现状

2.1  生物技术应用
生物技术在农作物栽培管理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基

因编辑、生物育种和生物防治三个方面。（1）基因编辑
技术通过修改作物的遗传信息，培育出具有抗逆性、高

产、优质等特性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不仅能够适应不

同的环境条件，还能有效抵抗病虫害，从而提高作物的

产量和品质。（2）生物育种技术则利用微生物、植物生
长激素等生物资源，优化作物种子的发芽率和生长势，

为作物的健壮生长打下坚实的基础。（3）生物防治技术
通过引入天敌、使用微生物制剂等生物手段，有效控制

农作物病虫害，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障农产品的安

全与健康。

2.2  信息技术融合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农作物栽培管理提供了新的

手段，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使得农田环境的实时监测成为

可能。通过布置在农田中的传感器，可以实时获取土

壤水分、养分含量以及作物生长状况等信息，结合大数

据分析技术，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深入挖掘和处理，从

而制定出更为精准的灌溉、施肥计划。此外，人工智能

算法的应用也为作物病虫害的防控提供了新的思路；通

过训练模型，可以对作物病虫害进行早期预警和精准识

别，及时采取措施进行防治，提高防治效果。

2.3  智能装备应用
智能装备在农作物栽培管理中的应用逐渐普及，为

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无人机作为一种高效、灵

活的作业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农田监测、病虫害防治

及作物施肥等作业中。通过无人机搭载的高清摄像头和

传感器，可以实时获取农田的影像和数据信息，为农田

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智能农机则通过自动化、智能化技

术，提高了作业效率和精度[2]。例如，智能播种机可以根

据土壤条件和作物需求进行精准播种；智能收割机则能

够自动识别作物成熟度并进行收割。此外，精准灌溉系

统的应用也极大地节约了水资源；通过根据作物需水量

和土壤水分状况进行按需灌溉，避免了水资源的浪费和

过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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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作物栽培管理技术创新

3.1  基因编辑技术
基因编辑技术，特别是CRISPR-Cas9系统的应用，为

农作物遗传改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精准度和高效性。这

一技术允许科学家在作物的基因组中进行定点修改，从

而培育出具有抗逆性强、高产优质等特性的新品种；通

过基因编辑，可以直接改变作物的遗传特性，使其更好

地适应不同的环境条件，如干旱、盐碱、病虫害等。例

如，科学家已经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成功培育出抗稻瘟病

的水稻品种，这种水稻在稻瘟病高发地区能够显著提高

产量和品质。此外，基因编辑技术还可以用于改善作物

的营养成分，如提高作物中的蛋白质、维生素含量等，

以满足人类对食品多样化的需求。基因编辑技术的创新

应用不仅提高了作物的产量和品质，还缩短了育种周

期，加速了新品种的推广和应用。

3.2  生物育种技术
生物育种技术是利用微生物、植物生长激素等生物

资源，优化作物种子的发芽率和生长势的一种技术，这

一技术通过改善种子的生长环境，提高种子的抗逆性和

产量，从而实现农作物的优质高产，微生物菌剂中的有

益微生物能够分解土壤中的有机物。释放养分，改善土

壤结构，为作物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微生物菌剂还能

够抑制病原菌的生长和繁殖，减少病虫害的发生，保障

作物的健康生长；此外，生物育种技术还包括利用植物

生长激素调节作物的生长发育[3]。植物生长激素是植物

体内产生的一类具有调节作用的物质，它们能够影响作

物的生长速度、形态建成和抗逆性等方面。通过合理使

用植物生长激素，可以优化作物的生长过程，提高作物

的产量和品质；例如，在作物生长过程中适量施加赤霉

素等植物生长激素，可以促进作物的茎秆伸长和叶片扩

展，增加作物的光合作用面积，提高作物的产量。

3.3  物联网技术
物联网技术在农作物栽培管理中展现出了巨大的潜

力，其核心应用聚焦于农田环境监测与精准管理两大关

键领域：（1）在农田环境监测方面。物联网技术凭借部
署在农田中的各类高精度传感器，如土壤湿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及光照强度传感器等，实现了对土壤墒情、

气象条件及作物生长环境的全面实时监控。这些传感器

捕获的数据通过无线网络迅速传输至云端或本地服务

器，为农业管理者提供了详尽、准确的农田环境信息，

基于这些宝贵数据，管理者能够迅速识别并应对诸如土

壤湿度不足、异常温度波动等环境问题，从而确保作物

在最佳环境条件下健康生长。（2）在精准管理方面。物

联网技术与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合，

推动了农田管理的精细化，系统能够实时监测土壤湿度

和养分含量，并据此自动调节灌溉和施肥量，有效避免

了水资源的浪费和化肥的过度使用；此外，物联网技术

能够借助安装在农田中的病虫害传感器，对病虫害发生

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和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措施进行科学

有效的防治，避免病虫害的扩散和危害。

3.4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在农作物栽培管理中的应

用，无疑为现代农业注入了新的活力。（1）数据挖掘
是大数据技术的关键环节。在农作物栽培管理中，通过

收集和分析农田环境数据，如土壤湿度、温度、光照强

度等，可以揭示出这些数据之间的关联性和规律性。例

如，通过分析土壤湿度和作物生长速度的关系，可以确

定最佳的灌溉时机和灌溉量，从而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

质；此外，数据挖掘还可以帮助农民了解病虫害的发生

规律，为病虫害防治提供科学依据。（2）智能决策是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应用。在农作物栽培管理

中，智能决策系统可以根据实时收集的数据，为农民提

供种植建议和管理措施；例如，当系统检测到土壤养分

不足时，会自动推荐适合的肥料种类和施肥量，以确保

作物的正常生长。（3）精准管理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
术的另一重要应用，通过精准管理，可以实现农田资源

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例如，利用精准施肥技术，可

以根据作物的养分需求和土壤养分状况，制定精准的施

肥方案，提高肥料的利用率和作物的产量。

3.5  无人机技术
无人机技术在农作物栽培管理中的应用，为现代农

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技术主要体现在农田监

测、病虫害防治和作物施肥等方面，它使得农田管理更

加高效、精准和智能化。（1）在农田监测方面，无人
机可以高效地巡视农田，实时监测作物的生长状况和病

虫害的发生情况。通过无人机拍摄的影像数据，农民可

以清晰地了解作物的生长密度、叶片颜色、病虫害危害

程度等信息，这些信息为农民提供了及时的种植建议和

管理措施，有助于他们更好地掌握农田的生长情况，制

定出更为精准的农田管理方案[4]。（2）在病虫害防治方
面，无人机技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传统的人工喷洒农

药方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容易造成农药的浪费和环境

污染，而无人机可以搭载喷雾设备，对农田进行精准的

病虫害防治作业；通过无人机的精准喷洒，可以减少农

药的使用量，降低农产品的农药残留，保障农产品的安

全与健康，还可以根据病虫害的发生情况和作物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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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制定精准的防治方案，提高防治效果。

3.6  智能农机技术
智能农机技术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自

动化、智能化技术，智能农机提高了作业效率和精度，

为农作物栽培管理带来了诸多便利。（1）智能播种机是
智能农机技术的重要代表。它可以根据土壤条件和作物

需求进行精准播种，确保种子的均匀分布和适宜深度，

传统的人工播种方式往往存在播种不均匀、深度不一等

问题，影响作物的生长和产量。而智能播种机通过精准

的控制系统和传感器技术，可以实现精准的播种作业，

提高播种的质量和效率，这有助于农民更好地掌握播种

时机和播种量，为作物的生长打下良好的基础。（2）智
能收割机也是智能农机技术的重要应用。它可以自动识

别作物成熟度并进行收割，减少损失和浪费，传统的收

割方式往往需要农民根据经验判断作物成熟度，并进行

手动收割，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容易造成作物

的损失和浪费；而智能收割机通过先进的图像识别技术

和传感器技术，可以准确地识别作物的成熟度，并根据

实际需求进行自动收割，这大大提高了收割的效率和精

度，减少了作物的损失和浪费。

4��农作物栽培管理技术发展趋势

4.1  绿色化与可持续化
随着全球环保意识的觉醒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

人心，农作物栽培管理技术正逐步向绿色化与可持续化

方向转型。这一趋势不仅回应了社会对健康、安全农产

品的迫切需求，也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绿色

化技术将成为未来农作物栽培管理的核心。生物防治技

术，作为绿色化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逐渐替代传统

的化学农药防治方法；通过利用天敌、生物制剂等自然

手段来控制病虫害，既能有效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

又能降低农产品中的有害物质残留，保障农产品的安全

与健康。与传统化肥相比，有机肥料不仅能提供作物所

需的养分，还能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从而实

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绿色化与可持续化的推动下，

农作物栽培管理技术还将注重生态农业的建设。通过构

建生态农业系统，实现作物、畜禽、水产等农业生产要

素的有机结合，形成良性循环的农业生态系统。

4.2  高效化与集约化
面对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和农产品需求的持续增长，

农作物栽培管理技术正积极向高效化与集约化的方向发

展。高效化技术作为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核心，其重要

性日益凸显，为了实现高效化，我们必须优化作物种植

结构，精心选择高产、优质且抗逆性强的作物品种，这

些品种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光能、热能等自然资源，通过

增强作物的光合作用和物质积累能力，从而实现高产高

效的目标[5]。并且，提高复种指数也是实现高效化的关

键策略。通过科学合理地安排作物的种植时间和空间布

局，我们可以在同一地块上实现多次种植，从而显著提

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和经济效益。集约化技术则是提高土

地利用率和农业生产效益的另一重要途径；通过集中连

片种植，我们可以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进而提高机

械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此外，设施农业的建设也是集

约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作物提供了更为适宜的生长

环境，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产量和品质。

结语：农作物栽培管理技术的不断进步，无疑是驱

动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动力。这一进程，通过绿色可持

续、高效集约的发展路径，不仅提升了农产品的健康安

全标准，更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与土地资源的

高效利用，完美契合了社会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展

望未来，我们需持续关注并推动栽培管理技术的创新与

发展，以此为农业生产不断注入新鲜活力，引领农业向

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迈进，为全球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

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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