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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慧农业理念的新型花木基地规划与建设研究

高美珠Ǔ褚Ǔ楚
合肥信息技术职业学院Ǔ安徽Ǔ合肥Ǔ230000

摘Ȟ要：智慧农业是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的农业发展新模式。基于此理念的新型花木基地规划与建设

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新型花木基地的功能需求、规划布局、设施建设和生产管理等方面展开探讨，分析其智能

化种植管理、市场需求预测等功能需求，提出包含生产种植区、科研繁育区等的功能分区规划，阐述智能化及其他配

套设施建设要点，强调从品种选择到质量控制等生产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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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智慧农业理念为

传统农业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与模式。花木产业作为

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与需

求。传统花木基地在生产效率、市场竞争力、资源利用

等方面存在诸多局限，已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对花木产品

多样化、高品质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将智慧农业理念

融入新型花木基地的规划与建设中，成为推动花木产业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1��智慧农业理念概述

智慧农业是农业中的智慧经济，是智慧经济形态在

农业中的具体表现。其核心是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

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等各个环节深度融合，实现农业

的智能化、精准化、高效化和可持续发展。从技术层面

来看，智慧农业充分应用了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物联网

技术、音视频技术、3S技术、无线通信技术等。通过在
农业生产现场部署大量的传感节点，如环境温湿度传感

器、土壤水分传感器、二氧化碳传感器等，实时收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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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温室、养殖场等环境和动植物的各类信息。这些数

据被传输到中控系统或云平台，借助大数据分析、人工

智能、云计算等技术进行处理和分析，从而为农业生产

者提供精准的决策依据。在生产环节，智慧农业可以实

现精准化种植和养殖。比如，根据土壤肥力和作物生长

需求，进行精准施肥、灌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

浪费和污染。在经营环节，通过农业电子商务平台，实

现农产品的线上销售，拓宽销售渠道，减少中间环节，

提高农民收入。利用食品溯源防伪技术，消费者可以了

解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和质量信息，增强对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信心。在管理方面，智慧农业能够实现远程监控和

自动化管理，农业生产者可以通过移动平台或电脑平台

随时随地了解农业生产状况，并对设备进行远程控制，

如自动灌溉、自动通风、自动投喂等，降低劳动强度，

提高生产效率。

2��新型花木基地的功能需求分析

2.1  生产功能
（1）智能化种植管理：除了智能播种、土壤肥力监

测外，还应引入智能气候调控系统，实时监测并调节温

室或大棚内的温度、湿度、光照和二氧化碳浓度等，为

花木生长创造最适宜的小气候环境。利用智能机器人进

行花木的修剪、整枝等重复性劳动，提高工作效率和精

准度，减少人工成本和误差。（2）品种优化与繁育：利
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更快速、准确地筛选出具有

优良性状的花木植株，加速品种选育进程。建立花木种

质资源库，对珍稀、濒危和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花木品

种进行保存和研究，为品种优化与繁育提供丰富的基因

资源[1]。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产学研联合攻关，

共同研发新的花木品种和繁育技术，提升基地的科技创

新能力。

2.2  销售与市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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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需求预测：加强与行业协会、市场研究机
构的合作，获取更全面、准确的市场信息和行业动态。

运用市场调研、消费者反馈等手段，深入了解消费者的

需求偏好、购买行为和价格敏感度等，为市场需求预测

提供更丰富的数据支持。结合宏观经济形势、政策法规

变化等因素，对花木市场的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分析，

提前布局新兴市场和热门品种。（2）线上销售与推广：
加强品牌建设和营销，打造具有影响力的花木品牌，通

过品牌故事、品牌文化等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开展多元化的营销活动，如

举办线上花木展览、花卉摄影比赛、养花知识讲座等，吸

引用户关注和参与，增加品牌曝光度和用户粘性。

2.3  休闲观光与科普教育功能
（1）智慧旅游体验：建设智能导览系统，游客可通

过手机APP获取个性化的游览路线推荐、景点语音讲解、
实时人流量信息等，提高游览的便利性和舒适性。设置

智能互动体验区，如智能花卉识别装置，游客只需拍摄

花木照片，即可获取详细的花木信息和养护知识；打造

沉浸式花木主题VR/AR体验场景，让游客身临其境地感
受花木的魅力。（2）科普教育基地：开发系列化的科普
教育课程和教材，针对不同年龄段和知识水平的受众，

设计如亲子科普游、学生研学游、成人兴趣班等多样化

的科普活动。

3��新型花木基地的规划布局

3.1  功能分区规划
（1）生产种植区：是基地的核心区域，依据花木品

种的生态习性和栽培要求，划分不同的种植区块，如草

本花卉区、木本花卉区、多肉植物区等。同时设置设施

栽培区，配备现代化温室、大棚等设施，用于培育反季

节花木或对环境条件要求苛刻的品种，以实现周年生产

和供应。（2）科研繁育区：配备专业的实验室、组培
室、育苗温室等设施，用于花木新品种的研发、引种驯

化、繁育技术研究以及病虫害防治研究等工作，为基地

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持和优质种苗。可与科研院校合作，

开展产学研项目，提升基地的科技含量和创新能力。

（3）展示交易区：建设花木展示厅、展销大棚、交易市
场等设施[2]。展示厅用于集中展示基地的特色和优势花

木品种、新优品种以及各类造型精美的盆景等，以吸引

客户和游客。交易市场提供摊位、仓储、物流等配套服

务，方便花木的批发和零售交易，促进产品流通。（4）
休闲观光区：结合基地的自然景观和花木资源，打造花

海景观、休闲步道、观景台、摄影基地等休闲观光设

施，还可设置亲子游乐区、科普教育区等，开展亲子活

动、科普讲座等，为游客提供观赏、休闲、娱乐、科普

等多元化的体验，实现花木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

（5）管理服务区：一般位于基地入口附近，交通便利，
建设办公楼、员工宿舍、食堂、仓库、停车场等设施，

为基地的日常管理、员工生活和物资储存提供保障，是

基地运营管理的中枢。

3.2  交通与水利规划
（1）交通规划：基地道路系统分主干道、次干道和

支路。主干道宽6-8米，采用混凝土或沥青路面，贯穿基
地南北和东西方向，承载大型运输车辆和消防车通行。

次干道宽4-6米，连接主干道与各生产区、设施区，满足
中型作业车辆和小型运输车辆通行。支路宽2-4米，深入
种植区，方便小型作业车辆和人员通行，可采用砂石或

透水砖路面。道路转弯半径根据车辆类型和行驶速度确

定，一般不小于6米，保证车辆安全转弯。（2）水利规
划：灌溉系统的首部枢纽包括水源工程、水泵、过滤器、

施肥器等设备，确保为灌溉提供清洁、压力稳定的水源和

适量的肥料。输配水管网根据地形和种植区域布局，采

用地埋式管道，减少对土地的占用和对作业的影响。

4��新型花木基地的设施建设

4.1  智能化设施建设
首先，在花木种植区和智能温室区内安装环境监测

传感器，实时监测空气温度、湿度、光照强度、二氧化

碳浓度、土壤温度、湿度、养分等环境参数。传感器将

数据传输到中央控制系统，通过数据分析和处理，及时

发现环境异常情况，并自动启动相应的调控设备，如通

风机、遮阳网、灌溉设备等，进行环境调节，为花木生

长创造最佳环境条件。其次，采用滴灌、喷灌、微灌等

智能化灌溉技术，根据花木的需水规律和土壤墒情，自

动控制灌溉时间、灌溉量和灌溉频率。智能灌溉系统可

以通过土壤湿度传感器实时监测土壤水分状况，当土壤

湿度低于设定阈值时，自动启动灌溉设备进行灌溉；当

土壤湿度达到适宜范围时，自动停止灌溉，实现精准灌

溉，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然后，根据花木

的生长阶段和土壤养分状况，利用智能化施肥设备进行

精准施肥。智能施肥系统可以通过土壤养分传感器实时

监测土壤中的氮、磷、钾等养分含量，结合花木的养分

需求，自动计算出施肥量和施肥时间，并通过施肥机进

行精准施肥，避免过量施肥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

费。最后，在智能温室区内安装智能温控设备，如空

调、暖风机、遮阳网、通风机等，根据不同花木品种的

生长需求，自动调节温室内的温度和湿度。智能温控系

统可以通过温度传感器和湿度传感器实时监测温室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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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参数，当温度或湿度超出设定范围时，自动启动相

应的调控设备，进行温度和湿度调节，确保温室内的环

境适宜花木生长。

4.2  其他配套设施建设
（1）建设高标准的种植大棚、育苗温室、组培室等

生产设施，为花木的种植、育苗和繁殖提供良好的环境

条件。种植大棚和育苗温室应采用现代化的建筑材料和

结构形式，具备良好的保温、透光、通风等性能；组培

室应配备无菌操作间、培养室、炼苗室等功能区域，满

足花木组培快繁的需要。（2）建设大型的仓库、冷库
等仓储设施，用于存放花木产品、生产资料和设备等。

仓库应具备良好的通风、防潮、防火、防盗等性能，确

保储存物品的安全；冷库应配备制冷设备和温度控制系

统，用于存放鲜花、水果等易腐产品，延长产品的保鲜

期。（3）建设办公楼、职工宿舍、食堂、浴室等办公
与生活设施，为基地工作人员提供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

境。办公楼应配备现代化的办公设备和通信设施，满足

基地日常管理和运营的需要；职工宿舍和食堂应具备良

好的居住和餐饮条件，确保职工的生活质量。

5��新型花木基地的生产管理

5.1  品种选择与繁育
先根据市场需求、当地气候条件和基地的发展定

位，选择适宜的花木品种。在选择品种时，要充分考虑

品种的观赏性、适应性、抗病虫害能力和市场前景等因

素，优先选择优良的新品种和特色品种，提高基地的市

场竞争力[3]。再采用先进的繁育技术，如种子繁殖、扦插

繁殖、嫁接繁殖、组织培养等，加快花木的繁殖速度，

提高繁殖系数和苗木质量。组织培养技术是一种快速、

高效的繁育方法，可以在短时间内繁殖出大量的优质苗

木，还可以保持品种的优良特性，是新型花木基地繁育

的重要手段之一。

5.2  种植与养护管理
（1）花木种植管理需遵循严格的技术规范。种植

前，土壤改良和消毒至关重要。可通过添加腐叶土、珍

珠岩等改善土壤结构，提高透气性和肥力。消毒方法有

烘烤法、太阳消毒法、微波处理法和化学消毒法等。同

时要施足基肥，有机肥如充分发酵的粪肥，可按一至三

成比例掺在培养土中；无机肥如磷肥可用过磷酸钙0.5%
掺入培养土。种植时，控制苗木定植深度，一般根茎与

地面齐平为宜，避免过深导致根部缺氧或过浅影响稳定

性。株行距依据花木品种和生长特性确定，如金银花定

植可按株距1米、行距1.5米挖穴。种植方向要考虑光照，
使花木能充分接受阳光照射。（2）在养护管理中，浇水
需根据花木生长阶段和天气情况进行。发芽期保持盆土

湿润；缓苗期适当浇水，避免积水。施肥方面，营养生

长期多施氮、钾肥，花芽形成期多施磷肥。修剪可在休

眠期或花后进行，去除枯枝、病枝、徒长枝等，保持树

形美观。病虫害防治要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定期

检查花木，及时发现病虫害迹象。如白粉病可用20%的粉
锈宁2000倍液喷洒。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于智慧农业理念的新型花木基地规划

与建设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涉及多个环节和领

域。通过对功能需求的精准分析、合理的规划布局、完

善的设施建设以及科学的生产管理，能够有效实现花木

基地的智能化、高效化和可持续发展。不仅可以提高花

木的产量和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还能促进花木产业

与休闲观光、科普教育等产业的融合，为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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