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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技术在农业机械中的应用分析

陈春燕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摘�要：电子信息技术在农业机械中的应用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通过传感器、控制器、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

等技术手段，农业机械的智能化控制、精准作业、安全保障、维护管理等方面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这些应用提高了农

机的自动化程度和作业效率，减少了资源浪费和人力成本，促进了农业的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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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子信息技术在农业机械中的重要性

电子信息技术在农业机械中的应用正在迅速发展，

并且正逐渐成为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因

为电子信息技术具备高度精确和高效率的特点，能够

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降低农机使用成本，促进

农业可持续发展。下面我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电子信息

技术在农业机械中的重要性。第一，电子信息技术可以

实现农业机械的智能化。通过在农机上搭载自动化控制

系统和传感器技术，可以使农机实现自主导航和智能决

策，提高农机的作业效率和准确度。例如，全球定位系

统（GPS）可以为农机提供精确的导航信息，帮助农机
按照预定路线自主行驶，避免重复作业和浪费资源。第

二，电子信息技术可以实现农机与农机之间、农机与农

民之间的互联网连接。农机互联网的建设可以实现农机

的远程监控与管理，农民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脑随时随地

监控农机的工作状态和位置。同时，农机之间也可以实

现数据的共享与协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作业效

率。例如，多台农机在同一块土地上协同作业，可以减

少作业时间和油耗，提高农田的作业效益[1]。第三，电子

信息技术还可以实现农业机械的自动化和智能化。通过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农机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情况进行

智能决策。例如，在作物生长期间，农机可以根据作物

的生长情况和作物需求，自动调整施肥量和浇水量，确

保作物的生长和发展。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农药和水肥的

使用，更可以提高农产品的质量。

2��农业机械与电子信息技术的结合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农业生产的需求变化，传统的农

业机械已经无法满足农民和农业生产者对效率、质量和

可持续性的要求。而电子信息技术的引入，为农业机

械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功能，推动着农业生产的现代化与

智能化。首先，电子信息技术给农机注入了智能化的特

点。通过搭载传感器、自动控制系统、机器视觉和人工

智能等技术，农业机械能够感知和分析农田的环境信

息，实现作业过程的智能化和自动化。例如，传感器可

以对土壤湿度、养分含量和温度进行监测和控制，自动

调整施肥和灌溉量，实现精准农业；人工智能可以通过

学习和分析数据，对农机进行智能决策，实现更高效、

更环保的农业生产。其次，电子信息技术实现了农机与

互联网的连接与交互。农机互联网的建设和应用，实现

了农机之间以及农机与农民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作

业。通过互联网的连接，农机可以分享作业数据、气象

情报和市场信息，农民可以随时随地远程监控农机的状

态和作业进度。这样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效率，还提

供了更好的决策依据，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智能化和精细

化。最后，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农机的导航和定位

更为准确和精细。全球定位系统（GPS）等技术的应用，
实现了农机的自主导航和位置定位，避免了重复作业和

浪费资源[2]。同时，基于GIS（地理信息系统）的农田信
息管理系统，可以精确记录农田的属性和作业记录，为

农民提供精细化的管理和决策支持。

3��电子信息技术在农业机械中的特点

3.1  智能化
电子信息技术赋予农业机械智能化的能力。通过传

感器、控制器和算法等技术手段，农机能够实时感知周

围环境和作业情况，并根据采集的数据做出智能决策和

自主操作。例如，自动驾驶技术能够使农机自动识别地

形、障碍物，并自主规划行驶路径，提高作业效率和准

确性。

3.2  精准化
电子信息技术在农业机械中的应用可以实现农业生

产的精准化。通过传感器测量土壤湿度、光照强度、气

温等参数，农机能够实时感知作物的生长状态和环境需

求，从而精确进行施肥、灌溉、植保等作业，提高农作

物的产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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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可视化
电子信息技术使农机的运行状态、作业情况等信息

可以通过显示屏或移动设备进行实时显示和监测。农民

和农机操作人员可以通过界面进行交互，了解农机的工

作情况，同时可以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根据需要调

整作业策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3.4  数据化
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农业机械产生大量的数据。

这些数据包括机械的工作状态、作业记录、环境参数

等。通过对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分析，可以获得有关农

机性能、维护需求、作业效果等方面的信息，为农机的

维护管理和农业生产的决策提供依据。

4��电子信息技术在农业机械中的应用

4.1  电子信息技术在农业机械智能化控制中的应用
电子信息技术在农业机械智能化控制中的应用，可

以通过传感器、控制器、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

段实现。这些应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智能化
监测与诊断：通过安装传感器和监测设备，对农业机械

的工作状态和性能进行实时监测。例如，传感器可以实

时监测农机的温度、压力、振动等参数，将这些数据传

输至控制器分析，并通过人工智能算法诊断机械是否存

在故障或异常状况。（2）自动化控制与调节：利用控制
器和执行机构，实现对农业机械的自动化控制和调节。

例如，通过设定农机的工作模式和参数，控制器可以自

动调节农机的速度、转向角度等，使农机在作业过程中

达到更高的工作效率和精度[3]。（3）远程监控与操作：
利用通信技术，实现对农业机械的远程监控和操作。农

民可以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远程查看农机的运

行状态和作业情况，对其进行实时监控和控制。在需要

的时候，还可以通过远程操作，控制农机的启停、方向

等。（4）自主化导航和路径规划：通过利用全球定位
系统（GP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等技术，实现农机
的自主化导航和路径规划。农机可以根据预先设定的路

径，自动驾驶进行作业，避开障碍物和重复作业，提高

作业效率和精度。（5）智能化农业管理：结合农业数据
和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农机的智能化农业管理。通过对

农场的作物生长情况、土壤状况和气象数据的分析，智

能农机可以自动调整施肥量、灌溉水量等，达到最优的

农业生产效果。

4.2  电子信息技术在农业机械精准作业中的应用
电子信息技术在农业机械精准作业中的应用，旨在

提高作业的准确性和效率，实现农田资源的最优利用。

通过传感器和数据分析，实现农机对作物的精准施肥。

农机上的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土壤中的氮、磷、钾等养

分含量，以及作物的生长情况。根据这些数据，农机可

以智能地调整施肥装置的喷洒量和喷洒范围，精确地提

供适量的养分给作物，避免过度施肥和浪费资源。借助

传感器和自动化控制设备，实现农机的精准灌溉。传感

器可以监测土壤的湿度以及作物的水分需求，通过与控

制器的联动，农机可以根据实时的土壤湿度数据，精确

地调控灌溉装置的开启时间和水量，使水分得到最佳利

用，避免过度灌溉和水资源浪费。利用图像识别技术，

农机可以识别和辨别作物和杂草。借助自动控制装置和

执行机构，农机可以自动将杂草进行精确的鉴别和除

去，避免对作物造成伤害，并减少对农药的依赖。通过

全球定位系统（GP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农机可
以实现作业轨迹的精准规划。农民可以利用云平台或计

算机进行作业规划和路径设计，将这些路径信息传输给

农机控制系统。农机可以根据设定的路径自动驾驶，并

精确地完成作业任务，减少重复作业和资源浪费。利用

云计算技术和大数据分析算法，将采集到的农田数据进

行集中管理和分析。通过对农业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农

机可以为农民提供更具决策支持的信息，例如种植合理

性分析、作物生长预测等，帮助农民制定科学的农业生

产计划。

4.3  电子信息技术在农业机械安全保障中的应用
电子信息技术在农业机械安全保障中的应用，旨在

提高农业生产过程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保护农民和农机

操作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1）实时监测和报警：通过
传感器和数据监测设备，实时监测农机的工作状态和环

境参数。例如，安装在农机上的传感器可以监测农机的

温度、压力、振动等参数，以及周围环境的气象情况。

一旦发生异常情况或危险事件，系统会发出报警信号，

提醒农民和操作人员及时采取措施 [4]。（2）智能化安
全防护：利用控制器和执行机构，实现农机的智能安全

防护。例如，安装在农机上的安全传感器可以感知周围

的障碍物和危险情况，而控制器则可以自动停止农机的

运行或调整工作模式，以保护农机和操作人员的安全。

（3）远程监控与追踪：通过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可以
实现对农机的远程监控和追踪。农民和管理人员可以通

过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随时随地监测农机的位置、

工作状态等信息。一旦农机发生异常或失窃，系统可以

及时发出警报，并提供所需的追踪和定位功能。（4）
安全培训与教育：通过互联网和移动应用，提供农机操

作人员的安全培训和教育。通过在线视频、模拟训练等

方式，教授农机操作人员正确的操作流程和安全注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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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增强他们的安全意识和技能水平。（5）数据备份和
恢复：通过云存储和数据备份技术，可以对农机的操作

记录、机械参数等重要数据进行定期备份。在农机发生

故障或数据丢失的情况下，可以及时恢复数据，减少损

失和维护成本。

4.4  电子信息技术在农业机械维护与管理中的应用
电子信息技术在农业机械维护与管理中的应用，在

提高农业机械的维护效率和管理水平，延长其使用寿

命。利用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实现对农业机械的远程

诊断与维修。通过传感器和远程监控设备，农机的运行

状态和性能可以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如发现异常情

况，工程师可以通过远程操作和指导，诊断和解决机械

问题，提高维修效率和减少停机时间。利用大数据分析

和人工智能技术，对农业机械进行维护计划与预测。通

过对机械运行数据的分析和建模，预测机械的寿命和维

修需求，制定合理的维护计划。同时，可以实时监测机

械的工作状态和健康状况，及时发现潜在故障，减少维

修成本和风险。通过互联网和移动应用，提供农机维修

人员的在线培训和维护手册。通过视频教学、专家指导

等方式，传授维修技能和知识。维护手册中包含机械的

维护步骤、维修指导和故障处理的方法，供维修人员参

考和操作。运用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对农业机械零部

件进行监控与管理。通过对库存量、使用量的实时监测

和分析，进行零部件的需求预测和供应链优化，保证零

部件的及时供应和减少过剩库存。运用数据采集和分析

技术，对农业机械的故障记录和分析。通过对机械故障

情况的数据分析，找出故障的规律和原因，提供准确的

故障诊断和解决方案，提高维修的效率和质量。

5��智能化农业机械的发展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化农业机械已

经成为现代农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智能化农业机械的

发展，在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减少资源浪费、优化

作业质量和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第一，智能化农业机

械的发展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自动化。传感器、控制器和

执行机构的应用，使农机能够自动进行测量、监测和控

制操作，减轻了农民的劳动负担。例如，自动驾驶技术

使农机能够自主完成地面行驶和作业，精确控制作业深

度、行间距离等参数，提高了作业的准确性和效率[5]。第

二，智能化农业机械的发展实现了农业生产的精准化。

利用传感器和GPS定位技术，农机能够实时感知和反馈农
田的土壤、气象、作物生长状态等信息。通过数据分析

和模型建立，对农机进行智能调度和作业控制，实现对

不同地块、不同植株的精准施肥、灌溉等作业，提高了

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第三，智能化农业机械的发展实

现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智能化农机的应用不仅能够

减少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的使用量，降低对环境的

污染，还能够减少土地的轮作休耕，提高土壤的养分利

用效率和保护土壤结构。同时，智能化农机的能源利用

效率也得到了提高，减少了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结束语

电子信息技术在农业机械中的应用为农业生产带来

了许多益处。智能化控制和精准作业提高了种植效果和

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和维护管理减少了事故风险和

停机时间。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农业机械的效率

和可靠性，也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奠定了坚实基础。

进一步的研究和推广应用将进一步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

展，实现农业生产的高效、智能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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