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农业大学

一、基本情况

南京农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11 工程、985 工程优

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入选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卓越农林

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等，是“双一流”农科联盟、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优质资源共享联盟、CDIO 工程

教育联盟成员单位，学校拥有卫岗校区、浦口校区和白马教学科研基地。其中，白马农业信息化示范

基地（以下简称基地）位于南京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内，占地约 5274 亩，总建筑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总投资约 15 亿元，是集产、学、研为一体的现代信息化农业基地。

近年来，基地陆续投入 3200 万元用于信息化建设，催生了“北斗导航支持下的智慧麦作”、“智

慧温室”和“渔管家”等多个智慧农业品牌。其中，“基于北斗导航的智慧麦作技术”荣获农业农村

部 2020 年十大引领性技术；“稻麦生长指标光谱检测与定量诊断技术”荣获 2018 年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二等奖；“梨优质早、中熟新品种选育与高效育种创新”荣获 2018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陆博士®生态流水鱼无人化渔场智慧养殖技术”荣获 2018“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金奖。

二、示范应用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我校充分利用自身在农业领域相关专业优势，

深入探索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智慧农业领域内的运用，加快农业生产与现代信

息技术相融合，积极推动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在基地进行了长期且广泛的教学、科研、生产等实践活

动。在不断摸索中，逐步形成了 “三大应用体系+一大项目”的农业生产信息化架构，即“智慧种



植”、“智慧园艺”、“智慧养殖”及“作物表型学组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并通过线上线下

“智慧推广”，对研究成果进行示范推广，实现了技术转化，成功打造了智慧农业新生态。

（一）智慧种植

智慧种植围绕“农情遥感监测、农作系统模拟、农田精确管理”等方面开展系统深入的技术创新

与工程实践。

“北斗导航支持下的智慧麦作技术”作为 2020 年农业农村部十大引领性农业技术，主要包括小

麦无人播种收获技术支持下的小麦精确施肥喷药技术，以及物联网支持下小麦智慧灌溉技术等。通过

对稻麦籽粒品质/水分检测，构建作物管理知识模型，建立基于模型的作物生产管理决策系统，依托

北斗导航支持下的小麦变量播种机、无人驾驶收割机，实现对小麦的精准种植与精准收获。通过构建

集信息采集、差异分析、处方生成、路径规划、无人作业等功能为一体的智慧麦作技术，实现了对小

麦耕、种、管、收全过程的精确化、智慧化管理。

图 1：北斗导航支持下的智慧麦作技术



田间建有垂直昆虫雷达和高空自动分时虫情测报灯，可 24 小时全天候无人值守运行，用于重大

农业迁飞性害虫种群动态的长期自动化监测；特殊设计的高空灯，提高了设备稳定性和杀虫效率，在

无人监管的情况下，能自动完成诱虫、杀虫、散虫、拍照、传输、识别、分析等作业。

（二）智慧园艺

智慧园艺围绕“高效生产、智能装备、食品安全”三大主题，运用机器视觉、物联传感网络、机

器学习模型等现代信息技术，对植物品种进行筛选和育种优化，对光照、肥水、室温、地温等室内环

境进行精准控制。

智慧温室主打高品质果蔬、高附加值香料、花卉以及中草药为主的种植生产，通过运用新型 LED

光源、营养液密闭循环、气雾栽培技术等植物工厂尖端技术，布局规模化、超高型垂直植物工厂种植

中心，实现了高质量种苗集约化批量生产。通过集中运用智能化装备及设施、农业物联网技术、智能

传感技术，实现全产业链种植生产高度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



图 2：高附加值中草药植物工厂栽培

图 3：药用大麻植物工厂商业化生产



南京农业大学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新性的利用无人机、激光扫描、机器视觉等信息技术获取梨

树三维图像信息，实现了快速精准测量，减小了人工检测带来的误差，提高了对群体尺度梨树冠层生

长变化及单木尺度梨树枝、叶结构分布的研究效率；通过建立种质资源与育种信息化系统，构建常见

果树的性状库，对果树图像、田间表型相关数据进行记录与统计，解决了种质资源与杂交评价数据量

大、统计分析难的问题，有效提高了资源评价与育种效率。

（三）智慧养殖

智慧渔场以绿色循环水产为核心理念，以渔业感知与智慧养殖平台为载体，以仿生态尾水控制技

术、水产动物精准投喂技术及智能养殖控制技术等为手段，建立了水质检测系统、水产精准投喂系统、

水产精准控水系统、水产精准管理系统等，实现了渔业循环绿色养殖与智能化精准养殖。

图 4：智慧渔场俯瞰图

智慧牧场与智慧鸡舍技术，包含农舍环境控制物联网、农舍环境数据采集与数据库、环境控制与

智能调控模型、 “全站式”物联网智能养殖管理技术等，实现了对场内环境质量检测及控制，规模

畜禽场生物安全关键环节控制，畜禽场重大疫病综合控制，以及自动饲喂与投料方案控制等。

（四）作物表型组学

作物表型组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依托国内高校首个作物表型组学交叉研究中心，研发了一批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作物表型组学信息化装置设备，包括田间大型移动表型舱、室内高通量表型获取系统、



集装箱式移动表型舱和表型应用管理平台等。通过运用无人机、拍照机器人及物联网传感器对作物表

型信息进行收集；自研基因-环境-表型关系分析平台，通过运用机器视觉技术获得植物的结构、株高、

颜色、体积、枯萎程度、鲜重、花/果实的数目等重要指标，实现高通量表型精准获取、环境精准模

拟；通过优化遗传算法，将对象的遗传数据进行对比，将基因型-表型进行关联分析，筛选优良品种

基因，从而达到高效遗传育种的目的。

目前，基地作物表型组学整体技术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可快速高效的监测作物表型、筛选作

物品种，实现育种过程的设计性、预见性和可控性。

图 5：田间大型移动表型舱

图 6：集装箱式移动表型舱



（五）“双线共推”农技推广服务

“双线共推”农技智慧推广，线下通过与地方政府或社会企业合作，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

立不同领域的产业联盟；线上通过整合农科教资源，搭建“南农易农”APP、微信公众平台，开展实

时指导、问题解答和在线培训等，实现服务活动的组织化、服务对象的精准化、服务手段的信息化、

智慧化。

三、经验成效

（一）经济效益

与传统种植相比，智慧种植技术在水稻壮秧、小麦整地、水稻播栽、小麦精播、病虫害防治等方

面表现出明显的增产、节本、提质、增效等优势。智慧温室、园艺工厂实现了高质量种苗集约化生产，

通过气雾培种植的藏红花、药用大麻及蓝莓的产量和品质均得到大幅提升，一年可采收藏红花 2-3 岔，

药用大麻约 6 茬，蓝莓产量较传统种植提高 6 倍。无人渔场通过生态智能化循环养殖，亩产达到 12000

斤，是普通池塘养殖的 4 倍以上，实现了一个人养殖 100 万斤鱼的目标。

（二）社会效益

基地目前在研科研团队达 70 余个，涉及科研项目 165 个，近三年我校依托基地获得国家级科技

成果奖 4 项，省部级科技成果 33 项，每年接待培训和实习逾 12000 人次。无人渔场自 2016 年发展

至今，累计服务了全国 12 大省市自治区，服务面积超 3 万亩，带动了 245 个贫困户脱贫，每年参观

考察和培训的人次达到了 1000 余人。“双线共推”农技推广服务新模式，已有线上用户 7000 多名，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盟 42 家，联盟成员超过 2000 家，在线专家 116 名。作物表型组学作为国家重

大项目，成功孵化“南京秋曦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根田科技有限公司”等 4 家企业。

（三）生态效益



智慧牧场技术实现了畜类养殖自动化，节约用水达 40%-50%，节省用电达 30%-40%。智慧渔

场技术具备的多级生态尾水处理装备与技术，可以帮助处理 90%以上的尾水，缩短 9-10 倍的处理周

期，减少了环境的自净化压力。作物表型组学的信息设施具有从分子细胞到组织形态多层次、多生境

和全生育期多尺度，对主要作物进行每年百万株以上及每日百亩大田以上的作物表型精准采集与深度

解析的能力，可促进绿色生态农业、提高农产品品质和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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