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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总序　　毛泽东同志语重心长，寄重望于青年，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你们是早上八九点
钟的太阳”。
在进步节奏越来越快的信息社会，青年同志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渴望插上知识的翅膀，需要凝聚智慧
的力量，展翅腾飞，才能胜任历史重任，适应社会需求。
他们需要通过键盘去解释这个多动的世界，需要用电脑去跟踪这个多变的世界，去了解过去，去改善
现状，去打造未来。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向太空发射了数以千计的遥感对地观测卫星、地球定位卫星、全球通
信卫星。
这些卫星夜以继日地运行在太空，监测着地球上资源、环境和生态的变化，监视着城市化和土地覆盖
的更新。
人们敷设了遍布各大洲的通信光缆，设置了进入千家万户的宽带互联网络，加速了电离层以内的信息
流的流动。
人们在平流层开发了超音速飞机，加速了洲际往来，还在不断地修建高速公路，提速火车，增加集装
箱的制造和门对门的运输，加速物流配送的能力。
于是，地球上的时空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上海双休日旅游半径为例，在一小时之内可以到达杭
州、宁波和南京；两小时之内，可以到达黄山、庐山和武夷山。
来自千里之外的新疆的石油、天然气和来自长江三峡的电力，川流不息地供应到市区和郊区⋯⋯这就
是我们今天生活中面对的信息社会的现实，使我们不能不转变传统的时空观念。
　　这个数字的信息社会，还只是一个虚拟的、透明的世界。
展望未来，“数字地球”还将进一步改变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的面貌。
在我国也相应地提出了“数字中国”计划，各级政府正在推行“电子政务”改革管理模式，提高工作
效率和服务水平，转变政府职能。
计划到2008年，全国政府采购额将达76亿元人民币，实现80%城市的信息化。
以北京为例，在城区已设计了万米网格的管理和监理新模式，加强社区的空间管理，从社区开始打破
过去条块分割的局面。
2008年北京市将设置2000个便民信息亭，扩大公共信息服务范围；公司和企业积极开展电子商务能力
建设，力争与国际接轨，缩小数字鸿沟，提高商贸竞争能力，节约水土资源，降低能源消耗成本；工
业基地努力推行“电子制造”，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路。
例如，我国地图测绘、地震、地质、气象行业早已实现全数字化；东北老工业基地也在实现自动化设
计与质量控制一体化的基础上，明显提高了产量、质量，逐步促进工业生产的良性循环，向循环经济
发展；在科技教育部门，大力推广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在我国西部开发和成人职业教育方面，取得
了相当显著的实效，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数字中国”对国家经济规划与建设尤为重要。
例如，粮食是否生产过剩，是否应该退耕还林、还草？
煤炭生产是否过多？
石油能源能否制约未来经济发展？
是钢铁投资、汽车、房地产炒得过热，还是城市化过程太慢？
水电、核电开发与火电比例是否失调？
人口达到零增长是否导致老年化？
西部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与东部跨越式发展，带动中西部，孰先孰后，孰轻孰重？
如何缩小地区差异、城乡差别？
这些都是关系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生活中的大问题，需要定性、定量地作出空间分析，为科学发展观提
供科学的依据。
　　中国主张从我做起，2004年年底在北京大学成立了“数字中国研究院”；目前已有半数的省区开
展“数字省区”建设；长江、黄河等五大河流启动“数字流域”工程；将近1/3，约200个城市，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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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地开展“数字城市”、“数字街区”和“数字社区”的试点。
另外，在生态建设、功能区划、环境保护、文物保护等诸多方面，对协调城市与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信息科学计算技术的迅速进步，IPv6为网络计算提供大容量、快速的结点，第
三代互联网的区域试点获得成功；空间信息的资源共享在技术上有了可靠的保障，公共的科学研究数
据平台呼之欲出；空间分析模型与地学信息图谱也有所创新；汉字自动排版与专业制图软件开发有了
重大突破；一个整合遥感、卫星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与互联网的全球技术系统，已脱颖而出，崭
露头角，近100所大专院校为此设立了专科或本科，400多家企业（法人）已注册，理论的梳理和人才
的培养迫在眉睫。
仅上海市就急需地理信息系统高级人才6万人。
　　从科学建设的角度着眼，无论是国家和社会的重大需求，还是人才队伍的培养、技术系统的开发
、理论基础的研究，都需要一套能够反映当今国家数字化状况的丛书出版。
北京大学的承继成、方裕教授等登高一呼，发起编写“数字中国丛书”，立刻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
响应，他们尽心尽力的奉献精神和协作攻关的团队精神，我是十分钦佩的。
　　丛书的形式能够为读者提供比较系统、全面的知识。
早在清朝乾隆年间编辑的国家级《四库全书》举世瞩目，叹为观止；近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的《
大学丛书》、中华书局编印的中学生《万有文库》，对于我国近代人才的培养，发挥过巨大的历史作
用，以这些丛书为范本，自学成才的名家大有人在。
但上述丛书都是多学科性的，而《数字中国丛书》的编辑、出版则推陈出新，自成一体，它以数字技
术为主体，以中国的信息化与现代化为研究范围，整合数字资源，集成信息系统，以科学理论指导应
用实践，以技术系统支持科学研究。
执笔者都是该领域工作在第一线的著名学者。
该丛书不仅是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信息化和现代化作出切实的贡献，同时也是为共建、共
享“数字地球”作出示范。
我衷心祝愿《数字中国丛书》为我国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陈述彭　　200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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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农业可以按照人类的需要，对农业所涉及的对象和全过程进行数字化、可视化的表达、设计
、控制和管理；其根本目的是以最少或最节省的投入，获得最高的经济收益和最佳的环境效益。
本书基于数字农业研究、发展的成果和经验，系统地介绍了数字农业的相关理论和前沿技术，并展望
了数字农业未来的发展，主要内容包括：遥感与农情监测，GPS及其农业应用，GIS与农田信息管理，
农田信息自动获取，精细农业智能信息技术及其系统集成，农业物联网技术，农业过程模拟与模型，
农业生产管理专家系统等。
本书具有综合性、前瞻性和系统性，反映了作者及其研究团队近年来的重要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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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作物病虫草害模型
8.4.1 作物病虫草害模型的定义与作用
8.4.2 作物病虫草害模型的研究进展
8.4.3 作物病虫草害模型的构建
8.4.4 作物病虫草害预警系统的构建
8.5 作物形态结构建模与可视化技术
8.5.1 作物器官几何建模与交互设计
8.5.2 作物植株形态结构建模
8.5.3 作物群体的三维重建
8.5.4 真实感显示技术
8.6 作物三维模型冠层光分布计算及在冠层结构分析中的应用
8.6.1 虚拟作物冠层光分布的计算方法
8.6.2 嵌入式辐射度模型
8.6.3 作物群体冠层光辐射计算实验
8.6.4 基于可视化计算的作物株型分析
参考文献
第9章 农业生产管理专家系统
9.1 农业生产管理专家系统概述
9.2 农业数据库系统的建立与应用
9.2.1 数据库系统的基本概念
9.2.2 农业数据库系统的基本组成
9.2.3 基于搜索引擎技术的农业数据库系统的建立
9.2.4 农业数据库系统的应用
9.3 农业生产管理专家系统中的知识表示与推理
9.3.1 农业知识的分类
9.3.2 农业知识的表示
9.3.3 农业知识推理的一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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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 农业知识的协同推理
9.4 典型的农业生产管理专家系统
9.4.1 系统功能设计
9.4.2 栽培管理模型
9.4.3 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参考文献
第10章 数字农业的推广
10.1 数字林业
10.1.1 数字林业概述
10.1.2 数字林业建设的体系结构
10.1.3 信息化技术在数字林业中的应用
10.2 数字养殖
10.2.1 家禽的数字养殖
10.2.2 家畜的数字养殖
10.2.3 昆虫类的数字养殖
10.3 数字物流
10.3.1 数字物流概述
10.3.2 农产品的数字物流
10.3.3 基于“3s”的农产品物流
10.3.4 基于条形码和rfid的农产品追溯
10.4 电子商务
10.4.1 农产品电子商务技术的起源
10.4.2 国外农业电子商务发展概况
10.4.3 我国农业电子商务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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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微波遥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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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农业》基于数字农业研究、发展的成果和经验，系统地介绍了数字农业的相关理论和前沿技术
，并展望了数字农业未来的发展。
《数字农业》可供从事现代农业、数字农业、精细农业以及农业信息化技术研究、开发的科技工作者
和高校师生，以及农业、区域规划与管理等部门的有关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使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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