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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上下两篇，共11
章。
上篇系统性地介绍了智慧农业产生的背景、概念以及国内外智慧农业的发展经验，并对产业链各方发
展智慧农业的策略进行了分析。
下篇重点从精准农业管理、农机定位调度、农产品溯源、农业病虫害防治、农业信息互动平台等领域
进行应用案例的介绍，带领读者漫步和体验绿色、高效的智慧化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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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6）其他分类 根据传感器的使用材料，可以将传感器分为半导体传感器、陶瓷传
感器、金属材料传感器、复合材料传感器、高分子材料传感器等。
 根据传感器的制造工艺，可以将传感器分为集成传感器、薄膜传感器、厚膜传感器。
 3.传感器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1）传感器的历史发展阶段 传感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结构型
传感器、物性型传感器和智能型传感器。
 结构型传感器：以其结构部分变化或结构部分变化后而引起某种场的变化来反映被测量的大小及变化
。
经常使用的方法是以传感器结构的位移或力的作用使传感器产生电阻、电感或电容等值的变化来反映
被测量的大小。
 物性型传感器：利用构成传感器的某些材料本身的物理特性在被测量的作用下发生变化，从而将被测
量转换为电信号或其他信号输出。
物性型传感器无可动部件，灵敏度高，可减少对被测对象的影响，从而能解决结构型传感器不能解决
的某些参数及非接触测量的问题，扩大了传感器应用领域。
 智能型传感器：把传感器与微处理器有机地结合成一个高度集成化的新型传感器。
它与结构型、物性型传感器相比，能瞬间获取大量信息，对所获得的信息具有信号处理功能，使信息
的质量大大提高，并且扩展了其他功能。
例如，网络化智能传感器，以嵌入式微处理器为核心，集成了传感单元、信号处理单元和网络接口单
元，使传感器由单一功能、单一检测向多功能和多点检测发展等。
 （2）传感器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传感器技术作为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已经成为众多
国家争相发展的重点，各国纷纷投入大量的资源、设立各种研究项目、开发各种应用课题，使得传感
器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尤其是发达国家依靠其先进的传感器技术、优质的传感器产品、成熟的传感器产业链，占据着几乎整
个国际传感器市场。
 传感器的发展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先军工后民用、先提高后普及的发展途径；另
一种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侧重实用化和商品化、先普及后提高的途径。
不管是哪种发展途径，发达国家在传感器技术的发展上始终重视传感器技术的开发，重视传感器制作
工艺的研究，重视质量管理与市场分析。
 传感器的发展趋势主要是：开发传感器新材料、传感器的微型化、传感器的多功能化、传感器的集成
化、传感器的智能化、传感器的网络化等。
 陶瓷、高分子、生物、智能材料等新型材料的开发与应用，不仅扩充了传感器的种类，而且改善了传
感器的性能，拓宽了传感器的应用领域。
如新一代的光线传感器、超导传感器、生物传感器等。
微电子工艺、微机械加工、超精密加工等先进制造技术在各类传感器的开发和生产中不断普及，使传
感器向着微结构技术方向不断发展。
 传感器的多功能体现在传感器能测量不同性质的参数，实现综合检测。
多功能传感器继承了多种不同功能的敏感元件，能同时检测外界环境中各种不同的物理特性或化学挣
，进而实现对环境的多参数综合检测。
传感器的集成化是传感器由单一功能、单一检测向多功能和多点检测发展。
 传感器的智能化和网络化发展使得测控系统主动进行信息处理以及远距离实时在线测量成为可能，并
且与人工智能的结合也会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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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智慧农业:信息通信技术引领绿色发展》致力于中国智慧农业的产业发展，在梳理国内外现代农业中
信息通信技术应用案例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多年实践，总结了以物联网技术为代表的各类信息通信技
术如何在我国农业不同生产环节中进行应用的探索心得，可以为有志于现代农业与信息通信业跨行合
作的读者提供有益的借鉴。
《智慧农业:信息通信技术引领绿色发展》较全面和系统地梳理了智慧农业的国内外发展现状，同时对
一些智慧农业的典型应用和案例进行了重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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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世界。
 农业信息化是未来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我相信，信息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将对促进农业科研的创新，加速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农作物的种
植、加工、商贸、物流等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袁隆平 “世界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美国科学院院士 借助信息和通信技术让农村社区
生活更加美好，突出的是有必要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的潜力，造福世界农村人口。
在发展中国家的14亿赤贫人口中，70％的人生活在农村地区。
如果我们将乡村学校与因特网的信息和知识连通，将远距医学送抵偏远的农村保健中心，让农民和渔
民获得准确的天气资料，让农业生产者得到最新的市场信息，这些赤贫者的生活可以改变。
 让我们坚定决心，实现农村社区和整个世界与数字革命的连通，以此推动实现发展目标，促进人人皆
享有和平与繁荣。
 ——潘基文联合国秘书长 本书的年轻作者们致力于中国智慧农业的产业发展，在梳理国内外现代农
业中信息通信技术应用案例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多年实践，总结了以物联网技术为代表的各类信息通
信技术如何在我国农业不同生产环节中进行应用的探索心得，可以为有志于现代农业与信息通信业跨
行合作的读者提供有益的借鉴。
 ——张继平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转型中的电信业正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手段积极服务于包括农业在内的重点行业和领域的物联网先导应
用和发展。
本书作者将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与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进行有机的结合，将其在智慧农业领域
的技术研究、应用实践和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多维度、深层次的思考与读者分享。
该书是国内智慧农业领域跨行业合作的成果结晶和难得力作。
 ——刘多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副院长 本书系统性地探讨了如何采用信息化技术构建智慧型农
业体系，对拓展物联网应用以及深化农业的转型升级都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张平泛在网技术与发展论坛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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