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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空间信息技术对农技推广的支持作用 ,提出了空间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的促进

农技推广的目标创新 、协调机制创新 、考核机制创新和业务流程创新 ,并对影响空间信息技术在农

技推广中集成应用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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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analy zed the suppo rting effect of spat ial informat ion technolog y on the act ivi-

ties of ag ricul tural extension.It w as suggeste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spatial info rmation techno l-

ogy could ef fectively improve the innovation of objective , coo rdination mechanism , checking

mechanism and business f low in agricul tural techno logy extension.The facto rs ef fecting the inte-

g rated applicat ion of spat ial info rmation technolog y in the activit ies of ag ricul tural ex tension w as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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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信息技术促进农技推广运行机制的创新是

当前农技推广工作的一个热点 。空间信息技术是信

息技术的一个特殊门类 ,在我国农技推广中的应用

仍处于初级阶段 ,但从长远看 ,前景十分广阔 ,在进

行农技推广运行机制创新的过程中应当高度关注空

间信息技术的作用。鉴此 ,结合空间信息技术的功

能 ,探讨了基于空间信息技术的农技推广运行机制

创新 。

1　空间信息技术对农技推广的支持作用

1.1　空间信息技术及其在农业上的应用概况

空间信息技术是以地理信息系统 、遥感 、卫星定

位等技术为核心的空间数据采集和管理技术的总

称 。农业是空间信息技术最初的应用领域之一 ,初

期应用于农业宏观监测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

国外发达国家空间信息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进入新

阶段[ 1] ,逐步从宏观监测深入到具体的农业生产管

理 。目前 ,在美国 、加拿大等国 ,空间信息技术已普

遍应用于农业生产管理 ,通过空间信息技术综合集

成 ,与作物模拟模型 、作物生产或病虫害管理系统等

与农业相关的模型 、专家系统和管理系统相结合 ,一

体化地为农业系统管理服务 ,发展出精准农业这一

新型的农业管理方式。

从总体上看 ,空间信息技术在我国农业上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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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应用于宏观监测 ,建成了多个国家级的农情监测

业务化运行系统 ,但在农业生产管理上的应用尚处

于起步阶段 ,目前空间信息技术在我国农业生产管

理中的直接应用还只局限于个别示范农场。

由于我国农业是分户经营 ,经营规模较小 ,空间

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管理中的应用与西方发达国家

不同 ,将首先从与生产管理联系紧密的县乡农技推

广环节开始 ,逐步提高某些生产环节的精准管理水

平 ,如在施肥环节 ,目前农技推广部门在土壤采样等

活动中开始使用卫星定位技术 ,建立土壤地理信息

系统 ,在此基础上进行配方施肥 ,逐步提高施肥环节

的精准水平。但空间信息技术在农技推广部门的应

用还只是在部分地区进行个别技术的应用 ,全面的

集成式的应用实例很少。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

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农业生产中积极采用全球

卫星定位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 、遥感和管理信息系统

等技术” 。随着各地对农技推广工作的加强 ,空间信

息技术在县乡基层农技推广中的应用将会获得一个

较快的发展。

1.2　空间信息技术功能及其对我国农技推广的支

持作用

根据空间信息技术的功能和国内外精准农业实

践的经验 ,空间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为我国农技推

广提供如下几个方面的支持。

(1)建立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相结合的农业生

产数据管理平台 。地理信息系统能够帮助建立空间

数据与属性数据相结合的空间数据库 ,将农田信息

与经营信息整合在一起 ,建立一个可视化的农业生

产数据管理平台[ 2] 。

(2)进行高分辨率全覆盖的农情动态变化监测 。

高分辨率 、高光谱遥感数据可以有效的动态采集农

情 ,这种以数字图像方式客观记录的即时农情信息

可以帮助农技人员详细观察和分析各个地块的作物

生长情况 。

(3)实现精准的农情定位 。卫星定位系统和遥

感图像相结合 ,可以有效的提供对农情的测量手段 ,

为农技推广做到定点定位提供技术支持 。

(4)建立室内农情采集 、分析与管理系统 。将地

理信息系统 、遥感技术 、卫星定位技术集成在一起 ,

可以建立一个在室内对农情进行采集 、存储 、分析和

管理的系统
[ 3]
,当然这一室内系统需要与野外的农

情采集和分析相结合 。

(5)实现半智能化的农技推广方案的编制 。空

间信息技术与作物生长模型 、专家系统等技术集成 ,

可以实现半智能化的农技推广方案的编制 。

2　基于空间信息技术的农技推广运行机制创新

根据空间信息技术对农技推广的支持作用 ,农

技推广的运行机制可以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 ,

以推动农技推广工作的深入发展 。

2.1　农技推广目标的创新

实现面向农户和承包田块的综合性农技推广 ,

是目前我国农技推广运行机制创新的重点和难点。

一个县的农户和承包田块以 10万计 ,一个乡镇的农

户和承包田块以万计 ,在传统的农技推广方式下 ,农

技人员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持 ,不可能弄清如此众多

的承包田块和农户的情况 ,更不可能将各承包田块

的农情和农户的生产经营条件结合起来 ,有针对性

的提供综合性的农技推广方式。空间信息技术可以

在实现这一目标创新方面提供 3 个方面的支持 ,一

是利用遥感和卫星定位技术可以帮助农技人员动态

采集承包田块的信息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存储承包

田块信息并集成农户生产经营条件信息;二是集成

利用空间信息技术建立的室内农情采集 、存储 、分析

和管理系统可以延长农技人员进行农情采集和分析

的时间 ,使农技推广活动由季节性变为全年性;三是

空间信息技术与作物生长模型 、专家系统等技术集

成 ,可以实现半智能化的农技推广方案的编制 ,有效

提高农技人员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面向农户和

承包田块的综合性农技推广的实现需要农业技术等

多个领域的支持 ,但根据国外精准农业的实践经验 ,

空间信息技术提供的支持将是实现面向农户和承包

田块综合性农技推广目标的最有力的保证 。

2.2　农技推广协调机制的创新

农技推广涉及到一系列机构和组织 ,机构之间

的协调机制一直是农技推广运行机制的一个薄弱环

节 。首先是县级农技部门内部科教站 、粮油站 、经作

站 、植保站 、土肥站 、农产品检测中心等部门的协调;

其次是县乡二级推广机构的协调;第三是垂直管理

的农技推广机构与乡镇政府的协调;第四是县公益

性农技推广部门与其他农技推广组织的协调;第五

是县级农技推广部门与上级行政管理部门 、业务指

导部门 、科研部门 、大专院校等单位的协调 。目前的

协调机制主要是通过制定协调制度进行会议座谈和

电话交流 ,最终形成原则性的协调意见 。面向农户

的综合性推广 ,要求实现协调结果的定点定位 ,原则

性的协调意见所提供的信息远远不够 。要做到协调

结果的定点定位 ,相应的协调制度是必要的 ,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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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技术平台 。空间信息技术提供的以农户和承

包田块为单元的可视化信息平台 ,为众多部门的协

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共享平台基础 ,在这一平台的

支持下 ,一方面可以将各部门的信息集成到一个平

台上 ,另一方面各部门在这一平台上进行可视化的

协调 ,协调结果直接落实到具体的承包田块和农户

上 ,实现协调结果的定量化和定位化 ,避免过多的原

则性的协调结果无法具体落实的问题 ,有效提高部

门协调的成效。

2.3　农技推广考核机制的创新

考评机制是基层农技推广运行机制的重要内

容。通过考评机制的创新调动基层农技人员的积极

性 、创造性和工作潜能 ,引导激励广大农技人员扎根

基层 、进村入户为农民服务 ,创造一流推广业绩。由

于农业生产是在野外进行的 ,季节性很强 ,农技推广

的成果随季节变化而消失 ,在传统农技推广方式下 ,

难以对推广效果进行有效的记录 ,也难以对推广效

果进行客观的考核 ,因此长期以来 ,对农技推广人员

的职责和对农技推广人员进村入户的绩效考核没有

量化指标 ,对农技人员推广效果的客观考核一直是

个难题。遥感技术以数字图像的方式客观的记录多

个时段的详细农情 ,这就为农技推广效果的客观评

价提供了有效的手段 。将遥感数据记录的农情与农

技推广计划进行对照 ,在地理信息系统平台上可以

客观的分析该推广活动的成效 ,这将有力的促进农

技推广的考核逐步由定性向定量 、定位方向转变 ,实

现面向农户和承包田块的农户推广成效的客观

考核 。

2.4　农技推广业务流程的创新

传统的农技推广主要凭借农技人员的技术知识

和经验 ,农技推广的业务流程相当简单 ,主要表现为

具体的农情调研和现场指导这 2个环节 ,而且往往

是农情调研与现场指导合而为一 ,农技人员边调研

边指导 ,计划 、准备 、考核等室内工作环节都很短 ,甚

至被省略 。这样的业务流程提供的是一般性的 、定

性的推广建议 ,难以定量 、定位;农技人员的工作具

有明显的季节性 ,农忙时下田调研指导 ,农闲时可做

的事很少 。

在基于空间信息技术的室内农情采集 、分析与

管理系统平台之上 ,农技人员在农闲时可以做大量

的数据整理与分析工作 ,推广方案可以有针对性的

预先编制 ,农技推广进一步深化细化 ,农技人员的工

作也由季节性变成长年性 ,大田指导仍是最为重要

的环节 ,但计划 、准备 、分析研究 、总结考核等以前省

略的环节得到强化 ,农技推广的整个业务流程规范

化 。首先是推广前的计划与准备 ,在农业生产开始

之前 ,就要在地理信息系统的支持下制定区域性的

农技推广方案 ,并进行区域性的农情调查与分析 ,如

为测土配方施肥而制定测土化验方案等 ,同时根据

数据库中存储的每个农户的生产经营条件和以前的

生产情况 ,以户为单元制定有针对性的农技推广方

案 ,在农业生产开始之前或开始之初 ,就将农技推广

建议传达到农户。其次是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农情调

研与现场指导 ,以前这一环节是农技推广的主要部

分 ,在空间信息技术支持下 ,这一环节也与以前有所

变化 ,农情分析既包括大田苗情的野外调查 ,也包括

遥感数据的室内分析;大田苗情的调查要记录其位

置并与遥感数据相对照 ,从而使大田调查结果与遥

感数据分析结果整合到一起 ,不断更新数据库;农田

指导是基于先前针对各户情况而制定好的推广方案

进行的 ,推广更有针对性 ,这样即使农户不在家或不

在农田 ,也可以把针对性的推广建议间接传递给农

户 。第三是考核与总结 ,生产结束后 ,数据库随之更

新 ,根据更新的数据库可以对已结束的农业生产进

行客观的分析和总结 ,也可以对农技推广的效果进

行客观考核 。

3　影响空间信息技术在农技推广中集成应用的主

要因素

在农技推广中应用单项空间信息技术较容易做

到 ,但从运行机制创新的角度来看 ,关键是空间信息

技术的集成应用 。集成应用具有一定的难度 ,其影

响因素主要有如下 3个方面 。

3.1　我国自主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进程

我国幅员辽阔 ,空间信息技术在我国农业中的

普遍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自主空间信息技术 ,

特别是遥感技术的发展进度。近几年 ,我国空间信

息技术发展十分迅速 ,在地理信息技术方面 ,质优价

廉的国产网络化 GIS软件已较为成熟 ,国产卫星定

位设备价格低 ,精度已完全能满足农技推广服务的

需求。以中巴卫星和环境卫星为代表的资源环境卫

星的发射标志着国产高分辨率遥感数据和高光谱遥

感数据已开始民用 ,并且国家对中巴卫星数据的使

用采取公开或半公开的免费使用政策 。从总体上

看 ,受遥感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 ,在全国范围开展空

间信息技术集成应用的条件还不具备 ,但在部分地

区开始空间信息技术集成应用的试点已具备条件。

按计划 ,近几年我国还要发射一系列高分辨率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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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遥感卫星 ,国产卫星定位系统的应用也将更为

成熟 ,这为扩大空间信息技术在农技推广中的集成

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3.2　地方政府对空间信息技术的认识水平

空间信息技术的集成应用需要协调相关部门 、

调整推广流程 、加强人员培训等 ,这需要地方政府的

重视和经费保障 。大部分地方政府对农技推广信息

化工作都比较支持 ,但这些支持大多局限在地方政

府较为熟悉的以文字 、表格 、照片和声音为主要内容

的信息化建设 ,如网站建设等 。空间信息技术属于

信息技术的一个特殊门类 ,地方政府对空间信息技

术的了解和认识有限 ,因而对空间信息技术的支持

也有限。目前大部门县级农技推广部门已涉及到单

项空间信息技术的应用 ,如测土配方施肥需要地理

信息系统的支持 ,但由于地方政府对地理信息系统

了解较少 ,虽然所需资金并不多 ,但土壤地理信息系

统的推广相当缓慢 ,致使花费大量资金取得的大量

土壤数据难以管理 ,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单项空

间信息技术的应用尚且如此 ,空间信息技术的集成

应用更受地方政府认识水平的制约。因此 ,应加强

空间信息技术的宣传 ,不断提高地方政府对空间信

息技术的认识水平。

3.3　农技人员对空间信息技术的熟悉程度

空间信息技术在农技推广中的集成应用 ,要求

大部分农技人员像掌握文字处理和电子表格技术一

样 ,基本掌握这门技术 ,农技人员在下田采集农情数

据的同时就要采集定位信息 ,对作物长势的地面采

集要与遥感数据相结合 ,数据要用地理信息系统进

行管理和分析。然而 ,现有基层农技人员 ,大都是长

期从事大田作物和传统养殖技术服务的 ,对文字处

理 、电子表格 、上网等常用的信息技术有一定的掌

握 ,但对数据库 、空间信息技术等难度较高的信息技

术了解有限 。集成应用当然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 ,

但在国家重视农业的大背景下 ,资金并非主要的难

点 ,主要的难点在于缺乏熟悉空间信息技术的农技

人员。因此 ,应有计划的对农技推广人员进行空间

信息技术的专业培训 ,不断提高基层农技推广队伍

对空间信息技术的了解 ,提高应用空间信息技术的

能力和水平 ,只有这样才能将农技推广建立在以空

间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推广平台之上 ,实现运行机制

的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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