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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信息化技术的深入发展,农业信息技术已经成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

作物产量的关键工具。特别是在小麦种植中,农业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已经逐渐成熟,它不仅可以优化种植

环境,还能提升作物管理的科学性和精确性。在小麦田间管理中,农业信息技术通常包括但不限于远程监

测、智能灌溉、作物生长模型预测、病虫害监测和农事管理系统。这些措施通过传感器网络、卫星遥

感和无人机等高新技术手段,实现了对小麦生长环境、作物生长状态、病虫害情况的实时监测和精准管

理。应用这些措施可以帮助农民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精准农业管理,最终促进小麦产

量和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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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key tool to impro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crop yield. Especially in wheat planting, the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gradually matured, which can not only optimize the planting environment, but als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and accurate nature of crop management. In wheat field management,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sually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remote monitoring, intelligent irrigation, crop growth model 

prediction, disease and pest monitoring, and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s. These measures realize the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precise management of wheat growth environment, crop growth state,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through high-tech means such as sensor network,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and uav.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measures can help farmers reduce production costs, impro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achieve 

precision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and ultimately promote wheat yield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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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中,科技的应用已成为提高作物产

量和质量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小麦种植领域,农业信息技术

的运用不仅提升了效率,也增强了对自然条件的适应能力。本

文将详细阐述农业信息技术在小麦种植田间管理中所发挥的

关键作用。 

1 小麦种植中应用农业信息化技术的必要性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对食物的追求不仅局限于口感的丰富

性,人们对食品安全、产量及品质的要求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上

升。面对这一挑战,传统的小麦种植模式面临着巨大的革新需求,

亟需借助科技的力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农业信息技术如同一

座无形的桥梁,将其融入农田的日常管理之中,实时监控着每一

寸土地的状况,从土壤质量、灌溉系统到作物生长周期的每一个

关键环节。通过大数据的收集与分析,精准农业得以实现。精确

到每一粒种子的种植位置,实时监测气候影响下的植物生长,根

据实时的数据反馈调整管理策略。这样的精准管理模式,极大地

减少了不必要的投入,如水资源、化肥的浪费,使得有限的资源

被合理有效利用,最大化发挥效益[1]。 

2 农业信息化技术在小麦田间中的应用措施 

2.1优化种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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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息化技术的进步巨大推动了精准农业的实施,特别

是在小麦种植领域,其提升效果尤为显著,借助尖端卫星遥感技

术,农户可以实现对农田土壤水分、温度、光照等关键环境指标

的远程监控。经过专家的深入剖析,这些信息为农作物的栽培提

供了精确的指导,助力农户制订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耕作方针,利

用在天空中的高科技眼睛,卫星遥感技术能够看到大地的情况,

把重要的情报实时发送给耕作的农户。借助先进的土壤湿度监

测技术,能精确捕捉到土壤干涸的早期迹象,为农民提供及时的

灌溉提醒,避免庄稼因干旱而发育受阻,在操控作物生长的温度

环境中,洞察田间微妙的温度波动,灵活调整植物的种植密度或

者实施冷却策略,确保植物免受高温带来的压力。物联网领域的

传感器技术在农业领域的运用,为农业生产带来了深度的革新,

这些设备被安置在农田中,能够不断地累积关于土壤状况及邻

近环境的丰富信息,举例来说,它们可以测定土壤中的养分含量,

保障作物吸收到必要的营养；同时,我们也能对农作物的成长过

程进行实时跟踪,及时发现并预报病虫害的产生[2]。 

借助数据处理技术和智能推送机制,繁杂的生态环境与农

作物的生长信息被简化成了简明易懂的行动指南,这群勤劳的

农人们,可以依据专家的指导方针,挑选最合适的播种时机、恰

当的施肥比例、合理的灌溉安排以及有效的病虫害控制策略,

达成农业生产的精准化运作。依托数据支持的决策方法,不仅促

进了农作物的增产提质,同时减少了资源的无效消耗,推动了农

业的持续发展,除了惯例的天气信息,现代农业科技还能给出更

细致的环境解析,通过对比长期积累的数据,科学家和农户能更

清楚地认识到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农业,并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趋

势进行预测。提前做好防范,对于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气候状况,

比如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现代农业

活动中,智能化农业机械正逐步成为主流,这些机械装备能够自

主完成像是播种、收割等农事活动,并能够依据实时数据来优化

其作业模式,此举大大加速了农作物的生产节奏,同时极大地减

轻了农户的辛劳付出。 

2.2选择合适品种 

现代农业依靠科技进步,遗传资讯与大数据分析手段成为

提升作物种类的关键所在,在小麦栽培的过程中,这些技术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大量遗传信息的深入研究,科研团队

能精确挑选出符合特别气候和土壤环境下的小麦种类。这不仅

依据现存的遗传资源,还融入了历史上的遗传变化数据,借助大

数据分析手段,能在全球范围内筛选出表现最优、适应性最强的

小麦基因型,伴随着基因组学的进步,像CRISPR/Cas9这样的基

因编辑技术应运而生,给农作物的遗传优化带来了革命性的变

革。当今科研人员能够直接对小麦基因序列进行精确编辑,不再

需要耗费数年时光等待自然繁殖或依赖传统育种技术,这种精

准不仅加速了培育新品种的步伐,同时也大幅提高了开发新品

种的效能。研究者们可以针对性地选取基因和调控区域,培育出

即使在干旱、盐碱和病虫害等逆境环境下,也能健康成长的小麦

新品种,针对干旱地带,采取增强小麦根部深入土壤和广度扩展

的措施,以此提升其汲取水分的效能；在盐碱地上,可以培养出

能自行排除多余盐分的小麦新品种,通过操纵与光合过程相关

的基因表达,能够提高小麦将光能转换为生物能的效率,进而实

现产量的增加[3]。 

借助现代生物技术,育种专家们能够专注提升小麦品质,而

无须变动其它的优良特性,无论是增加蛋白质的含量、优化面粉

的品质还是提升食品的营养价值,基因技术的精准编辑都开辟

了广阔的潜力空间。这些技术能够杜绝外来DNA的掺入,维护了

小麦的纯天然本质,这对于迎合消费者对自然食品的渴望至关

重要,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尖端技术以及创新都是在严格遵

循生物安全规定的框架内实施和发展的。科研人员在推出新型

生物之前,会进行一系列详尽的影响评估和风险分析,涵盖对基

因编辑农作物的环境潜在影响进行评估,并保障其不会对生态

平衡带来不良效果,在未来,随着基因排序花费的减少和生物信

息学科的升级,定制化种植业有望变为现实,各类农场能够依据

自家的特定条件,例如土壤类型、气候变迁历史和水资源的实际

情况,挑选最合适的小麦种类,这样做将极大增强小麦种植业的

持续发展能力与经济回报。 

2.3科学合理播种 

智能化的农用机械是现代农业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特别

是在自动化种植环节中发挥关键作用,前沿的自动驾驶播种设

备采用了精确度极高的技术,配备了先进的GPS定位技术和复杂

的农业机械控制体系。各种系统的有机整合,让播种机能够根据

既定算法精确地进行操作,严格控制每颗种子的播种深度和密

度,这犹如农民精心进行的手工操作,但效率和一致性却是前所

未有,无论土地贫瘠还是肥沃,都得到平等的关注和照料,保证

每粒种子都以最佳方式扎根生长,从而提升农作物的成活率和

产量。这些机器不仅依靠科技运行,而且结合了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的先进力量,内置了尖端数据分析功能的系统,能够对土壤健

康状况、气象预报以及过往种植情况进行深度解读和认知,通过

深入剖析土壤的养分状况,智能系统能准确识别小麦的最佳生

长时期,从而聪明地决定播种的最佳时机,比如躲避雨量过多或

者气温过低等可能对幼苗成长产生不良影响的天气。这就如同

田野间的农技专家,顺应天时地利,调整种植方案,保障幼苗在

最适宜的时光里茁壮发育,智能播种机借助云计算技术,实现了

远程监控和实时调整功能,使得农户无需亲自操作即可掌握机

器的工作状态和农田环境数据,极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显著提升

了农业生产的效率,这类高科技机械不仅能助力麦田的成长,还

能广泛服务于各种农作物的种植,成为促使传统耕作方式向现

代化、智能化及环保化转型的关键力量[4]。 

2.4合理浇灌小麦 

在农业领域,像滴灌和喷灌这样的现代灌溉技术,代表着水

资源运用的新篇章,它们致力于提升用水效率,同时守护着宝贵

的自然资源,这种精细化的管理系统,是近现代科技进步的杰出

代表——数字化技术的具体应用。每一个细节都被严格管控,

例如滴灌技术将细小水珠直接送达小麦根部,确保每一滴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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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精确计量,无一丝多余,借助微孔或多个喷头的精准灌溉装置,

根据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定制水源供给,既满足了作物对水的需

求,又防止了大面积的水患,有效避免了水分对周边土壤构造和

植物生长氛围的负面影响,借助喷洒技术,从天而降的细雾为庄

稼带来了滋润,保障了每株小麦得到恰到好处的水分滋养。 

关键在于,这些水利设施与尖端的信息技术紧密融为一体,

天气预判作为系统智能运作中的核心部分,对调度的优化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借助尖端气象监控网络,实现对天气预报信息

的即时获取与处理,据此,灌溉设施能智能调节灌水方案,顺应

气候的频繁变化,杜绝雨季或土壤过湿时的无效灌溉。这套系统

强大的地方在于能够对土壤的湿度情况进行精确监控,监测设

备不间断地监控着地底土壤的湿润程度,把这份数据转化为电

子信号,即时发送到管理系统,一旦发现土壤湿度已经到达饱和

点,系统便会立刻作出调整,避免继续供给水分,这一机制对于

避免干旱期土壤流失以及维持土壤与肥料间的养分平衡至关重

要。借助智能化技术,实现了对水资源的精准调控与高效运用,

显著提高了肥料的利用效果和农作物的产出量,并减轻了对生

态环境的负担,这既是科学耕作方式,也是人类追求长期可持续

农业的开阔探索,未来,我们期盼智能灌溉技术得到广泛推广,

助力全球资源利用更高效,助推绿色低碳农业生产的梦想成为

现实[5]。 

2.5完善肥料管理 

智能化的肥料管理平台,汇集了现代农业技术和精准农业

的精华,这种方法扭转了以往那种粗枝大叶的施肥方法,把精确

化的思维贯穿于肥料提供的每一个步骤,力求达成节能减排、产

量提升与节省资源的多赢局面。这款仪器首先深入剖析并学习

各种农作物的成长轨迹及其对各类养分的独特需求,针对农作

物的生长周期,从发芽到成长、开花至结果,智能设备能够辨识

各个时期的特定养分需求,为作物培育中的养分补给拟定出了

一个精确的时间安排,这样做既能保障作物生长所需营养的充

足,避免施肥过度造成能量与营养的浪费,又确保了营养的均衡

供给,从而提升了农作物的品质与产出。 

与传统施肥方法不同,智能化化肥装置装载了顶尖的土壤

分析工具,这项技术能对土壤的成分进行周期性或是即时的检

测,涵盖了有机物含量、碱解氮、磷、钾等对作物成长至关重要

的营养指标,并能够把检测结果与植物生长的模拟模型紧密结

合,构建出一个动态的土壤与作物之间的互动反馈体系。借助实

时监控技术,肥料的施用不再是瞎猜,而是有科学依据作支撑,

确保了肥料用到点子上,利用先进的作物生长模拟程序,系统能

够预测未来几个月甚至一个季节作物的生长动态,据此来优化

肥料的使用策略。借助科技手段,事先估算和布局,智能化的农

业系统在保障农作物健康成长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了过量

施肥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不良后果,无论是土壤的污损还是地下

水的污浊,风险均被降至极限,与现代生态农业理念相契合。 

3 总结 

总而言之,农业信息技术在小麦田间管理中的应用是现代

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优化种植环境、选择合适的品种、

实施科学合理的播种、合理浇灌和肥料管理,我们不仅能有效提

高小麦产量和品质,还能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信息技术

的不断革新,未来的农业生产必将更加智能化、精准化,为全球

粮食安全贡献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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