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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精细农业理论与实践》

内容概要

《现代农业高新技术成果丛书:现代精细农业理论与实践》共分为两篇，第一篇为“农田信息获取及先
进传感技术”，第二篇为“变量作业机械及智能农机装备”。在第一篇中，土壤信息获取技术包含了
近红外光谱法、电特性方法、选择性电极法等最新的研究进展，作物生长检测涵盖了从近地遥感到卫
星遥感、从多光谱成像技术到高光谱成像技术、从细胞检测到冠层检测、从营养监测到病虫害监测预
警等多个研究领域，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作物生长检测的最新成果。第一篇中还包含了目前广受关注的
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和物联网技术以及食品追溯和安全技术。第二篇以农用车辆自动导航技术、农业
机器人、精细喷药技术与装备、激光控制平地技术与装备为主，代表了我国在本领域的最前沿研究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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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企业形成专业化生产，产品更具国际竞争优势：冷链物流促进生鲜农产品生
产企业在生产、加工、运输、贮藏和批发零售环节更加专业，产品更具有竞争优势，企业的平稳发展
和连锁的专业化服务保证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大力提升了生鲜农产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 
冷链运输过程中影响农产品品质的主要因素有化学变化和微生物滋生等，但温度是影响整个冷链服务
优劣的核心因素，无论是由化学变化还是微生物引起的农产品品质变化，温度的降低都可以起到延缓
、减弱它们的作用，所以对于温度的控制和监测是保证农产品冷链物流的安全和质量的关键所在。 通
过对冷链物流实施数字化监控，实现温度的实时监测，既是冷链物流食品安全监管的要求，也是冷链
物流技术发展的要求。 食品安全监管要求：实时监控和记录产品温度是食品安全的重要环节，根
据HACCP的要求泌须对食品运输过程中的温度变化进行严格检查。冷链过程中对温度变化进行实时
监控和预警，可以减少食品变质损耗。有了明确的温度记录，可以确定食品环境温度是否超标，减少
不必要损失。 物流技术发展的要求：传统的温度管理方式是在冷藏运输工具和仓库安装温度计，当一
次运输过程结束后，人工将温度计与电脑进行物理连接，把温度数据导入电脑中以备查询。随着物流
技术的进步，对温度监控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温度采集方式已不能满足快速物流的需要，
应用灵活采集手段、经由无线传输的数字冷链温度监控方式成为发展趋势。 6.3.2冷链物流信息采集技
术与设备 6.3.2.1 数字冷链信息采集设备的选择 温度传感器是实现温度采集与检测的重要器件。由于冷
链环节信息的需要，在对冷链的环境信息进行采集时，不仅要对环境温度数据进行采集，为了更好地
分析冷链环节的其他信息，还需要对采集温度所对应的时间信息进行记录。在农产品冷链的管理中，
需要对冷链的各个环节的环境温度进行采集。全程时间一温度数据传感器对农产品冷链的环境温度进
行采集需要多个传感器进行配合，根据不同的环境特性，还需要不同种类的传感器协同工作。 时间一
温度传感器是同时记录采集时间与相应的环境温度数据的仪器，由于传感器的种类众多，形态各异，
工作原理和适用范围也各具特色，如表6.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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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农业高新技术成果丛书:现代精细农业理论与实践》的内容不仅对目前从事精细农业关键技术与
系统集成相关研究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了解本领域研究的动向和发展趋势
也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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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包装精美，质量不错，内容丰富，适合硕士，科研工作者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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