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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技术在我国农业上的
应用现状与发展前景

 

莫　虹

(黑龙江省农科院遥感中心 )

党的十五大提出: “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 ,……大力推进科教兴农 ,发展高产、

优质、高效农业和节水农业”。因而应用现代技术 ,促进农业的发展与提高是农业科技工作者的

重要任务。卫星遥感技术在我国农业上的应用 ,始于 1979年 ,经过了 19年的历程 ,我国农业遥

感技术已有长足的发展 ,为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作出了很大贡献。

1　遥感技术在我国农业上的研究与应用现状

遥感技术在农业上应用范围很广 ,我国目前的研究与应用 ,大致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1. 1　农业资源调查、评价、规划和管理　包括资源调查与数量统计 ;资源质量评价与利用规

划 ;资源变更监测与科学管理等 ,主要的有:①土壤资源遥感调查。土壤资源应用遥感技术进行

调查 ,对传统的土壤调查有重大的更新 ,其研究成果应用于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图的纠正 ,保

证了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的胜利完成 ;②土壤资源、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遥感技术在土地资源

调查、评价、规划和管理中的应用已在许多省市进行 ,大大促进了土地管理事业向现代化发展。

我省 1997年进行了阿城市和五大连池市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 ,取得了功省效宏的效果。

1. 2　在减轻自然灾害中的应用　各种农业灾害的预报 ,灾期动态监测和灾后灾情评估等。 如

风暴灾害预监系统的预报已经达到较高的程度 ,在减灾中起到重要作用。洪水灾害和森林火灾

也完成了局部地区的预监系统 ,在减轻灾害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 3　农作物动态监测与估产　粮食生产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是保持社会稳定和

人民生活的重要条件。我国的粮食生产受自然条件 ,技术水平等因素制约 ,经常出现波动 ,应用

遥感技术监测农作物的长势 ,作为产量估算的有效方法之一 ,使国家能及时、准确地掌握粮食

生产状况 ,对于粮食宏观调控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在八十年代初期开始遥感作物估产研究 ,“八五”期间将“重点产粮区主要农作物遥感

估产”列为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并确定黄淮海平原的小麦、松辽平原的玉米、江汉和太湖平

原的水稻遥感监测与估产为试点目标。经过联合攻关 ,研究构建了一批适合我国大面积遥感作

物估产模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设计了具有快速、客观的小麦、玉米和水稻遥感监测与估产

运行系统、地理信息系统 ,将整个估产的各个作业环节均纳入计算机系统运行 ,并能及时输出

相应的运算结果、图件及文件。 这些工作为进一步开展其它农作物的动态遥感监测与估产 ,有

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九五”期间国家又将遥感估产列为重点攻关课题 ,并增加棉花估产及东北

地区的大豆估产。

2　遥感技术的进展与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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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57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以后 ,人们利用遥感技术 ,开始从外层空间观测整个地球 ,

通过环绕地球的人造卫星群 ,不间断地获取全球的数据和图像 ,从宏观到微观 ,从静态到动态 ,

开展资源调查、环境监测、灾害预警及各种自然现象的探测与研究 ,大大地延伸了人类感官的

感知功能 ,改变了人类认识自然的工作方法 ,提高了科学决策的能力 ,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

遥感技术经过约 30年的发展历程 ,广泛地应用于诸多领域 ,其中遥感对地观测技术逐渐

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重要技术手段 ,在资源环境及其动态监测方面的应用取得了世人共识的

应用效果 ,在 21世纪到来之际 ,遥感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研究必将有较大的进展。

2. 1　遥感对地观测技术　全国耕地面积现在究境是多少? 可耕地还有多少潜力等 ,这直接影

响到我国农业产量在 21世纪能承担多少人口的生活问题和我国每年的农产品进出口计划。遥

感对地观测技术 ,可作为回答这些问题的技术手段 ,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依据。

2. 2　“ 3S”技术将广泛应用　作为高新技术发展起来的遥感 ( RS)、全球定位系统 ( GPS)和地

理信息系统 ( GIS)三大技术简称“ 3S”技术。

“ 3S”在农业中将应用于土地资源调查、监测与保护 ,土壤侵蚀及农作物的估产和监测。还

将应用于宜农荒地的调查 ,草场、水生植被资源调查 ,水旱灾调查与治理 ,沙漠化与防治 ,水资

源调查等与农业发展有关的问题。

所谓精细农业 ,是将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计算机技术、通信和网络技

术、自动化技术等高科技与地理学、农学、生态学、植物生理学、土壤学等基础学科有机地结合 ,

实现在农业生产全过程中对农作物、土地、土壤从宏观到微观的实时监测 ,以实现对农作物生

长、发育状况、病虫害、水肥状况以及相应的环境状况进行定期信息获取和动态分析 ,通过诊断

和决策 ,制定实施计划 ,并在 GPS与 GIS集成系统支持下进行田间作业的信息化现代农业。

RS: 航空与航天遥感 ,通过高空间和高光谱分辨率卫星图像数据及时提供农作物长势、水

肥状况和病虫害情况 ,称之为“征兆图” ,为诊断、决策和估产提供依据。

GIS: 利用已存贮的土壤背景数据库、农田灌溉、施肥、种子等数据库和新获取的“征兆图”

进行分析、诊断、形成“诊断图” ,将这些结果与 GIS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 ,结合社会经济信息

作出投入产出的估算 ,提出“实施计划”。

GPS+ GIS: 将这种集成系统装在农业机械上 ,实现农田作业的自动指挥和控制 ,实现因

地播种、施肥、除草、灌溉、培土以及收割等工作。

精细农业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已开始试验和应用 ,我国也将开发研究。我省是国家的重

点粮食基地 ,耕地面积大 ,农业机械化程度高 ,提高产量迫切要求新的科学技术手段 ,因此加强

“ 3S”在农业上的应用研究 ,必将受到领导和科技人员的重视 ,并应尽早纳入研究计划。

参　考　文　献

1　李德仁 .“ 3S”技术与农业发展 .卫星应用 , 1998, 1

2　王人潮、王珂 .加快发展中国农业遥感技术应用的探讨 .遥感新进展与发展战略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1996, 11

3　孙九林 .中国农作物遥感动态监测与估产总论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1996, 8

4　熊利亚 .中国农作物遥感动态监测与估产集成系统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1996, 9

374期　　　　　　　　　　　　　莫虹:遥感技术在我国农业上的应用现状与发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