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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一体化下控制工程在机械电子工程中的运用 

徐  刚 

（西华大学  四川成都  610039） 

摘  要：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农业领域也在不断迎来新的技术革新。农机一体化下控制工程作为机械电子工程的重要应用之一，通过整

合先进的控制技术，实现了农业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和高效化。为了发挥出农机一体化下控制工程的价值，就需要针对农机一体化下控制工

程在机械电子工程中的运用做好研究分析。本文针对农机一体化下控制工程在机械电子工程中的应用价值进行了分析，探究了农机一体化

下控制工程在机械电子工程中的运用策略。 

关键词：农机一体化；控制工程；机械电子工程 

 

引言：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在面临日益增长的人口和资源压力

下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强度，农

机一体化下控制工程应运而生。这一工程结合了先进的机械电子技

术和现代控制理论，使农机具备更高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在这

一背景下，为了更好的做好农业生产活动，就需要深入探讨农机一

体化下控制工程在机械电子工程中的运用。 

一、农机一体化下控制工程在机械电子工程中的应用价值 

1.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在农机一体化下的控制工程，确实是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关键

技术之一。其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特点为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带来了

显著的改进，特别是在播种、施肥、灌溉和收割等方面的精细化管

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智能化的播种机械系统就是农机一体化下

的控制工程的重要应用，其能够根据土壤状况和作物需求实现自动

调整播种深度和密度。通过搭载传感器和先进的控制系统，这些机

械可以实时监测土壤的湿度、营养情况以及种子的分布密度。根据

这些数据，农机能够灵活地调整播种的深浅和间距，以适应不同地

块的变化条件。这种精准的播种方式不仅提高了播种效率，而且能

够促进作物的均匀生长，从而增加了作物产量。此外，控制工程还

在施肥和灌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1]。自动化的施肥系统可以根据土

壤的养分情况和作物的需求量，实现精准施肥，避免了过度或不足

施肥的问题，提高了养分利用率。智能化的灌溉系统能够根据土壤

湿度和气象条件进行智能调控，确保作物得到适量的水分，提高了

灌溉效率，同时避免了浪费水资源。 

2. 降低生产成本 

农机一体化下的控制工程在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方面扮演着关键

的角色。这项技术的应用通过实时监测和智能调控，能够有效减少

资源浪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实现生产成本的有效降低。智

能化的农机系统可以通过精准的数据采集，实时监测土壤质量、植

被生长状态以及气象条件等关键参数。通过这些数据，农机能够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智能调控，避免不必要的农业投入，如过量的化肥、

农药和水资源。这种精细管理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减少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浪费，从而降低生产成本。而且控制工程的

应用在自动化施肥和智能灌溉方面也能够显著降低生产成本，自动

施肥系统通过实时监测土壤养分情况和作物需求，精准施肥，避免

了过量使用肥料导致的资源浪费。智能灌溉系统则根据实时土壤湿

度和气象条件进行智能调控，确保作物获得适量的水分，提高了灌

溉效率，避免了水资源的浪费。 

3. 改善生产环境 

农机一体化下控制工程的应用对于改善生产环境产生了积极影

响。通过智能农机在作业过程中的精准操作，可以减少对土壤和环

境的不利影响，推动农业向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农机一体化下

的智能施肥技术能够通过传感器监测土壤养分含量，实现精准施肥。

这样可以避免过量使用化肥，减少农田中的氮、磷、钾等化学物质

的过度积累，降低土壤污染的风险。通过减少化肥使用，改善了土

壤质量，提高了农田的生态健康。而农机一体化下的智能灌溉系统

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测土壤湿度和气候情况，实现精准的水资源管理。

这种精细调控的灌溉方式不仅可以避免过度浪费水资源，还能够减

少土壤侵蚀和水源污染的风险，提升农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同

时通过智能农机的应用，可以实现对害虫和病害的精准监测和防控。

精准的施药系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农田进行定点、定量的喷洒，

避免了过度使用农药。这不仅降低了农药残留的风险，也有利于维

护生态平衡，改善了农田生态环境。除此以外，智能农机的应用也

可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降低水资

源浪费，农机一体化下的智能控制工程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加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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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友好的解决方案，推动农业向更可持续的模式转变[2]。 

二、农机一体化下控制工程在机械电子工程中的运用策略 

1. 制定综合设计方案 

在机械电子工程领域，制定一综合设计方案是确保农机高效运

作的关键。该设计方案必须全面考虑机械结构和电子控制系统的协

同工作，以实现最佳性能和可靠性。在机械结构方面，需要采用先

进的工程原理和材料科学，确保农机的机械结构设计合理且经济。

在设计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农田环境中的复杂条件，如不平整的地

形、潮湿的土壤等，从而确保农机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和适应性。机

械部件的选材和结构设计应当经过严格的分析和测试，以确保其耐

久性和负载能力。同时电子控制系统的设计应当充分融入到整体方

案中。设计人员应当采用先进的传感技术、嵌入式系统以及高效的

电力管理方案。通过实时数据采集和处理，电子控制系统可以提供

对农机运行状态的准确监测，并能够实现远程监控和调度。此外，

考虑到农机的自主性和智能化需求，可以引入先进的算法和人工智

能技术，以提高系统的自适应性和智能化水平。除此以外，在设计

方案中，还应当重视机械和电子系统的协同工作。确保机械结构与

电子控制系统之间的无缝集成，以实现最佳性能。 

2. 选择适用的传感器和执行器 

在农机一体化控制工程中，传感器和执行器的选择是确保系统

高效运行的关键。传感器作为数据采集的核心，执行器则负责根据

采集的信息执行相应的控制动作。为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和性能，在

选择传感器和执行器时需考虑多方面因素。优先考虑适应农田环境

的传感器，能在各种气候条件和土壤类型下可靠运行，抗干扰能力

强。在选择传感器时，首要考虑的是其在农田环境中的适应性。这

意味着需要寻找能够在各种气候条件和不同土壤类型下可靠运行的

传感器，其抗干扰能力也至关重要。农田环境变化多端，气候条件

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大变化。因此，传感器必须具备对这些变

化的适应性，不受温度、湿度或其他自然条件的影响。无论是酷暑、

严寒、高湿度还是干燥，传感器都应保持稳定工作，确保数据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土壤类型的多样性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传感器必

须能够在不同质地、湿度和化学成分的土壤中运作良好，以确保对

土壤状态的准确监测。抗干扰能力强的传感器可以有效避免外部干

扰对其采集数据的影响，保持数据的真实性和稳定性[3]。 

3. 整合先进的控制算法 

采用先进的控制算法是实现农机一体化的关键战略。通过整合

先进的控制算法，可以显著提高系统的自适应性和精确性，使农机

能够更好地适应各种作业条件，从而提高整体智能化水平。在农业

生产中，整合先进的控制算法不仅仅是技术升级，更是对现代农业

需求的响应。先进的控制算法可以根据不同的农业任务和环境条件

进行实时调整，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农机的效率和性能。这种自适

应性使农机能够在复杂的农田环境中灵活应对，确保作业过程的顺

利进行。此外，采用先进的控制算法还能够提高农机的精确性。通

过精确的控制，农机可以更准确地执行各种农业任务，如种植、施

肥、喷洒等，有效降低资源浪费，提高农田的产量和质量。这对于

实现可持续农业和精准农业的目标至关重要。 

4. 网络通信技术的应用 

充分发挥先进的网络通信技术，可在农业领域实现远程监控和

智能调度，极大地提升农机一体化系统的效率和管理水平。通过建

立农机与中央控制系统之间的高效远程通信，农业生产管理者能够

实时监测农机的运行状态、作业进度以及各项数据指标，从而更加

精准地制定农业生产计划和资源调配策略。远程监控不仅提供了对

农机状态的即时把握，同时也为及时调度提供了技术支持。农业管

理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农机进行远程指令操作，进行作业路径的

调整、设备参数的优化等，以达到最佳的作业效果。这种实时的监

测和调度机制不仅提高了管理的灵活性，还能够减少人力资源的浪

费，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体效益[4]。此外，通过网络通信技术，不同农

机之间实现信息交流，能够协同作业，提高农田作业效率。农机之

间可以共享作业路径、实时数据、环境感知信息等，从而协同完成

复杂的农业任务。这种协同作业模式可以优化资源利用、提高作业

质量，进一步推动农机一体化系统的智能化发展。 

结语：农机一体化下控制工程在机械电子工程中的应用，为农

业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引入先进的控制技术，农机不再仅仅

是简单的工具，而是变得更加智能、高效。这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

的质量和产量，也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成本，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农

业提供了有力支持。在未来，随着科技不断发展，农机一体化下控

制工程必将在机械电子工程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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