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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在农业中的应用

李健铭
重庆三峡学院　重庆　404020

摘　要：我国有着悠久的农耕历史，农业一直在我国占有着重要的地位。随着技术的发展，农业也逐渐由现代农业

步入到智慧农业的阶段。智慧农业是指以将现代化的技术运用于农业当中，来实现对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管理。智慧

农业的运用能够对生产过程中作物情况以及生产环境的监控与评估，从而保证农作物的质量并提高产量。本文从机

器学习入手，介绍机器学习融入到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方式来实现智慧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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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ur country has a long agricultural history, agriculture has always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our 
count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griculture has gradually stepped into the stage of smart agriculture from 
modern agriculture. Smart agriculture refers to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technology in agriculture to realize th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application of smart agriculture can monitor and evaluate the situation of crops 
and the production environment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so a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crops and improve yields. This paper 
starts with machine learning and introduces the way of integrating machine learning into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o achieve smart agriculture.
Keywords: Machine learning;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Wisdom agriculture

引言

我国是农业大国，拥有悠久的农耕历史，农业生

产一直是我国关注的重点方向。我国耕地面积广大，

占世界耕地面积的 7%，且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充足。

但根据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1 年中国进口粮食

16453.9 万吨，同比增长 18.7%，这表明虽然在农业上已

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仍然需要依赖粮食进口。其根本

原因在于农业生产水平落后，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现代

化农业相比明显处于劣势 [1]。面对这一挑战，必须要将

现代化科学技术结合到农业生产当中，实现智慧农业，

走绿色健康，高效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一、机器学习在农业中的运用

机器学习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对于采集的数据做计

算分析，并通过不断的改进计算方法，来提高完成特定

系统的准确性。这个特定系统即为学习算法，而机器学

习则是将数据输入给学习算法，算法根据输入的数据生

成计算模型。用另一组测试数据输入计算模型，该模型

即可输出判断结果。机器学习就是完成以上学习算法的

学科。机器学习的核心就是计算机使用算法解析数据，

从中学习然后对新数据做出决定或进行预测。

1. 机器学习在种植业中的应用

（1）作物育种

作物育种是一种通过对作物的遗传特性进行改良，

来达到培育高产优质品种的目的。	在土地资源不变的情

况下，培育高产优质品种能够有效地提高粮食的产量和

改善作物的品质。将机器学习运用到作物育种的过程中

能够通过对以往的农田数据进行分析，预测出哪些基因

最有可能是某些优良性状的表达，协助专家更高的对育

种实验的设计，提高育种的效率 [2] 同时有效地缩短农作

物的育种周期。一些种子选育鉴定系统 [3] 通过图像分析

和机器学习对作物种质研究和育种鉴定。

（2）病虫害识别

病虫害一直以来都是导致作物减产的关键问题，及

时的发现和做出对应的措施是提高产量和品质的核心要

点。传统的病虫害辨别方法都是通过专家的专业知识或

农民所积累的种植经验进行识别，不仅费时费力，效率

不高，还有可能出现病虫害的误判导致喷洒无用的农药

影响病虫害的防治工作的同时还会造成环境的污染。机

器学习可以通过大量农作物病虫害图像进行训练，学习

和分析不同病虫害的表象特征。农民就可以通过拍摄病

虫害照片传入系统当中，自动分析病虫害的种类和解决

办法，提高检测的效率并且也更加精准。

Yi	Yue 等人 [4] 利用单图像超分辨率，将不清晰和低

分辨率图像恢复成高分辨率图像。直接输入低分辨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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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采用反褶积方法对图像进行放大，然后通过特征提

取分支计算残差。然后将残差和反褶积放大结果相加形

成高分辨率图像，再对 Y 通道图像重新着色形成最终图

像。这种方法能够在农田中低密度的摄像头情况下，更

加准确的抓捕病虫害的图像。降低农业物联网监控系统

摄像头布局密度，降低基础设施成本。

（3）农产品品质检测

一些农产品成熟后经过采收，会根据其不同品质情

况进行分类。传统人工分类的方法是工人对农产品进行

目测检查，观察是否存在表皮损伤和损伤程度。这种方

法过于依靠个人主观判断，不同人的标准不一导致同一

等级的农产品也存在品质参差不齐的情况。大量的依靠

人工也使劳动力成本增加，进而增加了农产品的成本，

减少了利润。现目前市面上大多数都是采用机器分级的

方法，根据农产品的大小，重量等作为评判依据进行分

类，但机器分类的方法在过程中很容易擦伤或者撞伤农

产品反而得不偿失。机器学习技术可以通过对传入的农

产品的图像，根据各种运算来提取其颜色、大小等特征[5]，

再根据设定的条件来输出结果。这种方式不会有接触农

产品而有可能导致的损伤，同时也提高了效率，在同一

个设定的条件下分级的准确性也获得了提升。

（4）种植环境监测

不同的农作物对于土地的各种元素有着不同的要

求，一个地区根据土壤元素的不同选择适合种植的相应

的农作物对于产量的提升和品质的保障起着重要作用，

传统土壤采样的方法耗时耗力，精度也不够准确。杨

阳 [6] 等人通过机器学习构建模型来分析滇东南地区的红

壤分布情况，相比于之前的土壤类型图相比精度提高了

9.68%。

2. 机器学习在林业中的应用

林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我国的生存环境息息相

关，林业的良好发展能够有效地降低自然灾害，缓解气

候变暖 [7]。保障林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就是保障环境的稳

定和经济的发展。为了促进进一步的发展，应该加强现

代化科技的应用，促进智慧林业的实施。

（1）森林病虫害监测

我国林业资源丰富，但是由于病虫害的原因，导致

森林资源的遭到破坏。促进病虫害防治的现代化建设能

够有效地减少林业资源的损害。我国森林病虫害的主要

防治手段是通过农药的喷洒进行预防，效率低且容易应

对不及时，扩大损害范围。我国学者就针对于东北林区

的落叶松毛虫提出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发生面积预测模

型 [8]，对落叶松毛虫发生的趋势进行预测预报，相比于

大量农药喷洒的预防，这种方式更加精准和及时，能够

在病虫害发生的初期就对其进行治理。

（2）森林火灾监测

干燥地区和夏季的高温天气很容易发生森林火灾，

如果反应不及时可能会导致大面积的森林遭到破坏，以

20 年澳大利亚山火为例，因为处理不及时，山火覆盖面

积达到了 590 万公顷 [9]，5 亿动物葬身火海所造成的损

失已经难以估计。因此森林火灾预防和火情监控是保护

林业资源的至关重要的一环。苗新[10]等人采用神经网络，

随机森林，逻辑回归三种机器学习方法，建立森林火灾

预测系统，其综合准确率达到了 95.9%，能够很好地对

森林火灾进行防范和及时处理。通过传感器、摄像机等

设备构成的物联网平台对森林环境数据进行监测，利用

CNN分析森林环境是否正常从而实现森林火灾的监测 [11]

3. 机器学习在畜牧业中的应用

智能畜牧 [12] 是将生产过程中的各种人工操作步骤，

通过物联网技术的融入，实现设备自动化来代替人工。

将传感器中的数据传入到云端处理系统中进行存储分

析，进而形成互联网 + 畜牧业系统，提高生产效率，降

低人工成本。

（1）养殖环境监测

养殖环境的精准控制能够提高家畜的生产的品质，

以生猪为例，在生猪生产和发育的过程中空气质量、温

度、湿度、光照强度等因素都能对生猪正常生长和猪肉

品质产生影响 [13]。现目前可以通过互联网和传感器的应

用，对养殖环境中的关键参数进行监测，并通过网络上

传到云端，在系统内对各种参数进行分析并反馈给工作

人员，使工作人员进行对环境信息进行实时掌控并且使

其能够进行相应的调整。有人提出针对中小型的猪舍环

境进行智能化的检测和调控 [14]，针对猪舍环境调控滞后

性的问题，采用 BP 神经网络预测猪舍环境发展情况，

并且使用粒子群算法进行优化，做到了提前预测，使工

作人员能够更加及时的进行调节。

（2）禽畜个体监测

由于市场需求的问题，规模化、密集化的畜牧养殖

场越来越多，但是密集的养殖也会导致环境变得恶劣使

得禽畜出现生病甚至死亡的现象，依靠人工监测动物健

康、动物行为的方法不仅浪费时间和精力，而且最终结

果也不尽如人意。机器视觉，物联网等技术可以很好地

解决这个问题。机器视觉技术的运用可以对禽畜的行为

进行监控与分析，如临产母牛的站立、卧躺、进食等行

为可以预测母牛的分娩时间 [15]。物联网设备的佩戴也可

以对禽畜的健康状态进行监测，例如心率、体温等。王

斯佳 [16] 等人通过给禽畜佩戴智能项圈对其健康进行监

测，通过对反刍动物的反刍时间、牲畜的体温以及运动

量等与健康状态的关系，采用 SVM 支持向量机作为牲

畜健康诊断算法的模型，为牲畜的健康状态进行评估，

为工作人员提供决策依据。

（3）精准饲喂

精准饲喂是根据不同动物的生长特点，选择合理的

饲料进行搭配，满足牲畜生长的营养需求。牛羊精准饲

喂包括自动投喂、智慧称重等 [17]。在传统养殖业中，饲

料成本占养殖成本的 70% 左右，之所以这么高是由于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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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配比不合适，喂食时间不科学，饲料投喂量不恰当。

精准饲喂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北京市粮食科学研

究所 [18] 设计了一款奶牛自动精准饲喂系统，这个系统

根据奶牛的产奶量、牛奶的品质、体重、生理周期等有

关参数，再考虑饲养过程中的营养要求实现精准饲喂，

进而提高奶牛产奶量，减少饲料的浪费，节约饲养成本。

4. 机器学习在渔业中的应用

我国是世界上淡水鱼养殖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但

水产养殖方法也需要跟随时代的步伐前进。将人工智能

运用在渔业当中，实现智慧渔业。让水产养殖能够实现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使渔业养殖能够更加可控。

（1）养殖水域环境监测

在水产养殖中，水质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水产品

的品质和产量，在养殖过程中可以利用各种传感器设备

进行实时采集水质参数的信息并上传到云端，用户可以

通过智能终端设备进行远程操作，上海市崇明某养殖基

地应用了一套中华绒鳌蟹远程水质控制系统 [19]，这个系

统对中华绒鳌蟹养殖的重要水质参数进行实时监测，例

如溶氧量、水位、光照、温度等。养殖户会通过终端获

取监测数据和视频，从而实现对水位、增氧、投喂的自

动化操作。这种方式相较于传统养殖方式，劳动力成本

更少，中华绒鳌蟹存活率更高。

（2）智能化投喂

水产养殖中，投喂量的合适与否也是一个影响水产

养殖好坏的重要因素，投喂量不足会影响动物的生长速

度，过度的投喂造成饲料的浪费和水质环境的污染，增

加发病率，提高了养殖成本。智能化的投喂就是根据水

生动物的数量、种类、生长情况等，利用现代化技术依

据科学喂养方案进行投喂，并根据投喂后的水质环境进

行动态调整。例如武汉大学的李建峰 [20] 设计了以水下

摄像头作为获取投喂过程中鱼群密度信息的传感器，将

信息传入到 PC 端中进行实时分析，来计算出达到刚好

鱼群饱食的投喂量。

二、结束语

传统方式中的人力生产已经不能满足人口增长和经

济发展的需要，将现代化技术运用在农业生活生产当中

才是必然的发展方向。将物联网，机器学习等新一代现

代化技术融入的农业当中使农业生产发展实现市场化、

规模化，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实现可持续化发展，使国

家早日步入农业强国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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