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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一体化系统在农业机械工程中的应用探索

赵 敏

山东省滨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小营街道办事处 山东滨州 256623

摘 要：本文依照文献对比法和理论分析法首先就机电一体化系统进行了论述，其次提出了机电一体化系统在农业机械工程

中的应用优势，最后从多个角度、层面探究出了具体的应用措施，其中包括设计智能化农业设备、应用物联网技术、开发农

业大数据平台、智能化农业管理系统等，以供参考。

关键词：机电一体化；农业机械工程；应用措施

Application of mechatronics system in agricultural machinery engineering
Min Zhao
Xiaoying Sub district Office of Binzhou High 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 Shandong Province, Binzhou 256623,
Shandong Province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comparison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to discuss the integration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systems. It then presents the advantages of applying integrated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systems in agricultural
machinery engineering. Finally, it explores specific application measure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levels. These measures
include designing intelligent agricultural equipment, applying Internet of Things (IoT) technology,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big data
platforms, and implementing intelligent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s, among others. These findings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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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机电一体化技术已经

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它将电子、通信、自动控制

等先进技术与传统农业机械工程相结合，旨在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为实现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技

术保障。

一、机电一体化概述

机电一体化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技术，它涉及机械、电

子、计算机、控制等多个领域。简单来说，机电一体化就是

将机械设备和电子技术紧密结合起来，实现设备的智能化、

自动化和高效运行。在机电一体化中，机械部件负责实现物

理动作和传动，而电子部分则负责对这些动作进行精确控制

和实时监控。计算机技术在此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通过

对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为设备提供智能决策支持。机电一体

化的应用范围广泛涉及多个领域内容，且该技术的持续运用

与创新发展，也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能耗和人工

成本，同时也带来了更高的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总的来说，

机电一体化是现代工业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对于推动产业

升级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二、机电一体化系统在农业机械工程中的应用优

势

在农业机械工程中，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为农业生产带来了许多优势，具体如下：

2.1提高生产效率

机电一体化技术可以实现农业机械设备的智能化和自

动化，提高生产效率。例如，自动驾驶拖拉机可以在精确的

轨迹上行驶，大大减少了人工操作的误差和重复劳动，从而

提高了作业效率。

2.2节约能源

通过对农业机械设备的精确控制和优化，机电一体化技

术有助于降低能耗。例如，智能灌溉系统可以根据作物的实

际需求和环境条件，精确调整水量和灌溉时间，避免水资源

的浪费。

2.3降低成本

机电一体化技术可以减少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人工成本。

自动化设备的广泛应用，使得各地农民可以从繁重的体力劳

动中解脱出来，专注于管理和决策，从而降低整体成本。

2.4提高产品质量

机电一体化技术可以实现对农产品生产过程的实时监

控和精确控制，从而提高产品质量。例如，智能温室可以根

据作物生长需要，自动调节温度、湿度和光照等环境因素，



农业科技管理 5 卷 3 期

ISSN: 2661-3778(Print); 2661-3789(Online)

88

确保作物在最佳条件下生长。

2.5对环境友好

机电一体化技术有助于实现农业生产的环保和可持续

发展。智能化农业设备可以精确施肥、喷药等作业，减少化

肥和农药的使用，降低对环境的污染。

2.6技术数据驱动决策机制

在该技术下通过收集和分析大量农业数据，机电一体化

技术可以为农业生产提供数据支持，帮助农民更好地进行决

策。例如，通过对土壤、气象和作物生长数据的分析，农民

可以优化种植和施肥策略，提高农作物产量和质量。

三、机电一体化系统在农业机械工程中的应用措

施

3.1设计智能化农业设备

在农业机械设备的设计阶段，将机电一体化理念融入其

中，以实现设备的智能化、自动化。例如，为拖拉机设计自

动驾驶系统，让它能够自动规划和执行作业任务，提高作业

效率和准确性。

(1）无人驾驶拖拉机

系统集成：将 GPS 导航、传感器技术、自动驾驶控制

系统等技术融合，实现对拖拉机的无人驾驶。通过在拖拉机

上安装导航定位系统、速度控制系统以及环境感知系统，使

拖拉机能够根据预设的路径自动行驶。

实时监测与调整：采用各种传感器，如摄像头、激光雷

达等，实时监测拖拉机周围的环境，检测障碍物并进行规避。

此外，拖拉机还可根据实际情况自动调整速度和方向，以提

高作业效率和安全性。

远程监控与调度：通过搭建农业物联网平台，实现对拖

拉机的远程监控和调度。农民可以通过智能终端设备实时了

解拖拉机的工作状态，如位置、速度、油耗等信息，并进行

远程操作。

(2）智能温室

设备集成：在智能温室中，通过整合温度、湿度、光照、

二氧化碳等传感器，以及自动控制系统，实现对温室环境的

精确控制。

数据分析与决策：通过收集传感器采集的环境数据，智

能温室可以根据作物生长需要，自动调节温度、湿度、光照

等环境因素。同时，通过对数据的实时分析，智能温室可以

预测未来环境变化，提前采取相应措施。

远程管理：农民可通过智能终端设备远程监控和管理智

能温室。例如，通过手机应用程序，农民可以实时查看温室

内的环境数据，根据需要进行远程调整。

3.2应用物联网技术

物联网技术在农业机械工程中的应用，可以使农业设备

之间实现互联互通，实时传输和共享数据。通过搭建农业物

联网平台，可以实现对农田环境、作物生长状况等实时监测，

为农业生产提供智能决策依据。

(1）智能灌溉系统

传感器网络：在农田中部署各种传感器，如土壤湿度传

感器、气象传感器等，用于实时监测农田环境数据。这些传

感器通过无线通信技术将数据传输至云端平台。

数据处理与决策：通过收集和分析传感器采集的数据，

智能灌溉系统可以根据作物的实际需求和环境条件，精确调

整水量和灌溉时间。此外，通过对数据的实时分析，系统还

可以预测未来环境变化，提前采取相应措施。

自动控制与远程监控：智能灌溉系统通过自动控制设备

（如阀门、水泵等）实现对农田的精确灌溉。同时，农民可

以通过智能终端设备远程监控和管理灌溉系统，实时查看农

田环境数据和灌溉状态。

(2）智能畜牧管理系统

物联网设备：在畜牧场中部署各种物联网设备，如环境

监测传感器、动物健康监测设备等。这些设备可以实时收集

关于畜牧场环境和动物健康状况的数据。

数据处理与决策支持：将收集到的数据上传至云端平台，

通过数据分析和挖掘，为畜牧管理提供智能决策支持。例如，

根据动物健康数据，系统可以提前预警疫情风险，帮助农民

及时采取防控措施。

远程监控与管理：农民可通过智能终端设备远程监控和

管理畜牧场的各项信息，如动物健康状况、饲料使用情况、

环境数据等。这有助于提高畜牧管理的效率和减轻农民的劳

动负担[1]。

3.3开发农业大数据平台

收集和分析农业数据，构建农业大数据平台，从而为农

业机械工程提供数据支持。通过对历史数据的挖掘和分析，

可以为农业生产提供指导性建议。

(1）智能种植决策系统

数据采集：利用各类传感器、遥感卫星和无人机等手段，

收集农田土壤、气象、植被、病虫害等多方面的数据。这些

数据将成为农业大数据平台的重要来源。

数据分析与挖掘：在农业大数据平台中，通过运用数据

分析和挖掘技术，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从而为

农业生产提供科学依据。例如，通过分析历史气象数据和植

被指数，为农民提供最佳播种和收获时间的建议。

决策支持：基于农业大数据平台的智能种植决策系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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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帮助农民制定合理的种植策略、施肥方案、病虫害防治措

施等。这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和效率[2]。

(2）精准农业服务平台

平台搭建：建立精准农业服务平台，整合农业机械、农

业物联网技术、农业信息服务等资源。平台可以提供多种服

务，如种植建议、市场信息、政策支持等。

数据应用：将农业大数据平台的分析结果应用于农业生

产实践。例如，通过分析历史数据，为农民推荐适宜的农作

物品种和种植技术，帮助农民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

个性化服务：根据农民的个性化需求，为其提供定制化

的农业服务。例如，通过对农田土壤、气候等条件的分析，

为农民提供精准的施肥、灌溉建议。

3.4智能化农业管理系统

通过搭建智能化农业管理系统，可以实现对农业机械设

备的远程监控和调度，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此外，智能化

农业管理系统还可以协助农民进行决策，如预测病虫害发生

的概率，提前采取防治措施。

农业供应链优化

数据整合：收集和整合农业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的

数据，建立农业供应链大数据平台[3]。

供应链优化：通过对大数据平台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发

现供应链中的瓶颈和问题，优化农业生产与销售环节。例如，

通过分析物流数据，为农产品运输提供最佳路线和时间建议，

降低运输成本和损耗。

3.5优化农业生产流程

通过引入机电一体化技术，重新规划和优化农业生产流

程。例如，实现精细化作物管理，通过自动化设备精确施肥、

喷药等作业，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和效率，如下结合实

际案例作出说明：

（1）病虫害防治

监测与诊断：通过部署病虫害监测传感器和图像识别技

术，实时监测农田病虫害情况，及时诊断并预警可能发生的

病虫害。

精确施药：结合无人机喷洒系统和智能控制技术，实现

对病虫害的精确防治。根据监测数据和作物生长状况，系统

可以自动调整药剂用量和喷洒范围，降低农药使用量和环境

污染[4]。

（2）自动种植系统

设备集成：自动化种植系统整合了种子处理设备、播种

设备、施肥设备等农业机械，实现了从种子准备到播种的全

自动化流程。

智能调整：自动化种植系统可以根据实时监测到的土壤、

气候等环境数据，自动调整播种参数，以适应不同农田条件。

3.6培训农民使用机电一体化设备

首先，需获得政府和企业的支持与引导。政府可以制定

相应的政策和补贴措施，鼓励农民购买和使用机电一体化设

备。同时，政府还应加大对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投入，提供

免费或低成本的培训服务，帮助农民掌握机电一体化设备的

操作技能。在此基础上，还需做好企业宣传与培训教育工作，

以便达到高质、高效的培训效果，农业机械设备生产企业在

推广产品的同时，应承担起培训农民的责任。企业可以组织

现场操作演示、免费培训班等活动，帮助农民更好地了解和

掌握设备的使用方法[5]。

其次，当地需积极完善有关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应设

立农业技术服务中心，负责组织和实施农民培训工作。服务

中心可以聘请有经验的农业技术人员担任培训师，为农民提

供专业的培训指导，由此通过培训教育切实发挥出技术设备

优势，保障提升生产效率、质量，并解决以往所出现的劳动

力大、病害防控难度大等生产难题[6]。

四、结束语

总之，机电一体化技术在农业机械工程中的应用为农业

生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此，为充分发挥机电

一体化技术的优势，还需政府、企业、农民以及社会各界的

共同努力。这包括加大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完善农业技术

服务体系、培训农民掌握先进技能等方面。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在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为全球粮

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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