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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是民生，新时代农业发展也需要机械出一

份力。随着新型农业机械的出现，人们可以生产出优质

的农产品，农业生产有了保障。农业机械型省力，农业

技术更精准。通过组合自动导航技术和农业机械，可以

轻松应对不同的天气条件和气候。自动导航技术为农业

生产提供的精确导航信息避免了许多农业生产周期。农

业机械自动导航技术在我国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前途一

片光明。在农业生产中，可以充分利用自动导航技术的

优势，改正其短板和弱点，了解农业机械自动导航技术

未来的发展趋势，促进更先进的农业技术。

一、农业机械自动导航技术内涵分析

农业机械自动导航技术应用主要包括地磁导航技术

和激光导航技术等。地磁导航技术应用到农业机械自动

导航技术主要用于利用地球磁场对机械设备进行有效控

制和导航，导航技术激光基于激光的有效移动性。建立

机器之间的技术合作，实现更高效、准确的导航。在我

国，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其在农业中的应用也在

不断深化和逐步发展。由于发展大方向的不同，应用农

业机械自动导航技术在我国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这也

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1]。

二、农业机械自动导航技术的应用优势

1. 减少机械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

农业机械在我国虽然很少用于农业生产，但也有力

地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中的机械操作

人员明显减少。对比通过将农业机械自动导航技术融入

农业生产，可以进一步降低我国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

投入，而自动导航技术保证农业生产效率和覆盖面的不

断提高，减少传统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对于传统农业

生产来说，风险相对较高，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经常受到

农药和各种工作设备的伤害。通过农业机械自动导航技

术的引入和使用，降低了农业生产中的各种风险，保护

了农业工人的安全 [2]。

2. 减少机械收获带来的损失

农产品的机械收获可能会被忽视或损害，自动导航

技术使机器清洁更容易、更彻底且破坏性更小。自动导

航技术补偿机械切割缺陷，通过定义前缘来实现精确定

位机械伸展，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3. 促进我国农业向着规模化方向发展

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业资源分散利用的问

题逐渐显现。随着许多土地流转活动的出现，农村地区逐

渐转向大规模生产，农业生产从种植到收获需要大量的劳

动力和物质支持。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劳

动力大量流失，现有的农业发展模式难以适应当前的发展

趋势。这不仅降低了人工成本，还提高了生产效率。

三、农业机械自动导航技术

1. 视觉导航技术

利用计算机技术模拟人的视觉，从所得到的效果图

像中选取重要信息，进行信息的理解、分析、处理，并

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快速的工作速度和效率是这种方

法最显著的优点。同时，计算机具有比较大的信息容量，

可以存储大量的信息，并且可以相对执行其他任务。在

该方法中，自动导航技术使用机械装置收集和传输信息，

使用图像识别技术调查收集信息的良率，并结合两者来

确定机器的性能标准，该方法主要使用高程最小二乘法

和霍夫变换方法来衡量搜索条件和作物识别。尤其是最

小二乘法具有测量精度高、性能好等优点，使用制图方

法采集的地块是模糊的，使用清晰投影、高程投影正确

分割处理图像的非目标和目标区域，该方法可用于确定

目标农业区的作物行数。在这个阶段，霍夫变换方法被

最广泛地用于寻找线段的底边。由于可以有效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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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变换方法具有比较强的稳定性。所谓“稳定性”，是

指在干扰控制系统运行的某些参数下，保持其他一些行

为特征，这是系统在陌生和危险条件下生存的关键。其

他外部因素影响不大，经过长期发展，已成为研究应用

的最常用方法之一。

2. 卫星定位系统

为了让设备农业机械更准确地获取各种位置信息，

提高机器利用率，设备农业机械可以应用卫星定位系统。

此外，在系统自动导航应用中，由于数据和信息来自同

一颗卫星，因此部署多个系统可以进一步提高定位精度。

当野外作业效率较低时，还可以使用卫星定位系统，确

保农业机械型设备即使在山区也能准确定位。最后，这

种使用定位信号系统的方式不仅可以降低导航系统的成

本，还可以减少我国目前对进口导航产品的依赖。

3. 角度传感器系统

对于农业机械单元来说，行驶时下轮的横向旋转是

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旋转角度由感应系统提供，以提供

一种有效的加工方法，以保证农业机械装置的精度。另

外，某些项目的加工可以通过单独加工来降低整个设备

的成本。以前，大多数传感器都是进口的，但是这些传

感器和家庭 Wi-Fi 设备之间存在很大的问题。目前，我

国传感器自主研发能力不断提高，并已应用于该控制系

统，提出了一种简单可行的对策，对我国农业机械型器

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测量位置的 GNNS 技术

目前我们国内的卫星系统有北斗、NAVSTARGPS、

GLONASS， 这 些 GNSS 技 术 可 以 支 持 商 业 服 务。 其 中

NAVSTARGPS 运行时间最长，选择范围最广，包括手

机、汽车甚至手表等。尽管国内对 GPS 技术的研究落后

于国外，但由于科研人员的长期不懈努力，该技术在国

内逐渐完善。特别有趣的是，近年来，导航技术在农业

机械中的使用量逐年增加，单向全球定位卫星 GPS 导航

技术用于农业领域。这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成本和效

率，而且促进了农业发展，应根据影响 GPS 技术精度的

现象来选择环境。

5. 跟踪技术

农业机械设备的自动导航系统跟踪技术是基于被跟

踪对象的精确动态定位，高效耕作的机器速度相对较低，

但工作所需的精度非常高。为保证农产品质量，需要准确

检查设备农业机械的工作目的和运行速度，利用农业生产

实施过程中的监控技术，实时反馈设备状态。同时根据农

业生产情况提供有效的信息反馈和农业生产参考值，以避

免机械应力的偏差。跟踪技术和导航系统运行中最重要的

问题是神经控制技术和模糊控制技术。通过结合这两种技

术，操作员可以进行更精确的模拟，实现机器自动化操作

和控制，并提高自动导航系统在各种环境中的效率 [3]。

6. 环境感知技术

环境感知技术的应用主要是利用传感器技术采集环

境信息，并利用相关农业信息模拟农业环境。环境感知

技术可以预测环境中潜在的制造问题，提高其对环境变

化的响应能力，并使设备操作人员能够创建更科学、更

准确的工作步骤。我国非常注重传感器研究，不断提高

环境技术质量，农业机械导航技术器件应用质量不断提

高。割草机的生态生态技术更准确地识别杂草，从而提

高割草机的效率。

四、农业机械自动导航技术的发展趋势

通过多引擎研究提高农业机械自动导航技术应用程

序的性能，该研究正朝着我国未来农业机械自动导航技

术的精确性和可变性缓慢前进。多系统合作可以降低自

动导航技术系统的调试成本，从而降低自动导航单元农

业机械系统的成本，这对于农业效益最大化非常重要。

此外，农业机械自动导航技术可用于对不同的农机进行

分组，实现自动化耕作，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我国的

农业机械机中，使用 GNSS 导航技术可以提高农业机械机

的效率，确定行驶速度和农业机械位置，这对于提高农

业生产的精度非常重要 [4]。

五、结语

农业机械自动导航技术是一项具有发展历史的技术，

是为响应时代需求而创造的。通过应用自动导航技术，

提高了农业机械的转换效率和牵引力，在各种农业机械

导航技术的共同支持下，通过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

和改进，以及新的集成和支持，可以克服一些困难和不

足。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农业机械自动导航技术将在

农业生产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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