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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防风为伞型科防风属植物，别名关防风、旁风等，是我国传统的中药材。随着防风野生资源被过度采收，产量在逐年下降，市场供

不应求，价格持续上涨。因此，人工种植防风迫在眉睫，市场前景十分广阔[1]。本文总结了防风种植发展的现状，系统研究创立发展大数

据指导防风种植公司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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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指导农业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方式，可提高作物产

量，提升药材品质，便于系统把控所种植的作物，在东三省发展防
风种植产业，有助于东北农业的发展，获取经济效益，提高药材品

质、产量。 
一、项目实施的目的、意义 
黑龙江省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长环境蕴藏着丰富的中药材资

源,发展中药材种植有利于黑龙江省的中医药产业的发展,黑龙江省
把中药材种植产业确定为深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财
政增长的支柱产业之一,项目依托主导产业，结合自身发展特点和数

字农业建设要求，基于市场主体、多元投入、多方协同原则，遥感
技术具有大范围、周期性获取地表信息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农业、

减灾、林业等各个领域。[2]在以防风种植代表的大田种植领域应用
互联网测控、遥感监测、智能化精准作业、基于北斗系统的农机互
联网等技术，建立数字农业系统，探索遥感技术在墒情、苗情、长

势、病虫害、成熟度监测等方面的应用，实现高精度自动作业和精
准导航，生长环境精准实时监测，精准耕整地、水肥一体化、精量

播种、病虫害智能防控、农情自动监测、实时收获，提升农机作业
服务能力和效率。 

二、项目研究现状与分析 

黑龙江省发展中草药的种植产业具有气候适宜、生态优良、中
医药积累丰富等优势，再加上邀请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的专家作为指
导，黑龙江省发展中药信息化生产具有很大的优势，黑龙江省安达

市老虎岗把推进中草药种植作为调优种植结构、促进群众增收的重
要抓手，依托全县农村产业布局和庭院资源优势，通过加大政策扶

持力度，鼓励农民通过推进大田规模种植、推广庭院种植等方式，
扩大中草药种植面积，以逐步形成产业优势，增强市场竞争力，实
现持续稳定增收。据调查，为扶持全县中药材产业发展，鼓励道地

中药材种植，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实
现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安达市老虎岗结合实际制定了《2020 年鼓励

中药材种植工作实施方案》，并综合考虑市场潜力、种植技术等方
面因素，结合多年种植实验实践成效，确定了“长短结合、以短养
长”的中草药种植发展思路。通过种植一年生品种，保证农户收入

“不断档”，逐步形成多年生与一年生品种有机结合、相互支持、
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 

三、项目研究内容和目标 
智慧农业是农业生产的高级阶段，是将新兴的云计算和物联网

技术集为一体的新兴产业。依托部署的各种传感节点（环境温湿度、

土壤湿度、二氧化碳、图像等）和无线通信网络，实现农业生产环
境的智能感知、智能预警、智能决策、智能分析、专家在线指导，
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化种植、可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等[3]。 

本项目主要对安达市防风种植基地进行数字化升级。该项目种
植过程中，以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中药学教授作为药性评估和技术指

导，将在线下工作。项目在充分利用现有条件，按照填平补齐的原
则，通过基础设施的改造、农机装备的配备及互联网测控系统、农
业生产过程管理系统、精细管理及公共服务系统的构建，本项目将

充分发挥现有资源，加快推进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信息化、管理
数据化、服务在线化，全面将基地打造成数字农业示范样板，提高

农业现代化水平。力图建成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智慧农机系

统等产前、产中、产后数字化农业系统。 
四、主要研究内容 

在研制基于远程诊断技术的智能农业专家系统开发平台和在
不断开发农业信息数据库的基础上，建立农业知识库、模型库，通
过系统集成，研制面向中药生产的农业管理智能应用系统及宏观决

策支持系统 。 
农业远程教育多媒体信息系统开发：在统一数据库技术标准

下，研究开发基于气象、土壤、农业种植业、养殖业、林业、加工

业等有关技术、生产、管理、市场、政策法规等方面知识的多媒体
课件库，与之配套的课件管理与编播软硬件系统 ，实现同步双向

交互和异步非交互兼容、基于 IP 网的农业科技远程教育系统。 
手持农业技术咨询产品研究开发：面向农作物种植领域，研究

开发一批成本低、方便快捷的便携式农业信息咨询与辅助决策设

备，传播各类实用农业生产技术知识，提供“名、特、优、新”品
种和新技术，实现在田间地头即时输入观察数据，通过推理机进行

病虫害诊断与防治决策、缺素及作物营养状况诊断与施肥决策、土
壤及作物水分状况诊断与灌溉决策、种养殖模式决策及农产品质量
检测等 。 

五、 精准农业关键技术及设备的引进与消化、吸收与自主创
新 

（1）遥感信息的获取与分析处理技术。从精准农业的需求出

发，以肥、水监控为重点，利用国内外先进技术设备，建立农作物
信息的航空遥感获取与分析技术体系，包括遥感平台和相关应用方

法等 。 
（2）农田信息快速获取与诊断技术。研究开发农田信息采样

设计理论及方法；土壤与作物水分、养分信息快速获取及诊断技术；

产量和品质信息快速获取技术；病虫草害信息快速获取及诊断技
术。 

 六、项目预期成果及说明 
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对现有的设施、设备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

项目区占地规模 1 万亩，本项目将着力打造 5000 亩核心示范区，

同时对基地其他田块设施进行改造，建成智能水肥一体化灌溉系
统、智慧农机系统等产前、产中、产后数字化农业系统。 

七、结语 
打造中药种植公司，可利用大数据发展中药种植，在公司发展

的同时弘扬中国中医药文化，让中医药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让世

界为中医药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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