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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抗病表型智能评价 AR 眼镜数据采集技术

规范》编制说明

一、目的和意义

保障粮食安全是国家的重大战略目标。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和环境变

化，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的压力持续增大。水稻作为我国乃至世界的主

要粮食作物之一，其稳定生产对于确保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然而，水稻

病害频发，不仅影响产量，还可能导致稻米品质下降，给农业生产带来

巨大损失。国家高度重视提升耕地质量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开展水稻

及其近缘种抗病表型智能评价 AR 眼镜数据采集技术规范的研究，旨在

加强病害防控能力，培育抗病水稻品种。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技术标准，

可以促进抗病水稻育种工作的高效开展，同时减少病害带来的资源浪费

和环境污染，如因病害导致的农药过量使用，这与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方针相契合。

水稻作为一种易受多种病害侵袭的作物，其抗病性直接关系到产量

和品质的安全。因此，解决水稻病害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培育和种植抗

病的新品种，而抗病品种选育的核心在于抗病种质资源的发掘与利用。

本技术规范的意义在于提升品种筛选效率，即通过标准化的抗病性评价

体系，能够帮助科研人员和育种工作者更快、更精确地识别出具备优良

抗病特性的品种。这不仅加速了新品种的研发进程，而且减少了不必要

的实验误差，节约了宝贵的时间和研究成本；借助 AR 眼镜等先进工具，

育种者可以在早期阶段就对抗病性进行准确评估，从而有针对性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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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病害环境中表现优异的个体进行遗传改良，进一步增强品种的抗

病性能；抗病性强的品种在面对常见病害时表现得更为稳健，能有效降

低病害对产量的影响，同时减少化学防治措施的依赖，这对于提高农业

生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依据与任务来源

为响应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和智能化发展的战略部署，落实《国家中

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21-2035 年）》中关于加强农业科技

自主创新和提升农业智能化水平的要求，本技术规范旨在通过科技创新

推动农业现代化，特别是在水稻抗病表型评价领域，通过智能技术的应

用，提高水稻病虫害防控的精准性和效率。

依据《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2024—2028 年）》和《“十四五”

全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规划》，结合我国水稻种植的实际情况和病虫害

防控的需求，本技术规范的编制旨在解决传统水稻抗病表型评价方法中

存在的效率低下、准确性不足等问题。通过引入 AR 眼镜技术，实现对

水稻抗病表型数据的快速、准确采集，为水稻病害的早期识别和防治提

供科学依据。本规范的编制参考了国内外在智能农业、病虫害智能识别

和数据采集方面的先进技术和标准，结合我国水稻种植的地域特点和农

业生产的实际需求，旨在制定一套科学、实用、高效的水稻抗病表型智

能评价 AR 眼镜数据采集技术规范。通过规范的制定和实施，将有助于

提升我国水稻病虫害防控的智能化水平，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

续发展。

三、起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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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集国内外相关标准、资料

国内目前有多项与水稻病害识别鉴定等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主要包括：DB2305/T 038-2024《水稻种质对纹枯病抗性评价技术规程》、

DB36/T 1033-2018《水稻品种抗白叶枯病鉴定技术规程》、DB42/T

2255-2024《水稻品种抗稻瘟病鉴定技术规程》等。

2、标准编写情况

编写组在标准编制前，按照标准编制规范并结合实际，制定了标准

制定工作计划，明确了各阶段的任务与目标，根据查阅资料，以及调研

走访相关管理部门以及相关种植企业和农户，编写组共同商议征求意见

稿内容。

3、征求意见及审查会

为了确保《水稻抗病表型智能评价 AR 眼镜数据采集技术规范》的

科学性、实用性和前瞻性，中国农业科学院于 2023 年 11 月至 12 月期

间，全面启动了征求意见流程。本阶段工作重点在于广泛收集来自科研

机构、农业企业、行业主管部门、专家学者以及一线农业生产者的宝贵

意见。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工作组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户面对面交流，了

解他们在水稻抗病表型评价和数据采集中的实际需求和遇到的问题。同

时，我们也通过线上问卷、邮件和电话会议等方式，向全国范围内的相

关企业和单位征求意见，确保收集到的意见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

2024 年 3 月 15 日，中国农业科学院组织召开了《水稻抗病表型智

能评价 AR 眼镜数据采集技术规范》专家评审会。会议邀请了来自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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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智能装备、数据科学等领域的资深专家，对规范草案进行了深入

的讨论和细致的审查。评审会上，专家们对规范草案中的技术参数、操

作流程、数据安全、设备标准等方面进行了认真核对和热烈讨论。专家

们强调，技术规范的制定必须紧密结合农业生产实际，注重技术的可操

作性和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同时，专家们还从规范的科学性、适用性和

前瞻性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四、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

1、编制原则

总体把握实用、普适、兼容的原则，同时遵循保住底线并适当超前

总体要求，对经济、技术、安全等重要指标项进行量化。编制本标准遵

循如下原则：

（1）本标准的编制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2）在收集国内水稻病害识别鉴定相关标准基础上，广泛征求科

研单位、种植企业、管理部门、种植农户的意见，结合水稻种植过程中

的实际情况，确定标准内容；

（3）通过调研与验证，使制定的标准做到系统性、科学性、实用

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

2、主要技术内容确定

本文件规定了水稻抗病表型智能评价 AR 眼镜数据采集技术规范

的术语和定义、AR 眼镜硬件要求、数据存储后台要求、水稻抗病评价

模型要求、数据采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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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适用于水稻抗病表型数据的采集、存储、分析和评价。

（1）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明确水稻抗病表型以及智能评价 AR 眼镜的术语和定义。

（2）AR 眼镜硬件要求

包含眼镜的主芯片、内存（RAM）、存储（ROM）、相机、显示屏、

通信方式、用户交互、环境适应性等方面的要求。

（3）数据存储后台要求

包含存储介质、数据接收与存储、存储格式、通信协议、数据格式、

数据校验、数据管理、数据统计与分析、数据下载、性能要求、安全需

求等方面的要求。

（4）水稻抗病评价模型要求

包含预处理、图像分割、病斑与病叶面积计算、模型大小、模型性

能评估、模型验证与更新、模型输出结果等方面的要求。

（5）数据采集流程

包含设备准备、材料准备、现场操作、环境参数记录、数据采集、

数据上传、数据预处理、数据校验、数据整合等方面的要求。

《水稻抗病表型智能评价 AR 眼镜数据采集技术规范》

标准起草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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