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田间作物表型智能获取机器人数据采集技术

规范》编制说明

一、目的和意义

作物表型智能获取机器人是一种用于农业领域的智能设备，其设计

目的是帮助农业科研人员与农业生产者解决传统人工巡检过程中效率

低、成本高、精准性差等问题，因此制定田间作物表型智能获取机器人

数据采集技术规范很有必要：

1.帮助农业科研人员与农业生产者解决传统人工巡检过程中效率

低、成本高、精准性差等问题。

2.规范我国相关行业，进而提升农业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能够带来多方面的预期效益。通过效率提升、成本降低、质量优化和环

境保护，能够带来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有助于推动现代农业

从传统劳动密集型模式向智能化、精准化和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

3.农作物生长监测，传统人工观察农作物生长状况耗时且主观性强，

难以及时发现病虫害、缺水、营养失衡等问题。通过机器人搭载的摄像

头、光谱传感器和其他检测设备，监测作物的生长情况，提供高精度的

数据分析和诊断。

4.病虫害预警，病虫害的早期识别往往因人工巡查不足或经验不足

而被延误，导致损失扩大。机器人通过高清摄像头和事先经过大量数据

训练完成的 AI 模型与算法，快速识别病虫害的早期迹象，并自动上报

或采取初步处理措施。

5.环境数据采集，传统方式难以全面、实时地获取田间环境数据（如

温度、湿度、土壤湿度、光照强度等），导致管理决策滞后或不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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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表型智能获取机器人可以配备多种环境传感器，移动过程中持续采

集数据，帮助优化灌溉、施肥等农艺措施。

6.劳动强度大、成本高，覆盖范围小、效率低，作物表型信息获取

需要大量人力投入，人工方法获取数据的效率低且成本高，且难以全面

覆盖待检区域，尤其是地形复杂或不易接近的区域，而作物表型智能获

取机器人能够长时间自主进行表型获取与检测作业，通过灵活的移动方

式和自动路径规划，能够高效覆盖整个所需检测的区域，保证数据采集

无死角的同时大幅降低人工成本、解放劳动力。

7.国家精准农业战略需求，精准农业要求更高水平的数据获取和分

析，人工难以满足这一需求。机器人通过搭载高科技设备（如光谱仪、

热成像仪），可以为精准农业提供数据支持，例如作物健康评估和精细

化管理建议，规范我国相关行业。

二、依据与任务来源

（一）国家政策和技术依据

1.国家政策依据

(1)《“十四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强调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快智能农业装备和精准农业技术的发展。

鼓励发展田间作物智能化监测技术，为实现现代农业生产提供科技支撑。

(2)《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20212035）》

提出加快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鼓励研发和

推广农业智能装备，提高农机作业的精准性和高效性。

(3)《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强调推动农业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鼓励

研发智能装备采集农业生产数据，服务农业数字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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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

要求加强智能装备标准化建设，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支撑。鼓励制

定智能农业装备相关标准，规范市场竞争，提升技术水平。

(5)《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20212025 年）》

提出推动农业科技装备创新，发展农业智能化、信息化管理工具。

鼓励农业高新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和推广。

2.技术依据

（1）农业智能装备技术进展

当前机器人技术、传感器技术、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在农业领域的应

用已经较为成熟。作物表型智能获取机器人基于这些技术，可以实现数

据的自动化采集。图像识别技术、人工智能和光谱分析技术在作物表型

检测中的广泛应用，为制定技术规范提供了实际依据。

（2）精准农业技术

精准农业要求对作物健康、长势和环境条件进行高精度监测，这需

要智能装备提供统一规范的数据采集方式，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用性。

（3）数据标准化需求

农业数据共享和大数据分析需要标准化的数据格式、采集流程和传

输规范，以保证不同设备、平台和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规范可以确保

采集数据具有一致性和兼容性，促进农业数据的广泛应用。

（4）国际标准和实践经验

借鉴国际先进的农业机器人和数据采集标准（如 ISO 农业自动化设

备标准），结合中国农业生产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技术规范。

（5）物联网与传感技术的成熟应用

利用物联网传感器实时采集田间环境数据（如温度、湿度、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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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无线网络传输至数据平台，这些技术为制定统一的采集标准奠定

了基础。

综上所述，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技术发展的成熟，是制定《田间作物

表型智能获取机器人数据采集技术规范》的重要依据。这一技术规范的

建立，不仅可以推动农业装备的标准化和智能化，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数据质量和精准管理水平，助力农业现代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还有助

于提高作物表型数据的获取效率，为现代农业的智能化发展提供了科学

依据和技术支持。

（二）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作物表型智能获取机器人是一种用于农业领域的智能设备，其设计

目的是帮助农业科研人员与农业生产者解决传统人工巡检过程中效率

低、成本高、精准性差等问题。以下是作物表型智能获取机器人拟解决

的主要问题：

1、农作物生长监测

传统人工观察农作物生长状况耗时且主观性强，难以及时发现病虫

害、缺水、营养失衡等问题。通过机器人搭载的摄像头、光谱传感器和

其他检测设备，监测作物的生长情况，提供高精度的数据分析和诊断。

2、病虫害预警

病虫害的早期识别往往因人工巡查不足或经验不足而被延误，导致

损失扩大。机器人通过高清摄像头和事先经过大量数据训练完成的 AI

模型与算法，快速识别病虫害的早期迹象，并自动上报或采取初步处理

措施。

3、环境数据采集

传统方式难以全面、实时地获取田间环境数据（如温度、湿度、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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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湿度、光照强度等），导致管理决策滞后或不精准。作物表型智能获

取机器人可以配备多种环境传感器，移动过程中持续采集数据，帮助优

化灌溉、施肥等农艺措施。

4、劳动强度大、成本高，覆盖范围小、效率低

作物表型信息获取需要大量人力投入，人工方法获取数据的效率低

且成本高，且难以全面覆盖待检区域，尤其是地形复杂或不易接近的区

域，而作物表型智能获取机器人能够长时间自主进行表型获取与检测作

业，通过灵活的移动方式和自动路径规划，能够高效覆盖整个所需检测

的区域，保证数据采集无死角的同时大幅降低人工成本、解放劳动力。

5、国家精准农业战略需求

精准农业要求更高水平的数据获取和分析，人工难以满足这一需求。

机器人通过搭载高科技设备（如光谱仪、热成像仪），可以为精准农业

提供数据支持，例如作物健康评估和精细化管理建议，规范我国相关行

业。

三、起草过程

1、收集国内外相关标准、资料

目前有 30 多项国内与大米种植、加工品牌打造相关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主要包括：JB/T 14401-2022《户内悬挂导轨式巡检机器人

系统》、GB/T 43440-2023《物联网 智慧农业数据传输技术应用指南》、

GB/T 32197-2015《机器人控制器开放式通信接口规范》、GB 3100-1993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GB/T 4208-2017《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 2894-2008《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T 4768-2008《防霉包装》、

GB/T 4879-2016《防锈包装》、GB/T 5048-2017《防潮包装》、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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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83-2019《服务机器人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抗扰度要求和限值》、

20230715-T-469《（征求意见稿）人工智能 算子接口 第 1 部分：基础

数学类》、GB/T 18726-2011《现代设计工程集成技术的软件接口规范》、

NY/T 4261-2022《农业大数据安全管理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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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作物表型智能

获取机器人数据采集技术的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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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月，全面征集各方意见，汇总整理，工作组全方位征求相

关企业、单位、行业主管部门、专家以及育种学家的意见并进行修改。

对标准草案征求意见进行集中处理，对内容进行了讨论和修改，明确标

准制定中标准格式，生产种植技术、产品质量、标志使用、包装设计、

储存运输、防伪、追溯以及价值评价等要求主要板块条款，并结合行业

发展实际，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科学性及适用性，从内容规范、方向

定位及应用层面提出了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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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安全等重要指标项进行量化。编制本标准遵

循如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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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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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集国内移动机器人相关标准基础上，广泛征求育种学家

们的意见，结合实际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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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规定了田间作物表型智能获取机器人数据采集技术规范的术

语和定义、组成与分类、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大田棉花、玉米、大豆等旱地作物表型数据智能化采

集的规范。

（1）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明确田间作物表型智能获取机器人以及数据采集技术的术

语和定义。

（2）机器人外观和结构要求

明确机器人外观和结构应遵循符合的具体要求内容，以及外观尺

寸、重量、防护等级等参数的要求。

（3）数据和接口要求

数据传输应符合 GB/T 43440 的规定，数据安全管理应符合 NY/T

4261 的规定，软件接口应符合 GB/T 18726 的规定，通信接口应符合 GB/T

32197 的规定，且应具备通用性和可扩展性。

（4）包装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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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料:包装应符合GB/T 17109 的规定及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要

求；包装应坚固、清洁、干燥，采用无毒、无异味的真空包装袋；包装

封口应牢固；

2）包装:包装上应有明确标识，标注内容要求字迹清晰、完整、规

范且不易褪色。

（5）防伪、追溯要求

防伪应按 GB/T 19425、GB/T 22258 的要求设计防伪标识，实现源

头可追溯、流向可追踪、信息可查询、责任可追究。

（6）价值评价要求

1）品牌建设应按 GB/T 29186 的要求分析品牌价值要素；

2）创新能力应按 GB/T 31043 的要求开展品牌价值技术创新评价；

3）品牌价值评价定期按 GB/T 31041、GB/T 31045、GB/T 31047 以

及本标准第 1 至 10 章的要求开展评价；定期按 GB/T 31042 的要求对品

牌服务开展评价；定期按 GB/T 29187 的要求对品牌价值开展评价。

《田间作物表型智能获取机器人数据采集技术规范》

行业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4.1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