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科学技术奖提名公示信息 

（2019 年度） 

提名奖项：科技进步奖 

项目名称：主粮农机装备智能测控关键技术与云管理服务平台 

提名者：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提名意见： 

农机智能化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必然方向，机器作业质量准确感知、农资精量施用、

全程信息化服务等已成为我国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瓶颈。主粮农机装备智能测控关键

技术与云管理服务平台的研发，对于我国农业生产方式转变，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道路，极具战略意义。项目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产品、品

质和效益为目标，突破了农机作业对象精测、农资精施、全程精管三大关键技术，研制

了系列智能测控系统与云管理服务平台，应用于作业装备，实现了耕、种、管、收全程

作业智能管控。发明了耕层深度、种肥用量、杂草分布等农机作业对象在线精确检测方

法，为科学决策农资投入提供基础支撑；突破了种、肥、水、药流量精准智能控制关键

技术，解决了按需精量施用难题；研制了耕、种、管、收系列物联农机装备，提高了机

械化作业效能；创建了首个农业全程机械化云管理服务平台与 APP。 

项目获发明专利 41 项、实用新型专利 36 项，软件著作权 37 项，制订国家标准 26

项，发表论文 200 余篇，获省部级一等奖 4 项；总体技术水平国际先进，其中，农机作

业参数采集软件设计方法和共性参数测控平台国际领先，农业全程机械化云管理服务平

台国际首创，入选 2018 年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近三年累计销售智能系统装备 3

万余台（套），推广到全国 22 个省、自治区，引领了传统农业机械化和农机产业向“互

联网+农机”的信息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本项目推荐材料有效，符合填写要求，符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奖条件。推荐该

项目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主要完成人： 

苑严伟、杨学军、王书茂、赵博、姬江涛、贡军、伟利国、金鑫、毛文华、雷军波 

主要完成单位：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中联重机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项目简介： 

我国农业生产已进入机械化阶段，但机器作业质量准确感知、农资精量施用、全程

信息化服务等已成为我国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瓶颈。迪尔、凯斯等欧美农机企业的感

知技术世界领先，不宜直接移植且价格昂贵；国外大型农场信息化管理手段也不适合我

国复杂经营模式。项目突破了农机作业对象精测、农资精施、全程精管三大关键技术，

研制了系列智能测控系统与云管理服务平台，应用于作业装备，实现了耕、种、管、收

全程作业智能管控。主要创新如下： 

1. 发明了耕层深度、种肥用量、杂草分布等农机作业对象在线精确检测方法，为科

学决策农资投入提供基础支撑。发明了融合机具仿形探测与超声波测量的机械耕整地作

业深度在线检测方法，为土壤耕深精准控制提供依据；发明了基于微弱介电参数共模差

分、干扰自校正模型的种肥流量在线检测方法，为种、肥变量施用与精准控制奠定基础，

种肥流量检测精度≥95%；发明了虚拟光谱分割的多特征智能杂草识别新方法，为杂草

精准去除提供支撑，识别率≥95%。    

2．突破了种、肥、水、药流量精准智能控制关键技术，解决了按需精量施用难题。

研究了基于云端土壤肥力、产量分布、作物长势等历史数据与农业专家知识库的信息融

合方法，建立了种、肥、水施用时空控制模型；研究了基于杂草分布与施药靶点及杂草

密度与施药量的参数辨识方法，建立了农药流量精准精量控制模型；研制了基于土壤、

机器与植物匹配模型的农机作业参数精准智能控制系统 7 种，种肥控制精度≥95%，施

药控制精度≥93%，实现了大数据驱动、专家系统支撑的种、肥、水、药精准控制。 

3．研制了耕、种、管、收系列物联农机装备，提高了机械化作业效能。研究了多

源异构数据无损压缩解译与农机网络架构管理诊断等关键技术，形成了系列物联农机国

家标准；研究了基于总线接口、边缘计算、虚拟仪器的智能终端，实现了农机作业大数

据机器-本地-云端共享；集成研制了耕整、播种、施肥、植保、收获等智能作业物联农

机装备 9 种，开展了主粮全生长期的智能作业应用示范，节种 5%，节肥 10%，节药 20%，

增效 20%。 

4. 创建了首个农业全程机械化云管理服务平台，已为全国 22 个省区提供农机信息

化管理服务。研究了可伸缩时间序列数据缓存、负载均衡大规模集群数据处理技术，解

决了高吞吐量数据并发难题；研发了政府综合分析决策、企业远程调度运维、合作社高

效经营管理模块，构建了首个农业全程机械化作业云管理服务平台及 APP，涵盖耕整、

播种、施肥、植保、收获等主要农业生产环节，整体管理效率提升 50%以上，推动了大



数据云服务指导农机作业管理的实用化。 

项目获发明专利 41 项、实用新型专利 36 项，软件著作权 37 项，制订国家标准 26

项，发表论文 200 余篇，获省部级一等奖 4 项；总体技术水平国际先进，其中，农机作

业参数采集软件设计方法和共性参数测控平台国际领先，农业全程机械化云管理服务平

台国际首创，入选 2018 年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近三年累计销售智能系统装备 3

万余台（套），推广到全国 22 个省、自治区，引领了传统农业机械化和农机产业向“互

联网+农机”的信息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客观评价： 

1．鉴定评价 

2010 年 10 月 22 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专家对“十一五”国家“863”计划课题

“精准农业智能变量作业装备研究开发”的鉴定意见为：“研究成果实现了精准农业智能

变量作业装备技术的重要突破，其中播种量和施肥量在线检测、施肥量反馈控制、联合

收割机称重测产等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空白。” 

2010 年 3 月 5 日，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组织专家对课题“农业装备共性参数测控平

台”的鉴定意见为：“所研发的农业装备共性参数测控平台，填补了国内空白，在农业

装备测试领域内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其中，零代码配置型检测软件孵化平台具有国际领

先水平。同意通过鉴定。”  

2013 年 10 月 18 日，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组织专家对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

项目“农业机械作业状态参数采集传输关键技术”的鉴定意见为：“该成果的农业机械

作业状态参数采集传输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其中‘配置型农业机械作业状态参数

采集软件孵化平台’的设计方法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同意通过鉴定。”  

2015 年 4 月 29 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专家对“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

题 “精准肥水药作业装备系统研制及应用”的鉴定意见为：“课题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同意通过鉴定。”  

2015 年 12 月 19 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专家对“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

题“信息采集与智能控制一体化田间作业装备研制”的鉴定意见为：“研究成果总体技术

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2. 检验评价 

（1）农业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对深松作业远程电子监测系统进行了检测，作



业深度测量误差≤1.5cm，作业面积计量精度≥99.7%。 

（2）国家卫星导航定位与授时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对

农机作业远程电子监控终端进行了检测，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3）国家农机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小麦精准变量施肥播种机、玉米精准变量施

肥播种机、智能化自动变量配肥施肥机、中心支轴式精准变量喷灌机、智能化自动对靶

除草机、牵引式精准变量喷杆喷雾机、联合收割机智能测产系统、联合收割机智能控制

装置、联合收割机工况实时监测设备与故障自动预警和远程协同自动诊断子系统进行了

检测，各项技术指标达到国家课题任务书的要求。 

4. 科技奖励 

（1）“精准农业智能化变量作业装备技术开发与应用”获 2014 年中国机械工业集团

科学技术一等奖。 

（2）“精准农业智能化变量作业装备技术开发与应用”获 2015 年中国机械工业科学

技术一等奖。 

（3）“农机智能测控技术装备与云管理平台研发”获 2018 年中国机械工业集团科学

技术一等奖。 

（4）“农业全程机械化云管理服务平台”获 2018 年度中国好设计金奖。 

5.行业评价 

“农业全程机械化云管理服务平台”入选 2018“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 2018

年 10 月 11 日，中国工程院李骏院士在 2018 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上隆重发布 2018“世界智

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与“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对项目的评价为：“构建了农机全程智能作业装备技术体系，代

表着国际现代农业装备技术的先进水平，为农业机械行业的技术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评价为：“对深松土地进行验收时，我们以上

传的数据为准，使验收结果更加客观、真实和准确，而这些数据，就是发放国家补贴资

金的有力证据，从而有效预防了职务犯罪。”  

6．用户评价 

公主岭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深松作业监测系统具有深度实时显示、监控图

像抓拍、北斗位置定位、远程数据传输、声光报警、机具识别校正等功能。耕深监测误

差不大于 1cm。 

陕西杨凌伟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玉米精准变量施肥播种机采用了基于处方图的实



时在线变量施肥技术，减少了肥料的使用量，实现肥料的精准高效利用；采用了肥料和

种子的堵塞检测与实时报警技术、精密播种质量监测显示技术，避免了因堵塞造成的缺

苗断条现象，提高了播种和施肥作业质量。 

陕西农牧良种场：牵引式精准变量喷杆喷药机采用了基于作业处方图的精准变量施

药控制技术，提高了农药利用率，可减少农药用量，降低成本，在减少农药用量 20%的

情况下，防治效果仍好于普通喷杆喷雾机。 

敦化市农机技术推广总站：籽粒机收监测系统具备产量实时显示、监控图像抓拍、

北斗位置定位、远程数据传输、声光报警、机具识别校正等功能，产量测量精度≤5%，

面积统计误差≤3%。 

7. 验收评价 

（1）2004 年 9 月 21 日，“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课题“精准农业机械装备技术开

发与应用”通过验收。 

（2）2011 年 1 月 19 日，“十一五”国家“863”计划课题“精准农业智能变量作业装备

研究开发”通过验收。 

（3）2014 年 3 月 27 日，“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田间作业智能控制关键

技术与装备研发”（“信息采集与智能控制一体化田间作业装备研制”为其子课题）通过

验收。 

（4）2015 年 6 月 12 日，“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旱区多遥感平台农田信

息精准获取技术集成与服务”（“精准肥水药作业装备系统研制及应用”为其子课题）通

过验收。 

 

应用情况： 

该项目中的耕整、播种、施肥、植保智能测控技术于 2011 年 6 月在中国农业机械

化科学研究院及其下属公司投入整体应用，并开始批量生产销售，截止 2018 年 12 月，

在新疆兵团、黑龙江农垦、内蒙古自治区、河北、河南、陕西等地累计销售智能化农业

装备 4000 余台（套）。系列化智能作业装备，具有测量准确、控制响应速度快、控制

精度高、结构紧凑新颖、作业性能优良、效率高以及适应范围广等突出特点。 

该项目中的收获机械智能测控技术于 2014 年 10 月在中联重机股份有限公司投入整

体应用，截止 2018 年 12 月，在河南、新疆、黑龙江等地累计销售收获机械 30000 余台

（套）。机器性能好、可靠性高。 



该项目中的耕整、播种、施肥、植保、收获智能测控技术于 2013 年 9 月在山东五

征集团有限公司投入整体应用，截止 2018 年 12 月，在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等累计

销售智能化农业装备 4000 余台（套）。系列化智能作业装备，具有测量精度高、控制

响精度高、作业效率高等特点。 

该项目中的农业全程机械化云管理服务平台于 2014 年开始在吉林全省投入整体应

用，截止到 2018 年 12 月底，累计共安装各类农机作业远程电子监控终端 8000 余台（套）。

平台的建设和使用，极大提升了我省农机化工作的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发展前景不可

估量，对推动我省农机化工作的发展影响重大，得到了广大农机手（农机合作社）、基

层农机管理部门和人员乃至财政、审计、纪检、检察等相关部门的高度认可、热烈欢迎

或充分肯定，社会反响良好。 

该项目中的农业全程机械化云管理服务平台于 2014 年开始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

投入整体应用，截止到 2018 年 12 月底，累计安装深松、青贮、黄贮、无人机植保各类

农机作业远程电子监控终端 1650 台（套）。该平台的使用确保了农机作业有序、规范、

可量化、可追溯，有效解决现阶段农机作业监管落后、成本高、效率低、风险大等诸多

问题，大幅度提升了当地农业作业质量监管信息化水平和农机作业智能化管理水平，得

到广大农机手（农机合作社）、基层农机管理部门和人员的好评。 

该项目中的农业全程机械化云管理服务平台于 2015 年开始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投入整体应用，截止到 2018 年 12 月底，累计安装农机合作社信息化服务终端 1350 台

套，覆盖深松、青贮、黄贮、植保、收获等作业过程。该项目测控装备及平台的使用全

面整合农机合作社业务管理流程，节本增效，增强农机了合作社核心竞争力，同时大幅

度提升了当地的农业作业质量监管信息化水平和农机作业智能化管理水平，得到了广大

农机合作社、农机管理部门和人员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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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

机械化科 伟利国、
有效专

利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l.html?q=in:(%E8%8B%91%E4%B8%A5%E4%BC%9F)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l.html?q=in:(%E6%9D%A8%E7%82%B3%E5%8D%97)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l.html?q=in:(%E8%91%A3%E9%91%AB)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l.html?q=in:(%E5%91%A8%E5%88%A9%E6%98%8E)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l.html?q=in:(%E5%91%A8%E5%88%A9%E6%98%8E)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l.html?q=in:(%E5%BC%A0%E4%BF%8A%E5%AE%81)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l.html?q=in:(%E5%BC%A0%E4%BF%8A%E5%AE%81)


播种监测

装置及监

测方法 

159440.

6 
学研究院 张小超、

苑严伟、

车宇、李

卓立 

https://www.patexplorer.com/patent/view.html?patid=CN201010136608.9&sc=&q=pa%3A(%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6%9C%BA%E6%A2%B0%E5%8C%96%E7%A7%91%E5%AD%A6%E7%A0%94%E7%A9%B6%E9%99%A2)%20and%20in%3A(%E6%9D%A8%E5%AD%A6%E5%86%9B)&fq=type%3A(cn_gp)&sort=&sortField=&page=2&rows=10
https://www.patexplorer.com/patent/view.html?patid=CN201010136608.9&sc=&q=pa%3A(%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6%9C%BA%E6%A2%B0%E5%8C%96%E7%A7%91%E5%AD%A6%E7%A0%94%E7%A9%B6%E9%99%A2)%20and%20in%3A(%E6%9D%A8%E5%AD%A6%E5%86%9B)&fq=type%3A(cn_gp)&sort=&sortField=&page=2&rows=10
https://www.patexplorer.com/patent/view.html?patid=CN201010136608.9&sc=&q=pa%3A(%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6%9C%BA%E6%A2%B0%E5%8C%96%E7%A7%91%E5%AD%A6%E7%A0%94%E7%A9%B6%E9%99%A2)%20and%20in%3A(%E6%9D%A8%E5%AD%A6%E5%86%9B)&fq=type%3A(cn_gp)&sort=&sortField=&page=2&rows=10
https://www.patexplorer.com/patent/view.html?patid=CN201010136608.9&sc=&q=pa%3A(%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6%9C%BA%E6%A2%B0%E5%8C%96%E7%A7%91%E5%AD%A6%E7%A0%94%E7%A9%B6%E9%99%A2)%20and%20in%3A(%E6%9D%A8%E5%AD%A6%E5%86%9B)&fq=type%3A(cn_gp)&sort=&sortField=&page=2&rows=10
https://www.patexplorer.com/patent/view.html?patid=CN201010136608.9&sc=&q=pa%3A(%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6%9C%BA%E6%A2%B0%E5%8C%96%E7%A7%91%E5%AD%A6%E7%A0%94%E7%A9%B6%E9%99%A2)%20and%20in%3A(%E6%9D%A8%E5%AD%A6%E5%86%9B)&fq=type%3A(cn_gp)&sort=&sortField=&page=2&rows=10
https://www.patexplorer.com/patent/view.html?patid=CN201010136608.9&sc=&q=pa%3A(%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6%9C%BA%E6%A2%B0%E5%8C%96%E7%A7%91%E5%AD%A6%E7%A0%94%E7%A9%B6%E9%99%A2)%20and%20in%3A(%E6%9D%A8%E5%AD%A6%E5%86%9B)&fq=type%3A(cn_gp)&sort=&sortField=&page=2&rows=10
https://www.patexplorer.com/patent/view.html?patid=CN201010136608.9&sc=&q=pa%3A(%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6%9C%BA%E6%A2%B0%E5%8C%96%E7%A7%91%E5%AD%A6%E7%A0%94%E7%A9%B6%E9%99%A2)%20and%20in%3A(%E6%9D%A8%E5%AD%A6%E5%86%9B)&fq=type%3A(cn_gp)&sort=&sortField=&page=2&rows=10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l.html?q=pa:(%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6%9C%BA%E6%A2%B0%E5%8C%96%E7%A7%91%E5%AD%A6%E7%A0%94%E7%A9%B6%E9%99%A2)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l.html?q=pa:(%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6%9C%BA%E6%A2%B0%E5%8C%96%E7%A7%91%E5%AD%A6%E7%A0%94%E7%A9%B6%E9%99%A2)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l.html?q=pa:(%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6%9C%BA%E6%A2%B0%E5%8C%96%E7%A7%91%E5%AD%A6%E7%A0%94%E7%A9%B6%E9%99%A2)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s.html?q=in:(%E6%9D%A8%E5%AD%A6%E5%86%9B)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s.html?q=in:(%E5%88%98%E5%BF%A0%E5%86%9B)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s.html?q=in:(%E6%9D%8E%E9%95%BF%E8%8D%A3)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s.html?q=in:(%E5%88%98%E7%AB%8B%E6%99%B6)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s.html?q=in:(%E5%91%A8%E5%86%9B%E5%B9%B3)
https://www.patexplorer.com/patent/view.html?patid=CN201610806632.6&sc=&q=pa%3A(%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5%A4%A7%E5%AD%A6)%20and%20in%3A(%E7%8E%8B%E4%B9%A6%E8%8C%82)&fq=type%3A(cn_gp)&sort=&sortField=&page=1&rows=10
https://www.patexplorer.com/patent/view.html?patid=CN201610806632.6&sc=&q=pa%3A(%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5%A4%A7%E5%AD%A6)%20and%20in%3A(%E7%8E%8B%E4%B9%A6%E8%8C%82)&fq=type%3A(cn_gp)&sort=&sortField=&page=1&rows=10
https://www.patexplorer.com/patent/view.html?patid=CN201610806632.6&sc=&q=pa%3A(%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5%A4%A7%E5%AD%A6)%20and%20in%3A(%E7%8E%8B%E4%B9%A6%E8%8C%82)&fq=type%3A(cn_gp)&sort=&sortField=&page=1&rows=10
https://www.patexplorer.com/patent/view.html?patid=CN201610806632.6&sc=&q=pa%3A(%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5%A4%A7%E5%AD%A6)%20and%20in%3A(%E7%8E%8B%E4%B9%A6%E8%8C%82)&fq=type%3A(cn_gp)&sort=&sortField=&page=1&rows=10
https://www.patexplorer.com/patent/view.html?patid=CN201610806632.6&sc=&q=pa%3A(%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5%A4%A7%E5%AD%A6)%20and%20in%3A(%E7%8E%8B%E4%B9%A6%E8%8C%82)&fq=type%3A(cn_gp)&sort=&sortField=&page=1&rows=10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s.html?q=in:(%E5%AD%99%E5%86%AC)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s.html?q=in:(%E5%AD%99%E5%86%AC)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s.html?q=in:(%E7%8E%8B%E4%B9%A6%E8%8C%82)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s.html?q=in:(%E7%8E%8B%E4%B9%A6%E8%8C%82)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s.html?q=in:(%E7%8E%8B%E5%86%AC)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s.html?q=in:(%E5%AE%8B%E6%AD%A3%E6%B2%B3)
https://www.patexplorer.com/patent/view.html?patid=CN201510975133.5&sc=&q=pa%3A(%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5%A4%A7%E5%AD%A6)%20and%20in%3A(%E7%8E%8B%E4%B9%A6%E8%8C%82)&fq=type%3A(cn_gp)&sort=&sortField=&page=1&rows=10
https://www.patexplorer.com/patent/view.html?patid=CN201510975133.5&sc=&q=pa%3A(%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5%A4%A7%E5%AD%A6)%20and%20in%3A(%E7%8E%8B%E4%B9%A6%E8%8C%82)&fq=type%3A(cn_gp)&sort=&sortField=&page=1&rows=10
https://www.patexplorer.com/patent/view.html?patid=CN201510975133.5&sc=&q=pa%3A(%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5%A4%A7%E5%AD%A6)%20and%20in%3A(%E7%8E%8B%E4%B9%A6%E8%8C%82)&fq=type%3A(cn_gp)&sort=&sortField=&page=1&rows=10
https://www.patexplorer.com/patent/view.html?patid=CN201510975133.5&sc=&q=pa%3A(%E4%B8%AD%E5%9B%BD%E5%86%9C%E4%B8%9A%E5%A4%A7%E5%AD%A6)%20and%20in%3A(%E7%8E%8B%E4%B9%A6%E8%8C%82)&fq=type%3A(cn_gp)&sort=&sortField=&page=1&rows=10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s.html?q=in:(%E9%99%88%E5%BA%A6)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s.html?q=in:(%E5%AD%99%E5%86%AC)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s.html?q=in:(%E5%AD%99%E5%86%AC)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s.html?q=in:(%E7%8E%8B%E4%B9%A6%E8%8C%82)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s.html?q=in:(%E7%8E%8B%E4%B9%A6%E8%8C%82)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s.html?q=in:(%E7%8E%8B%E7%9D%BF)
https://www.patexplorer.com/results/s.html?q=in:(%E5%BC%A0%E9%94%8B)


数据元词

典 

马晓君、

陈嵩 

软件著作

权 

农业云服

务管理平

台软件 

中国 
2017SR

172246 

2016-08

-31 

17575

30 

中国农业

机械化科

学研究院 

苑严伟、

张俊宁、

赵博、刘

阳春、伟

利国、毛

文华 

有效 

 

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名 排名 
行政/ 

技术职务 

工作单位/

完成单位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苑严伟 1 
所长/研究

员 

中国农业

机械化科

学研究院 

主要负责制定了项目整体规划、总体思路、技术方法、

技术路线、实施方案的设计以及项目的组织协调管理工作，

在项目的产业化与技术推广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对创新点 1、

2、3、4 做出突出贡献，支撑材料：发明专利 10 项，实用新

型专利 2 项，软件著作权 8 项。 

杨学军 2 研究员 

中国农业

机械化科

学研究院 

主要负责播种、施肥、植保智能装备总体思路、技术方

法、技术路线与实施方案的设计。对创新点 1、2、3 做出突

出贡献，支撑材料：



伟利国 7 研究员 

中国农业

机械化科

学研究院 

负责播种、施肥、收获测控系统设计与研发。对创新点

1、2、3 做出突出贡献，支撑材料：发明专利 3 项，实用新

型专利 2 项，软件著作权 4 项。 

金鑫 8 副教授 
河南科技

大学 

负责耕整测控系统装备设计与研发。对创新点 1 做出突

出贡献，支撑材料：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11 项，软

件著作权 1 项。 

毛文华 9 研究员 

中国农业

机械化科

学研究院 

负责植保测控系统设计与研发。对创新点 1、2 做出突

出贡献，支撑材料：发明专利 6 项，软件著作权 4 项。 

雷军波 10 
助理研究

员 

上海交通

大学 

负责收获测控系统设计与研发，对创新点 3 做出突出贡

献，支撑材料：发明专利 1 项。 

 

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主要完成单位 创新推广贡献 

中国农业机械

化科学研究院 

负责项目前期技术和市场调研，组织项目立项申请、可行性研究、技术方案及总

体设计的论证，负责技术研究及进度安排、经费管理、成果鉴定和验收工作，对项目

进行全程管理；参与项目产品试制、生产能力建设、产品产业化生产、鉴定和推广。 

突破了农机作业对象精测、农资精施、全程精管三大关键技术，研制了系列智能

测控系统与云管理服务平台，应用于作业装备，实现了耕、种、管、收全程作业智能

管控。发明了耕层深度、种肥用量、杂草分布等农机作业对象在线精确检测方法，为

科学决策农资投入提供基础支撑；突破了种、肥、水、药流量精准智能控制关键技术，

解决了按需精量施用难题；研制了基于土壤、机器与植物匹配模型的农机作业参数精

准智能控制系统 7 种，实现了大数据驱动、专家系统支撑的种、肥、水、药精准控制；

研制了耕、种、管、收系列物联农机装备 9 种，提高了机械化作业效能，并开展了主

粮全生长期的智能作业应用示范，推动了大数据云服务指导农机作业管理的实用化。 

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22 项，实用新型专利 15 项，软件著作权 25 项，制订国家标

准 26 项。 

中联重机股份

有限公司 

参与项目前期技术和市场调研和立项申请、可行性研究、技术方案及总体设计的

论证，参与技术研究，负责项目产品试制、生产能力建设、产品产业化生产、鉴定和

推广。 

负责收获测控系统装备的集成与应用推广工作。从测控系统可靠性测试、整机系

统集成、田间试验验证、应用示范推广等多个方面综合考虑，实现了整机的生产与推

广。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2 项。 

河南科技大学 

参与调研、可行性研究、技术方案论证；参与技术研究，负责项目产品试制、生

产能力建设、产品产业化生产、鉴定和推广。 

负责耕整测控技术研究。建立了作业基准面与旋耕深度关系模型，发明了基于机

具仿形探测与超声波测距技术的旋耕深度探测方法；实现了旋耕作业深度的精准检

测，显著提高了耕整地作业质量。与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合作，集成研发了具

有作业位置定位、作业深度监测、作业视频捕捉、数据远程传输等模块的耕整地机械

作业状态实时监测系统。 

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9 项，实用新型专利 12 项，软件著作权 1 项。 

中国农业大学 

参与调研、可行性研究、技术方案论证；参与技术研究，负责项目产品试制、生

产能力建设、产品产业化生产、鉴定和推广。 

负责收获测控技术研究。针对收获机械监控参数单一、缺乏故障诊断预警等问题，

研发了基于 CAN 总线的收获机械关键工况参数监控系统，实现了转速、扭矩、输出

功率、夹带损失等 16 项工况参数的实时监测；研发了基于核心部件工作参数融合的

故障诊断和预警技术，实现了收获作业的在线监测、自动控制与故障预警。 

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7 项，实用新型专利 7 项，软件著作权 11 项。 

上海交通大学 

参与调研、可行性研究、技术方案论证；参与技术研究，负责项目产品试制、生

产能力建设、产品产业化生产、鉴定和推广。  

负责测控技术研究。针对收获机作业状态在线监测手段缺乏的问题，研究了收获

机械功率匹配技术，研究了谷物产量分布信息计量技术，实现了收获机械功率、谷物

产量的在线监测。 

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本项目完成人及工作单位包括：苑严伟、杨学军、赵博、伟利国、毛文华（工作单

位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王书茂（工作单位中国农业大学）、姬江涛、金鑫（工

作单位河南科技大学）、贡军（工作单位中联重机股份有限公司）、雷军波（工作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同申报了国家高技术

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精准农业智能化变量作业装备技术开发与应用》课题（课

题编号：2006AA10A305），该课题于 2006



智能测控技术装备与云管理平台研发”获 2018年中国机械工业集团科学技术一等奖，负

责人为苑严伟。 

苑严伟负责项目总体设计与组织实施。 

苑严伟与杨学军、赵博、伟利国、毛文华合作，发明了融合机具仿形探测与超声

波测量的机械耕整地作业深度在线检测方法；发明了基于微弱介电参数共模差分、干

扰自校正模型的种肥流量在线检测方法；发明了虚拟光谱分割的多特征智能杂草识别

新方法；研制了基于土壤、机器与植物匹配模型的农机作业参数精准智能控制系统；

集成研制了耕整、播种、施肥、植保、收获等智能作业物联农机装备；研发了政府综

合分析决策、企业远程调度运维、合作社高效经营管理模块，构建了首个农业全程机

械化作业云管理服务平台及 APP。 

苑严伟与贡军合作，重点开展了收获机械测控、农业全程机械化云服务平台技术研

究，以及项目产品试制、生产能力建设、产品产业化生产、鉴定和推广等工作。 

苑严伟与姬江涛、金鑫合作，重点开展了耕整智能测控技术研究，研发了耕整地机

械作业状态实时监测系统。 

苑严伟与王书茂合作，重点开展了收获机械关键工况参数智能测控技术研究，研发

了收获机械关键工况参数智能测控系统。 

苑严伟与雷军波合作，重点开展了收获机械功率匹配与谷物产量分布信息计量技

术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