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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数字种植业创新应用基地建设技术指南 

（第一版） 

 

按照《“十四五”数字农业建设规划》部署要求，为指导

地方做好国家数字种植业创新应用基地（以下简称“数字种植

基地”）项目设计和建设管理，根据数字种植基地的定位及当

前信息技术在种植业的产业需求、研发创新、实际应用等情

况，针对不同种植方式的特点，进一步细化数字种植基地建

设任务，明确技术参数、功能要求，制定本指南。 

一、基地建设任务 

（一）共性建设任务 

建设智慧农场管理系统。连接基地基础信息、所有传感

器、智能设备等，汇聚作物生长环境、作物长势、病虫害、

农事管理、农机作业等信息，及种植投入品、产出品、农事

作业记录、人员管理、成本收益等各类数据，构建水肥调控、

精准作业、产量估算、病虫害预测预警、生产计划、市场分

析等智能模型，开发智能辅助决策系统，打造农场生产经营

数字化管理中枢，提高生产经营管理效率。 

（二）分品类细化建设任务 

1.大田作物类别（水稻、玉米、大豆、棉花、马铃薯等） 

（1）建设作物生长环境和作物本体实时观测体系。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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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光谱无人机（或多光谱采集终端）、小型田间气象观测站、

360 度高清摄像头、土壤墒情仪、作物表型数据采集仪等设

备，结合高分辨率遥感数据和数字化田间调查，实时监测田

间小气候、农作物种植和长势情况，预估作物产量和品质。

推荐构建高精度数字孪生农场。配置虫情测报仪、孢子捕捉

仪等设备，智能识别病虫害的数量、种类，分析预测病虫害

发生时间、趋势和危害程度，并通过手机 APP 或短信方式，

提示防治时间、防治区域、防治办法。配置植保无人机，根

据作物需要，实现精准变量施肥施药。 

（2）建设智能农机精准作业体系。升级改造现有农机，

按需加装北斗导航、远程运维、无人驾驶系统、高精度自动

作业、作业过程自动测量等设备，或购置国产智能农机，实

现路径厘米级自动跟踪、行进速度自动控制、行进方向自动

调整、机具自动升降等功能，满足大田作物耕、种、管、收

各环节智能精准作业需求。耕种环节，基于高精度北斗定位

及高程数据，实现农田表面厘米级精度的平整，开展智能耕

整地、精准播种/栽插作业。施肥环节，配置土壤养分检测仪，

根据不同地块土壤情况、作物长势，基于作物生长模型，进

行精准配方施肥。灌溉环节，根据作物品种灌溉方式和用水

需要，建设田间智能灌溉系统，对基地内的水泵、电磁阀进

行远程精准管控，对作物用水量精准计量，基于作物生长模

型进行智能精准灌溉。部分品种可根据需要配备水肥一体化

设备，实现灌溉施肥智能化管理。收获环节，动态监测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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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作业位置、含水率、含杂率、病虫害等数据，实时分

析调整农机作业高度、行驶速度、风机功率等，提高收获效

率。农机作业状态监测，加装特定传感器监视智能农机装备

的工作状态，实现远程故障诊断和预警。 

2.果园类别（苹果、柑橘、梨等） 

（1）建设作物生长环境和作物本体实时观测体系。配置

多光谱无人机（或多光谱采集终端）、气象观测站、作物生长

高清图像采集设备、土壤肥力检测、作物本体营养检测、土

壤墒情仪、积温积光仪、果实监测、移动式叶绿素监测等设

施装备，结合高分辨率遥感数据和数字化田间调查，实时监

测果园生产环境和作物生长情况，生成果园基础信息数字化

一张图，推荐构建高精度数字孪生农场。融合基地气象灾害、

虫害、病害等历史发生数据，进行灾害发生要素分析，建立

灾害测报模型。配置虫情测报仪、孢子捕捉仪、病虫害诱捕

灯等设备，智能识别病虫害的数量、种类，分析预测病虫害

发生时间、趋势和危害程度，通过手机 APP 或短信方式，提

示防治时间、防治区域、防治办法。 

（2）建设果园智能农机精准作业体系。升级改造现有农

机或购置国产智能农机，优化宜机化、省力化的作业模式，

按需加装北斗导航、远程运维、无人驾驶系统、高精度自动

作业、作业过程自动测量等设备，实现作业路径自动规划、

行进速度自动控制、行进方向自动调整、机具自动升降等功

能，满足果园生产各环节自动作业需求。鼓励探索适应果园



16 

 

作业的智能装备或农业机器人，实现自主精准作业。建设果

园智能灌溉施肥系统，对基地内的水泵、电磁阀进行远程精

准管控，根据需要配备水肥一体化设备，对作物用水量精准

计量，基于作物生长模型进行智能灌溉、精准施肥。建设果

园生产数字化管理平台，通过配置果园营养诊断与精准施肥、

病虫害监测与精准施药、花果精准管理及适时采收等决策模

型，生成个性化精准化管理方案，指导精准变量管理和智能

机械作业，实现生产过程智能决策管理。 

3.茶叶类别 

（1）茶园环境信息感知。通过配置一定数量的自动气象

站（监测空气温度、湿度、光照、降水、风速、风向、二氧

化碳浓度等）、土壤理化指标监测设备（监测土壤温度、湿度、

盐度、pH、电导率等）、茶树生长状况监测设备（叶温与树茎

无损监测传感器、冠层反射光谱、高清摄像头、高光谱无人

机监测等），结合高分辨率遥感数据和数字化田间调查，实时

监测茶园生长小气候和长势情况。推荐构建高精度数字孪生

农场。配置茶树虫情监测设备和物联网杀虫灯（LED 杀虫灯

和小体型害虫杀虫灯）、性诱剂电杀诱捕器，智能识别病虫害

的数量、种类，分析预测病虫害发生时间、趋势和危害程度，

辅助精准防控。 

（2）茶园生产数字化管理。建设茶园数字化管理体系。

升级改造耕作机、开沟施肥一体机、修剪机、割草机等现有

农机装备，优化茶园宜机化、轻简化的作业模式，按需加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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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导航、高光谱监测、高精度自动作业等设备，满足茶园

采摘环节轻简化作业需求。配置智能物理防霜系统、远程喷

灌设备，进行茶园极端天气的精准防控。建设茶树精准灌溉

施肥系统，根据需要配备水肥一体化设备，对茶树用水用肥

量精准计量，基于茶树生长模型进行智能灌溉、精准施肥。

建设数字茶园精准化管理平台，通过配置茶园环境与气候监

测系统、茶树营养诊断与精准施肥系统、病虫害监测与精准

施药控制系统、茶园采收时间及产量预测模型等，实现生产

过程智能决策管理。 

（3）茶叶质量安全管理。建立茶叶产地身份证，记录茶

叶生产单位、茶园环境、投入品使用情况等。应用国家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或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开展

茶叶质量安全追溯。 

4.蔬菜类别 

（1）蔬菜种苗繁育管理。配置智能种苗催芽、精量播种

线、嫁接苗自动切割机、智能嫁接机器人、水肥一体智能喷

灌施肥、环境智能测控以及智能巡检、运输等设施设备，实

现蔬菜育苗种子处理、播种、嫁接等全程智能化管理，推荐

构建数字化种苗工厂。实时监测蔬菜幼苗生长要素、长势情

况、水肥需求、生产管理过程等数据，沉淀专家指导意见及

生产管理经验，形成最优化生长调控方案。 

（2）建设蔬菜生长环境和长势实时观测体系。配置蔬菜

栽培生产过程中种植大环境、温室小气候、作物生长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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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根际环境等多种智能传感设备，开发配套蔬菜生长及环

控模型，实现蔬菜长势的监测分析和环境智能调控。配置虫

情测报仪、孢子捕捉仪等设备，智能识别病虫害的数量、种

类，分析预测病虫害发生时间、趋势和危害程度，通过手机

APP 或短信方式，提示防治时间、防治区域、防治办法。 

（3）建立蔬菜栽培生产精准作业体系。升级改造现有农

机，按需加装北斗导航、远程运维、无人驾驶系统、高精度

自动作业、作业过程自动测量等设备，或购置国产智能农机，

实现路径厘米级自动跟踪、行进速度自动控制、行进方向自

动调整、机具自动升降等功能，满足耕种管收各环节田间无

人作业需求。围绕蔬菜生产的田间深松、旋耕、起垄、移栽、

水肥、采收、运输等流程环节，针对不同品种、不同生产模

式、不同生产区域条件等场景科学组配与综合集成。平整地

环节，基于高精度北斗定位及高程数据，实现农田表面厘米

级精度的平整。起垄/播种环节，配置播种机、开沟器等智能

设备，实现行距株距、播种深度与垄间距离的监测分析与自

动调整，实现精准作业。施肥环节，配置土壤养分检测仪，

根据不同地块土壤情况、蔬菜长势，基于蔬菜生长模型，进

行精准配方施肥。灌溉环节，根据用水需要，建设田间智能

灌溉系统，对基地内的水泵、电磁阀进行远程精准管控，对

作物用水量精准计量，基于作物生长模型进行智能精准灌溉。

部分品种可根据需要配备水肥一体化设备，实现灌溉施肥智

能化管理。收获环节，动态监测作业位置、病虫害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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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分析调整农机作业高度、行驶速度等，提高收获效率。

农机作业状态监测，加装特定传感器监视智能农机装备的工

作状态，实现远程故障诊断和预警。 

（4）建设蔬菜采后智能分级与初加工系统。配置物料自

动定位、柔性输送、高速精确分级、规格切制和移动式节能

高效预冷、自动化称重包装、智能控温控湿储藏等智能装备，

基于蔬菜大小、色泽、糖度、含水量等指标，实现蔬菜采后

智能分级分选与初加工。 

（5）蔬菜质量安全监测与追溯。配置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设备，综合评价蔬菜质量安全状况；应用国家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平台或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开展蔬菜质

量安全追溯。 

5.其他品类 

参照相似种植环境、生长过程、农技农艺要求的农产品

品类，开展信息化建设与智能化装备应用，鼓励探索创新。 

二、技术参数要求 

（一）作物种植环境监测指标 

环境参数监测包括但不限于温度、湿度、土壤墒情、土

壤电导率、风速、二氧化碳、雨量、大气压力、光照强度、

土壤 pH 值，测量误差要求如下：温度±0.3℃，湿度±3%RH，

土壤墒情±4%、土壤电导率±10%、风速±0.2 m/s、二氧化碳

±100 ppm、雨量±4%、大气压力±0.5hPa、光辐射±5%、土壤

pH 值±1pH。视频监控要求支持夜视，分辨率≥1920×1080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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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画面速度≥25 帧/秒、摄像头像素≥400 万。 

每个种植环境温度、湿度、土壤墒情、土壤电导率、风

速、二氧化碳、雨量、大气压力、光照强度、土壤 pH 值等

测量点位数和布设要求，有行业标准的，参照标准，没有相

关标准的，因地制宜，结合作物数字化管理需求，达到数据

分析和指导生产管理为目的进行布设。 

（二）作物种植信息指标 

作物种植墒情信息监测准确率≥95%；作物种植品种和

面积监测准确率≥95%；作物出苗率、出苗质量、生长态势

等监测准确率≥85%；作物产量估测准确率≥95%；作物主要

病虫害诊断准确率平均值≥90%；作物轮作休耕监测准确率

≥95%。 

（三）智慧农场管理系统开发 

1.系统应覆盖农场生产经营管理各环节，根据种植实际

需求设置功能模块，操作界面直观易用。 

2.系统应配备对应的数据汇聚与上传模块，由国家数字

种植业创新中心通过接收上传或主动请求的方式，与系统进

行数据交互并获取数据。 

三、数据报送要求 

数字种植基地应以规定频率、时间、地址向国家数字种

植业创新中心报送以下数据，对未通过数据校验的数据，按

要求修改完善后重新提交。基地应确保数据报送的完整性、

准确性、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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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种植业基地数据报送表 
序号 数据类别 主要内容 

1 基础信息 

基地名称、区位信息、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的种植代码、作物种植品种、作物种植面积、种植时间、产量

等。 

2 种植信息 

天空地一体化环境信息：土壤、气象、卫星遥感等作物生长环

境数据资源，包括土壤氮、磷、钾等主要土壤肥力成分信息以

及土壤锰、硼、锌、硅、铁、铜、钙、镁、硫等多元中微量元

素信息，土壤墒情、土壤 pH 值、温湿度、电导率等信息，太

阳辐射、二氧化碳浓度、降雨量等环境气象数据； 

作物长势信息：包括出苗率、出苗质量、物候期判断、生长态

势等信息； 

病虫害监测信息：综合病虫情指标、生化参量、气候环境与光

谱指数等； 

轮作休耕监测信息：轮作休耕实施位置、实施面积、实施时间、

耕地质量和肥力变化等； 

作物产量信息：不同种植区域下种植作物的产量和分布信息。 

3 
农机作业

信息 

农机数量、作业时间、作业地点、作业路线、作业面积、作业

调度等农机管理信息，耕地整地、秸秆还田、施肥作业、植保

作业、播种质量、作业计亩等作业质量监测等。 

4 市场信息 销售量及销售均价等。 

5 其他信息 
因数字种植技术产品中试熟化、标准验证、集成创新等临时性

或应急性工作任务需要，按有关要求报送的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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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国家数字畜牧业创新应用基地建设技术指南

（第一版） 

 

按照《“十四五”数字农业建设规划》部署要求，为指导

地方做好国家数字畜牧业创新应用基地（以下简称“数字畜牧

基地”）项目设计和建设管理，根据数字畜牧基地的定位及当

前信息技术在畜牧业的产业需求、研发创新、实际应用等情

况，针对不同畜种的特点，进一步细化数字畜牧基地建设任

务，明确技术参数、功能要求，制定本指南。 

一、基地建设任务 

（一）共性建设任务 

建设智慧牧场管理系统。连接牧场所有传感器、智能设

备、信息系统等，汇聚养殖投入品、产出品、生产记录、人

员、成本等各类数据，构建环境智能调控、精准饲喂、在线

健康监测、疫病诊疗预警、繁育管理、市场分析等智能模型，

打造牧场生产经营数字化管理中枢，实现生产经营过程的自

动预警和辅助决策，提高生产经营管理效率。 

（二）分畜种细化建设任务 

1.生猪类别 

（1）环境测控与粪污清理。配置多个环境监测传感器、

大中小型气象监测站及风机、喷淋降温、湿帘降温等温控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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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实现猪舍内外环境温度、湿度、风速、有害气体等参数

分布式测量与智能测控。配置音视频监控设备，实现对生猪

生长远程监控与异常状态识别。配置风机、料线等生产设备

运行状态监测系统，实现对猪舍主要设施能耗的实时监测与

异常预警。配置自动刮粪系统、发酵罐体/贮存池温湿度、酸

碱度及臭气监测设施设备，实现粪污自动清理与资源化处理

数字化。 

（2）体征监测与饲喂管理。配置个体电子识别、猪只个

数盘点、体重体尺自动监测设备，实现对生猪群体/个体体征

自动记录。配置妊娠母猪小群养智能饲喂站、限位栏智能饲

喂机、哺乳母猪精准饲喂器、保育猪粥料智能饲喂机、育肥

猪自动分群系统、料塔称重、数字化水表等设施设备，实现

猪场饲喂管理数字化。 

（3）疫病诊断与数字防疫。配置接触式个体测温耳标、

红外群体温度异常监测及健康移动巡检、远程诊断、自助诊

疗等软硬件设备，实现生猪疫病早发现、早诊断和早预警。

配置疫苗自动注射、智能变量喷雾消毒、生物安全联控系统

及病死无害化处理设备，实现疫病主动防控与生物安全管理。 

（4）繁育管理。配置种猪性能测定系统、母猪发情检测

系统、母猪背膘厚度等表型测定设备，实现自动查情、适时

配种、转群提醒与分娩预警。 

2.蛋（肉）禽类别 

（1）环境测控与粪污清理。配置多个环境监测传感器、

大中小型气象监测站及风机湿帘、调光系统等温控光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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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蛋（肉）禽舍内外环境温度、湿度、风速、光照、粉尘

等参数分布式测量与智能测控。配置音视频监控设备，实现

对蛋（肉）禽生长远程监控与异常音频行为识别。配置风机、

上料系统、饲喂行车、清粪系统、集蛋系统等生产设备运行

状态监测系统，实现对鸡舍设施能耗的实时监测与异常预警。

配置粪污自动输送系统、发酵罐体/堆肥体温湿度、酸碱度、

离子浓度及臭气浓度监测设施设备，实现粪污智能化清理与

资源化处理数字化。 

（2）体征监测与饲喂管理。配置料塔称重传感器、数字

化水表、体重自动称量设备，实现对蛋（肉）禽群体饲喂量、

饮水量以及体征的自动记录。 

（3）疾病诊断与数字防疫。配置体温监测（翅标、脚环）、

健康移动巡检、远程诊断、自助诊疗等软硬件设施设备，实

现蛋（肉）禽疫病早发现、早诊断和早预警。配置智能变量

喷雾消毒装备，实现蛋（肉）禽疾病主动防控。 

（4）繁育管理。配置孵化环控、种蛋孵化公母鉴别、雏

禽激光断喙等设施设备，实现繁育管理数字化。 

（5）蛋品收集与品质监控。配置蛋重测量、蛋数监测设

备、蛋品检测与分级设备，实现蛋品智能收集与品质监控。

配置蛋品及雏禽运输车厢环控与车载终端等设备，实现产品

收集运输的自动化。 

3.奶（肉）牛类别 

（1）环境测控与粪污清理。配置感应喷淋降温、自动遮

阳、侧开窗等温控设施设备，实现饲养环境自调节。配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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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音视频监控设备，实现对奶（肉）牛生长远程监控与异常

识别。配置发酵罐体/堆肥体/贮存池温湿度、酸碱度、离子浓

度监测设施设备、奶/肉牛自动清粪机器人系统，实现粪污智

能化清理与资源化处理数字化。 

（2）体征监测与饲喂管理。配置数字化水表、体重自动

称量等设备，实现对奶（肉）牛群体/个体饮水记录与体重测

量。配置犊牛自动饲喂、精准上料混料及饲料质量在线分析

系统、精准个体饲喂系统、自动推料机器人、剩料量快速检

测、饮水恒温控制等设备，实现精准饲喂与分群管理。 

（3）疫病诊断与数字防疫。配置智能消毒、生物安全联

控及无害化处理设备，提升生物安全管理。配置接触式个体

测温耳标、非接触式红外群体温度异常监测及远程解剖诊断、

自助诊疗等软硬件设施设备，实现疫病早发现、早诊断、早

预警。 

（4）自动挤奶与品质监测。配置自动挤奶系统、个体奶

量自动计量、牛奶质量在线监测、奶罐自动清洗与奶温监测

系统、牛奶运输车温控与车载终端等设施设备，实现挤奶自

动化、牛奶运输数字化。 

（5）繁育管理。配置数字身份标识管理、母畜发情监测

设备（脚环、颈圈、视频监测等）、育种芯片、体重体尺参数

自动测量、体况自动评分系统、表型性状评定等软硬件，实

现自动查情、适时配种、转群提醒与分娩预警。 

4.羊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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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测控与粪污清理。配置感应喷淋降温、自动遮

阳、侧开窗等温控设施设备，实现饲养环境自调节。配置音

视频监控设备，实现对羊只生长远程监控与异常识别。鼓励

配置育肥料线等生产设备运行状态监测系统，实现对羊舍主

要设施能耗的实时监测与异常预警。配置发酵罐体/堆肥体温

湿度、酸碱度、臭气监测设施设备，实现粪污智能化清理与

资源化处理数字化。 

（2）体征监测与饲喂管理。配置数字化水表、体重自动

称量等设备，实现对羊只群体/个体饮水记录与体重测量。配

置自动饲喂、精准上料混料及饲料质量在线分析系统、精准

个体饲喂系统、自动推料机器人、剩料量快速检测、饮水恒

温控制等设备，实现精准饲养与分群管理。 

（3）疫病诊断与数字防疫。配置智能消毒、生物安全联

控及无害化处理设备，提升生物安全管理。配置接触式个体

测温耳标、红外群体温度异常监测及远程诊断、自助诊疗等

软硬件设施设备，实现疫病早发现、早诊断、早预警。 

（4）繁育管理。配置数字身份标识管理、母畜发情监测

设备（脚环、颈圈、视频监测等）、育种芯片、体重体尺参数

自动测量、体况评分系统、背膘厚度测定等表型测定软硬件

设备，实现自动查情、适时配种、转群提醒与分娩预警。 

二、技术参数要求 

（一）环境测控指标 

环境参数监测包括但不限于温度、湿度、风速、光照、

二氧化碳、氨气，测量误差要求如下：温度±0.3℃，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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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H，风速±0.2m/s，二氧化碳±30ppm，氨气±3ppm，静压

±2pa。每个畜禽舍的舍内环境传感器应分别不少于 3 个（均

匀布设），其中气体传感器（激光光谱型）应分别不少于 1 个。

畜禽养殖环境控制故障率＜3%。视频监控要求支持夜视，分

辨率≥1920×1080 像素、画面速度≥25 帧/秒、摄像头像素≥

400 万。 

（二）体征监测与饲喂管理指标 

基于热红外测温技术，非接触监测畜禽体温，测量误差

±0.5℃。基于视频图像技术，畜禽行为识别准确率≥90%。基

于音频识别技术，实现畜禽异常行为定位，测量误差±0.5 m。

在线无应激监测投入产出，测量误差要求如下：耗料量±5%

读数，饮水量±5%读数。基于个体识别技术，实现畜禽个体/

群体采食监测，畜禽饲料浪费率（剩料比例）＜5%。 

（三）疫病管理指标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疫病自助诊断与智能预警，疫

病诊断准确率≥85%，疫病预警准确率≥90%。 

（四）繁育管理指标 

基于三维建模技术，非接触实时监测畜禽体尺和体重，

测量误差要求如下：家畜体重±2%读数，家禽体重±3%读数，

家畜体尺±3%读数。母畜发情监测准确率≥85%。 

（五）生产性能指标 

在线无应激监测投入产出，测量误差要求如下：蛋重±5%

读数，蛋数±1%读数，乳成分含量（乳脂、乳蛋白等）±3%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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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智慧牧场管理系统开发 

1.系统应覆盖牧场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各环节，根

据养殖实际需求设置功能模块，操作界面直观易用。 

2.系统应配备对应的数据汇聚与上传模块，相关接口或

协议应符合接入国家数字畜牧业创新中心的规范要求，通过

接收上传或主动请求的方式进行数据交互并获取数据。 

三、数据报送要求 

数字畜牧基地应以规定频率、时间、地址向国家数字畜

牧业创新中心报送以下数据，对未通过数据校验的数据，按

要求修改完善后重新提交。基地应确保数据报送的完整性、

准确性、及时性。 

 

数字畜牧基地数据报送表 
序号 数据类别 主要内容 

1 基础信息 

基地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区位信息、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养殖代码、发证机关、发证日期、养殖

品种、当前存栏量、年出栏量、产能等。 

2 环境信息 

舍内环境信息：环境温度、湿度、1 种及以上的有害气体浓度、

舍内静压（密闭舍）等。 

环控设备运行信息：风机运行数量及档位、小窗开度、湿帘运

行状态等。 

3 生产信息 

投入情况：耗料量、耗水量、耗电量、免疫防疫、兽药用量等。 

产出情况：畜禽出栏体重、产蛋/产奶量、繁育信息（情期受胎

率、死淘率）、肉/蛋/奶/毛绒品质检测等。 

4 市场信息 
活畜/禽出栏量及出栏价格、肉/蛋/奶/毛绒销售量及销售价格

等。 

5 其他信息 
因数字畜牧技术产品中试熟化、标准验证、集成创新等临时性

或应急性工作任务需要，按有关要求需报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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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国家数字渔业创新应用基地建设技术指南 

（第一版） 

 

按照《“十四五”数字农业建设规划》部署要求，为指导

地方做好国家数字渔业创新应用基地（以下简称“数字渔业基

地”）项目设计和建设管理，根据数字渔业基地的定位及当前

信息技术在渔业的产业需求、研发创新、实际应用等情况，

针对不同数字渔业生产场景特点，进一步细化数字渔业基地

建设任务，明确技术参数、功能要求，制定本指南。做数字

渔业基地项目设计时，应在选择养殖模式的基础上，明确具

体养殖品种，细化具体技术路线。 

一、基地建设任务 

（一）共性建设任务 

建设智慧渔场管理系统。连接基地所有传感器、智能设

备、信息系统等，实现渔业养殖全过程的监测和数字化映射，

构建养殖环境精准测控、精准饲喂、养殖对象行为监测、生

物量估计、疫病诊疗与预警、市场分析等智能模型，打造渔

场生产经营数字化管理中枢，实现生产经营过程的自动预警

和辅助决策，提高生产经营管理效率。 

（二）分场景细化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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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池塘工程化养殖 

（1）养殖环境与养殖对象信息监测系统。配置水质传感

器、环境小气候气象站及机器视觉系统，实现对水质、养殖

环境、养殖对象生长和活动状态的监测。环境监测指标应至

少包括水温、溶解氧、pH、电导率、水温、氨氮、亚硝酸盐、

太阳辐射、大气压力、空气温湿度、风力、风速等；尾水水

质环境监测指标在上述指标基础上，还应监测悬浮物、总磷、

总氮、COD（锰法、高锰酸盐指数）等指标。池塘养殖对象

生长和活动状态监测主要集中摄食行为和其它异常行为。 

（2）养殖智能装备。配置水质精准调控、精准投饵、智

能捕捞、尾水处理等软硬件设施设备，通过实时水质和环境

小气候数据预测未来时段的水质变化趋势（应至少包括溶解

氧、pH 值、水温），实现水质预测预警和溶解氧、pH 值等水

质参数超前调控。结合机器视觉系统采集的养殖对象活动状

况，输出精确投饵量和投饵时间，评估养殖对象的体长和体

重，精准触发智能捕捞作业装备。加装特定传感器监视养殖

智能装备的工作状态，实现养殖设备的远程故障诊断和预警。 

（3）疾病诊断与数字防控。配置水下移动巡检、远程诊

断、自助诊疗等软硬件设施设备，实现养殖对象疾病早预警、

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工程化养殖池塘宜采用无人机或

无人船智能变量喷药安全联控系统及水面死鱼自动捡拾设

备，实现疫病主动防控与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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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陆基工厂循环水养殖 

（1）养殖环境与养殖对象信息监测系统。配置养殖工厂

水质信息监测、空气环境信息监测、养殖对象行为监测设备，

实现养殖水质溶解氧、水温、pH、盐度、水位、氨氮、硝酸

盐氮等水质参数的分布式测量，工厂内空气温度、空气湿度、

二氧化碳、光照度等环境参数的实时数据采集，以及养殖对

象生长和活动状态监测，包括摄食行为、异常行为、繁育行

为。 

（2）养殖智能装备。配置工厂化循环水处理系统，实现

养殖水质的再循环利用。配置智能增氧装备，通过多源数据

融合和自动控制技术实现养殖池溶氧含量的精准预测控制。

配置鱼群计数装备，实时估算鱼群包含的个体总量。配置智

能投饲装备，根据鱼类生物量（数量、体长、重量）以及摄

食行为特征自主判断食欲情况，按需投放饲料。配置自动分

级装备，根据鱼体表型或体重等指标对鱼类进行分类统计和

自动分级分池。配置鱼池清洗装备，实现池底吸污或池壁清

洗等自动化作业。鼓励设置自动起捕装备，实现池内活鱼自

动围赶、无损起捕等功能。配置养殖装备故障诊断系统，根

据水泵、风机以及关键水处理设备的工作电流、电压、表面

温度、表面振动等指标评估养殖装备的工况并定位故障。配

置智能变量补光装备，实现养殖对象的快速增重，提高饲料

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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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疾病诊断与数字防控。配置健康移动巡检、远程诊

断、自助诊疗等软硬件设施设备，实现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池

养殖对象疾病早发现、早诊断和早预警。养殖池宜采用轨道

式智能变量喷药安全联控系统及水面死鱼自动捡拾装备，实

现养殖对象疫病主动防控与安全管理。 

3.海水网箱养殖 

（1）养殖环境与养殖对象信息监测系统。基于深远海网

箱固定式钢体结构，在基地部署海洋水质、流速流向、波浪

潮汐、海气界面气象要素等智能感知设备，构建水面无死角

摄像和水下高清晰视频成像，以及声纳成像，实现基地区域

的水体环境、气象环境、影像数据的原位在线实时动态监控，

从而实现组网式观测和预测，以及驱动投喂设备精准投喂。

具体环境监测参数包括温度、湿度、降雨量、风速风向、光

照等，水质监测包括水体溶氧量、温度、盐度、浊度等，潮

流监测参数包括水位、流速、浪高等，视频监测参数包括鱼

群声纳、鱼的摄食、残饵、死鱼、网衣破损、污垢等，装备

监测参数包括饲料重量、投喂量、风压、电能等。 

（2）养殖智能装备。根据养殖环境特征和养殖需求，配

置大型自旋转智能投饵机、低损伤智能吸鱼泵、自动计数分

鱼机、智能化数苗机、动态路径规划导航的巡检机器人和机

器鱼、自适应动态贴附智能网衣清洗机器人等设备，提升非

人工干预的智能养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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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异常信息预警和病害诊断。配置移动巡检机器人或

机器鱼载体，搭载近红外和可见光设备，对水生物的类别、

生物量、饥饿行为、胁迫等异常行为、鱼体病害，死鱼、网

衣挂污、网衣破损等进行巡视，提前准确识别异常信息并通

过 APP、WEB 端或短信等方式进行预警，并自动推送处置建

议。 

4.鱼菜共生智能工厂 

（1）养殖环境与养殖对象信息监测系统。安装性能稳定、

维护管理方便的各类传感器和监控设备，获取鱼、菜环境中

的温湿度、光照、大气压力、二氧化碳、氧分压等参数，养

殖、水处理、营养液等单元的溶解氧、水温、pH、液位、流

速、电导率、浊度等参数，水生物的品种、生物量、行为、

死亡等状态，设施装备的压力、电流、温升、震动等参数。

通过对生产环境、水质环境、水生物状态以及设施装备状态

等进行实时联网测控，实现水生物最优生长管控、管理精细

化调度、装备低功耗、故障自诊断工作、灾备自动检测预警。 

（2）数字化种养装备。对数字化种养装备技术升级，推

进养殖单元的水处理、投喂、巡检、分级，以及种植单元营

养液管理、补光、移栽、转运等各环节设备的数字化，实现

高效、全天候、大体量稳定生产。 

（3）异常巡视和灾备自启动。购置轨道机器人或者 AGV

运动车，搭载热成像和可见光设备，对水生物的水面异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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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死鱼识别、植物生长状态、植物营养诊断、异常温升、

管道泄漏、异物侵入等进行识别和告警，并及时启动水力、

气路、备用管路等灾备系统，或触发报警通知运维人员进行

及时处置。 

二、技术参数要求 

（1）环境监测指标 

养殖环境和水质监测包括但不限于溶解氧、水温、pH 值、

盐度、氨氮、亚硝酸盐、空气温度、空气湿度、光照强度，

测量误差要求如下：溶解氧±0.3mg/L，氨氮、亚硝酸盐

±0.1mg/L，pH 值±0.2pH，盐度±0.5%满量程，温度±0.5℃，

空气湿度±3%RH，光照强度±5%满量程。养殖尾水水质监测

测量误差应至少满足以下要求：总磷±5%满量程，总氮±5%

满量程，高锰酸盐指数±5%满量程。 

用于养殖对象生物量、行为识别、病害表型、养殖场场

景的图像或视频信息质量应满足以下要求：分辨率≥

1280×720（720P），水平清晰度≥65TVL，视频清晰度≥15FPS，

数字视频编/解码延时≤400ms，自控制动作发生到新图像出

现延时≤500ms，视频压缩编码 MPEG4，支持星光夜视功能。 

（2）智能设备与装备管理指标 

针对池塘工程化养殖智能增氧方面，配置的增氧装备需

满足增氧动力效率≥1.5 公斤/千瓦小时，每亩可按 0.7 千瓦

的动力配备增氧机。风送投饵机可扩展多通道出料口，投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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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损率≤5%，下料测重准确度≥99%。精准水质监测与上传

需满足溶解氧、水温、pH≥10 分钟/次，氨氮和亚硝酸盐≥

60 分钟/次。智能增氧、智能投饵、智能捕捞、循环泵的启停

等执行器对云管控平台的响应时间应≤10 秒。 

针对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循环水处理系统对残饵、粪便

等固体颗粒的去除效率≥80％，氨氮去除效率≥65%，日均

水利用率≥95%。 

针对海水网箱养殖，应利用多种渠道确保稳定供电，水

上水下视频实现全时段监控，识别准确率≥90%；大型自旋

转智能投饵机旋转角度≥180°；网衣清洗机器人清洗覆盖率

≥90%；风光逆变能源系统可实现与主发电机的良好切换；

吸鱼泵损伤率≤0.5%。智能化设备在线率≥95%；应急切换

速度≤5min。 

（3）智慧渔场管理系统开发 

1.系统应覆盖渔场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各环节，根

据养殖实际需求设置功能模块，操作界面直观易用。 

2.系统应配备对应的数据汇聚与上传模块，相关接口或

协议应符合接入国家数字渔业创新中心的规范要求，通过接

收上传或主动请求的方式进行数据交互并获取数据。 

三、数据报送要求 

数字渔业基地应按照规定的数据接口，以规定频率、时

间和地址向国家数字渔业创新中心报送以下数据，对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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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校验的数据，按要求修改完善后重新提交。基地应确保

数据报送的完整性、准确性、及时性。 

 

数字渔业基地数据报送表 
序号 数据类别 主要内容 

1 基础信息 
基地名称、区位信息、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的养殖代码、养殖品种、养殖面积、产能等。 

2 环境信息 
工厂化车间内环境信息：包括环境温度、溶解氧和氨氮含； 

基地气候：温度、湿度、风向风速、降雨量、太阳辐射强度等。 

3 生产信息 

投入情况：耗电量、耗水量、耗料量、疫苗、用药量等。 

产出情况：养殖品种、数量、生长阶段、重量/增重、繁育信息、

产品品质信息等。 

4 市场信息 销售量、塘价及销售均价等。 

5 其他信息 
因数字渔业技术产品中试熟化、标准验证、集成创新等临时性

或应急性工作任务需要，按有关要求报送的数据等。 

 

  



37 

 

附件 4 

 

国家数字设施农业创新应用基地建设技术指南

（第一版） 

 

按照《“十四五”数字农业建设规划》部署要求，为指导

地方做好国家数字设施农业创新应用基地（以下简称“数字设

施农业基地”）项目设计和建设管理，根据数字设施农业基地

的定位及当前信息技术在设施农业的产业需求、研发创新、

实际应用等情况，进一步细化数字设施农业基地建设任务，

明确技术参数、功能要求，制定本指南。 

一、基地建设任务 

（一）共性建设任务 

1.建设智慧设施农业管理系统。连接基地所有传感器、

智能设备、信息系统等，汇聚投入品、产出品、生产任务、

生产过程、人员、仓库、成本等各类数据，构建环境智能调

控、水肥精准管理、精准作业、生产任务管理、市场分析等

智能模型，打造设施农业生产经营数字化管理中枢，实现生

产经营全过程的自动预警和辅助决策，提高生产经营管理效

率。 

2.数字化育苗。主要包括智能环境测控、水肥一体化测

控、育苗工厂栽培。其中，智能环境测控包含监测传感器及

参与环境控制的设备。水肥一体化测控主要包含 EC/pH 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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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流量传感器和净水设备、灌溉施肥机、回水过滤设备等。

育苗工厂栽培设备应配置育苗基质配制、蔬菜精量播种等软

硬件设备，实现种苗繁育生产快速、优质、高产、高效；宜

配置智能控制的人工环境育苗室，提供组培/催芽/炼苗的最

适环境，鼓励采用潮汐灌溉方式的苗床系统，每个苗床应该

对应不同的编号或 RFID 标记，实现为同一个批次种苗准确

灌溉，并对每个苗床内种苗定植时间、生长时间、出货时间

和生长状况等进行信息化管理。 

3.水肥一体化测控。针对无土栽培、土壤栽培等不同模

式，按需配置适宜的水肥一体化设备和控制策略。配置 EC/pH

传感器、流量传感器及净水设备、灌溉施肥机、回水过滤/消

毒设备等，施肥机可以根据种植实际需求实时调整灌溉溶液

的 EC/pH 值，控制系统可以根据累积光照量和温/湿度情况

调整灌溉频次和时间，自动记录每个频次的灌溉量。根据需

要增加基质称重、回液监测设备、营养液降温/加温设备和营

养液增氧等设备，控制系统根据传感器数值自动控制设备启

停。 

（二）分品类细化建设任务 

1.叶菜品类 

（1）智能环境测控。配置监测传感器及参与环境控制的

设备，监测传感器包括环境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

度、监控摄像头、电能计量表等室内传感器和室外气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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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控制设备应根据实际情况选配加温/降温设备、空气循环

风机、加湿设备、补光设备、通风设备、二氧化碳补充设备

等。传感器和环控设备通过环控系统形成闭环，根据叶菜栽

培实际环境需求，提供生长发育所需的环境。 

（2）生长监测及过程管理。叶菜栽培主要分为单层栽培、

多层栽培，配置智能化定植、移栽、采收设备，鼓励配置自

动化多层栽培、智能化人工光气候室栽培，增加单位面积叶

菜的种植量，提高叶菜品质。配置基于物联网智能环境管理

系统，实现从定植、移栽、采收、智能物流等环节的生产全

过程自动化、降低产品损耗、提升生产效率、增加农产品质

量与品质标准化的商品性。 

（3）采后信息化管理。配置智能称重、包装等设备，鼓

励配置农产品冷链仓储系统、安全追溯系统等，实现蔬菜采

后全过程智能化、信息化。 

2.茄果品类（番茄、黄瓜、彩椒、茄子等） 

（1）智能环境测控。配置监测传感器及参与环境控制的

设备，监测传感器包括环境温度、湿度、光照度、二氧化碳

浓度、监控摄像头、电能计量表等室内传感器和室外气象站。

环境控制设备应根据实际情况选配加温/降温设备、空气循环

风机、加湿设备、补光设备、通风设备、二氧化碳补充设备

等。传感器和环控设备通过环控系统形成闭环，根据茄果栽

培实际环境需求，提供生长发育所需的环境。 

（2）生长监测及过程管理。配置高效设施栽培系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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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作物生长中生长量、产量、种植投入品、产出品等关键生

长指标数据监测，以及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各项操作记录、劳

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各项生产数字化管理档案。鼓励配置

数字化劳工管理、病虫害防治系统。实现对茄果类作物的生

长、农艺操作、用工、病虫害防治、投入产出等全方面的生

长进行数字化记录。 

（3）采后信息化管理。配置采后产品称重、清洗、分级、

计量化包装等数字化智能设备，建立从种子到商品的数字化

可追溯平台，实现采后商品信息的数字化管理。鼓励使用物

流转运系统、数字化包装流水线，用于生产过程中物质的运

输和采收后蔬菜的短距离运输、装卸、分级、包装等作业，

以降低劳动力生产成本、降低病害风险。 

3.花卉品类 

（1）智能环境测控。配置监测传感器及参与环境控制的

设备，监测传感器包括环境温度、湿度、光照度、二氧化碳

浓度、监控摄像头、电能计量表等室内传感器和室外气象站。

环境控制设备应根据实际情况选配加温/降温设备、空气循环

风机、加湿设备、补光设备、通风设备、二氧化碳补充设备

等。传感器和环控设备通过控制系统形成闭环，根据花卉栽

培实际环境需求，提供生长发育所需的环境。 

（2）生长监测及过程管理。配置智能化苗床系统，可以

通过 PC 或者智能手机控制栽培区内的所有设备，盘床可以

通过自动化物流线将种植区和操作区连接到一起，盘床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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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汐式灌溉，可以充分利用回液，通过生产运营管理系统对

花卉生产信息进行登记、查询。 

4.食用菌品类 

（1）智能环境管理。配置多个环境监测传感器及空调、

风机、加湿器、LED 补光灯等环控设备，实现食用菌设施内

环境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强度等参数的精准测

量和智能控制。 

（2）生长监测及过程管理。配置覆盖自动搅拌、自动装

料、全程自动高压灭菌、冷却、自动接种、培养、催芽出菇、

废料自动化处理等各环节的信息系统，实现食用菌生产的数

字化管理。 

（3）采后信息化管理。配置智能化称重、自动化包装等

设备，实现蘑菇产品的全程信息可追溯。 

二、技术参数要求 

（一）环境监测指标 

环境参数监测包括但不限于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

碳浓度等，测量误差要求如下：温度±0.5℃、湿度±3%、二氧

化碳±40ppm（25℃时）。每个温室内温度、湿度传感器应不

少于 2 个（按栽培区大小均匀布置），栽培区控制误差要求如

下：温度±3℃、湿度±8％。 

（二）灌溉监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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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液灌溉系统测量误差要求如下：EC 值±0.2ms/cm、

pH 值±0.2pH。食用菌工厂化生产，能够实现搅拌原料的含水

率测量误差±5%。搅拌原料的 pH 值测量误差±0.2pH。 

（三）智能工艺指标 

精量化播种设备，播种效率≥400 盘/小时，播种精度≥

95%。基于自动化移栽、定植、采收技术，移栽速度≥2000

株/小时，定植、采收速度≥2000 株/小时。食用菌工厂化生

产过程中，自动化装料效率≥600 棒/小时。自动接种效率≥

200 棒/小时。自动挖瓶效率≥200 棒/小时。菌棒的污染率≤

1%。产品的称重误差±1g。 

（四）智慧设施农业管理系统 

1.系统应覆盖设施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各环节，根据实际

需求设置功能模块，操作界面直观易用。 

2.系统应配备对应的数据汇聚与上传模块，由国家数字

设施农业创新中心通过接收上传或主动请求的方式，与系统

进行数据交互并获取数据。 

三、数据报送要求 

数字设施农业基地应以规定频率、时间、地址向国家数

字设施农业创新中心报送以下数据，对未通过数据校验的数

据，按要求修改完善后重新提交。基地应确保数据报送的完

整性、准确性、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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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设施农业基地数据报送表 
序号 数据类别 主要内容 

1 基础信息 
基地名称、区位信息、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温室数量、类

型及面积、种植品种及面积、种植品种及产能等。 

2 种植信息 

环境信息：基地室外环境信息，主要包括室外环境温度、

湿度、风向、风速、降雨量、太阳辐射强度等。基地温室

/气候室内环境信息，主要包括室内温度、湿度、二氧化

碳浓度、光照强度等。环控设备运行信息，包括循环风

机、负压风机、水泵、开窗通风时长及大小、幕网运行状

态、湿帘运行状态等； 

能耗信息：基地当月耗电量、耗水量、耗气量或其他供暖

能耗；预估/实际单平米年能耗成本等； 

种植生产信息：种植品种、面积、产出品质及产量等。 

3 投入信息 

基地当月不同工种用工情况、种子、基质、肥料、生物天

敌及农药使用情况，包括购置单价、来源、购置/使用时

间、购置/使用量等。 

4 产出信息 
预估/实际基地单平米年产量、产品不同品种的销售价格、

主要销售渠道及销售量等。 

5 其他信息 

因数字设施农业产品集成应用、中试熟化、标准验证、示

范推广等临时性工作任务或应急性任务需要，按对应要

求上传的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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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国家数字种业创新应用基地建设技术指南 

（第一版） 

 

按照《“十四五”数字农业建设规划》部署要求，为指导

地方做好国家数字种业创新应用基地（以下简称“数字种业基

地”）项目设计和建设管理，根据数字种业基地的定位及当前

信息技术在种业的产业需求、研发创新、实际应用等情况，

针对不同品种的特点，进一步细化数字种业基地建设任务，

明确技术参数、功能要求，制定本指南。 

一、基地建设任务 

（一）共性建设任务 

作物、畜禽品种高通量基因测序。配置动植物样品预处

理、DNA 提取、DNA 质量及浓度检测、测序文库构建及质

控、DNA 测序、分子标记检测等设备，构建作物、畜禽品种

高通量基因测序服务平台，实现基因精准分型，深度发掘优

异基因和优异种质。 

（二）分品种细化建设任务 

1.作物种业 

（1）作物表型高通量获取与智能解析。配置作物细胞、

组织、器官、植株和群体结构及功能特征的物理、生理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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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性状观测设施设备，构建作物表型高通量获取与智能解析

平台，实现作物表型精准鉴定。 

（2）种子生产加工数字化升级。配置作物田间小区播种、

收获、脱粒、分级等高精度设施设备，推动田间小区机械作

业数字化升级，实现作物田间小区机械作业智能化与信息获

取自动化。升级改造种子烘干、精选、包衣、包装等加工装

备，加装加工数据获取、设备状态监控等传感器，提升种子

加工自动化、数字化水平。 

（3）田间气象环境信息获取。配置空气温湿度、大气压

力、辐射强度、风速风向和降雨量观测设备，实现田间气象

环境信息的实时获取。 

（4）田间土壤环境信息获取。配置土壤养分、水分、重

金属检测设备，实现田间土壤有机质、氮、磷、钾、温度、

湿度、pH 值等环境信息的快速获取。 

（5）作物数字种业基地管理系统。连接数字种业基地传

感器、智能设备、信息系统等，汇聚基因型、表型、环境及

田间生产、种子加工、仓储调运等各类数据，强化溯源管理

和数据分析，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与测试技术体系，打造基

地数字化管理中枢，实现品种育、繁、推全流程的精准管控

和智能决策，提高育种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2.畜禽种业 

（1）畜禽生产性能测定。配置畜禽体尺体貌、采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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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发育、繁育性能精准测定设备，实现数据自动收集、分

析评估，构建畜禽生产性能测定技术体系，提升畜禽生产性

能和饲料转化率测定效率。 

（2）畜禽繁育环境智能测控。配置畜禽舍内外温度、湿

度、风速及舍内有害气体等环境监测传感器及风机、喷淋降

温等温控设备，实现舍内外环境信息实时测量与智能测控。 

（3）畜禽数字种业基地管理系统。连接畜禽数字种业基

地传感器、智能设备、信息系统等，汇聚畜禽行为、生理状

况、生长性能、基因测序等各类数据，集成遗传价值评估、

育种值估计、后裔性能预测、全基因组选择等智能模型和配

种方案，打造基地数字化管理中枢，实现畜禽繁育过程的自

动预警和辅助决策，提高畜禽繁育管理效率。 

二、技术参数要求 

（一）作物、畜禽基因测序技术指标 

超微量核酸浓度及质量检测，检测范围可覆盖 2～1500 

ng/µL，分辨精度达 1ng/µL，单个样品检测周期<5 秒，可以

依据 OD260/OD280 判断蛋白、多糖等生物大分子的污染情

况；高精度的分子标记检测，能够区分大于等于 1bp 序列长

度差异，能够区分SNP位点的差异，检测结果准确性≥99%，

重复性≥98%；自动化核酸建库，样品片段化及分装自动化、

标准化，提取建库测序自动化全程手动时间≤30min；高通量、

高灵敏的核酸测序，单个 cell 数据产出≥20Gb，核酸测序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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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率≤0.4%，有效 reads 读长>150bp；具备利用基因组数据

库分析 SNP 和基因型的能力。 

（二）作物种业设备技术指标 

1.作物表型观测与解析指标 

基于机器视觉和光谱成像等技术，实时获取作物表型信

息，测量误差要求如下：株高±0.05m；叶片形态±5mm；植株

角度±2°；植物归一化植被指数、叶面积指数、植被覆盖度、

叶绿素含量、氮素含量等±10%；作物穗层湿度、作物穗层温

度等±10%；植株密度、出苗整齐度、株高、植株形态、水分

状态、生育期、病虫害胁迫、冻害及高温胁迫、倒伏程度等

±10%；二氧化碳±30 ppm；H2O±5%RH；光合辐射±5%读数；

叶室温度±0.2℃、叶片温度±0.2℃。 

2.田间小区机械作业指标 

小区精量播种单粒率≥85%，空穴率＜5%，碎种率≤

1.5%，播深误差±2cm，株距误差±3cm；小区测产收获机称重

精度±0.1kg，测水精度±0.5%；小区脱粒机未脱净率<1%，总

损失率<1%，破碎率<2%，含杂率<1%。 

3.田间气象环境信息指标 

田间气象环境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温度、湿度、大气压力、

光照强度、风速等。测量误差要求如下：温度±0.2℃、湿度

±1.5%RH、大气压力±0.5hPa、光照强度±2%读数、风速±1m/s、

降雨量误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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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间土壤环境信息指标 

田间土壤环境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温度、土壤含水量、土

壤盐分含量等。测量误差要求如下：温度±0.5℃、土壤含水

量±4%、土壤盐分含量±10%（<5dS/m）。土壤氮磷钾检测准

确率≥95%；作物根际发育状况检测准确率≥95%；田间土壤

微生物活动检测准确率≥95%。 

5.作物数字种业基地管理系统开发 

（1）系统应覆盖育种材料管理、育种方案设计、授粉计

划、试验设计、田间布局、性状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查询

统计等业务环节；可配置不同类型作物数字化采集标准与数

字化管理方案；可配置各种商业化育种流程和不同育种模式，

支持 RFID 育种电子标签等第三方设备；系统用户界面友好。 

（2）系统应配备对应的数据汇聚与上传模块，由国家数

字种业创新中心通过接收上传或主动请求的方式，与系统进

行数据交互并获取数据。 

（三）畜禽种业设备技术指标 

1.畜禽生产性能测定指标 

畜禽生产性能测定指标包括但不限于种畜禽行为、生理

状况、生长发育等。测量误差要求如下：非接触高通量在线

实时监测体尺和体重数据±3%，体尺±3%。在线无应激监测

个体采食量，能够分析个体身体健康和生产状态；畜禽个体

饲料转化率测定设备准确率≥95%；体貌评分设备监测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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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90%；分析动物精子质量，测量速度范围 0～250μm/s，

直径范围 1～50um，视野组数 1～30；动态观察卵母细胞、

胚胎、体细胞等，测量放大倍率 3.15X～387X，变倍比 10

（0.63X～6.3X）。 

2.畜禽繁育环境监测指标 

畜禽舍内环境参数监测包括但不限于温度、湿度、风速、

二氧化碳、氨气浓度，测量误差要求如下：温度±0.3℃，湿

度±5%RH，风速±0.2m/s，二氧化碳±15ppm，氨气±1.0ppm，

静压±2pa。每个畜禽舍舍内环境传感器应不少于 3 个（均匀

布设），风速、气体传感器（激光光谱型）应不少于 1 个。 

3.畜禽数字种业基地管理系统开发 

（1）系统应覆盖畜禽繁育各环节，具有身份系谱信息管

理、生长过程测定管理、配种管理、遗传价值评估、育种值

估计、后裔性能预测、全基因组选择等功能，可根据繁育实

际需求设置功能模块，系统用户界面友好。 

（2）系统应配备对应的数据汇聚与上传模块，由国家数

字种业创新中心通过接收上传或主动请求的方式，与系统进

行数据交互并获取数据。 

三、数据报送要求 

数字种业基地应以规定频率、时间、地址向国家数字种

业创新中心报送以下数据，对未通过数据校验的数据，按要

求修改完善后重新提交。基地应确保数据报送的完整性、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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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性、及时性。 

 

数字种业基地数据报送表 

序号 数据类别 主要内容 

1 基础信息 
基地名称、区位信息、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生产

经营许可编号、生产经营范围、发证机关、发证日期、有效期等。 

2 
作物品种信

息 

品种基本信息：品种名称、作物种类、品种来源、育种者、审定（登

记）编号、品种权号等。 

表型观测信息：株高、叶片形态等个体信息；植物归一化植被指数、

叶面积指数等群体信息；光合速率、蒸腾速率等光合信息；株型、

生育期、病虫害、小区产量、品质等农艺性状信息。 

基因鉴定信息：引物编号、引物名称、指纹值等。 

 
畜禽品种信

息 

品种基本信息：品种名称、品种编号、系谱信息、培育单位等。 

生产性能测定信息：生长性能（达目标体重日龄、测定期日增重、

饲料转化率等）、繁殖性能（总产仔数、初生重、断奶重等）、屠宰

性状（屠宰率、背膘厚、眼肌面积、出肉率等）、肉质性状（肉色、

肌内脂肪含量、口味等）、产奶性状（产奶量、乳脂量、乳蛋白量、

乳脂率、乳蛋白率等）、蛋品性状（蛋重、蛋品颜色、蛋壳强度、

蛋壳厚度、蛋白高度、蛋黄颜色、蛋黄高度等）等。 

3 种子信息 
品种名称、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质量指标、净含量、检测日

期、质量保证期等。 

4 环境信息 
空气温度、湿度，大气压力，光照强度，风速风向和降雨量等气象

信息；土壤剖面的温度、水分、盐度等。 

5 其他信息 
因数字种业技术产品中试熟化、标准验证、集成创新等临时性或应

急性工作任务需要，按有关要求报送的数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