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智创新
变革未来

GIS在智能农业中的数据采集
与分析



1.  GIS基本概念：空间数据采集、处理及分析平台。

2.  农业数据类型：时空数据、土壤数据等。

3.  数据采集技术：遥感技术、GPS技术、物联网技术。

4.  数据分析方法：空间分析、统计分析、机器学习等。

5.  智能农业应用：精准农业、数字农业、智慧农业。

6.  未来发展方向：数据融合、人工智能等。

7.  GIS在智能农业中发挥的作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8.  GIS应结合实践：解决现实农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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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S基本概念：空间数据采集、处理及分析平台。

§ 空间数据采集

1. 数据采集技术：遥感技术、全球定位系统（GPS）、无人机技术等，实现快速、高效的数

据采集。

2. 数据存储与管理：利用空间数据库，如PostgreSQL/PostGIS、Oracle Spatial等，存储和

管理空间数据。

3. 数据质量控制与预处理：对采集的空间数据进行质量控制，剔除错误或不准确的数据，并

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包括数据格式转换、数据投影转换等。

§ 空间数据处理

1. 数据编辑与更新：使用GIS软件对空间数据进行编辑和更新，包括添加、删除、修改要素，

以及更新属性信息等。

2. 空间分析与建模：利用GIS空间分析功能，进行空间查询、缓冲区分析、叠加分析、网络分

析等，并建立空间模型，实现对空间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3. 可视化表达：利用GIS可视化功能，将空间数据以地图、图表、三维模型等方式进行可视化

表达，便于直观地呈现数据信息。



 GIS基本概念：空间数据采集、处理及分析平台。

空间数据分析

1. 空间统计分析：对空间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包括空间自相关

分析、空间聚类分析、空间回归分析等，发现空间数据的统计

规律和空间模式。

2. 空间决策分析：利用GIS决策分析工具，对空间数据进行决

策分析，包括适宜性分析、多目标决策分析、风险评估等，为

决策提供支持。

3. 时空分析：将时空数据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研究时空数据的

变化规律和时空关系，发现时空数据中的时空模式和时空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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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数据类型：时空数据、土壤数据等。

§ 农业时空数据

1. 农业时空数据是指与地理位置和时间相关的农业数据，包括土地利用数据、作物种植面积数据、产量数据等。这

些数据可以帮助农业生产者了解作物种植情况、产量变化趋势等，为农业生产决策提供依据。

2. 时空数据采集方法多种多样，包括遥感技术、GPS技术、传感器技术等。遥感技术可以通过卫星或飞机上的传感

器获取地表图像数据，从而提取土地利用数据、作物种植面积数据等信息。GPS技术可以获取地理位置数据，从而

定位作物种植区域。传感器技术可以获取作物生长过程中的各种数据，如温度、湿度、光照强度等。

3. 时空数据分析是将农业时空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从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时空数据分析方法包括空间分析方法、

时间分析方法和时空协同分析方法。空间分析方法可以分析空间分布规律，时间分析方法可以分析时间变化规律，

时空协同分析方法可以分析时空变化规律。



 农业数据类型：时空数据、土壤数据等。

§ 农业土壤数据

1. 农业土壤数据是指与土壤相关的农业数据，包括土壤类型数据、土壤养分数据、土壤水分数据等。这些数据可以

帮助农业生产者了解土壤质量、土壤肥力状况等，为农业生产决策提供依据。

2. 土壤数据采集方法多种多样，包括土壤调查方法、土壤采样方法、土壤分析方法等。土壤调查方法可以获取土壤

类型数据，土壤采样方法可以获取土壤养分数据、土壤水分数据等，土壤分析方法可以分析土壤的理化性质。

3. 土壤数据分析是将农业土壤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从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土壤数据分析方法包括统计分析方法、

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方法、数学模型分析方法等。统计分析方法可以分析土壤养分含量、土壤水分含量等数据的分布

规律，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方法可以分析土壤类型分布规律，数学模型分析方法可以模拟土壤水分运动规律、土壤养

分运移规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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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采集技术：遥感技术、GPS技术、物联网技术。

遥感技术：

1. 遥感技术基本原理：使用各种传感器从远处收集目标信息，

包括光学遥感、非光学遥感和雷达遥感等。

2. 遥感数据获取与处理：通过遥感卫星、无人机、航空成像系

统等获取遥感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包括图像矫正、几何校

正、辐射定标和大气校正等步骤。

3. 遥感技术在智能农业中的应用：农作物长势监测、病虫害监

测、土壤水分监测、作物产量估计、农业环境监测等。

GPS技术：

1. GPS技术基本原理：利用导航卫星发射的信号，接收机通过

测量信号的延迟时间来计算接收机的位置和速度。

2. GPS数据获取与处理：通过GPS接收机获取GPS数据，进行

数据处理和分析，包括数据清洗、数据融合和数据插值等步骤。

3. GPS技术在智能农业中的应用：农机自动驾驶、农田定位、

土壤采样、农产品溯源等。



 数据采集技术：遥感技术、GPS技术、物联网技术。

§ 物联网技术：

1. 物联网技术基本原理：将各种传感设备、执行器和控制器连接到互联网，实现数据的采集、

传输和处理。

2. 物联网数据获取与处理：通过各种传感器获取物联网数据，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包括数

据清洗、数据集成和数据挖掘等步骤。

3. 物联网技术在智能农业中的应用：农业环境监测、作物长势监测、病虫害监测、农产品质

量监测、农业生产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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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分析方法：空间分析、统计分析、机器学习等。

§ 空间分析：

1. GIS软件提供了多种空间分析功能，如缓冲区分析、叠加分

析、网络分析、地形分析等，可用于处理和分析农业相关数据，

提取关键信息。

2. 空间分析可帮助农业生产者了解土地利用、土壤类型、地形

条件、水资源分布等农业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规律，为农业资

源优化配置、土地利用规划、农田水利建设等提供科学依据。

3. 空间分析成果可以直观地展示农业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

有助于农业管理部门和生产者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措施进行调

整或改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 统计分析：

1. GIS软件提供了多种统计分析功能，如描述性统计、相关分

析、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可用于对农业相关数据进行统计

处理和分析，揭示数据中的规律。

2. 统计分析可帮助农业生产者了解农业生产要素之间以及农业

生产要素与农业产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为农业生产技术优化、

农产品质量控制、农业生产效益提高等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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