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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本文综合探索了数字化时代下农业机械工程的挑战

与机遇，并提出了应对挑战的策略建议。数字化时代为农业机械工程带来了智能化、精准化和数据化的发

展机遇，但也面临着技术、基础设施和人才等多方面的挑战。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加强科技创新、

推进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还要优化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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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is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explore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engineering in the digital era，and proposes strategic suggestion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he digital era has brought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precise，and data-driven agricultural machinery engineering，but it also faces

challenges in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technology，infrastructure，and talent.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promote rural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and optimize th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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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农业机械工程正处于转型升级

的关键时期。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新

的机遇和挑战。为了让农业机械设计能更好地融入新时代，

使其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变化，文章全面探讨农业机械工程所

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探索相关的策略，希望有助于推动农业

机械工程的现代化和智能化发展。

一、数字化时代下农业机械工程的发展机遇

（一）农业机械智能化与自动化

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新兴技

术的发展，农业机械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和自动化，这些先

进技术的应用，使得农业生产过程更加高效、精准和可控，

极大地提升了农业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益。对于智能化农业机

械，比如无人驾驶拖拉机、智能播种机、自动收割机等，能

够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完成复杂的农业作业。通过传感

器、GPS 和人工智能算法进行导航和操作，确保在最短的时

间内完成工作，并且最大程度地减少资源浪费。例如，无人

驾驶拖拉机可以通过精确控制播种深度和距离，提高作物产

量，同时减少种子和化肥的浪费。另外，农业机械的自动化

还能够有效减少劳动力需求，借助智能化和自动化的农业机

械，可以代替人工完成大部分重复性和劳动密集型的工作，

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1]
。

（二）精准农业的实现

精准农业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根据作物和土壤的

具体情况，进行精细化管理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它的核心

在于通过精确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实现对农业生产的精确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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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达到高效、节约和环保的目的。数字化技术在精准农业

中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农业机械工程的发展。精准农业依

赖于各种传感器、无人机、卫星遥感等技术，实时获取农田

的土壤、水分、气象、病虫害等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

析，可以精准地制定施肥、灌溉、植保等农业作业计划。例

如，利用土壤传感器和气象数据，可以精确预测土壤水分含

量和降雨情况，从而制定合理的灌溉计划，避免水资源浪费。

农业机械在精准农业中的应用，使得这些数据得以有效利用。

现代化的喷药机、施肥机和灌溉设备，可以根据数据分析的

结果，精准地控制施肥量、喷药量和灌溉量，实现对作物的

精细化管理，这不仅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还减少了

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降低了环境污染。

（三）农业大数据的应用

农业大数据，是指通过传感器、遥感技术、气象数据、

市场数据等各种渠道获取的海量农业数据。大数据技术的应

用，使得农业机械工程在数字化时代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通过对农业大数据的采集、存储、处理和分析，可以为农业

生产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优化农业生产管理，提升农业生

产效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大数据技术可以实时监测和分

析土壤、气象、病虫害等信息，为农民提供精准的农业生产

建议。例如，通过对历史气象数据的分析，可以预测未来的

天气变化，为农民提供种植和收获的最佳时间。通过对市场

数据的分析，帮助农民了解市场需求和价格波动，合理安排

生产计划，避免盲目种植和价格风险。另外，大数据技术还

可以用于农业机械的维护和管理，通过对农业机械运行数据

的实时监测和分析，及时发现机械故障和性能下降，进行预防

性维护，延长机械使用寿命，降低维修成本。例如，通过对拖

拉机的运行数据进行分析，可以预测发动机的磨损情况，及时

进行维护和更换零部件，避免因机械故障导致的生产停滞
[2]
。

二、数字化时代下农业机械工程的挑战

（一）技术难题

在数字化时代下，农业机械工程面临着一些技术难题，

主要包括：一是传感器技术与数据采集方面的挑战，主要体

现在传感器的精度、稳定性和成本等方面。农业生产环境复

杂多变，传感器需要能够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稳定运行，并

且准确地获取土壤、气象、水质等数据。大规模农田的数据

采集，需要大量的传感器网络，如何实现这些传感器之间的

互联互通是一大挑战。传感器的成本也是考虑因素，需要寻

找性能稳定、成本合理的传感器设备。二是通信技术与网络

安全的问题。农村地区通信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网络覆盖不

足，通信信号不稳定，这给农业机械的远程监控和控制带来

了困难。网络攻击和数据泄露等安全问题，会对农业生产造

成严重影响，因此需要加强网络安全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3]
。

（二）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化时代下农业机械

工程面临的重要挑战。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的数字化基础

设施相对薄弱，网络覆盖率低、通信信号不稳定、宽带速度

慢等问题普遍存在。部分偏远地区甚至还存在完全没有网络

覆盖的情况，这导致了农村地区的信息化水平远远落后，很

多农民难以享受到数字化技术带来的便利和益处，限制了农

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和效率。随着数字化技术在农业生产中

的广泛应用，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改善，成为了推动农

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因素。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不仅能够提

高农民获取信息的便利性，还能够促进农业机械的智能化和

自动化，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同时，数字基础设施

的改善，也能够促进农村电商的发展，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

道，增加农民的收入来源。

（三）人才短缺

随着农业机械工程的数字化转型，对于掌握数字化技术

的人才需求不断增加，相关人才需要具备对传感器、物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熟练运用

各种数字化工具和软件进行农业生产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控

制。他们需要能够设计、开发和维护智能化农业机械系统，

为农民提供数字化农业生产解决方案，推动农业生产的现代

化和高效化。传统的农业机械工程教育主要注重机械设计、

动力学、控制技术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对数字化技术

的应用和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的教育体系和课程设置需要进

行改革和更新，加强对数字化技术的教育和培训，培养适应

数字化时代要求的农业机械工程专业人才。同时，由于数字

化技术更新换代较快，高校需要与行业紧密合作，及时调整

课程内容，确保培养出的人才与市场需求相匹配。

三、应对挑战的策略建议

（一）加强科技创新

创新是发展的源泉，加强科技创新，是推动农业机械工

程在数字化时代下取得进步的关键，其中包括加大研发投入

以及促进产学研合作。第一，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进步。

在数字化时代，农业机械工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和

发展机遇。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并抓住机遇，需要加大对科技

创新的投入，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农业机械的智能化、自动

化和精准化水平。政府应加大对农业机械工程领域的研发资

金投入，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加强技术攻关，这包括设立专

项资金，开展农业机械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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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还可以

通过税收优惠、科技创新奖励等政策，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

入，提高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和效率。科技创新离不开具有扎

实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政府和企业可以通过设

立科研项目、提供奖学金、开展科技交流等方式，吸引优秀

的科研人才加入农业机械工程领域，推动技术创新。同时，

加强对现有人才的培训和培养，提高他们的科研水平和实践

能力。第二，促进产学研合作。通过产学研合作，能够充分

利用各方的优势资源，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推动科

技创新向产业化方向迈进。政府应该出台政策，鼓励企业与

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政府可以设立专项资金，

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开展科技项目，推动科研成

果的转化和应用。还应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科技成果

转化的机制，为产学研合作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法律保障。

企业应主动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共同攻克关键技术

和技术难题。企业可以设立科研基地，邀请专业教授和研究

人员加入研发团队，共同开展科技项目和技术攻关。通过与

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技术支持和创

新资源，提高技术创新的成功率和效率。高校和科研院所也

应积极参与产学研合作，利用自身的科研优势和技术积累，

推动科研成果向市场转化
[4]
。

（二）推进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数字化时代农业机

械工程发展的必要支持，其中包括加大农村地区网络覆盖和

提供数字化培训与支持。第一，加大农村地区网络覆盖。农

村地区网络覆盖不足，通信质量差，网络速度慢，这是限制

农村数字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应加

大对农村网络建设的资金投入，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可

以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农村地区网络建设项目，提高农村地

区的网络覆盖率和通信质量。同时，政府还可以采取多种方

式，比如免费提供土地、减免税费等，鼓励运营商加大对农

村地区网络建设的投入，提高网络建设的效率和速度。还要

注重采用新兴的通信技术，比如卫星通信、光纤通信等，提

高农村地区的通信质量和网络速度。传统的有线网络往往在

农村地区无法覆盖，而卫星通信和光纤通信等技术可以突破

地域限制，为农村地区提供高速稳定的通信服务，政府要鼓

励运营商采用这些新兴技术，加快农村地区网络建设的进度。

第二，提供数字化培训与支持。农村地区缺乏数字化技能人

才，是制约数字化农业发展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对此，政府

应该组织开展农村数字化培训活动，提高农民的数字化技能

水平。培训的具体内容，应该包括数字化技术的基础知识、

数字化农业生产的应用技巧等。政府还可以邀请专业人士和

技术专家到农村地区开展培训，通过讲座、演示、实践等形

式，向农民介绍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和操作方法
[5]
。

（三）培养专业人才

通过培养专业人才，为农业机械工程数字化转型提供了

人才支撑，其中包括优化教育体系以及加强在职培训与继续

教育。第一，优化教育体系，培养数字化人才。高校应调整

和完善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增加数字化技术的教学内容，

可以开设数字化农业、物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等课程，培

养学生对数字化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同时，加强实践教

学，开设实验课程和实习项目，让学生能够在实际操作中掌

握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方法和技能。还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高校应该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和引进，提高他们的数字化技术

水平和教学能力，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服务。

另外，还应该加强与行业的合作，开展产学研结合的教育模

式。高校可以与企业合作，建立实习基地和实验室，让学生

能够参与真实的数字化农业项目，促使积累实践经验，提升

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加强在职培训与继续教育。政府和

企业可以联合举办各类数字化农业技术培训班或研讨会，为

从业人员提供系统的培训和学习机会，培训包括数字化技术

的基础知识、操作技能和应用案例等内容，帮助从业人员掌

握数字化技术，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还应该建立健全的职

业技能认证体系，为从业人员提供专业技能认证和职业发展

的支持。

结语

总之，数字化时代为农业机械工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但也呈现出一系列挑战。通过加强科技创新、推进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培养专业人才等多方面的努力，有

助于实现农业机械工程的可持续发展，最终为农业生产注入

新的动力。

[参考文献]

[1]杨晓晖.现代数字化设计制造技术在农业机械设计制

造上的应用[J].农业工程与装备，2021（06）：40-42．

[2]牛淑娟，陈希锋.数字化设计技术在农业机械设计中

的应用[J].农业工程技术，2020（04）：25-26．

[3]高鹏.论数字化技术在农业机械设计与制造中的应用

[J].农业装备技术，2021（04）：4-5.

[4]王延申，冯振华.浅谈数字化设计技术在农业机械设

计中的应用[J].南方农机，2021（05）：60-62．

[5]梁秀娟，嵇海旭.农业机械设计中数字化设计技术的

应用研究[J].中国设备工程，2021（16）：242-2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