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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现代农业病虫害

监控系统设计

傅晓耕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１２５）

摘要：农业是我国第一大生产业，目前我国农业病虫害监控主要是依靠人工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农业病虫害专业的书籍资料等，具有

人工劳动量较大和工作效率低的问题；为此提出一种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现代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设计方法，该系统硬件由用户管理模块、

数据查询模块、图片管理模块、接收数据模块、设备控制模块和预警模块等构成，并且通过物联网资源对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进行优化，

进而实现物联网簇间优化农业病虫害数据的传输，最后利用簇间优化机制解决物联网病虫害监控系统中监控点区域路径抖动问题，使农

业病虫害监控系统可以稳定运行；实验结果表明，采用物联网技术设计的监控系统可以有效地提高数据传输的效率，保证病虫害数据传

输实时性，有利于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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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数据传输和无线通信技术的

不断完善，为了满足农业市场的需求，很多农业生产企业设计

了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１２］。目前，因为病虫害的问题，我国

传统农业存在生产效率低，农业资源匮乏、农产品质量不过

关、环境污染等问题，使农业生产不能持续高效的发展［３４］。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现代农

业病虫害监控系统设计方法。该方法的提出可有效缓解因病虫

害问题给农业产业带来的影响［５６］。并引起了许多专家和业内

人士的广泛关注，也提出了很多关于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的意

见和方法［７］。

随着监控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农业病虫害监控系

统也提出了很多意见，本文对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进行深入的

分析。文献 ［８］提出了一种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图像传感器病

虫害监控系统设计方法。该技术中农业病虫害图像信息是利用

图像传感器进行采集的，并将采集到的图像形式信息转化为数

字信息，通过提取农业病虫害图像信息中的特征对病虫害进行

分析识别。该技术可以快速的收集病虫害信息，但是信息收集

范围较小，容易出现误差。文献 ［９］提出了一种分布式移动

农业病虫害信息采集与诊断系统设计方法。该系统含有信息处

理服务器和小型图像采集设备，小型图像采集设备可以通过自

身的小巧性采集到人视线盲区的病虫害图像信息。该技术实现

了农业病虫害的精准定位，但是系统设备费用较高，而且农业

病虫害监控系统的服务器负载较大。文献 ［１０］提出了一种基

于云视频监控的病虫害监控系统设计方法。该系统可以在监控

农作物生长状况的同时观察农作物的病虫害发生情况，并将相

关数据保存到服务器，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服务器来了解农作物

的生长和病虫害发生的情况。但该系统的监控范围较小，及时

性较差。

１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现代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

设计

　　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可将病虫害的位置、病虫害信息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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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发生时间通过物联网技术传输到病虫害监控服务器的平

台，适用于各种农田类型的环境。物联网技术的现代病虫害监

控系统应该健全用户的权限设置，并保证系统的安全运行，从

而使物联网技术的现代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能够不受限制的运

作。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现代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中用户只需要

登录网站并通过验证，就可以查看所有监控点采集的农作物信

息数据，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现代农业病虫害系统设计图如图１

所示。

图１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现代农业病虫害系统设计图

２　现代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硬件设计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现代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的硬件由用户

管理模块、数据查询模块、图片管理模块、接收数据模块、设

备控制模块和预警模块等模块构成。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现代农

业病虫害系统硬件总模块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物联网技术的现代农业病虫害系统硬件总模块图

２１　现代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用户管理模块

监控系统的访问采用的是权限验证，系统管理员可以制定

普通用户、高级用户和管理员等不同的访问权限，并将其保存

在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的数据库中。当用户登录系统时，每种

用户所对应的服务器页面是不相同的，普通用户登录系统时，

系统中只显示监控点农作物的环境信息和病虫害发生情况信

息；高级用户不仅可以看到农作物的基本信息，还可以实现与

监控点的数据传输。而系统管理员除了拥有普通用户和高级用

户的权限外，还可以查看所有用户的信息、修改用户信息、用

户的访问权限和密码、新增或参数用户等权限，农业病虫害监

控系统用户管理模块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现代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用户管理模块图

２２　现代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数据查询模块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现代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中数据查询模

块的主要功能是查询监控点农业病虫害的信息数据，使用监控

系统的用户不仅能够查询数据开始和结束的时间还可以指定查

询监控点及农作物和病虫害的种类。现代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

数据查询模块图如图４所示。

图４　现代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数据查询模块图

２３　现代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图片管理模块

现代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中的图片管理模块可以让用户直

接观察到农作物受病虫害危害的程度。同时监控系统设置了上

传模块，其功能是确定农作物的病情。用户可以利用摄像设备

拍摄农作物的照片，并将照片上传到监控系统的服务器，服务

器可以按照照片的种类和时间将照片保存到制定的位置。这种

上传方式较为灵活，用户在上传照片的同时，还应填写照片拍

摄的时间和监控地点方便监控系统服务器的储存。专家和学者

可以通过系统看到用户上传到服务器的照片，进行分析和

解答。

２４　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接收数据和设备控制模块

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中接收数据模块的功能是接收监控点

采集的农作物数据。监控点采集农作物生长环境的信息和病虫

种类的信息，然后将采集的数据信息通过物联网传送到服务

器。设备控制模块的功能是控制监控点传送的数据信息，专家

和学者可以有目标性的收取有用的农作物数据信息。农业病虫

害监控系统接收数据和设备控制模块图如图５所示。

图５　病虫害监控系统接收数据和设备控制模块图

２５　现代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预警模块

现代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的预警模块主要功能是在危害发

生前发出警示信号，并采取有效的控制病虫害的措施，减小给

用户带来的损失。农业专家和学者对病虫害的图像和数据进行

分析，进一步确定病虫害的种类，并设置病虫害发生程度的报

警临界点，其目的是为了使病虫害监控系统预警模块能够准确

无误的进行报警，将用户的损失降到最小。

３　现代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软件设计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软件设计中，数据

传输可以方便地实现物联网文件和多媒体信息数据的传输。通

过对物联网农业病虫害的资源进行分割和优化，实现物联网农

业病虫害的数据传输，利用簇间优化机制解决物联网病虫害监

控系统中监控点区域路径抖动的问题，最终使农业病虫害监控

系统稳定运行。

物联网中的传感器开始工作时，负责病虫害上传工作的物

联网节点将数据信息以数字的形式发送，物联网节点犻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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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数据信息后，将病虫害发生的位置和物联网节点间的距

离进行计算，计算完成后得到最近的节点作为物联网簇头节点

（ＣＨ节点）。确定了病虫害的物联网簇间区域后，节点犻被记

为物联网节点 （ＰＣＨ节点），并将病虫害数据信息以 Ｈｅｌｌｏ形

式传播到物联网ＣＨ节点中。因为 Ｈｅｌｌｏ形式包含了物联网节

点的全部能量消耗信息，可以计算出物联网病虫害监控网络节

点的能量消耗速率。但ＣＨ节点需要首先考虑监控区域内的其

他节点能量的消耗情况，再根据物联网节点的排序情况进行更

新，从而可以对当前物联网ＣＨ节点的情况进行估算。

ＣＨ节点在接收到 Ｈｅｌｌｏ形式分组之后，计算节点犻的物

联网能量自感阈值犎犇狅狅狉（犻）：

犎犇狅狅狉（犻）＝
犎（犻）

∑
犼∈犆犎

犎（犼）
（１）

式中，犎（犻）表示物联网中节点犻已经消耗完的能量，犼属于节

点犻同一监控点的其它ＰＣＨ节点。

若节点犻要成为ＣＨ 节点，必须通过公式 （１）计算物联

网路径自感阈值，由于监控点中的任意一个节点都有可能被选

为物联网中的ＣＨ节点，设任意一个节点为犻，它的物联网自

感阈值为犎犇狅狅狉（犻），物联网的阈值越大，表示节点的病虫害数

据传输性能就越好，一旦物联网中ＣＨ节点出现故障，那么犻

节点被选中几率就越高。通过计算的阈值加权∑犎犇狅狅狉（犻），
并考虑当前节点对下一时间段的监控节点阈值存在的正向数据

传输反馈，计算出系数μ犻进行ＣＨ节点判断：

μ犻 ＝
犎犇狅狅狉（犻）

∑犎犇狅狅狉（犼）
犎犇狅狅狉（犆犎） （２）

　　只有当μ犻的数值比犎犇狅狅狉（犆犎）大时，才能对物联网簇头

节点进行替换。因为公式 （２）中得到的结果对节点替换的影

响较大，所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的监控点周期犜中，节点犻为

物联网ＣＨ节点消耗的时间犜犻犿犲（犻）为：

犜犻犿犲（犻）＝λ犜ω（１－ω）
∑
犼∈犆犎

犎（犼）

犎（犻）
（３）

式中，λ∈ ［０，１］为物联网数据传输中的路径调整因子，犜 ∈

［０，１］所表示的是物联网簇头节点的监控点更新周期，ω∈ ［０，

１］代表的是物联网数据传输中的路径递归因子。只有当

犜犻犿犲（犻）比犜大时，才可以进行物联网ＣＨ节点更新的程序。

选取某个物联网ＣＨ节点在接收病虫害监控系统中ＰＣＨ

节点发送的病虫害数据，在带宽犅网络环境中，将病虫害数

据分割成犖狌犿 个独立的病虫害信息流进行物联网技术中的数

据传输，在物联网技术中，数据传输ＣＨ节点可以作为病虫害

数据传输中的节点，由公式 （２）、（３）可通过选取物联网中的

节点可以减小少病虫害数据传输过程所用的能量，因此对物联

网技术下病虫害数据传播的节点犻而言，通过计算数据传播过

程中消耗的能量犎（犻）与网络中其他节点的能量消耗 犎（犼）的

比值，在减少数据传输过程中消耗能量的同时，对物联网数据

传输带宽进行重新分配。而且在数据传输过程中不能超过物联

网带宽犅，所以在进行物联网数据传播过程中将病虫害数据

分成犖狌犿 条子路径，其计算公式为：

犖狌犿 ＝η（１－η）
∑
犼∈犆犎

犎（犼）

犎（犻）
犅 （４）

　　其中：η代表监控节点中的个数的倒数，实质为调节参数。

物联网中的节点对病虫害数据完成分割后，用ＣＨ节点将

监控点中的犖狌犿 个独立病虫害数据传输到下一个ＣＨ节点时，

若下一个节点是犼节点，那么μ犻、犜犻犿犲（犻）就能与节点犼形成

最大化比例，即μ犻、犜犻犿犲（犼）与μ犻、犜犻犿犲（犼）的比值都为最大

时，病虫害数据传输中节点犻所消耗的能量最少，所用的时间

最短，满足函数犉ｃｏｓ狋：

犉ｃｏｓ狋 ＝φ
μ犻

μ犼
＋（１－φ）

犜犻犿犲（犻）

犜犻犿犲（犼）
（５）

　　其中：φ为病虫害数据传输节点中的比例系数。

通过计算ＣＨ节点与监控点中其他节点之间的函数关系，

选取最大函数所对应的节点犼作为物联网中下一跳的节点，完

成物联网技术的病虫害数据传输路径的优化选取过程。

物联网ＣＨ节点在选取病虫害数据传播路径时，对监控点

中的下一个节点进行搜索，并通过公式 （４）、（５）计算得到最

好的数据传输函数，实现了物联网的病虫害数据传输。

４　测试与验证

整个系统在东北农业大学玻璃温室实地测试。以农业病虫

害监控系统为基础，利用物联网技术数据传输方式组成测试系

统，网络传输层采用ＳＩＭＣＯＭ 公司的低功耗ＳＩＭ９００Ａ模块。

对现代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工作时数据传输的效果进行测试。

测试选取的病虫害数据都是原始数据，数据传输过程中，

每次发送的病虫害上传数据包为２６０个，现代农业病虫害监控

系统工作时物联网的带宽速度为２０～３０ｋｂ／ｓ。分别在物联网

技术下和原始网络技术下进行病虫害数据传输实验。实验数据

如表１、表２所示。

表１　原始网络技术下的传输数据

序号

测试项

Ｐｉｎｇ

最大值

Ｐｉｎｇ

最小值

Ｐｉｎｇ

平均值

接收数

／个

丢包数

／个

丢包率

／％

１ １５２３６ ４５２１ ８５４６ ２１３ ４１ １３．４４

２ １４９５８ ３６５２ ８３２５ ２３４ ３１ １１．５６

３ １６７８５ ４１７８ ９３２５ ２６１ ５２ １７．６４

４ １５６３２ ４９５８ １０２３５ ２１４ ５６ １７．２４

５ １４２１３ ４１５６ ９３５４ ２１７ ４２ １６．５３

平均 １５３６５ ４２９３ ９１５７ ２２８ ４４ １５．２８

表２　物联网技术下的传输数据

序号

测试项

Ｐｉｎｇ

最大值

Ｐｉｎｇ

最小值

Ｐｉｎｇ

平均值

接收数

／个

丢包数

／个

丢包率

／％

１ ５６４８ ２１０８ ３１２５ ２３５ ３２ ９．２３

２ ６２３７ ２０４８ ３４２６ ２１３ ３６ １１．３２

３ ５３９８ ２３１２ ３２０１ ２４１ ２４ ７．４５

４ ６１４５ ２１５４ ３０１５ ２３６ ２３ ８．２３

５ ６０２８ ２０６９ ３３１４ ２２５ ２６ ７．４８

平均 ５８９１ ２１３８ ３２１６ ２３０ ２８ ８．７４

对比表１表２可知，病虫害原始数据在数据传输测试中，

因为网络环境的影响出现了数据丢包问题，其中数据丢包率最

高达到１５．２８％。使数据传输过程中网络的延迟较为严重。在

原始网络下，数据传输过程中病虫害数据不完整、数据延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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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较为严重，不能准确体现实际情况。测试结果表明，在数

据传输过程中传送的数据越少，网络的延迟时间越少，同时数

据的丢包率也就越少。在基于物联网技术的现代农业病虫害监

控系统中，减少数据传输所传输的数据量可以提高数据的传输

速度，确保数据传输的准确性，同时节省了监控系统的费用。

分别采用本文方法和文献 ［７］方法和文献 ［８］方法进行

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接收病虫害图像的实时效率 （％）测试，

通过对单位时间内监控系统接收图像信息的数量 （个）进行对

比，对比结果如图６所示。

图６　不同方法监控系统接收病虫害图像实时性对比

从图６中可以分析得出，本文方法接收图像的实施效率要

优于文献 ［７］方法和文献 ［８］方法。本文中的农业病虫害监

控系统是采用物联网技术完成的，采用物联网技术下的监控系

统可对农作物的图像进行采集和传送，提高了现代农业病虫害

监控系统的实施效率，保障了病虫害监控系统传送信息的准

确性。

图７为网络带宽的变化对３种方法下的监控系统运行的影

图７　网络带宽变化对不同监控系统运行的影响

响结果。当网络带宽较大时，最大病虫害数据传输位数越大，

系统传输延时就越小。

分析图７可知，不同的网络带宽对采用本文方法设计的现

代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传输病虫害信息传输位数影响不大，相

比文献 ［９］方法和文献 ［１０］方法设计的监控系统传输病虫

害信息延时较短，使监控系统能够及时收取到信息，保证了系

统运行的整体性能。

５　结束语

我国现阶段的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面临着劳动量较大、监

控范围较小及数据的传输较为缓慢等问题。为此，提出一种基

于物联网技术的现代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设计方法。采用该方

法设计的系统可以通过监控点收集和传送图像信息、实现数据

传输的实时性，同时减小了劳动量。最大程度的方便了用户和

专家的工作，为农业病虫害监控系统的稳定运行提供了保障。

参考文献：

［１］龚燕飞，聂宏林．基于农业物联网技术的农业种植环境监控系统

设计与实现 ［Ｊ］．电子设计工程，２０１６，２４ （１３）：５２ ５４．

［２］李金灿，陈皓勇．关于电力系统远程监控优化配置设计 ［Ｊ］．计

算机仿真，２０１６，３３ （３）：３８９ ３９４．

［３］邓国斌，沈　萍．视觉物联网下的农业区域干旱自动调节系统设

计 ［Ｊ］．科技通报，２０１６，３２ （１２）：１０５ １０９．

［４］王　丹，陈泽宗，陈　曦．基于Ｃ８０５１Ｆ０２０的微波雷达远程监控

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Ｊ］．科学技术与工程，２０１５，１５ （１５）：５０

５４．

［５］王雪瑞，周　岩．分布式空气质量远程集中监测管理系统设计

［Ｊ］．计算机测量与控制，２０１５，２３ （７）：２３１４ ２３１７．

［６］徐东甫，白　越，宫　勋，等．基于六轴多旋翼飞行器的赤眼蜂

投放系统设计与试验 ［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６，４７ （１）：１ ７．

［７］房亚群，谷利芬，张　莉．基于物联网农业病虫害智能监控的自

动喷药机研究 ［Ｊ］．农机化研究，２０１７，３９ （８）：２２４ ２２７．

［８］苏一峰，杜克明，李　颖，等．基于物联网平台的小麦病虫害诊

断系统设计初探 ［Ｊ］．中国农业科技导报，２０１６，１８ （２）：８６

９４．

［９］姚　青，张　超，王　正，等．分布式移动农业病虫害图像采集

与诊断系统设计与试验 ［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７，３３ （Ｓ１）：

１８４ １９１．

［１０］夏　雪，丘　耘，胡　林，等．云视频监控在苹果园病虫害防治

中的应用 ［Ｊ］．江苏农业科学，２０１５，４３ （１２）：

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

４６５ ４６８．

（上接第６７页）

［２］张晋寅，蒋龙生，赵　淼，等．数字式无线工频电场测量仪的研制

［Ｊ］．高压电器，２０１１，４７ （８）：２２ ２７．

［３］陈冬梅，潘樱子，胡　超，等．手持式智能三轴磁场检测与定向仪

的设计 ［Ｊ］．仪表技术与传感器，２００９ （３）：１３７ １３９，１４２．

［４］张文波，吴登刚，新纪夫，等．便携式微弱磁场传感器的研究

［Ｊ］．传感器与微系统，２０１０，２９ （１０）：４６ ４８．

［５］卢秀和，李建波．基于ＳＴＭ３２的四旋翼姿态控制系统 ［Ｊ］．计算

机测量与控制，２０１４，２２ （３）：７６１ ７６３，７７２．

［６］徐国明，徐燕明，曹　达，等．基于ＳＴＭ３２与 ＡＤ７６０６的高精度

和快速响应数字多功能表的设计 ［Ｊ］．电测与仪表，２０１５，５２

（１２）：１０２ １０７．

［７］王小进，涂　煜．基于ＡＤ７６０６的继电保护数据处理设计 ［Ｊ］．船

电技术，２０１４，３４ （９）：４６ ４９．

［８］黄一菲，郑　神，吴　亮，等．坡莫合金磁阻传感器的特性研究和

应用 ［Ｊ］．物理实验，２００２，２２（４）：４５ ４８．

［９］吴建平，李　吉，葛　青．基于ＡＶＲ单片机的电磁场监测仪设计

［Ｊ］．中国测试，２０１１，３７ （１）：４７ ５１．

［１０］张国雄，李醒飞，等．测控电路 （第４版） ［Ｍ］．北京：机械工

业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１］刘冲冲，顾金良，宋　巍，等．强电磁场环境下数据采集实现方

法研究 ［Ｊ］．电子测量技术，２０１６，３９ （３）：１５１ １５３，１６１．

［１２］杨　菲，周凤星．基于ＡＲＭ的蓝牙通信模块的设计与实现 ［Ｊ］．

通信技术，２０１１，４４ （３）：１１３ １１５．

［１３］马旭旭，许　新．一种具有蓝牙功能的ＩＣ卡预付费电能表设计

［Ｊ］．电气技术，２０１６ （６）：１６０ １６３．

［１４］张　群，杨　絮，张正言，等．蓝牙模块串口通信的设计与实现

［Ｊ］．实验室研究与探索，２０１２，３１ （３）：７９ ８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