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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慧养殖业是指运用电子信息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对养殖生产全过程进行智能化管理和

优化,以提高养殖效益和产品质量。智慧养殖业中应用到的电子信息技术有以下几种。(1)物联网

(IoT)技术:通过在养殖场安装传感器和监控设备,实时收集养殖场的环境数据,实时监测动物的

生长状况、行为习惯等,为养殖场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持。(2)大数据分析技术: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养

殖动物的生长规律、疫病预防和控制要点等,从而提高养殖效益。(3)人工智能(AI)技术:对养殖

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实现对养殖场的自动化管理;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疫病诊断,自动识别患病

动物并采取相应措施,降低疫病传播风险。(4)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养殖场信息的实时传递和共

享,方便养殖户、兽医、专家等各方进行沟通交流,为养殖户提供智能服务。(5)云计算技术:将养殖

场的数据存储在云端,实现数据的集中管理和高效利用;以为养殖场提供强大的计算能力,支持复

杂的数据分析和模拟。(6)3S
 

技术(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对养殖场的地形、地

貌、土壤等进行全面调查,为养殖场选址、规划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总之,电子信息技术在智慧养

殖业中的应用,有助于提高养殖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并保障养殖产品的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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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elligent
 

breeding
 

industry
 

refers
 

to
 

the
 

use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management
 

con-
cepts,

 

intelligent
 

manag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breeding
 

produc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breeding
 

and
 

product
 

quality.
 

There
 

are
 

several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used
 

in
 

the
 

intelligent
 

breeding
 

industry.
 

(1)
 

Internet
 

of
 

Things
 

(IoT)
 

technology:
 

Through
 

the
 

installation
 

of
 

sensors
 

and
 

monitoring
 

equipment
 

in
 

the
 

farm,
 

real-time
 

collection
 

of
 

environmental
 

data
 

of
 

the
 

farm,
 

real-time
 

monitoring
 

of
 

animal
 

growth
 

conditions,
 

behavioral
 

habits,
 

etc.,
 

to
 

pro-
vide

 

accurate
 

data
 

support
 

for
 

the
 

farm.
 

(2)
 

Big
 

data
 

analysis
 

technology:
 

Through
 

data
 

analysis,
 

we
 

can
 

find
 

the
 

growth
 

law
 

of
 

farmed
 

animals
 

and
 

the
 

key
 

points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breeding.
 

(3)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intelligent
 

analysis
 

of
 

breeding
 

data
 

to
 

achieve
 

automated
 

farm
 

management;
 

Disease
 

diagno-
sis

 

throug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utomatically
 

identify
 

sick
 

animals
 

and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reduce
 

the
 

risk
 

of
 

disease
 

transmission.
 

(4)
 

Mobile
 

Internet
 

technology:
 

realize
 

real-time
 

transmission
 

and
 

sharing
 

of
 

farm
 

information,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between
 

farmers,
 

veterinarians,
 

experts
 

and
 

other
 

parties,
 

and
 

provide
 

intelligent
 

services
 

for
 

farmers.
 

[收稿日期] 2023-11-13
[作者简介] 郑泽林(2003-

 

),男,陕西咸阳人,本科,主要从事
电子信息技术研究工作。E-mail:1721853253@
qq.com

 *[通信作者] 曹贵方
 

(1963-),男,内蒙古林西人,博士,教授,
主要从事家畜种业与繁育生物技术研究工作。
E-mail:guifangcao@126.com

(5)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the
 

data
 

of
 

the
 

farm
 

is
 

stored
 

in
 

the
 

cloud
 

to
 

achieve
 

centralized
 

data
 

management
 

and
 

efficient
 

use;
 

Provides
 

powerful
 

computing
 

power
 

for
 

farms
 

to
 

support
 

complex
 

data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6)
 

3S
 

technology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geographic
 

infor-

mation
 

system,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
 

to
 

conduc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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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e
 

topography,
 

landform,
 

soil,
 

etc.,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locatio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farms.
 

In
 

short,
 

the
 

application
 

of
 

elec-
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the
 

intelligent
 

breeding
 

in-
dustry

 

help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breeding
 

produc-
tion,

 

reduce
 

production
 

costs,
 

and
 

ensur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breeding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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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养殖业是指运用电子信息技术和先进管理

理念,对养殖生产全过程进行智能化管理和优化,以
提高养殖效益和产品质量。通过应用各种电子信息

技术手段,提高养殖业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同时保障养殖产品的质量安全。智慧养殖业中应用

到的电子信息技术有物联网(IoT)技术、大数据分

析技术、人工智能(AI)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云计

算技术、3S
 

技术(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

位系统)等。

1 物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和人工智能

技术在智慧养殖业中的应用

  物联网(IoT)技术在智慧养殖业中具有重要作

用,通过将养殖场的各种设备和系统连接到互联网,
实现实时监控、数据收集和智能管理。大数据分析

技术在智慧养殖业中具有重要作用,可以帮助养殖

户更好地了解养殖场的状况,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

产成本,并保障养殖产品的质量安全。人工智能

(AI)技术在智慧养殖业中具有重要作用,可以提高

养殖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并保障养殖产品的质

量安全。以下是物联网(IoT)技术、大数据分析技

术和人工智能(AI)技术在智慧养殖业中的主要应

用。(1)环境监控:通过在养殖场安装温度、湿度、光
照、气体浓度等传感器,实时收集养殖场的环境数

据,为养殖场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持。同时,可以对养

殖场的环境进行智能调控,确保动物生活在适宜的

环境中。(2)动物监测:利用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测动

物的生长状况、行为习惯等,例如通过智能穿戴设备

监测动物的体重、运动量等数据,帮助养殖户了解动

物的健康状况,提前发现潜在问题。(3)饲料与营养

管理:通过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测饲料的摄入量、品质

和动物的营养需求,为养殖户提供精确的饲料配比

建议,确保动物摄入均衡的营养。(4)疾病预防与控

制: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对动物健康状况的实时监

测,发现异常情况时,可以及时向养殖户和兽医专家

发送预警信息,降低疫病传播风险。同时,借助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对动物的疾病进行诊断和

预测,为养殖户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案。(5)智能养殖

设备:通过物联网技术将养殖场的各种设备(如自动

喂食器、自动清粪机等)连接起来,实现设备的远程

控制和自动化管理,降低养殖户的劳动强度。(6)数
据分析与决策支持:借助物联网技术收集的大量养

殖数据,结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分析,为养

殖户提供科学的饲养管理策略,帮助养殖户提高养

殖效益。(7)精准养殖: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根据动物

的品种、年龄、性别、生长阶段等信息,为养殖户提供

个性化的养殖方案,实现精准养殖。

2 移动互联网技术在智慧养殖业中的应用

移动互联网技术在智慧养殖业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它可以帮助养殖户实时了解养殖场的信息,提高

养殖管理水平。以下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在智慧养殖

业中的主要应用。(1)数据监测与查询:通过移动互

联网技术,养殖户可以实时查看养殖场的环境数据

(如温度、湿度、光照等)、动物生长状况、饲料摄入量

等,及时了解养殖场的运行状况。(2)智能报警系

统:当养殖场出现异常情况(如动物疾病、环境异常

等)时,移动互联网技术可以及时向养殖户发送报警

信息,提醒养殖户采取相应措施,降低风险。(3)远
程控制与监控: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养殖户可以随

时随地对养殖场设备进行远程控制和监控,如自动

喂食器、自动清粪机等,实现养殖设备的智能化管

理。(4)移动办公:移动互联网技术可以为养殖户提

供便捷的移动办公平台,养殖户可以通过手机或其

他移动设备处理养殖业务,如记录动物生长数据、查
看养殖报表等,提高养殖管理效率。(5)兽医在线诊

断:移动互联网技术可以连接养殖户与兽医专家,实
现在线诊断和咨询服务。当动物出现健康问题时,
养殖户可以随时向兽医专家请教,获取专业的治疗

方案。(6)饲料与营养管理:移动互联网技术可以帮

助养殖户实时了解饲料的摄入量、品质以及动物的

营养需求,为养殖户提供精确的饲料配比建议,确保

动物摄入均衡的营养。(7)知识普及与培训:移动互

联网技术可以为养殖户提供丰富的养殖知识、技巧

和培训资源,帮助养殖户提高养殖技能,提高养殖

效益。

3 云计算技术在智慧养殖业中的应用

云计算技术在智慧养殖业中的应用主要表现为

以下几个方面。(1)数据分析与预测:云计算技术可

以对养殖业中的大量数据进行实时收集、分析和处

理,帮助养殖户了解动物的生长状况、饲料摄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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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化等,并根据这些数据进行预测,为养殖户提

供更精确的养殖建议。(2)智能监控系统:利用云计

算技术,可以构建一套智能监控系统,实时监测养殖

场的环境数据(如温度、湿度、光照等)、动物生长状

况等,并通过移动设备将这些数据实时传输给养殖

户,方便养殖户随时了解养殖场的运行状况。(3)资
源共享与优化:云计算技术可以实现养殖业中各种

资源的共享与优化,如饲料、兽医服务、养殖技术等。
通过搭建养殖业云平台,养殖户可以随时随地获取

这些资源,降低养殖成本,提高养殖效益。(4)智能

管理与自动化:云计算技术可以结合人工智能、物联

网等技术,实现养殖场的智能管理和自动化。例如,
自动喂食器、自动清粪机等设备的远程控制与监控,
以及养殖场的环境调节、病疫预防等自动化管理。
(5)在线诊断与咨询服务:云计算技术可以连接养殖

户与兽医专家,实现在线诊断和咨询服务。养殖户

可以通过云平台向兽医专家请教养殖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获取专业的解决方案。(6)信息安全与溯源:
云计算技术可以保障养殖业数据的安全性,防止数

据泄露、篡改等。此外,云计算技术还可以实现养殖

业的信息溯源,帮助养殖户追踪动物的繁殖、生长、
销售等各个环节,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4 3S技术(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

定位系统)在智慧养殖业中的应用

  3S技术(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

统)在智慧养殖业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可以为养

殖业提供实时、准确的数据支持,帮助养殖户实现智

能管理,提高养殖效益,具体应用如下。(1)遥感技

术(remote
 

sensing,RS):遥感技术可以用于获取养

殖场地的遥感图像,通过分析遥感图像,可以了解养

殖场地的地形、地貌、植被、土壤等基本信息。此外,
遥感技术还可以监测养殖场地的环境变化,如气候、
降水、蒸发等,为养殖户提供实时的养殖环境信息。
(2)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s,
GIS):地理信息系统可以用于处理、分析和展示养

殖相关的空间数据,如养殖场地的地理位置、地形、
土壤类型等。通过

 

GIS
 

系统,养殖户可以了解养殖

场地的具体情况,制定合适的养殖方案。同时,GIS
还可以用于养殖业的区域规划、资源配置、疫病防控

等方面,帮助养殖户实现智能化管理。(3)全球定位

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s,GPS):全球定位

系统可以提供养殖场地的精确地理位置信息,以及

养殖动物的实时位置信息。通过GPS技术,养殖户

可以实时监控养殖动物的运动轨迹,了解其活动范

围和活动强度,为养殖户提供科学的饲养建议。

5 电子信息技术在养殖业的应用前景

电子信息技术在智慧养殖业中的应用,有助于

提高养殖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并保障养殖产品

的质量安全。智慧养殖的信息化、数据化、可视化、
动态化、量化管理,可实现生态养殖的每一个个体的

全生命周期档案管理。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

信息技术在养殖业的应用将更加广泛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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