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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现有农产品信息服务存在的数据质量低、整合难、流通差等问题和大数据时代的工作要求，依托物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设计一种基于大数据的农产品信息服务云平台。数据获取层主要利用物联网感知采集数

据，在大数据中心完成数据转换、处理、分析，通过应用层可视化展示实现“4A”应用。平台进行云化管理，为不同

参与主体提供按需服务，将大数据技术应用于农产品信息服务领域，实现农产品大数据的实时共享，有利于农产品数据

资源的有效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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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is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formation services, with problems of poor data quality, difficulty in 
integration, and slow circulation, cannot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big data era. This paper proposes to design a big data-
based cloud platform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Internet of Things,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On the proposed service cloud platform, Internet of Things is mainly used to sense and collect data on 
data acquisition layer, and data conversion,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are completed in big data center. "4A" applications are 
realized through visualization display on application layer. The platform, which is managed by cloud, provides on-demand 
services for different participants, applies big data technology to the fiel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realizes the real-time shar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ig data. The platform facilitates full and effective us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data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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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我国是名副其实的农产品大国，农产品相关数据量井

喷式地增长，使得原有的农产品数据处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

大数据时代农产品信息服务工作的需要。因此，急需加快推

进农产品信息化，利用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5G网络、区块链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农产品信

息服务平台，让农产品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插上信息化的

翅膀。

2  目前农产品信息服务中存在的问题(Problems in 
information servi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在我国农产品信息服务领域，农产品信息不对称，“卖

难”和“买难”现象尴尬并存，农产品生产不均衡，整体规

模庞大与个体规模分散现象长期存在，加上城乡数字鸿沟，

致使同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

(1)农产品信息资源质量较低。一方面农民文化水平相

对不高，没有能力也不爱学习农业信息技术，拉低了农产品

信息资源采集质量；另一方面，偏远山区农村信息化基础薄

弱，没有信息化系统和信息化设备，结合本地情况开发利用

的信息资源极为匮乏。

(2)农产品信息未能有效整合。农产品涉及的环节众多，

农产品全产业链较长，融合了地域性、季节性、多样性、周

期性等自身特征后产生的来源广泛、类型多样、结构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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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信息，还未出现有效的整合方案，现有的农产品信息

比较分散，大数据的优势有望从技术上改变这一问题。

(3)农产品市场信息流通不畅。农产品信息接收方式落

后、单向、滞后，尤其在农产品市场价格及供求波动方面，

在缺乏信息或信息被扭曲的条件下，广大农户一哄而上、一

哄而下，不管不顾盲目生产，难以做到对突发事件及时发现

苗头并提前应对。

产前缺乏市场信息引导，产中缺乏生产技术指导，产后

缺乏销售信息和渠道。针对这些问题，国务院印发《促进大

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发〔2015〕50号)明确提出：发展大数

据在农业等行业领域应用，构建农业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实现

数据自动化采集、网络化传输、标准化处理和可视化运用[1]。

农业农村部发布《农业部关于推进农业农村大数据发展的实施

意见》(农市发〔2015〕6号)指出：鼓励开展大数据时代农业信

息服务平台建设，更好地做好农业信息服务工作，实现农业生

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高效化、服务便捷化[2]。

3   农产品信息服务平台功能设计(Function desig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农产品信息化包括农产品种植(养殖)、生长、收获、加

工、包装、存储、运输、分销、销售全流程的信息化[3]，根据

对涉及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参与主体的调研情况，结

合提供农产品信息共享和服务这一主要目标，将平台划分为

六大系统模块。

(1)用户管理。由于农产品参与主体众多，用户群体多

样，本平台将用户类型分为政府监管人员、农产品企业、农

业科研机构、农户以及消费者五种类型，通过基于角色的访

问控制RBAC(Role-Based Access Control)权限管理模型，

构造“用户-角色-权限”授权模型，确保不同用户类型拥有

适当的权限，对应访问平台上不同的功能模块。

(2)农产品生产管控。基于农业物联网技术，利用传感

器等设备实时监测农产品生产信息，如土壤湿润度等，同时

利用智慧农业大棚等设施实现远程自动化控制，如智能灌溉

等，以此帮助农户和企业构建一套农产品生产管控解决方

案，期间积累的过程数据服务于科研机构用于农业的相关研

究[4-5]。

(3)农产品安全溯源。溯源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保

证手段，基于区块链技术解决农产品质量控制与可信追溯的

问题，融合政府监管、消费服务等功能，与农业生产管控等

模块相连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系统，实现农产品从“种

子”到“餐桌”的全生命周期管理[6-7]，农产品各方参与主体

共同建立健全农产品追溯体系，共同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

的安全”。

(4)农产品电商。借助农产品大数据实现精准在线交易，

基于互联网开放的网络环境，实现C2B模式，即农户根据用户

的订单需求定制化生产农产品；B2C模式，即商家通过平台卖

农产品给消费者；B2B模式，即商家集中采购，分发配送给中

小经销商；F2C模式，即农户通过网上平台直接卖给消费者；

O2O模式，即消费者线上买单，线下自提农产品。

(5)农技智能问答。基于5G(5th-Generation，第五代移动

通信技术)＋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构建懂业

务、知用户的农业技术服务机器人系统，为农户、企业等农

产品参与主体提供专业的技术信息服务。通过机器人智能问

答，辅以农业专家在线指导，借助手机、iPad等移动终端，

使多方不受时空限制开展互动，进行农技科普。

(6)综合信息服务。基于B/S结构(Browser/Server，浏览

器/服务器模式)建设农产品信息网站，用于对农产品信息的

发布、浏览、查询和订阅等，内容可以包括相关政策法规、

农业新闻资讯、农产品市场信息等，力争实现农产品信息的

及时、畅通。

4  构建农产品大数据应用架构 (Bui ld ing  b ig 
data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随着农业物联网的风生水起和农业信息化的不断深入，

诸如农产品信息服务平台等智慧农业系统不断投建，农业大

数据时代也应运而来。如何有效利用农业大数据服务农业现

代化是当下热点[3,8]。图1展示了一种农产品大数据应用架构，

图2是其网络拓扑结构。在这种设计中，将农产品大数据应用

简单分为三层，即数据获取层(物联网感知层)、大数据处理中

心(业务平台层)和数据应用层(应用展示层)。

 

图1 农产品信息服务平台的大数据应用架构

Fig.1 Big data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图2 农产品信息服务平台的组网拓扑图

Fig.2 Network topolog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在数据获取层，利用多种方式采集数据。可以手动录入

数据，如各参与主体的原始数据批量导入；可以与其他农业

系统对接采集数据；可以利用手机、iPad等移动终端拍照、

扫码等采集数据，利用基于位置的服务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s)来获取设备/人员的所在位置；甚至可以使用无人机

或人造卫星等采集农产品信息。从网络拓扑结构来看，更多

的是通过物联网的感知来采集数据，通过LoRa(Long Range 

Radio，远距离无线电)、ZigBee、Wi-Fi等技术采集农产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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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数据，如空气的光照度、土壤的湿润度、水质的PH值。

数据采集的方式越来越多，数据类型也越来越多样化，

各种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不断产生，这些

数据通过无线传感器网络(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WSN)、局域网(Local Area Network，LAN)或5G网络传

输到大数据中心。在大数据中心数据处理中，首先要利用

“ETL(Extract-Transform-Load)”技术，结合利用网络

爬虫爬取来自互联网的农产品数据，将这些数据经过抽取、

清洗、转换之后加载到数据仓库。利用开源工具Sqoop，实

现Hadoop(HDFS)与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MySQL等)之间进

行数据的传递，将分散、零乱、标准不统一的数据整合到

一起。本设计中，非结构化数据还是采用NoSQL数据库的

HBase数据库分布式存储，全文检索等搜索引擎采用Solr搜

索应用服务器，统一的资源管理和调度采用YARN资源管

理器，大数据集群计算环境采用专为大规模数据处理而设计

的Spark计算引擎，查询、分析等采用基于SQL(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的查询计算工具Impala[4,9-10]。

这些农产品数据经过大数据中心处理后，针对本信息

服务平台六大功能模块开展大数据分析、数据挖掘，完成

大数据可视化，实现平台的“4A”应用：任何设备(Any 

Device)、任何时间(Any Time)、任何地点(Any Where)、任

何人(Any One)，让包括本平台五种用户类型的所有人，可以

打破时空局限，随时随地访问农产品信息服务平台。

5  农产品信息服务云平台设计(Design of cloud 
platform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formation 
service) 
为了以低成本的方式提供规模可伸缩的高可用的农产品

信息服务，省去购买软、硬件以及建立现场大数据中心的费

用，本设计引入云计算技术来构建农产品信息服务平台。

“云计算”在其概念提出的10多年间，取得了飞速的发

展与翻天覆地的变化，包含SaaS(Software-as-a-Service，

软件即服务)、PaaS(Platform-as-a-Service，平台即服务)和

IaaS(Infrastructure-as-a-Service，基础设施即服务)。

如图3所示设计的农产品服务云平台架构[5,7]，将各类资

源利用虚拟化技术进行高效统一的整合，应用先进的大数据

处理、分析技术对其进行云化管理，以满足不同参与群体的

需求。

 

图3 农产品信息服务平台的云应用架构

Fig.3 Cloud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农产品数据存储层(IaaS层)：将计算资源，包括服务器、

存储、网络和农产品数据等，利用VMware虚拟化技术提供可

扩展的弹性的云服务给用户，用户按需购买资源，而不必购

买全部硬件。

农产品数据处理层(PaaS层)：将平台运行环境等构建成

统一的自动化协调的分布式运行环境，以服务的形式或以

API、SDK的形式提供给用户，简化应用的部署、运行等。

农产品数据交互层(SaaS层)：面向终端客户，提供一站式

的解决方案，以本设计的农户为例，可以利用农技智能问答系

统获取专业知识，可以利用农产品电商平台进行在线交易等。

集中管理平台：有效管理整个服务平台，确保整个服务

平台安全稳定。

6   结论(Conclusion)
针对当下农产品信息服务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农产品数

据格式多样、物理分散等特征，设计了一种基于大数据的农

产品信息服务云平台，以期打破不同农业数据库的“数据孤

岛”，突破不同农业应用系统的“服务孤岛”，实现农产品

大数据的有效共享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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