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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科技战略研究院

国家农业科技发展战略智库联盟 2021 年 4 月 6 日

关于加快建设国家智慧耕地保护技术平台体系的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

必须把关系十几亿人吃饭大事的耕地保护好”、“突出抓好耕

地保护和地力提升”。实施耕地保护战略，最关键的是要做到

家底清楚、监控及时、预警准确、决策正确。面对严峻的耕

地保护形势，加强我国耕地资源数量、质量、生态变化监测

预警工作迫在眉睫，需要从国家层面统一规划布局建设国家

智慧耕地保护技术平台体系，强化耕地保护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全面提升我国耕地保护科技支撑服务能力。中国农业大

学国家农业科技战略研究院组织有关专家就此进行了研究，

提出如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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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耕地保护处于多种风险交错叠加关键时期

1、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及“抛荒”等问题严峻，优

质耕地不断减少。我国耕地面积由 2009年的 20.31亿亩减少

到 2017 年的 20.23亿亩，未来至少还要占用 2200—4400万

亩的优质耕地；当前我国耕地“非粮化”率在 27%左右；全国

山区耕地撂荒率为 14.32%。

2、耕地后备资源减少，重心北移加剧了耕地利用生态

风险。2016年调查结果显示，全国耕地后备资源总量较上一

轮调查减少了 3000万亩；2000-2018年，我国耕地重心向西

北方向迁移了 57km，严重扭曲了水土资源和粮食生产的资

源配置，加大了北方区域生态风险。

3、耕地质量多类型退化叠加，保护性利用面临严峻挑

战。东北黑土地量减质退、华北地下水漏斗持续扩大、西北

土地荒漠化问题依然严峻、土壤污染状况严重、土壤酸化、

耕地盐渍化多种退化类型叠加，生态后果堪忧，形成了耕地

修复和保护前所未有的难题和挑战。

二、建设国家智慧耕地保护技术平台意义重大

一是从国际发展趋势来看，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耕地资

源全要素实时动态感知技术与遥感、网络、传感器的系统化

配套，并研发了系列智能感知和协同化作业设备。监测内容

从耕地数量转移到耕地质量、生态环境和生产能力等综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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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二是从我国发展需求来看，我国在国土调查、国土信息

化建设方面积累了大量技术经验和实践成果，自然资源部运

用国产高分系列航天卫星遥感影像形成了完备的耕地资源

“十年一详查，每年一更新”技术体系，但目前监测内容关键

要素不系统、网络站点分散、方法技术智能化处理不够，限

制了耕地保护的事前预警、事中调控、粮食生产全流程的决

策管理。在耕地监测预警科技化、智能化方面仍处在基础研

究和技术积累阶段，整体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差 15~20年。

三是从国内技术积累来看，近 10 年来，中国农业大学

作为全国首批国产卫星数据应用单位，与国内外相关机构合

作，目前已经完成全国耕地质量数据存储集群和遥感数据存

储集群建设，构建了多源数据库，数据量约 164.1TB，数据

集个数 15个。在软硬件方面，现有服务器共计 23台，存储

容量约 500TB，内存约 650GB；软件方面包括主要的商业软

件、GIS开源软件以及拥有自主研发知识产权的全国耕地质

量数据管理系统、高分一号数据预处理系统、遥感数据格网

化系统，形成了主要农作物、农业资源、耕地质量、自然灾

害等进行动态监测的专业化响应能力。中国农科院、中国科

学院等有关机构也积累了相关领域重要技术成果。迫切需要

国家从总体上构建智慧耕地保护技术平台体系，强化耕地保

护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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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体建议

国家智慧耕地保护技术平台体系要以耕地的粮食生产

能力和综合保障提升为核心，以全面掌握我国耕地数量-质量

-生态状况的动态变化规律、预测预警变化态势、提升耕地生

产潜力和综合保障为目标，融合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移动互联和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度实现国

家及全球尺度耕地时空格局、作物类型以及生产能力全面系

统动态监测，并朝着立体化、实时化、定量化和智能化方向

发展。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加强统筹支持力度，着力做好以下

重点工作：

1、研究构建国家空天地遥感协同监测技术体系与标准。

围绕耕地与作物类型等数量要素、土壤质量要素、土壤健康

等生态要素，推进 5G耕地长期监测内容、站点和网络建设。

开展多源国产高分系列卫星协同观测等耕地遥感监测关键

技术集成与标准研究，系统集成空天地准实时综合监测评价

工程，实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多源异构数据实时获取。

2、集中建立中国耕地保护大数据云监测平台。集成耕

地资源利用保护领域野外基地实验观测数据及遥感卫星数

据、自然资源部门与农业农村部门数据，建立“中国耕地科技

云”平台；研发支持大规模多源异构数据关联存储、管理、检

索平台；探究从光谱信息到耕地系统特征、作物田间管理等

专家决策知识信息的智能化提取与分析技术，实现区域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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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场景要素高精度动态提取与监测，形成耕地数量和种植属

性安全实时诊断和监测网络，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

化”；研发耕地系统的耕地生产力变化感知技术及耕地产能动

态监测系统，实时感知气象、地表基础设施及作物生长三个

层次信息，实现现实生产能力精准预测；发展基于多源长时

序遥感的土壤有机质等耕地质量指标监测与评价体系，实现

耕地土壤等多维健康快速诊断,开发耕地质量提升技术模式。

3、支持建立中国耕地保护高端战略决策平台。面向不

同部门、不同业务需求，衔接空-天-地协同监测网络体系和

大数据处理分析体系，分层分模块的构建未来耕地利用与保

护决策支撑平台。围绕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耦合协调发展，

构建不同人地系统演化类型区耕地安全评价体系，研发多目

标准则和利用冲突下的耕地演化模拟模型，实现耕地数量-

质量-生态三位一体预测和三生用地时空权衡平台建设；开发

耕地资源数字化监测展示平台建立耕地利用与保护决策支

撑信息平台，重点围绕农户和农田尺度，指导农户精准调控

播种、施肥、杀虫、灌溉等作物生产的各个环节，保障粮食

安全生产。

4、统筹布局国家智慧耕地保护技术体系示范基地。建

议国家科技部等有关部门联合，支持以东北黑土地保护为中

心，集成遥感卫星观测技术和地面观测平台，进行耕地数量

-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综合监测评价工程网络示范，推进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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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数字化、智能化和科学化建设，提升我国耕地保护科学

技术水平，切实保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统筹部署在黄淮

海地下水漏斗区、西北土地荒漠化区、长江流域土壤污染区、

黄河流域水土重度流失区、西南石漠化区等重点区域开展综

合示范应用，积极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耕地保护理论和区域

化、系统化技术方案。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科技战略研究院

联 系 人：国家农业科技发展战略智库联盟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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