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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技术已经深入到农业生产的各个角落,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进

程不可或缺的引擎,南京作为江苏省的璀璨明珠和农业发展的前沿,在数字化种植大棚的探索和实践中

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旨在深入分析南京农业园区数字化种植大棚带来的经济效益,

提炼成功经验,为其他地区农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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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gital technology has penetrated into every 

corner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engine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Nanjing, as a shining pearl of 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forefront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taken solid steps in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digital planting greensheds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This paper aims to deeply analyze the economic benefits brought by the digital planting greenhouses in Nanjing 

Agricultural Park, refine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in other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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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时代,数字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成为推动农业

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作为江苏省的省会城市,南京的农业园

区在数字化种植大棚的建设和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本

文将对南京农业园区数字化种植大棚的经济效益进行深入分析,

以期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经验。 

1 南京农业园区数字化种植大棚发展现状 

1.1智能管理和精准农业实践 

南京农业园区的数字化种植大棚,树立了智能管理领域的

新标杆。通过集成先进的物联网技术,在大棚内安装各种高精度

传感器,就像“农业侦探”一样,全天候监测温度、湿度、光照

强度、土壤pH值等关键环境参数,数据通过无线传输即时反馈到

云数据分析中心,通过智能算法进行深度挖掘分析,为农业生产

提供科学依据。智能管理系统的引入使农业生产决策更加科学

和高效,比如,当系统检测到某个区域光线不足时,会自动触发

补光系统,为农作物提供充足的光线；当土壤湿度低于预设值时,

灌溉系统将自动启动,以确保作物获得适量的水分,这种基于实

时数据的精准调控,不仅提高了农作物的生长效率和品质,还有

效避免了资源的浪费,实现了农业生产的绿色化和高效化。[1]

此外,数字化种植大棚还融入了精准农业的理念,通过大数据分

析技术对作物生长周期、营养需求、病虫害预警等进行精准预

测和管理,农民可以根据系统提供的个性化种植方案进行精准

施肥、灌溉和病虫害防治,既减少了农药化肥的使用,又提高了

农产品的安全性和市场竞争力。 

1.2数字平台与农业生态及销售产业链的融合 

通过搭建综合数字化平台,实现了农业产业链上下游信息

的全面整合与共享,这个平台不仅涵盖了农业生产的全过程管

理,还延伸到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市场营销等环节,形成了

闭环农业生态系统。在数字平台上,农民可以实时查看大棚内的

生产情况,包括作物生长、环境参数变化、预计收获时间等,以

便制定更合理的生产计划,平台还可以根据市场需求预测,为农

户提供销售建议,帮助他们更好地与市场对接,减少库存积压和

损失。对于加工企业来说,数字化平台提供了农产品供应的实时

信息,使其能够根据原料供应情况灵活调整生产计划,降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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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销售企业可以通过平台获取农产品的详细信息,包括产

地、品种、质量等级等,为精准营销提供了有力支撑,这些信息

的透明和共享,极大地提高了农业产业链的整体运行效率,促进

了农业产业的升级和转型。[2] 

1.3科技创新与农业科研人才培养的融合 

园区积极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共

同开展农业科技创新研究,推动数字化种植技术的不断升级和

完善,为了培养更多具有数字技能和农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园

区不仅设立了专门的培训中心,还定期举办培训班、研讨会等活

动,并邀请行业专家授课交流,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科技

素养和创新能力,也为他们提供了与行业前沿人士交流学习、开

阔视野和思路的机会。此外,园区还鼓励和支持农业企业加大研

发投资,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通过设立创新基金和提供

政策支持,园区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支持,这种

科技创新与农业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不仅为数字化种植大棚

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提升南京农业园区的整体竞争力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南京农业园区大棚数字化种植的经济效益 

2.1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经营成本 

南京桥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现代化超级大棚无疑是数字

化种植技术的典范,这个高约6米、宽约68米、长约180米、面积

约12000平方米的“巨无霸”大棚,通过集成物联网传感技术、智

能水肥调控系统等高科技手段,实现了农业生产的高度自动化

和智能化,在生产效率方面,数字化种植大棚已经显示出惊人的

优势。通过实时监控蔬菜的生长情况,工作人员可以精确控制蔬

菜所需的温度、光照、湿度、水分等生长环境条件,从而大大提

高作物的生长速度和质量。[3]以桥丰农业智能大棚为例,这个大

棚年产西红柿、蔬菜等果蔬150多吨,销售收入400多万元,平均

每亩效益可达20多万元,这个数字远远高于传统农业模式下的

生产效率,充分说明了数字化种植技术的巨大潜力。在降低运营

成本方面,数字化种植大棚也表现不俗,通过智能水肥控制系统,

大棚可以根据作物的生长需求自动补充相应的营养元素,避免

了传统农业中过量施肥或灌溉造成的资源浪费。[4]同时,物联网

技术的引入也使得大棚管理更加便捷高效,降低了人力成本,据

统计,在桥丰农业智能大棚的运营过程中,平均每亩大棚可节约

人工成本数百元,节水节肥效果显著。 

2.2提升市场竞争力,提升品牌价值 

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草莓种植基地是南京最大的

大棚基地之一,该基地通过采用高架栽培、超高垄栽培、半高垄

栽培等新型栽培模式,以及水肥一体化的统一设施,实现了草莓

生产的高效化、标准化。得益于数字化种植技术,金色庄园的草

莓品质得到了显著提升,市场竞争力大大增强。基地与水果连锁

店百果园、国际超市Costco、新零售盒马、山姆会员超市等多

渠道品牌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2023年,草莓销售额突破

5亿元,这一成绩离不开数字化种植技术在提高草莓品质、降低

生产成本、优化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5]此外,数字化

种植棚也提升了金色庄园的品牌价值,通过智能管理系统,金色

庄园可以对草莓生长的全过程进行精准监控和管理,保证草莓

品质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这种高品质、标准化的农业生产模式不

仅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和青睐,也提升了金色庄园的品牌知名

度和美誉度。 

2.3促进农业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苏辉果蔬专业合作社的蓝莓产业是数字化种植技术推动农

业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的又一成功案例,合作社通过采用大棚

智能种植模式和精细化管理措施,可使蓝莓提前5个月上市,平

均产量是传统种植的3-4倍,平均每亩收益20万元,是传统种植

模式的近10倍。数字化种植技术的引入不仅提高了蓝莓的产量

和品质,也促进了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和升级,合作社通过建设产

品收购销售大楼,设立基地管理部、鲜果收购服务中心、冻藏部、

销售服务中心等职能部门,形成了完整的蓝莓产业链,这一产业

链的建立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也为当地

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同时,数字化种植大棚

的建设和运营也促进了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合作

社通过引入先进的农业科技和管理理念,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

效率,还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

活力和动力。[6] 

3 南京农业园区数字化种植大棚发展对策分析 

3.1智能化技术集成应用和标准化管理 

南京农业园区在发展数字化种植大棚时,应重点推进智能

技术的集成应用和规范化管理,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智

能技术是实现大棚环境精确控制和优化管理的关键。南京桥丰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巨无霸”大棚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大棚通

过物联网传感技术实时监测蔬菜生长情况,利用传感器和控制

系统自动调节温度、光照、湿度等生长环境条件,实现智能水肥

调控,这种智能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作物的生长效率和质量,

还显著降低了生产成本和劳动强度。为了实现规范化管理,南京

农业园区应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确保不同大棚之

间的数据交换和资源共享,比如可以推广标准化的传感器和控

制器,保证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和一致性。[7]同时建立统一的云平

台,实现数据的集中存储和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持,通

过智能技术的集成应用和规范管理,南京农业园可以进一步提

高大棚的智能化水平和生产效率。 

3.2农业大数据平台建设和数据分析应用 

南京农业园区应加强农业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和数据分析的

应用,农业大数据平台可以整合各种传感器采集的数据,通过大

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揭示作物生长的内在规律和影响因

素,为制定科学的种植计划和管理措施提供科学依据。以南京绿

丰源谷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建设了40000平方米

的高科技智能玻璃大棚,应用现代物联网技术,通过IOT设备实

时采集环境数据,结合云平台进行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实现大

棚环境的精确控制和优化管理。这个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和数据

分析应用,不仅提高了农作物的生长效率和质量,还实现了病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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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预警和精准防控,减少了农药化肥的使用,降低了农业生产

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风险。[8]南京农业园区可以借鉴这一经验,

建立自己的农业大数据平台,整合各种传感器和控制系统采集

的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

的决策支持,同时可以引入先进的农业物联网设备和技术,如

LoRaWAN物联网技术、智能灌溉施肥系统等,进一步提高大棚的

智能化水平和生产效率。 

3.3智慧农业园区的示范和推广 

智慧农业园区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通过集成物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实现作物生长环境的精准控

制和优化管理,有效提高作物生长效率和质量。南京建设了一批

智慧农业园区和数字农场,如南京桥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巨

无霸”大棚、南京绿丰园谷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智慧玻璃

大棚等,通过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和规范化管理,这些园区实现了

农作物的高效生产和优质供应,为南京农业的发展树立了典范。
[9]为了进一步推动智慧农业园区的发展,南京农业园区可以加

强与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合作,共同进行技术研发、示范和

推广,可以在智慧农业园区举办现场演示和培训课程,向农民和

农业企业展示智慧农业园区的成果和经验,促进智慧农业技术

的推广应用。通过智能农业园区的示范推广,南京农业园区可以

进一步提高大棚的智能化水平和生产效率,促进现代农业的快

速发展。 

3.4产业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南京可以依托高校和科研院所,开设农业数字化相关专业

和课程,培养一批具有数字化技能和农业知识的专业人才,同时

可以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开展校企合作、产学研合作,共同培养

农业数字化领域的复合型人才。[10]此外,南京农业园还可以通

过引进国内外先进的农业数字化技术和人才,提高大棚的智能

化水平和生产效率,可以设立农业数字化人才引进基金和激励

机制,吸引国内外优秀农业数字化人才来南京工作生活,南京农

业园通过农业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可以进一步提高大棚

的智能化水平和生产效率,促进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 

4 结语 

综上所述,南京农业园区数字化种植大棚在提高农作物产

量、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农产品销售、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具

有显著的经济效益。然而,数字化种植大棚的建设和应用仍面临

一些挑战。因此,政府、企业和农户应共同努力,加大支持力度,

加强人才培养,推动创新,完善生产和销售模式,以促进南京农

业园区数字化种植大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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