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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地数字农业管理系统框架设计与构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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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数据正在成为基础性战略资源遥 构建以天空地大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农业管理系统袁 对于建设

数字中国尧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尧 抢占全球农业制高点具有重要意义遥 本研究围绕农业农村部提出的天空

地数字农业管理系统建设任务袁 从农业信息技术学科出发袁 首先给出了天空地数字农业的科学内涵袁 阐述

了其与传统数字农业的异同点袁 理清了天空地数字农业管理系统在资源调查尧 生产调度尧 灾害监测尧 市场

预警尧 决策服务的五大核心功能曰 其次袁 重点阐述了天空地数字农业管理系统的关键任务袁 即一个观测体

系 渊天空地一体化的数字农业观测体系冤尧 四个数字化 渊农业资源权属尧 生产过程尧 灾害监测和市场预警冤尧
一个管理平台 渊农业生产尧 加工尧 经营尧 管理尧 服务等全产业链的天空地数字农业管理平台冤曰 然后袁 明确

提出了天空地数字农业管理系统在标准规范研制尧 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尧 系统集成与平台开发三方面的科

技创新重点任务曰 最后袁 针对天空地数字农业管理系统建设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袁 从规划设计尧 科技创新尧
资源共享尧 多方参与尧 应用领域拓展等方面提出了发展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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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野数字地球冶 概念提出以来袁 全球数字信

息化迅猛发展袁 数据爆发增长尧 海量聚集袁 目前

进入了新的大数据发展阶段 [1]遥 世界各国将推进

经济数字化作为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动能袁 在前

沿技术研发尧 数据开放共享尧 人才培养等方面进

行了前瞻性部署遥 美国尧 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和地

区抓住数字革命的机遇袁 纷纷出台了 野大数据研

究和发展计划冶尧 野农业技术战略冶 和 野农业发

展 4.0框架冶袁 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整个农业生

产活动和经济环境袁 加快推进数字农业发展袁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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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数字农业经济袁 迅速成为数字农业强国[2-4]遥
我国党中央尧 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数字经济

和数字中国发展遥 党的 野十九大冶 提出建设科技

强国尧 网络强国尧 数字中国尧 智慧社会等发展目

标袁 做出推动互联网尧 大数据尧 人工智能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等战略部署遥 2017 年 12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2 次集体学习时指

出袁 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袁 要审时度

势尧 精心谋划尧 超前布局尧 力争主动袁 实施国家

大数据战略袁 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

济袁 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袁
加快建设数字中国遥 数字农业是数字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袁 也是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遥 我国数字

农业在信息获取技术研发 [5]尧 5S 技术应用[6]尧 精

准农业发展和数字农业应用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

展[7,8]遥 2017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尧 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 叶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

展的意见曳 明确提出袁 要充分利用农业信息技

术袁 构建天空地数字农业管理系统遥 2018年 2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尧 国务院 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意见曳 提出袁 大力发展数字农业袁 实施智慧

农业林业水利工程遥 2018年 5月农业农村部部长

韩长赋在第三届 野中国要中东欧国家农业部长会

议冶 再次提出袁 推进信息化与农业生产发展深度

融合袁 加快构建天空地数字农业管理系统遥 上述

多个政策和意见一方面充分反映了国家对发展数

字农业的高度重视袁 另一方面提出了天空地数字

农业管理系统的新概念和新术语遥 从农业信息技

术角度如何科学理解天空地数字农业的内涵钥 如

何界定天空地数字农业管理系统的功能钥 如何把

握天空地数字农业管理系统建设的重点任务钥 这

些都是系统框架设计中需要重点考虑的关键问题遥
2 天空地数字农业的科学内涵

天空地数字农业是现代空间信息技术与现代

农业深度融合形成的新型农业经济体系遥 具体而

言袁 是利用航天遥感尧 航空遥感尧 地面物联网等

现代空间信息技术袁 建立天空地数字农业观测系

统袁 实时获取农业资源要素尧 生产过程尧 市场和

决策管理等数据袁 建立数字化尧 网络化和智能化

的信息分析与决策系统袁 优化配置农业资源要

素袁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袁 打造新型的农业生产和

服务体系袁 从而提升国家农业治理现代化水平遥
从上述可以看出袁 天空地数字农业和传统的

数字农业概念既有联系袁 也有区别遥 天空地是关

键技术手段袁 旨在利用航天遥感覆盖区域广尧 空

间连续袁 航空遥感观测精度高尧 时间连续袁 以及

地面物联网实时观测尧 信息真实的联合优势袁 建

立航天卫星遥感为主袁 航空遥感辅助应急尧 地面

真实值的天空地一体化观测系统袁 克服单一传感

器尧 单一平台观测的局限性袁 实现农业信息的高

精度尧 多尺度尧 立体化尧 时空连续获取[9]曰 数字

农业是作用对象和服务目标袁 其核心是利用数字

技术建立农业大数据分析与应用平台袁 推进农业

资源要素及权属数字化袁 加强农业生产过程监

测尧 灾害动态监测和市场监测预警袁 指导农业绿

色发展袁 服务全球农业合作袁 实现天空地数字农

业跨越式发展遥

3 天空地数字农业管理系统的目标

和核心功能

天空地数字农业管理系统的总体目标是以数

字化驱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为主线袁 推动天空

地技术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袁 科学管理农业资

源尧 指导农业生产尧 服务农业决策遥 具体而言袁
一是数字产业化袁 推进航天遥感尧 航空遥感尧 地

面物联网尧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创新驱动袁 不断催

生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袁 用新动能推动农业

新发展曰 二是产业数字化袁 利用天空地等新技术

对农业产业进行全方位尧 全角度尧 全链条的改

造袁 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袁 释放数字技术对农

业发展的放大尧 叠加尧 倍增作用遥
围绕上述目标袁 天空地数字农业管理系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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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 野农业资源调查尧 生产过程调度尧 灾害监

测评估尧 市场监测预警尧 管理决策服务冶 等核心

功能袁 实现对农业全要素尧 全领域尧 全过程的数

字化管理袁 增强我国农业数字化尧 网络化和智能

化水平袁 服务于数字中国建设尧 农业高质量发展

和乡村振兴战略遥
3.1 农业资源调查

针对我国农业资源家底不清尧 权属不明的关

键问题袁 建立天空地一体化的农业全资源要素的

采集尧 处理与认知技术体系袁 全面提升农业资源

现状及其动态变化调查的能力袁 进行农业资源身

份证管理袁 完善农业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袁 明确农

业资源占有尧 使用尧 收益尧 处分等权益归属关

系袁 为优化资源配置提供基础依据遥
3.2 生产过程调度

瞄准农业生产全过程调度的迫切需求袁 进行

天空地数字技术手段与农业各产业的深度融合袁
建立开放兼容尧 稳定成熟的产前尧 产中尧 产后全

过程动态监测技术体系袁 开展种植业尧 畜牧业尧
渔业及其生产环境的动态监测袁 全面掌握农业生

产状况并进行科学精准调度遥
3.3 灾害监测评估

围绕农业旱涝尧 低温冻害尧 台风风雹尧 草原

火灾等非生物灾害袁 农作物病虫草鼠害尧 草原鼠

虫等生物灾害的监测和防御目标袁 建立灾害信息

快速获取尧 灾情动态解析和灾损定量评估的技术

体系袁 创建重大农业自然灾害监测和应急服务系

统袁 开展国家和区域尺度的农业自然灾害监测业

务化应用和信息服务遥
3.4 市场监测预警

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袁 建立农产品生产尧 消费尧 价格尧
进出口尧 成本收益尧 库存等数据获取技术袁 研制

符合国情农情的农产品监测预警模型系统袁 强化

市场监测预警规范性和科学性袁 增强管理者对农

产品市场调控的主动权袁 提升市场主体应对市场

变化的掌控权遥
3.5 管理决策服务

围绕提高农业生产决策管理尧 服务数字化水

平和质量的目标袁 构建以大数据支撑的天空地数

字农业管理平台袁 在国家尧 省级或县级层面进行

农情监测尧 工程监管和信息服务袁 实现农业宏观

决策的数字化尧 网络化和智能化曰 同时袁 在微观

层面为多元经营主体提供个性化尧 多元化尧 精准

化的农业数字信息服务袁 如农业气象尧 精准植

保尧 土地托管等袁 推进数字技术的普及化遥

4 天空地数字农业管理系统的关键

任务

天空地数字农业管理系统是一项事关农业发

展全局的复杂系统工程袁 迫切需要构建天空地一

体化的数字农业观测体系袁 推进农业资源权属尧
生产过程尧 灾害监测和市场预警的数字化袁 建设

覆盖农业生产尧 加工尧 经营尧 管理尧 服务等全产

业链的天空地数字农业管理平台袁 提升农业全要

素尧 全领域尧 全过程的网络化尧 智能化管理服务

水平袁 推进国家农业治理能力现代化袁 形成新型

数字农业经济遥 天空地数字农业管理系统总体框

架如图 1所示袁 其关键任务包括院 1个观测体系尧
4 个数字化和 1 个管理平台遥 此外袁 还包括科技

创新和人才等两个核心支撑遥
4.1 天空地一体化的数字农业观测体系

整合国内外在轨卫星资源袁 以及国家民用空

间基础设施规划卫星袁 改进现有在轨卫星的农业

协同组网观测能力曰 进行新型农业专属卫星星座

建设袁 围绕数字农业应用的谱段尧 时间和空间分

辨率特定需求袁 新建光学和微波相结合尧 多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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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天空地数字农业管理系统框架图

Fig. 1 Framework of the SAGI digital agriculture system

和高光谱相结合尧 几何信息与谱段信息相结合尧
高中低分辨率相衔接的农业遥感卫星星座袁 建成

全覆盖尧 高空间分辨率尧 高时间分辨率的新型农

业遥感观测系统[10]遥
整合现有多尺度航空遥感数据共享联网袁 建

立统一规划尧 区域分工协作的农业航空观测网

络袁 加强特定的农业航空定位尧 成像尧 载荷集

成尧 软件系统建设袁 实现米级尧 亚米级航空影像

覆盖全国曰 推进无人机平台和移动车载平台的联

合定位尧 交互通信尧 稳定传输和联动控制袁 开展

农业无人机地面抽样样方信息快速精准采集袁 弥

补卫星遥感观测能力的不足袁 服务支撑农业高精

度调查和重大农业工程监管曰 开展面向重大农业

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无人机应急监测袁 推进影像

获取尧 远程传输尧 快速处理和移动会商等空地一

体化联合监测和指挥袁 提高区域突发重大灾害高

精度观测和快速应急响应能力遥
升级完善大田种植尧 设施园艺传感器尧 采集

器尧 控制器袁 整合农业遥感地面监测网点县和地

面农情信息监测体系袁 以主要粮食作物尧 经济作

物尧 热带作物为重点袁 建立一体设计尧 统一调度

的地面物联网观测网络袁 开展大田种植尧 设施园

艺的面积尧 势情尧 墒情尧 灾情尧 病情尧 品质尧 养

分尧 产量的长期观测[11-13]曰 优化完善主要牧区畜

禽养殖物联网建设袁 推进草地生态环境尧 产草

量尧 放牧承载力观测袁 实施圈养畜禽及放牧家畜

关键环境生态尧 生理与生长信息动态采集曰 优化

内陆水产物联网建设袁 进行水产养殖环境尧 生长

生态指标的动态监测和调控袁 健全完善全国主要

渔场和渔港物联网建设袁 实现海洋渔业资源时空

变化监测遥
4.2 农业资源和权属调查

构建农业资源要素和资源权属数字编码体

系[14]袁 建设天空地一体化的农业要素数字化采集尧
核查和监管平台袁 利用国产和国外中高分辨率卫

星影像全覆盖袁 分区域组织实施全国耕地尧 农作

物尧 草原尧 渔业水域等农业资源基础底图建设袁
建设全国农业资源要素数据中心袁 进行农业资源

要素身份证管理曰 建立健全天空地同步观测网络

和移动采集系统袁 实施重要农业资源要素的每五

年定期调查和动态更新袁 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监

管尧 监测和评价遥
利用天空地一体化技术手段袁 实施农民尧 集

体和国有农场土地尧 草原尧 水产养殖水域的确权

登记颁证袁 建设基于地块和承包养殖水域的资源

权属和用途数字化底图袁 建设全国农业资源权属

数据中心曰 建立农业资源权属数字化管理平台袁
推进农业资源权属尧 用途变化的快速核查和定期

更新遥
同时袁 定期开展全球尧 主要贸易国耕地和后

备耕地资源调查袁 加强全球海洋渔场环境尧 重要

渔业资源时空分布与变化监测袁 为国际农业贸易

合作尧 实施农业 野走出去冶 战略提供信息支撑遥
4.3 农业生产过程监测

针对我国独特的复杂地形与作物混杂种植结

构特点袁 开展全国主要作物种植面积尧 势情尧 墒

情尧 灾情尧 病情尧 品质和产量尧 轮休耕等实时监

测袁 进行设施园艺作物生理尧 生长及环境生态指

标动态监测袁 快速掌握农作物生产动态变化[15-18]遥
进行畜牧业数字化改造袁 建设畜禽养殖环境

监测和养殖个体体征智能监测系统袁 研发数据科

学驱动的动物生长模拟模型袁 提升畜禽生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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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采集和辅助决策能力曰 开展电子识别尧 精准

上料尧 自动饮水尧 产品收集尧 分等分级尧 畜禽粪

污处理等数字化设备集成应用曰 精准监测畜禽养

殖投入品和产出品数量袁 实现畜禽养殖数字化管

理曰 进行畜禽粪便及病死畜禽的无害化处理尧 重

大动物流行疫情的动态监测与预警袁 提升重大动

物疫病疾病防控能力曰 开展挤奶尧 饲喂尧 清理等

养殖机器人示范应用袁 推动养殖模式变革和产业

转型升级[19]遥
建设数字渔业袁 推广应用水体环境实时监

控尧 自动增氧尧 饵料自动精准投喂尧 水产养殖病

害监测预警尧 循环水装备控制尧 网箱升降控制尧
无人机巡航等技术装备袁 研发智慧渔船尧 水产健

康养殖尧 鱼类资源变化预测系统袁 进行渔业生产

智慧化管理曰 综合水文环境立体监测预警尧 渔场

渔情和船位实时监控尧 海上渔捞和渔获物信息采

集尧 渔船物资消耗动态管理等系统袁 建立 野捕捞

渔船要物流渔船要陆上基地冶 的一体化信息化管

理综合平台袁 打通渔业产尧 供尧 销产业链袁 实现

线上线下有机融合互动遥
同时袁 开展我国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农业生

产监测袁 更好利用国际国内 野两种资源尧 两个市

场冶袁 服务我国 野一带一路冶 倡议遥
4.4 农业重大灾害监测评估

开展农业非生物灾害监测与评估袁 重点对干

旱尧 洪涝尧 低温冻害尧 台风尧 风暴潮尧 草原火灾

等进行实时监测袁 评估灾害发生尧 灾情动态和受

损情况曰 进行农业生物灾害监测与评估袁 开展农

作物病虫草鼠害尧 草原鼠病虫害尧 渔业赤潮尧 蓝

藻尧 浒苔发生时间尧 地点尧 强度袁 定量评估灾害

风险和灾害损失遥
挖掘整理农业重大自然灾害历史数据袁 加强

分析研判和预警袁 强化实时监测袁 研发农作物灾

害遥感监测快速评估技术袁 实现对农作物灾害遥

感监测的快速响应遥 以我国周边国家和区域为重

点袁 周期性开展草原虫灾和火灾监测和预警袁 动

态掌握周边国家草原灾情发生尧 发展态势袁 定量

评估对我国草原生产状况的影响袁 提出应对措施遥
4.5 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

以重点品种生产尧 国际贸易尧 成本收益等全

产业链数据的采集尧 分析尧 发布服务为主线袁 建

设 野一网打尽冶 式的重点农产品市场信息平台袁
实现对各类农产品数据多维度展现和大数据专业

分析曰 定期发布农产品市场价格日度监测尧 供需

月度监测尧 供需平衡表尧 中长期农业展望等信息

服务产品袁 提供信息发布尧 大盘分析尧 大数据在

线尧 标准查询等服务袁 发挥数据信息引导市场尧
指导生产尧 衔接产销尧 服务决策的重要作用遥

实现农业主要投入品可追溯袁 建设农业投入

品监管信息平台袁 加强种子尧 农药尧 肥料尧 饲

料尧 兽 渊渔冤 药等农业投入品信息动态采集尧 分

析和监控袁 开展大数据在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尧
市场营销尧 售后服务尧 审批管理尧 监督检查等产

品全生命周期尧 产业链全流程各环节的应用袁 实

现投入品数字化智慧监管曰 进行农产品生产全过

程追溯袁 推进与 野三品一标冶 系统尧 特别是绿色

食品尧 有机食品系统及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平台对接袁 建立质量追溯尧 执法监管尧 检验检

测尧 疫病虫害防控等数据共享机制袁 探索与大型

销售终端企业合作的信息对接机制袁 实现生产尧
收购尧 贮藏尧 运输等环节的全程信息共享和追溯

管理曰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大数据平

台袁 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监测预警袁 进

行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定点监测评估遥
4.6 天空地数字农业管理平台

建立农业数据标准袁 统筹国内国际农业数字

化信息资源袁 进行农业历史存档资料的数字化和

网络化袁 整合天空地观测数据尧 气象数据尧 土壤

数据尧 环境数据尧 政务信息等多源数据袁 建设国

家农业大数据遥
构建技术先进尧 系统开放尧 国家尧 省尧 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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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系统组成的现代农业 Windows要要要天空地数字

农业管理平台[20]袁 开发种植业尧 畜牧兽医尧 渔业

渔政尧 农业机械尧 监督管理尧 政务服务尧 政务管

理尧 农村经营管理尧 科教生态尧 国际合作尧 应急

管理等业务板块袁 提供资源调查尧 生产调度尧 灾

害监测尧 市场预警尧 政策评估尧 舆情分析等专题

服务袁 构建 野用数据说话尧 用数据决策尧 用数据

管理冶 的辅助决策系统袁 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尧
公共服务高效化遥

开展农业数字化信息服务袁 进行属地化的种

植尧 放牧尧 养殖捕捞服务支撑系统建设袁 开展面

向农民尧 牧民尧 渔民的农业植保尧 农机尧 气象尧
保险尧 金融尧 载畜优化尧 捕捞效益最大化的精准

服务遥
5 科技创新重点领域

5.1 标准规范研制

标准化是天空地数字农业管理系统建设的基

本前提遥 针对农业生产尧 经营尧 管理和服务中涉

及数据具有数据量大尧 涵盖信息多尧 动态性尧 多

维度等特点袁 迫切需要进行天空地数字农业规范

标准研制袁 制定一批数字农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袁 包括农业数据采集尧 存储尧 分析尧 处理和服

务标准袁 农业大数据平台和系统标准尧 数据访问

和交换标准袁 促进农业数据互联共享遥
5.2 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

围绕农业感知与获取尧 处理与分析尧 决策与

控制尧 管理与服务等关键环节袁 进行天空地数字

农业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制遥 重点攻克农业生产环

境尧 动植物生理体征尧 智能感知与识别关键技

术袁 突破农业物联网尧 云计算关键技术袁 研发一

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田物联网测控尧 遥感

监测尧 智能化精准作业尧 基于北斗系统的农机物

联网等技术和产品遥
开展高光谱农业应用尧 作物表型参数反演尧

作物健康和品质诊断尧 农业自然灾害监测评估等

农业遥感关键技术攻关[21]遥 进行天空地多源数据

采集与融合尧 智能诊断与分析尧 智能决策与控制等

关键技术研究袁 推动农业大数据的开发应用[22]遥 开

发专用传感器和智能终端袁 突破生产环境和动植物

体征行为信息采集尧 农业生产管理精准控制等智能

装备核心装置袁 研发适应不同作物尧 不同耕作环

境袁 研发嫁接尧 扦插尧 移栽尧 耕地等专用机器人遥
构建和完善我国主要农作物和畜牧养殖动物

的生物生长数字模型袁 实现高效的数字模拟和设

计曰 研究开发不同层次尧 不同农业产业类型的农

业系统数字模型袁 实现农业生产尧 管理尧 经营尧
决策的数字化和智能化遥
5.3 系统集成与平台开发

开展天空地组网数据汇聚高效存储尧 有序组

织尧 快速访问与动态调度机制研究袁 加快天空地

农业信息快速获取尧 智能决策与精准作业等技术

的一体化集成研究袁 实现多源多维与异地数据的

集成汇交尧 在线融合处理及协同分析遥
夯实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精准时空服务基础

设施平台袁 研发集成农田生产管理信息系统尧 农

业资源管理系统尧 农业科技信息管理系统尧 农作

物估产系统等大田农业生产过程管理系统和精细

管理及公共服务系统[23]遥
进行温室大棚环境监测控制系统和工厂化育

苗系统研究袁 集成产品质量安全监控系统和采后

商品化处理系统遥
在畜禽养殖方面袁 重点开展自动化精准环境

控制系统和数字化精准饲喂管理系统研究袁 研发

养殖机械化自动产品收集平台袁 突破畜禽养殖无

害化粪污自动处理系统袁 实现粪污无害化处理和

资源化利用遥
在水产养殖方面袁 研发养殖在线监测系统和

现场无线传输自主网络袁 完善水产养殖管理系

统袁 攻克生产过程管理系统和综合管理保障系

统袁 建立高效的水产养殖公共服务平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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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展望

进行天空地数字农业管理系统建设袁 推动天

空地现代空间信息技术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袁 符

合全球农业发展新趋势和我国农业发展新需求袁
对加快我国数字中国建设进程尧 提高农现代化水

平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袁 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重要

部署袁 具有高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遥
但是袁 天空地数字农业管理系统建设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袁 涉及多部门尧 多领域和多学科

交叉袁 不可能一蹴而就遥 这需要从我国农业生产

的复杂性尧 多样性特点出发袁 围绕农业产业迫切

需求和乡村振兴突出制约院
渊1冤 进行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袁 明确天空地

数字农业发展重点袁 主攻天空地数字农业信息获

取尧 智能分析尧 系统集成尧 应用平台尧 标准规范

等薄弱环节曰
渊2冤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袁 把天空地数字

农业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袁 贯穿于天空地数字

管理系统建设的各个环节袁 协同推进天空地一体

化精准感知尧 智能分析尧 北斗导航尧 自动作业等

原始创新尧 集成创新袁 在理论尧 方法尧 工具尧 系

统等方面取得变革性尧 颠覆性突破[24]曰
渊3冤 倡导共享开放理念袁 以共享促共建袁 先

内部后外部袁 建立健全天空地数字农业数据资源

整合和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平台袁 坚持政府主导尧
市场推动袁 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建设袁 促进技

术方法尧 数据资源尧 监测成果共享共用袁 降低工

作成本曰
渊4冤 不断拓展天空地数字农业应用领域尧 空

间范围和服务功能袁 最大程度发挥数字关键生产

要素的驱动作用袁 挖潜数字资源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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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and recommendation for constructing
the SAGI digital agricultu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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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uman society is entering the era of big data and data is becoming one of the key production elements. It is thus critical

to develop the China's data-driving digital agriculture system, which would great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
stimulate the agricultur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agricultural competitiveness at the global market. To achieve this
goal, strong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is needed from multi-sources, multi-sensors, and multi-scales. This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cience, describes the new framework of satellite, aerial, and ground integrated (SAGI) digital
agriculture system for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monitoring, modeling, and management. The SAGI system differs from traditional

digital agriculture systems and includes 5 important functionalities which are resource survey, production controlling, disaster
monitoring, market early-warning and decision supporting. To make the system running in oper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irst build an
observation system, which integrates the satellite, aerial, and ground in-situ observation systems to capture more sophisticated,

accurate and reliable data at different scales. The system is extremely needed for China, a large country with a great geographic
difference, diverse agricultural cultivation and multiple agricultural traditions. This observing system helps to form the agricultural

big data for subsequent data analysis and data mining. Secondly, using the big data collected, 4 keydigitalization and monitoring tasks
targeting at resource property right, production process, natural disaster and market status should be implemented so as to transform
the data to knowledge. In this process, some diagnosis algorithms and models are developed to understand the growth and health of

crops and animals, as well as their interaction with the agro-environment. With the above support, a management system covering the
full rang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rocessing, selling, management and servic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provide the rapid and

reliable information support to decision-making as well to the local farming management, thereby guaranteeing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and national food security. Thirdly, some key fields for fu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o support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SAGI system should to be enhanced such as the standardization designing, innovation in technologies and

instruments, system integration and platform development. Finally, considering the complicated and integ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SAG system, this research also proposed some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holistic planning, science-technology innovation, resource
sharing, multi-stakeholders participation, and expansion of application fields, so as to drive this idea to the reality.

aerial and ground integrated (SAGI); digital agriculture; management system; monitoring; early-warning;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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