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站地图 │ 联系我们│ English │ 电子所务│ 中国科学院

   首页  |  机构概况  |  组织机构  |  新闻中心  |  科研工作  |  研究队伍  |  交流合作  |  研究生教育  |  创新文化  |  科学传播    请输入关键字

 

科研动态

近日要闻

媒体扫描

头条新闻

学术活动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新闻中心 > 科研动态

自动化所平行系统理论在农业领域得到首次应用

2011-01-14| 【大 中 小】【打印】【关闭】

基于ACP的园林树木建模和计算实验平台合作研究项目在浙江宁波签署，这是自动化所平行系

统理论在农业领域的首次应用。技术需求方浙江滕头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25000亩苗圃的

园林企业，在全国多个省份有苗圃基地，起源于有联合国“全球生态500佳”称号的滕头村。随着

企业规模的扩大发展，如何将经验的定性的苗圃管理手段转化为可计算的、可量化的管理方式，发

展精细园林管理，从而在全国的园林苗圃企业中保持领先优势，是企业面临的新命题。 

面向这一需求，中科院自动化所结合两个方面的技术优势，提出了基于平行系统理论的园林树

木建模和计算实验解决方案。一方面，经过十几年中法合作研究，中科院自动化所在植物的功能和

结构建模方面已有较深的积累，开发了一套通用的植物生长模拟和可视化软件，其中命名为

GreenLab（青园）的中法合作的植物建模理论由AMAP建模方法发展而来，后者被用于同名商业软件

中数百种树木的形态库的构建。另一方面，中科院自动化所提出了用于复杂系统控制的平行系统理

论，目前已成功应用于交通管理，石化企业管理等。平行系统包括人工系统（Artificial 

system）、计算实验(Computational experiment)、平行管理(Parallel management)三个层面。

植物的生长模型正是其中的人工系统部分。苗圃管理具有生产周期长，生产管理凭个人经验的特

点；基于生长模型的计算实验则提供一种快速的、定量的、可反复进行的实验手段，为生长管理者

有据可循。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园林苗木的剪枝：对苗木的不同市场定位要求不同的剪枝时机和位

置，通过交互式的计算剪枝实验可快速反馈不同剪枝方式下株型的变化。针对苗圃基地的平行管理

则可利用虚实系统的平行运行，全方位地根据苗木年龄、苗圃特点等提供管理方案，具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 

农业生产系统包括植物-环境-管理三个要素，三者在时间和空间都处于动态变化中。根据实时

监测的数据进行农业生产系统的平行管理涉及将“因地制宜”这类的管理经验转为计算机可以理解

和表达的知识，借助计算实验提供决策支持。尽管目前，这样的尝试限于少数具有创新意识的企

业，但随着土地资源的稀缺，可控环境生产系统的发展，人们对农产品质量要求的提升，可预期未

来会有更多的涉及建模和控制的工厂化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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