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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计算的农业大数据共享服务平台研发

余万民 1，范蓓蕾 2※，钱建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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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为了整合多源、异构、海量农业数据，基于云计算等技术设计并实现农业大

数据开放共享平台，有利于农业数据资源的充分利用。【方法】文章依据科学合理的标准规

范，以农业大数据资源编目元数据、大数据整合集成与建库、农业大数据共享服务为主线，

利用 Hadoop 大数据技术，基于 J2EE 平台和构件化开发思路，构建农业大数据共享服务平

台。【结果】该平台包括农业大数据集成管理、农业大数据共享服务管理和元数据管理，其

中农业大数据集成管理实现了对各渠道所得农业数据进行整合集成、数据质量控制和更新管

理，农业大数据共享服务子系统实现了对分散、多源、异构农业非空间数据的目录导航、查

询检索与共享交换等服务，是用户查询访问和使用农业大数据的统一入口，元数据管理子系

统实现了对多源大数据的统一描述、发布管理与权限控制。【结论】该平台在贵州省进行了

开发应用，实现了贵州省农业数据资源的统一集成、统一管理、统一共享和统一服务，为贵

州省农业云服务及其各类应用提供了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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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数据是具有海量、快速、多样、真实、高价值等特征的信息资产，需要先进的处

理技术进行采集、存储、分发、管理和分析，从而提供更强的决策力和洞察力［1］。大数

据现象源于互联网及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大数据概念体系在 2014 年左右逐渐成形，发

展出相关的技术、产品、应用和标准，并逐步形成包括数据资源与 API、开源平台与工

具、数据基础设施、数据分析、数据应用等内容的大数据生态系统［2］。大数据技术已成

功地应用于银行、保险、在线用户行为理解和个性化以及环境研究等行业，但在农业领

域于近几年才开始，并未得到广泛应用［3］。农业大数据为现代农业发展带来巨大机遇。

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工作经过近十多年的发展，信息化基础设施已有较大改善，广播、

电视、电话、互联网等纷纷入村入户，智能手机、农业物联网、智能农机具逐渐发展并

普及，为农业大数据的发展应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4］。以大数据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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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农业生产方式、流通方式、贸易方式的变革［5-6］。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依托现有资源建设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加快物联网、

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智慧气象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

的应用。近年来，我国在部分地区成功开展了多个农业大数据平台试点，如全国基层农技

推广信息化平台［7］、国家农业科技云平台、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大数据平台［8］、农业

物联网大数据共享及综合应用平台［9］，为农业生产和研究提供了不同层面的农业数据支撑

和服务。农业物联网、农业信息系统、农业云服务、农业卫星遥感等软硬件平台在农业领

域的不断投入和使用，促进了我国农业数据的爆炸式增长［10］。农业大数据来源广泛、更新

频繁、内容丰富、结构复杂，从内容上看，既包括农业生态资源、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生

物资源等数据，又包括农资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储藏、流通、销售、质量安全

等数据；从结构上看，包括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以及半结构化数据；从格式上看，

既有文本、图像、视频、音频等数据，也有文档、文件、数据库等资源数据［11］。

对农业领域来说，组织、分析和解释各种农业数据非常重要。国内外专家在农业

大数据资源管理和应用上进行了大量研究。Perakis 等设计了一种应用于精准农业和精

准畜牧业的无缝访问大量不同类型、不同来源超大规模数据集的平台，提出一种对大数

据发现、处理、组合和可视化服务的大规模高性能计算基础设施的安全和非中介访问方

案，支持对传感器数据、环境和气候历史数据、卫星和航空图像等数据的集成和访问，

不仅能为农民提供服务，也能为农业生产链条上的其他主体如企业、技术人员等提供服 
务［12］。Shrivastava 和 Marshall-Colon 提出通过分析各种来源的农业大数据，能够加速育

种计划，有助于设计适应复杂环境的高产作物类型，从而解决粮食安全问题［13］。Sabarina
和 Priya 提出一种基于张量的特征约简模型，用于对农业大数据分析时降低数据维度，从

而减少数据分析时间［14］。Huang 等分析整理了现有的遥感数据资源和管理发展，并提出

了一种 FLTL（Four Layer Twelve Level）遥感数据管理结构，用于管理和应用农业遥感大

数据［15］。李艳和刘成龙基于 Hadoop 框架设计了农业大数据挖掘系统，通过分布式数据

组织方式实现了对农业大数据的高效率分析、计算和处理［16］。钱晔等基于农业大数据中

心积累的数据成果，通过人工神经网络算法构建鲜切花价格预测和质量等级识别模型，

实现了对农业大数据的智能化应用［17］。

通过对已有研究分析可知，农业大数据应用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农业大数据资源分

散，不同平台、部门之间共享困难，而农业大数据资源集成、共享、交换等方面的研究

较少。文章针对贵州省农业大数据资源共享管理问题，具体分析农业大数据的来源和内

容，从多源数据集成、元数据管理和数据共享交换 3 个方面开展农业大数据共享服务平

台的研究与设计，为农业大数据的开放共享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技术方案，促进农业数

据资源的高效利用。

1　需求分析

深入调研贵州省农业数据资源基础以及业务需求情况，从数据基础和功能需求两方

面梳理分析大数据资源管理平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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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数据基础

农业各类数据通常来自各类农业政务服务系统、农业产业服务系统、物联网、互联

网等。从业务种类区分，农业数据可以分为农业基础条件数据（农业区划、农业气象、

土壤、耕地、草地、水域等）、农业资源要素数据（种植、经济作物、畜牧、渔业水产、

高标准农田、农业园区等）、农业经营交易数据（农资、新型经营主体、农产品贸易、农

产品价格、农田用途、农村土地确权、流转等）和农业管理服务数据（水肥管理、病虫

害防治、粮食补贴、三品一标、农产品溯源、农业专家库、农民培训等）等。从数据类

型来看，农业数据包括关系型数据库、文档、图片、流媒体等多种格式。各类数据资源

分散在不同的部门，部署在不同的服务器或云平台上，对数据进行采集汇聚有多种渠道，

主要的方法有以下 3 种。

（1）数据共享接口：主要适用于农业业务部门内部系统或可以提供数据共享服务的

系统平台。

（2）物联网数据汇聚：主要适用于物联网设备产生的数据，可通过物联网支撑平台

汇聚后发送到大数据平台上统一汇聚。

（3）爬虫采集系统：主要适用于互联网数据的采集汇聚，如互联网上农业相关的各

种舆情信息、农产品价格等。

1.2　功能需求

农业大数据共享服务平台的目的是将各种农业系统和平台产生的农业数据进行汇总

和集成管理，并向需要数据的用户提供数据共享和交换服务，其面向的用户有公众用户、

政府用户和企业用户 3 种。根据平台目标，农业大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可以划分为 3 个主

要功能，分别是农业大数据集成管理、农业大数据共享服务和元数据管理。

（1）农业大数据集成管理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将不同平台和数据库的农业数据资源

进行汇聚，并提供对数据清洗、转换、质量管理等服务。

（2）农业大数据共享服务提供数据共享和交换功能，根据用户不同，应该提供不同

级别的数据共享。

（3）元数据管理则是将集成汇聚的数据进行资源编目，从海量数据中抽取出描述数

据内容的元数据，使数据管理更加规范和容易。

2　农业大数据共享服务平台架构

为了与其它已有系统实现无缝衔接，该平台采用基于云计算的全网络化 B/S 系统架

构。农业大数据共享服务平台架构如图 1 所示。该平台采用 Hadoop 框架进行设计，最

底层是数据存储服务，为了满足多种结构类型，采用关系型数据库如 Oracle、Mysql、Sql 
server 等管理结构化数据，采用 Hbase 和 Redis 管理非结构化数据，采用 HDFS 管理分布

式文件系统，采用 FastDFS 管理磁盘文件系统，采用 Lucene 管理异构索引库；之后，进

入数据共享交换层，通过 ETL、WebService、FTP 等技术，将各业务部门的数据进行汇

总，编制资源目录，建立元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对汇总数据日云计算服务，包括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