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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农业生产、管理、经营和服务进入大数据时代，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日益体现。为了保障多种设备和

仪器采集结果间的可比性、多源数据间的可兼容性、多类数据分析系统间的可集成性以及全球农业产品的

质量、不同生产和经营过程之间的连贯性，都需要有相应的标准作为保障。本文综述了大数据科学领域和

农业领域的国内外标准制定的现状，指出目前能够直接指导农业大数据发展的标准和规范较少，农业大数

据领域标准缺乏，亟需开展标准体系框架研究，以保障和促进农业大数据应用的不断深入发展。本文借鉴

了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提出的从部门视角、信息视角、计算视角、工程视角、技术视角等

五个方面开展标准体系框架分析的方法，从信息视角和计算视角出发，分析了农业大数据标准化的需求，

提出了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该框架包含指导标准、通用标准和应用标准三个层次。其中，农业大数

据指导标准是农业大数据标准制定和协调的依据，包括国家大数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大数据相

关国家标准；农业大数据通用标准包括4个类别的农业领域通用性的标准，即农业大数据基础标准、农业大

数据采集处理标准、农业大数据管理标准和农业大数据共享服务标准；农业大数据应用标准是对农业要素

和权属信息、农业生产过程、农业经营、农业管理等农业大数据全过程中的特定环节制定的标准规范。农

业大数据标准体系顶层设计工作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多学科人员参与，是农业大

数据领域的未来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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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n ensuring the comparability between the collected results generated by diverse devic‐

es and instruments, compatibility between multi-source data, integrability between multiple types of data analysis

systems,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t a global scale, and the coh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processe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tandards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al big

data. There are currently few standards and norms that can directly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big data.

Research studies for a big data standards framework are critically needed to guarantee and promote the continuous

and in-depth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big data applications.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methods proposed by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to analyze the stan‐

dard system for a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nterprice, information, computation, engineering, and tech‐

nology. From informational and computational perspectives, the needs in developing agricultural big data stan‐

dards were analyzed, and a framework for an agricultural big data standard system is proposed. This framework

contains standards for fundamental guidelines, general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s. Among these needs, the funda‐

mental guidelines for agricultural big data are the basis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agricultural big da‐

ta standards, including national big data-related laws, regulations, policies, and national standards related to big da‐

ta. The general standards for agricultural big data include four categories of common agricultural standards: i.e.,

agricultural big data foundation, agricultural big data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agricultural big data management,

and agricultural big data-sharing services. The agricultural big data application standards are the agriculture stan‐

dards and regulations formulated for specific parts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big data, such as agricultur‐

al elements and ownership inform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rocesses, and agricultural operation and manage‐

ment. The design of the agricultural big data standard system is a complex and huge systematic project that re‐

quires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sector and multidisciplinary personnel, and it is one of the top priorities in agricul‐

tural big data development.

Keywords: standard; standard system; perspective analysis; a framework for agricultural big data standard system;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 scientific data; agricultural big data

1 引言

农业大数据是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

环节产生的海量的科学和商业数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以下简称“国务院”）于 2015年 8月 31日发

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1]，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农村部（原“农业部”，以下简称“农业农村部”）于

2015年 12月 31日发布的《农业部关于推进农业农村

大数据发展的实施意见》[2]，都提出要发展农业农村

大数据。2016 年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农业农村大数

据试点方案》，选择了 21 个省份开展试点，在精准生

产、市场监测预警、食品质量安全、农业电子商务等方

面逐步得到应用。国务院于2018年9月印发了《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要实施数

字乡村战略，深化大数据的创新应用，把发展农业农

村大数据摆到突出重要的位置[3-4]。农业农村部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印发了《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

（2019-2025年）》，提出要构建基础数据资源体系，加

强国家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建设工程[5]。虽然农业

生产、管理、经营和服务环节都已经体现了明显的大

数据时代，但是农业领域的大数据相关标准的制定工

作尚未完成，应当制定的标准内容和相互关系仍不明

晰。本文在总结已有国内外农业大数据相关标准的

基础上，引入视角分析法，通过分析农业大数据获取、

分析和应用过程中的标准化需求，探讨了农业大数据

标准体系框架的构建，阐述了农业大数据标准组成及

其相互关系，给出了未来农业大数据标准化工作的几

点建议。

2 国内外大数据科学领域的相关标准

现状

2.1 国外标准化现状

国际大数据标准化工作主要集中在国际标准化

组织/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第一技术委员会第 9大数

据工作组（ISO/IEC JTC1/WG9）、国际电信联盟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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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分局（ITU-T）。WG9 于 2014 年 11 月正式成立，

其主要工作之一是编制大数据基础标准，以指导

JTC1中其他大数据标准的编制。WG9已发布了 6个

大数据相关国际标准，其中包括《信息技术 大数据 概

述和术语（Information technology-big data-overview

and vocabulary）》、《信息技术 大数据参考架构 第 1部

分：框架和应用（Information technology-big data refer‐

ence architecture-part 1: framework and application

process）》、《信息技术 大数据参考架构 第 3 部分：参

考架构（Information technology-big data reference ar‐

chitecture-part 3: reference architecture）》、《信息技术

大数据参考架构 第 5 部分：标准路线图（Information

technology-big data reference architecture-part 5: stan‐

dards roadmap）》等[6]。ITU-T 在 2013 年 11 月发布的

《大数据：今天巨大，明天平常》技术观察报告中认为，

大数据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包括数据保护、隐私和网

络安全法律法规的完善，因此，ITU-T 开展了大数据

交换框架和需求标准（ITU-T Y.3601-2017 Y.BigDa‐

taEX-reqts）、大数据溯源需求标准（Y.bdp-reqts）、大数

据元数据框架和概念模型（Y.bdm-sch）等 19 个国际

标准的研制[7]。

美国也较系统地开展了大数据标准化工作。美

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在 2013年 6月建立了大数

据公共工作组（NBD-PWG），致力于研制大数据互操

作性框架，其已发布了《大数据互操作框架 第2卷：大

数据分类（Big data interoperability framework volume

2: big data taxonomies）》、《大数据互操作框架 第 3

卷：用例和一般需求（Big data interoperability frame‐

work volume 3: use cases and general requirements）》、

《大数据互操作框架 第 4卷：安全和隐私（Big data in‐

teroperability framework volume 4: security and priva‐

cy）》等研究报告[6]，明确了美国大数据标准化工作内

容和框架。

2.2 国内标准化现状

为了推动和规范我国大数据产业快速发展，建立

大数据产业链，与国际标准接轨，全国信息技术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于 2014 年 12 月 2 日成立

了大数据标准工作组，主要负责制定和完善我国大数

据领域标准体系和标准化研究，已经初步构建了大数

据标准体系框架，确定了基础标准、数据标准、技术标

准、平台/工具标准、管理标准、安全标准、行业应用标

准等 7个大数据标准组成类别[8]，为我国大数据标准

化工作提供了指南。目前我国已发布《信息技术 数

据溯源描述模型》（GB/T 34945-2017）、《信息技术服

务 治理 第 5 部分：数据治理规范》（GB/T 34960.5-

2018）等 8 项国家标准，《信息技术 数据质量评价指

标》等 3 项国家标准正在报批阶段，《信息技术 大数

据 开放共享》等 15项国家标准正在研制。全国信息

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0）于 2016 年 4 月

成立了大数据安全标准特别工作组，正在研制《大数

据安全管理指南》、《数据安全分类分级实施指南》等

13项国家标准[7]。

3 国内外农业领域的相关标准现状

3.1 国外标准化现状

国际农业领域的标准组织主要是国际标准化组

织（ISO）和食品法典委员会（CAC）。

ISO 成立于 1947 年，是一个全球性的非政府组

织，现有 162个成员国家和地区。ISO制定了 1000多

个农业相关的标准，涵盖了农业机械、灌溉、肥料和土

壤、饲养机械、环境管理、农业电子、食品工业和安全

等领域。ISO还专门建立了第 34号技术委员会，负责

农业食品方面的标准制定。该技术委员会下设了 16

个子委员会（Sub Committee, SC），所制定标准涵盖蔬

菜水果及其食物制品、牛奶和奶制品、肉禽鱼蛋及其

制品、茶、咖啡、可可等，共计836项。

CAC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和世

卫组织同 185 个会员国及一个成员组织（欧盟）的联

合政府间机构。它以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和确保食品

贸易公平为宗旨。工作的重点是制定国际食品相关

的标准、指南和行为准则[9]。CAC目前制定的 224项

标准聚焦于农业、水产等各类食品，针对性地定义了

产品的定义、配料、相关的质量指标等。

3.2 国内标准化现状

我国农村农业部发布的农业领域国家标准和规

范达到 6575 项，类型包括食品安全标准、产品标准、

等级规格、检测方法、标签流通、疾病防控、工艺技术、

机械设备、环境要求、基础综合等类别。

在食品安全标准方面，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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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制定了 1271 项

标准，例如对不同环境下的供应食品的卫生进行了标

准化要求，比如食品中的不同营养成分的测定等。

在食品加工方面，国家商务部发布了 909项国家

规范，包含了食品蔬菜瓜果的术语、等级、品质、检测

方法、检验规则及包装、运输和贮藏等，食品机械通用

技术条件等。

4 国内农业大数据领域相关标准不足

分析

虽然农业大数据的获取、分析、应用都取得了重

要进展，但数据资源分散、标准缺乏、数据共享不畅等

问题仍然存在[10-12]，限制了农业大数据应用的快速

发展。

与农业大数据应用发展不相匹配的是，尽管已发

布的农业领域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很多，但能够直接

指导农业大数据发展的标准和规范较少（表1）。

在地方标准方面，山东省于2017年3月为了推进

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批准立项了四项与农业大

数据相关的地方标准，并于2018年3月发布，分别是：

《农业大数据 标准体系》、《农业大数据 数据处理流程

规范》、《农业大数据 基础数据元》、《农业大数据 基础

代码集》。

总体来看，我国仍然缺乏农业大数据标准化的整

体规划，需要基于农业大数据发展的实际需求，开展

农业大数据标准化建设的顶层设计，指导农业大数据

标准研制工作的开展。

5 农业大数据标准需求分析

5.1 分析方法概述

视角分析法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技术委

员会（ISO/IEC）在 20世纪 90年代制定的开放分布式

处理参考模型（The Reference Model of Open Distrib‐

uted Processing，RM-ODP）中提出的标准体系框架分

析方法，以解决异构系统各种相关机制一致性的问

题[13]。标准体系框架可以从部门视角、信息视角、计

算视角、工程视角、技术视角等五个方面分析构成标

准化内容（图 1）。部门视角重点描述系统建设的目

的、角色、范围、政策、组织结构、责任和工作过程，从

系统的管理者和使用者的角度来看系统；信息视角注

重访问到的信息，重点关注信息的语义和所执行的信

息处理，从信息管理者和信息工程师的角度对分布式

系统进行抽象；计算视角将系统分解为接口间的分布

状态、系统组件/服务的组成、接口以及组件/服务之

间的相互作用，是从系统设计者和编程者的角度对分

布式系统进行的抽象；工程视角重点解决通信设计者

所遇到的问题，描述实现分布对象之间的交互所需要

的机制，但不涉及具体实现技术细节；技术视角从具

体实现技术的角度来考虑如何根据其它视角的描述

规范，选择和配置适当的技术，以实现开放分布式

系统[14]。

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构建可以采用视角分

析法，从部门、信息、计算、工程、技术 5个视角分析标

准化内容。其中，部门视角重点描述农业大数据的目

标、范围、策略等，为其它视角标准的制定提供基础；

信息视角阐述农业大数据的基本语义和结构标准，为

规范农业大数据管理和数据交换提供指南；计算视角

阐述农业大数据平台系统服务之间的交互方式，提供

一种从信息视角到工程视角中分布式配置的转换，通

过系统功能的分解实现对象在接口间的交互，为数据

处理目的规范农业大数据系统服务的组件及其行为

表1 与农业大数据直接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Table 1 National and industry standards closely

related to agricultural big data

标准编号标准编号

GB/T 8588-2001

GB/T 17296-2009

GB/T 22213-2008

GB/T 24874-2010

GB/T 33469-2016

GB/T 35958-2018

NY/T 1171-2006

NY/T 1430-2007

NY/T 2137-2012

NY/T 2539-2014

NY/T 2738-2015

NY/T 2739-2015

NY/T 3180-2018

NY/T 3526-2019

NY/T 3527-2019

NY/T 3528-2019

SC/T 0006-2016

标准名称标准名称

渔业资源基本术语

中国土壤分类与代码

水产养殖术语

草地资源空间信息共享数据规范

耕地质量等级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要素编码规则

草业资源信息元数据

农产品产地编码规则

农产品市场信息分类与计算机编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数据库规范

农作物病害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农作物低温冷害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土壤墒情监测数据采集规范

农情监测遥感数据预处理技术规范

农作物种植面积遥感监测规范

耕地土壤墒情遥感监测规范

渔业统计调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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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工程视角阐述面向分布式网络化的农业大数据

计算系统的实现设计，与数据和服务之间的交互以及

系统互连相关的标准；技术视角涉及实施农业大数据

的具体技术，如软件、硬件产品等。部门视角、工程视

角、技术视角的农业大数据标准可以参考国家、农业

农村部等制定的农业大数据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以

及大数据相关技术和工程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进行

研制。本文仅从信息视角和计算视角分析农业大数

据标准内容，构建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

5.2 标准化需求分析

农业大数据体系结构阐述了农业大数据从获取

数据源到实现数据应用的完整过程，包括数据采集、

数据集成处理、数据分析和数据应用（图 2）[15]。针对

农业大数据的体系结构，可以逐层分析农业大数据的

标准化需求。

数据应用
农业资源管理 农业生态环境管理 农业生产过程管理

农业经营管理 农业部门决策 农产品安全管理 …… 

数据分析
决策支持 商务智能 推荐系统 预测分析

数据可视化 统计分析空间数据挖掘

空间数据仓库 元数据

错误数据
数据提取、转换、清洗、装载

数据集成处理

数据采集
传感器网络 农业统计 互联网 机载/星载遥感

农业资源数据 农业经营数据农业生产数据 …… 

…… 

 

图2 农业大数据体系结构[15]

Fig. 2 Agricultural big data architecture

 

系统和环境 

部门视角 

信息视角 计算视角 

工程视角 技术视角 

图1 标准体系框架视角分析法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viewpoint-based analysis of standard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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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大数据以种植业、畜牧业、渔业为核心领域，

包括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过程产生的海量数据。农

业大数据涉及的内容包括农业自然资源（如农业水资

源、农用地资源、土壤资源、农业气候资源、农业生物

资源）、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灾害、农业分区、农业产业

（如农产品种植、畜牧养殖、水产养殖、农产品加工、农

产品流通服务、休闲农业）、农业投入品（如农业生产

资料、农用工程物资）、农产品质量与品牌、涉农机构、

农业基础设施、农用地权属等数据。这些数据通过有

线传输网络、移动互联网、地面/机载/星载传感器、调

查统计等技术手段和方法进行采集，以结构化、半结

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类型存储，以文字、数字、音视频、

图像、图表等形式表达[16]。由于数据采集目的、手

段、格式不同，指标定义、统计口径、统计规范不同，加

大了农业大数据采集、整合、共享和数据质量保证的

难度。因此，有必要统一农业大数据的数据元素名

称、定义、字段名称等，规范数据采集技术标准，为农

业大数据的应用提供规范统一的数据信息基础。

数据集成处理是将多源异构数据源根据某个应

用目的进行抽取，经过数据转换、数据清洗、数据装

载，存储在空间数据仓库中。数据转换过程主要是进

行关键数据的重新构建；数据清洗的目的是保证入库

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数据装载是将经过清洗后的

数据集，按照定义的表结构装入空间数据仓库中。在

数据提取处理时，一般采用元数据的方式统一管理这

些异构数据。因此，在数据集成处理过程中，需要研

制农业大数据预处理标准、数据库标准、数据质量控

制标准、数据存储标准、农业大数据元数据标准等，为

农业大数据应用提供数据质量保证。

数据分析过程是采用数据挖掘、统计分析、数据

可视化等技术方法，通过决策支持、商务智能、推荐系

统、预测分析等，发现和提供数据中隐藏的有意义信

息。农业大数据中的空间、非空间数据挖掘以及统计

分析处理过程主要涉及分类、回归、统计分析等算法，

不需要标准化。数据可视化是运用计算机技术，将信

息以图形的方式清晰地展示出来。例如，用可视化方

法精准地表达农产品的市场监测信息，可以展示我国

农产品市场的多样性、农产品品种复杂性和农产品区

域的差异性[17]。农业大数据分析的图形可视化表

达，需要统一图形颜色、符号、标注等的设置要求，需

要研制农业大数据可视化标准和规范。

基于农业大数据和农业信息技术，农业大数据的

应用包括为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监测、农业生产过

程、农业经营、农业管理等提供应用服务。例如在农

业生产过程中，通过农业大数据，为农户提供从耕地、

育种、播种、施肥、植保、收获等各环节信息，实现对作

物种植、田间管理、农作物成熟等环节的管理，使得传

统的粗放式农业生产模式迈向集约化、精准化、智能

化、数据化。通过农业电子商务信息、农业物流信息、

农产品市场贸易信息、农产品加工信息等，有助于判

断农产品的生产规模，调整生产品类，拓展销售市场。

在农业管理中，通过农业结构调整、农业政策实施监

察、农产品质量溯源、粮食补贴信息、农业保险信息、

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乡村综合治理等农业大数据应

用，提高农业宏观管理决策，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保

证国家粮食安全具有支撑作用。农业大数据需要基

于各种农业大数据应用平台，通过数据共享，服务于

农业生产和决策管理。因此，需要考虑农业大数据服

务平台建设标准、数据接口和交换标准，同时还要考

虑农业大数据共享与服务标准、农业大数据安全和治

理标准。

6 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建议

通过分析农业大数据体系结构标准化需求，结合

现有与农业大数据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我们

提出了农业大数据标准化体系框架（图 3），可以为农

业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农业要素的动态监管系统

建设，以及宏观决策、业务管理和信息服务系统建设

提供规范化指南。

该标准体系框架分为三个层次：指导标准、通用

标准和应用标准。其中，农业大数据指导标准是农业

大数据标准制定和协调的依据，包括国家大数据相关

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大数据相关国家标准；农业大

数据通用标准是在指导标准的基础上，为农业大数据

广泛通用的一组标准，包括 4 个标准类别，即农业大

数据基础标准、农业大数据采集处理标准、农业大数

据管理标准和农业大数据共享服务标准；农业大数据

应用标准是在指导标准和通用标准的基础上，对农业

要素和权属信息、农业生产过程、农业经营、农业管理

等农业大数据全过程涉及的标准规范。

6.1 农业大数据指导标准

指导标准为农业大数据标准规范研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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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指南，农业大数据标准规范制定需要遵循指导标准

规定的内容，与指导标准保持一致。指导标准包括国

家大数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国家大数据标准

体系框架下的国家标准[7-8,18]。表 2 为已发布的大数

据相关国家标准。

6.2 农业大数据通用标准

农业大数据通用标准主要是协调、统一农业大数

据建设和应用中具有广泛适用范围及包含通用性、总

体性而制定的标准，主要包括农业大数据基础标准、

农业大数据采集处理标准、农业大数据管理标准和农

业大数据共享服务标准等4个类别。

（1）农业大数据基础标准

农业大数据基础标准为整个农业大数据标准体

系提供包括农业大数据标准参考模型、农业大数据术

语、农业大数据分类等基础性标准。农业大数据标准

参考模型提供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标准构成和

农业大数据基础标准 农业大数据采集处理标准 农业大数据管理标准 农业大数据共享服务标准第二层

通用标准

第三层

应用标准

农业资源要素和权属信息

农业水
肥管理
信息

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 大数据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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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

Fig. 3 Agricultural big data standard system framework

表2 已发布的大数据相关国家标准

Table 2 Published national big data standards

序号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标准号标准号

GB/T 35295-2017

GB/T 35589-2017

GB/T 35294-2017

GB/T 34945-2017

GB/T 31916.3-2018

GB/T 36344-2018

GB/T 36345-2018

GB/T 37721-2019

GB/T 37722-2019

GB/T 37740-2019

GB/T 35274-2017

GB/T 37025-2018

GB/T 37973-2019

GB/T 20273-2019

GB/T 34960.5-2017

GB/T 36478.4-2019

标准名称标准名称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术语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技术参考模型

信息技术 科学数据引用

信息技术 数据溯源描述模型

信息技术 云数据存储和管理 第3部分：分布式文件存储应用接口

信息技术 数据质量评价指标

信息技术 通用数据导入接口

信息技术 大数据分析系统功能要求

信息技术 大数据存储与处理同功能要求

信息技术 云计算 云平台间应用和数据迁移指南

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服务安全能力要求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数据传输安全技术要求

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安全管理指南

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库管理系统安全技术要求

信息技术服务 治理 第5部分：数据治理规范

物联网 信息交换和共享 第4部分：数据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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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关系，为农业大数据建设和应用标准化工作提供

指导。农业大数据术语类标准是为了统一农业大数

据概念和术语，确定农业大数据术语的语义表达及来

源出处，从概念上保证农业大数据表达的一致性。农

业大数据分类标准是在分析农业资源、农业生产、农

业经营、农业管理全过程信息化的基础上，对农业大

数据进行分类，指导农业大数据采集、共享和应用。

（2）农业大数据采集处理标准

该类标准涉及农业大数据元素、农业大数据采

集、农业大数据预处理等数据采集处理标准。农业大

数据元素标准主要明确和统一农业大数据元素的名

称、定义、数据类型、域值范围等属性描述，使农业大

数据建设者和使用者对数据拥有一致的语义理解、表

达和标识，减少数据采集的随意性、数据整合难度以

及对数据理解得歧义，实现农业大数据应用平台的互

联互通和共建共享。农业大数据采集标准主要是根

据农业大数据获取方法和技术手段的不同，研究制定

基于地面调查、物联网、互联网、地面/机载/星载传感

器等农业信息采集和获取，规范农业大数据的获取环

境、方法、数据处理流程、数据成果的技术指标等。农

业大数据预处理标准主要是规范化数据提取、转换、

清洗、装载的技术要求和质量控制，为农业大数据应

用提供可靠的数据提供指南。

（3）农业大数据管理标准

该类标准包括农业大数据元数据标准、数据库标

准、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价标准、数据存储标准、数据安

全和治理标准、农业大数据图示表达标准等。农业大

数据元数据标准主要是规范数据集的标识信息、数据

质量信息、空间表示信息、分发信息等，为农业大数据

的编目、描述、组织管理以及数据交换网站的数据服

务提供指南。数据库标准明确数据库数据字段内容

及格式，为构建农业大数据空间数据仓库提供统一的

数据结构。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价标准规定农业大数

据集成、处理、分析、共享全过程的数据质量控制和数

据质量评价内容，确保农业大数据的正确性。数据存

储标准主要规定农业大数据的分布式文件存储、分布

式结构化数据存储、分布式列式数据存储、分布式图

数据存储等的功能要求，用于农业大数据存储与处理

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农业大数据安全和治理标准作

为标准体系的重要部分，贯穿于整个农业大数据生命

周期的各个阶段，除了关注数据安全和系统安全外，

还应在软件安全、数据交换服务安全、个人信息安全

等方面进行规范。农业大数据图示表达标准主要规

范农业大数据图示的符号注记的使用方法、配色等的

基本要求。

（4）农业大数据共享服务标准

该类标准主要包括农业大数据接口和交换标准、

农业大数据共享与服务标准、农业大数据服务平台建

设等标准，为农业大数据的共享和应用服务提供指

导。农业大数据接口和交换标准主要规定物联网、互

联网等系统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共享时数据接口的

推送数据、获取数据等的接口参数以及数据交换格

式，规范系统之间信息交换和共享的设计、系统开发

以及运行维护管理。农业大数据共享与服务标准主

要规范农业大数据信息共享的类型、级别、安全、管理

以及共享途径等要求。农业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标

准主要规定农业大数据服务平台的总体要求、总体架

构，以及平台功能、性能、数据接口、部署环境、安全

性、运行维护等方面的基本要求等。

6.3 农业大数据应用标准

农业大数据应用标准涉及农业大数据应用层面

的系列标准，是在农业大数据基础标准和通用标准指

导下，制定农业大数据农业资源要素和权属信息监测

调查、农业生产过程、农业经营、农业管理等的应用标

准。农业资源要素和权属信息应用标准主要规范化

基于多种技术方法手段获取的农用水资源、农用地及

设施农业、农用地权属、土壤资源、农业气候资源、种

植业、草地畜牧业、渔业、农业社会经济资源等的监测

调查标准。农业生产过程标准主要涉及采用多种技

术方法手段开展农业生产过程监管所需的应用标准，

包括农业生产资料和农用工程物资信息、农情、农业

水肥管理、农业灾情、渔情、畜情、植物保护等的应用

标准。农业经营标准包括农业电子商务、农业物流、

农产品市场贸易、农产品加工的应用标准。农业管理

应用标准为农业政府决策、农业政策实施等提供系列

应用标准，例如农业政府决策和业务管理、农业结构

调整、粮食补贴、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产品质量溯源、

农业政策实施监察、农业保险、农业乡村综合治理等

的应用标准。

7 总结和讨论

本文通过对农业大数据相关国内外标准现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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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说明了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构建的必要性。

结合农业大数据体系构架标准需求分析，从信息视角

和计算视角提出了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的建议。

该标准体系框架分为三个层次：农业大数据指导标

准、农业大数据通用标准和农业大数据应用标准。针

对每一类标准，本文建议了相应的标准内容及其

结构。

需要强调的是，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顶层设计工

作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多学

科人员参与，形成统一的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从而

科学系统地开展农业大数据标准化工作。

农业大数据亟需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也是未

来的工作重点。在农业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下，有必

要根据我国农业大数据应用情况，从数据采集处理、

数据管理到数据共享应用等各个环节，开展亟需的农

业大数据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研制工作，更好地推动

我国农业大数据标准化工作的快速发展。

最后，我们建议要加深对农业大数据标准化工作

机制的认识与理解，加大力度培养农业大数据标准化

人才，提高从事农业大数据标准化人员的业务能力，

加快我国农业大数据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定，全

面保障大数据时代我国农业领域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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