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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教育经历 
 2000年9月-2004年7月，中国矿业大学，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主攻监测技

术方向，获工学学士学位 

 2005年9月-2008年1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流体机械专业，主攻数值模拟

方向，获工学硕士学位 

 
工作经历 
 2008年2月-2014年6月，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综合信息实验室 

   从事计算机模型、数据分析算法研究工作 

 2014年7月-至今，中国农业科学院信息所，农业监测预警研究中心 

   从事农业监测预警、农业大数据分析研究工作 



二、课题研究 
 主持和参加了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863专项计划、国际合
作、农业部专项等课题12项，其中主持课题4项，参与课题8项。 
 

课题类型 课题名称 执行时间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基于便携式设备的玉米生长参数实时监测 2016-2020年 

863重大型号项目 创新三号载荷数据处理器研究 2011-2013年 

863专项课题 面向量子计算的离子阱及离子芯片技术 2012-2013年 

国际合作课题 南南合作中非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研究 2016-2017年 

农业部软科学 粮食生产功能区布局规划与对策研究 2016-2017年 

农业部专项课题 预警模型大数据统计分析研究 2014年 

农业部专项课题 作物产量模型系统监测 2016年 

农业部专项课题 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模型构建研究 2015年 

国家标准制定课题 小麦苗情长势自动监测规范研究 2016年 

国家标准制定课题 农产品市场信息采集与数据质量控制规范研究 2016年 

农科院创新工程 农业生产管理数字化技术创新团队 2015年 

农科院创新工程 农业监测预警创新团队 2016年 



主要研究进展——数据处理 

主要进度 
 
利用现代信息化方法对即时数据、历史数据和关联数据进行处理： 
 
 
 即时数据：K平均算法、欧氏距离检测 

 
 历史数据：Z-score标准化、热卡填充、莱依特准则 

 
 关联数据：使用Pearson相关分析、支持向量机等方法进行关联、分

类 
 
处理了包括：资源与环境数据、农业生产数据、农业消费数据、农业
价格数据、宏观类经济数据、进出口贸易数据、库存数据、国际数据
八类数据共2亿余条。 



主要研究进展——模型构建 

主要进度 
 
 
建立多地区农作物产量与气象大数据之间的关系模型： 

 
 

 产量与气象因素关系模型（MY）: 
 

 模型参数：关系矩阵 
 

 运用信赖域反射算法、赤池信息准则 
 
 
 
模型可通过实时气象数据的监测来预测预警农作物产量 
 
 
 
 

农作物产量与气
象因素关系模型 



主要研究进展——算法实现 

主要进展 
 
针对农产品供需平衡优调问题，创新出一种基于智能匹配算法的平衡
表均衡系统： 
 
 
 运用混合罚函数法建模 

 
 建立增广目标函数 

 
 通过拉普拉斯算子进行迭代计算 

 
 

显著提高了高维度数据匹配的智能化程度，在农业监测预警模型 

（CAMES）中得到应用。 
 

智能匹配的平衡表
均衡系统 



三、工作业绩 

 发表论文19篇，其中SCI 2篇，EI 11篇； 

 第一（通讯）作者16篇，其中SCI 1篇，EI 10篇。 

论文类别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合作作者 合计 

SCI 1 0 1 2 

EI 5 5 1 11 

其他 5 0 1 6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9项； 

 其中第一发明人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2项。 



 参加国际学术会议7次； 

 2016年作为IEEE计算机、信息与通讯系统国际会议信息技术

分会场主席，主持会议。 



   获人民解放军技术进步二等奖（省部级）1项 

   2014年12月，第五完成人（证书号：201408110038632-5) 



四、学术报告 

 
中国小麦气象产量模型参数研究 

 



1、研究背景 

农作物产量的形成是整个生长期内每一天气象要素影响的累积，并体现在最

终的产量上。如何研究出日度的气象产量模型参数，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各地区小麦作物历详表 



2、国内外研究现状 

2014年Deepak在《自然通讯》中通过对全球13500多个地区的气象产量

进行建模分析，得到年度作物积温、年度降水量和最终作物单产的模型

参数。 

国内许多学者使用了建国60多年来的气象与农业生产数据，详细分析了

中国各类年度气象因素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 

这些研究大多没有从日度的时间变量上来计算农作物气象模型的

参数。 



3、研究创新点 

 

 

 

 

 

 按照小麦各地区详细作物历对气象数据进行融合 

 

 创建产量与气象因素关系模型（MY） 

 

 设计基于多约束的非线性规划求解算法 

 

使用数据：1980-2014年，中国2000多个行政县区小麦产量数据、2481个

气象站点的日度数据 

 

 



4、建立模型 



4、建立模型 

创新的一种分生育期的中国小麦产量模型，计算不同生育期内

不同气象要素对最终单产的影响系数： 

变量 变量说明 含义 

第t年的小麦产量 —— 

小麦趋势单产，由趋势模型计算得到 —— 

基准年小麦单产 趋势单产模型使用的基准值 

气象单产函数 由气象要素计算气象单产的函数 

第p个生长期q类气象要素的值 如温度等气象要素的数值 

第p个生长期q类气象要素的历史均值 如在小麦历史所有年份中拔节期
内温度的均值 

理想基准单产 假设气象要素在历史平均情况下
的基准年单产 



5、模型参数结果 

 

 

 

 

 
分蘖期 苗期 越冬期 返青起身 拔节期 抽穗期 灌浆期 

结果表明：小麦产量在越冬期受温度影响较大，其它生长期内影响相对较小，在实际监
测预警过程中，重点监测该生长期的气温数据变化可以有效的预测预警小麦的产量。 

单位：公斤/亩/摄氏度 

生长期（天） 

气温对单产的影响系数 



光照时长对单产影响系数 



降水量对单产影响系数 



6、讨论与展望 

01 

02 

03 
创新推动了大数据与农业信息学科的融合，有助于提

升我国粮食产量监测预警水平 

该研究能够详细的了解气象对农作物产量形成的关系 

通过气象要素与产量的关系能够实现农作物气象影响

产量的实时预测预警分析 



请领导与专家批评指正 

谢  谢 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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