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温室控制系统建设方案

一、策划目标
1. 环境精准调控实现温室内温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等环境参数的实时监测与智能调节，调控精度

达 ±1℃/±5% RH，极端天气应对响应时间≤15 分钟。

2. 资源高效利用集成水肥一体化系统，实现按需精准灌溉施肥，节水节肥率≥30%；通过智能遮阳与通
风系统，降低能耗成本 25% 以上。

3. 生产智能化管理建立作物生长模型库，结合 AI 视觉识别技术，实现病虫害自动预警（准确率≥95%）
、生长周期预测（误差≤3 天）及采收期智能决策。

4. 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广无土栽培、循环水养殖等绿色技术，减少面源污染；通过碳足迹追踪系统，助力
碳中和目标达成，单位产量碳排放降低 15%。

二、实施计划

（一）系统搭建阶段（2025-2026）
1. 基础设施部署

• 安装智能传感器网络（温湿度 / 光照 / CO‚/ 土壤 EC/PH），密度≥5 个 / 100㎡

• 部署智能执行设备：电动遮阳帘、湿帘风机、水肥一体机、补光灯

• 搭建 5G + 物联网通信基站，实现信号全覆盖与低时延数据传输

2. 核心系统开发

• 开发温室数字孪生平台，实时映射物理环境与设备状态

• 构建 AI 决策引擎，集成作物生长模型与病虫害识别算法

• 部署移动端管理 APP，支持远程控制与异常报警推送

（二）功能优化阶段（2027）
1. 场景化应用拓展

• 开发有机种植、鱼菜共生等特色模式专用模块



• 集成区块链溯源系统，实现从种植到销售全流程数据存证

• 对接气象部门 API，建立提前 72 小时灾害预警机制

2. 服务体系完善

• 建立 “云服务 + 本地运维” 支持网络，响应时效≤2 小时

• 开展农户数字化培训，培养 “智能农艺师” 职业群体

• 探索碳汇交易试点，开发温室碳减排量化评估模型

（三）生态构建阶段（2028）
1. 产业协同平台

• 搭建温室设备共享平台，实现跨区域农机与技术资源调配

• 对接农产品电商平台，提供定制化种植与预售服务

• 建立产学研合作基地，每年转化 3-5 项农业科技成果

2. 可持续发展模式

• 推广 “光伏温室” 复合利用模式，可再生能源占比≥40%

• 开发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系统，固废处理率 100%

• 参与制定智能温室国际标准，提升行业话语权

三、资源需求与预算

（一）硬件设备（1200 万元）

设备类型 技术参数 数量 单价（万元） 小计（万元）

智能传感器 多参数集成，IP
67 防护等级

1000 套 0.8 800.0

智能执行终端 支持远程控制与
自动联动

200 套 1.5 300.0

5G 通信模块 工业级模组，支
持边缘计算

50 套 2.0 100.0



硬件合计 - - - 1200.0

（二）软件系统（800 万元）

系统模块 功能描述 预算（万元）

数字孪生平台 3D 可视化建模与实时数据交
互

300.0

AI 决策系统 生长模型训练与智能算法优化 250.0

区块链溯源系统 数据加密存证与智能合约应用 150.0

移动管理 APP 多终端适配与用户权限管理 100.0

软件合计 - 800.0

（三）服务配套（500 万元）

项目内容 实施内容 预算（万元）

系统集成与调试 设备安装与系统联调 200.0

运维服务 三年期技术支持与备件储备 150.0

人员培训 线上课程 + 线下实训 100.0

数据中心租赁 云服务器与存储资源 50.0

配套合计 - 500.0

（四）总预算（2500 万元）

资金来源 占比 金额（万元）

政府专项补贴 40% 1000.0

企业自筹 30% 750.0

金融机构贷款 20% 500.0



社会资本合作 10% 250.0

总预算 100% 2500.0

四、效果评估指标

（一）经济效益
1. 单位面积产量提升 25%-30%，优质果率提高至 90%

2. 人力成本降低 40%，综合运营成本下降 35%

3. 农产品溢价能力增强，认证产品售价提升 20% 以上

（二）技术指标
1. 环境参数控制精度达 ±1℃/±5% RH

2. 病虫害预警响应时间≤30 分钟，防治准确率≥95%

3. 水肥利用率提高至 90%，灌溉用水减少 30%

（三）社会效益
1. 新增就业岗位 50 个 / 万㎡，带动农户年均增收 3-5 万元

2. 农业面源污染减少 40%，单位产量碳排放强度下降 15%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1000 人次，孵化农业科技企业 3-5 家

五、风险应对策略

（一）技术风险
1. 建立分级测试机制：原型系统在 100㎡试验棚验证 3 个月

2. 开发多源数据融合算法，兼容不同品牌设备协议

3. 预留 15% 系统冗余，支持未来功能扩展



（二）数据安全
1. 采用国密 SM9 加密技术，实现端到端数据保护

2. 部署入侵检测系统，异常操作实时阻断

3. 建立数据灾备中心，重要数据异地备份

（三）市场风险
1. 开发柔性生产模块，支持多品种快速切换种植

2. 建立价格保险机制，对冲市场波动风险

3. 打造差异化品牌，通过有机认证提升抗风险能力

（四）自然灾害
1. 构建多维度气象预警系统，联动设备自动防护

2. 采用抗震抗压结构设计，温室抗风等级≥12 级

3. 建立应急供电系统，保障 72 小时持续运行

六、创新亮点
1. 数字孪生 + AI 决策：构建三维动态模型，实现生长周期预测与资源优化配置

2. 模块化智能硬件：支持即插即用，降低后期维护成本 40% 以上

3. 碳足迹追踪系统：量化温室碳排放，为碳交易提供数据支撑

4. 共享服务平台：整合设备、技术、市场资源，提升产业协同效率

5. 农户利益联结机制：通过 “保底收益 + 分红” 模式保障农民权益

结语本方案以 5G、物联网、AI 技术为核心，构建覆盖生产全流程的智能温室管控体系。通过技术创新
与模式创新，预计到 2028 年，实现温室生产效率提升 40%，资源利用率提高 35%，推动农业向精准
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升级，为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提供科技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