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 DeepSeek 本地化部署方案：构建智慧农业
 AI 中枢体系

一、策划目标
1. 精准农业决策通过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实现作物生长周期动态预测（误差≤3 天）、病虫

害智能诊断（准确率≥95%）及水肥管理优化，决策响应时间缩短至 5 秒以内。

2. 生产效率提升集成 AI 视觉识别与智能传感网络，推动农机自主作业（路径规划效率提升 40%）、农产
品分级分选（优品率提高 25%），综合人力成本降低 35%。

3. 绿色可持续发展建立碳足迹追踪与污染防控模型，实现农药化肥使用量减少 20%，单位产量碳排放强
度下降 15%，构建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

4. 产业协同创新搭建农业知识共享平台，促进产学研技术转化（年转化成果≥3 项），培育 1000 名以上
 "AI 新农人" 职业群体。

二、实施计划

（一）基础设施搭建阶段（2025Q2-2026Q1）
1. 智能感知网络建设

• 部署多参数传感器（土壤 / 气象 / 作物表型），密度≥3 个 / 50 亩

• 配置边缘计算节点，实现田间数据实时预处理

• 集成北斗 + 5G 定位系统，支持农机厘米级导航

2. AI 中枢系统构建

• 完成 DeepSeek-R1 模型本地化部署，适配农业垂直场景

• 开发作物生长数字孪生平台，集成 10 + 主流作物模型

• 搭建病虫害知识库，整合 500 万 + 历史案例数据

3. 应用终端开发

• 农机 AI 改造：升级 100 台智能农机（含自主避障功能）



• 农户 APP 上线：支持 "拍照诊断 + 语音问答 + 远程控制"

• 政企管理平台：实现数据看板、预警推送、政策直达

（二）场景深化应用阶段（2026Q2-2027Q1）
1. 全产业链赋能

• 育种环节：部署智能育种机器人（单台日检测量≥2000 株）

• 加工环节：AI 优化生产线调度（效率提升 30%）

• 销售环节：构建消费端画像系统，精准匹配供需

2. 服务体系完善

• 建立 "云 + 端" 运维网络，故障响应≤2 小时

• 开展 AI 工具培训（线上课程 + 田间实训）

• 开发区块链溯源模块，实现全流程数据存证

3. 生态体系构建

• 搭建农业 AI 开放平台，吸引 50 + 开发者入驻

• 对接国家超算互联网，弹性调用算力资源

• 探索 "AI + 金融" 模式，开发产量保险产品

（三）产业协同创新阶段（2027Q2-2028）
1. 区域示范推广

• 建设 5 个万亩级智慧农业示范区

• 形成 3 套可复制的垂直领域解决方案

• 推动地方标准制定，主导 1 项行业规范

2. 可持续发展模式

• 部署光伏 + AI 互补系统，可再生能源占比≥40%

• 开发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模型，利用率达 100%

• 建立碳汇交易机制，年碳减排量达 5 万吨

3. 全球化布局

• 参与制定智能农业国际标准



• 输出中国农业 AI 解决方案至东南亚

• 建立跨境数据共享平台，促进技术协同

三、资源需求与预算

（一）硬件设备（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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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模态集成，IP
68 防护

5000 套 0.5 2500.0

边缘计算节点 支持模型推理，
48TOPS 算力

200 套 1.5 300.0

智能农机改造 北斗导航 + AI 路
径规划

100 台 2.0 200.0

硬件合计 - - - 3000.0

（二）软件系统（1200 万元）

系统模块 功能描述 预算（万元）

DeepSeek 模型 本地化部署及持续优化 600.0

数字孪生平台 三维动态建模与实时交互 300.0

区块链溯源 全流程数据加密存证 200.0

管理 APP 开发 多终端适配与权限管理 100.0

软件合计 - 1200.0

（三）服务配套（1000 万元）

项目内容 实施内容 预算（万元）

系统集成



设备安装与联调测试 300.0

运维服务 三年期 7×24 小时响应 400.0

人员培训 AI 工具认证培训 200.0

算力租赁 弹性算力资源调用 100.0

配套合计 - 1000.0

（四）总预算（5200 万元）

资金来源 占比 金额（万元）

政府专项 45% 2340.0

企业自筹 30% 1560.0

金融机构 20% 1040.0

社会资本 5% 260.0

总预算 100% 5200.0

四、效果评估指标

（一）经济效益
1. 单位面积产值提升 35%，优品率达 90% 以上

2. 综合运营成本下降 30%，农机作业效率提升 40%

3. 农产品溢价能力增强，认证产品售价提高 25%

（二）技术指标
1. 病虫害诊断准确率≥95%，响应时间≤5 秒

2. 水肥利用率提升至 90%，灌溉用水减少 30%

3. 作物生长周期预测误差≤3 天，产量预测偏差≤5%



（三）社会效益
1. 新增就业岗位 80 个 / 万亩，农户年均增收 4 万元

2. 农药化肥使用量减少 20%，碳排放强度下降 15%

3. 培育 AI 新农人 1000 名，孵化农业科技企业 5 家

五、风险应对策略

（一）技术风险
1. 建立三级测试机制：实验室验证→小范围试点→大规模推广

2. 开发多模型融合框架，支持不同品牌设备接入

3. 预留 20% 算力冗余，满足未来扩展需求

（二）数据安全
1. 采用国密 SM9 加密算法，实现端到端数据保护

2. 部署入侵检测系统，实时阻断异常操作

3. 建立异地灾备中心，关键数据双活备份

（三）市场风险
1. 开发柔性生产模块，支持多品种快速切换

2. 建立价格保险机制，对冲市场波动风险

3. 打造地理标志品牌，提升产品辨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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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抗灾型基础设施设计，抗风等级≥12 级

3. 配置应急供电系统，保障 72 小时持续运行



六、创新亮点
1. AI + 农业垂直场景：开发国内首个农业专用大模型，深度适配 20 + 作物类型

2. 轻量化部署方案：支持边缘端模型加载（显存≥8GB），降低硬件门槛

3. 虚实融合决策：数字孪生与物理世界实时交互，误差控制在 5% 以内

4. 碳足迹追踪体系：量化生产全周期碳排放，为碳交易提供数据支撑

5. 共享服务生态：构建开放平台，促进技术、数据、人才资源流通

结语本方案通过 DeepSeek 大模型本地化部署，构建覆盖农业全产业链的智能决策体系。预计到 2028
 年，实现农业生产效率提升 40%，资源利用率提高 35%，推动传统农业向智慧化、绿色化、高效化
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 AI 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