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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佳多农林ATCSP物联网 系统简介 

      佳多农林ATCSP物联网，全称佳多农林病虫害自动

测控物联网系统， ATCSP物联网系统平台由监测系统和

防控系统组成，共含10个子系统（功能模块），基本涵

盖了农业种植管理的各个方面。系统内部实现全方位信

息共享。 

       标准物联物联网系统平台以信息工作站为前端感知

点，信息基站为中心，通过无线与互联网技术连接组成。 

标准物联物联网系统建站后，控制半径10千米，控制面

积约为320平方千米。 

  [注]  ATCSP: Automatic Test and Control System of Plant Disease 

and Insect Pest  



一、佳多农林ATCSP物联网 系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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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佳多农林ATCSP物联网 功能介绍 



1、佳多小气候信息采集系统:    应用于农业、林业、海关、园艺、科研院校、
专业标准化科技示范园等对病虫预测、测报具有高度应用价值。 

    主要功能：采集检测空间的环境因子。物联网小气候采集数据有13项，分别
为：空气温度、空气湿度、土壤温度（3层）、土壤湿度、气压、结露、光照、

太阳总辐射、光合有效辐射、蒸发量、 降雨量、风速、风向。 。 

二、佳多农林ATCSP物联网 功能介绍 



2、佳多生态远程监控系统:在本物联网内，该系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弥补了人类感官不足，拓展了人的视野。 
（1）对病虫害防控之前的调查，实施过程的监控，防控之后的效果统计等工作，
发挥作用。 
 （2）在本物联网内，该系统为人类监控频振生物诱控、天敌及微生物防控等技
术实施过程及效果提供了便利。 
（3）是农作物基层测报员的“千里眼”，尤其在恶劣环境下的监测工作，也适
合开展远程网络专家诊断工作。 

二、佳多农林ATCSP物联网 功能介绍 



二、佳多农林ATCSP物联网功能介绍 

3、佳多孢子培养统计分析系统: 从植保方面来讲，掌握各种病菌孢子生
长条件、规律，是及时控制农作物病害蔓延的关键。本系统实现了自动
捕获孢子、培养观察、精确聚焦成像功能，为人们研究孢子提供了便利。
具有7项自动控制：（1）自动控温；（2）自动采集孢子；（3）自动加液培
养；（4）自动照相；（5）自动传输；（6）自动换片；（7）自动优选照片。 

 

 



4、佳多虫情信息采集系统:  害虫做为影响农作物生长的重要因素，一
直以来，都是我们农业部门研究的课题。本系统对害虫、天敌种群实现

了野外昆虫自动诱集、红外处理、时段取像、信息无线传输功能，综合掌握昆
虫生态分布特点，而非只关注害虫。为人们进一步及时、准备掌握昆虫
发生规律提供了依据。 

二、佳多农林ATCSP物联网功能介绍 



二、ATCSP物联网功能—生态远程机械手 

5、生态远程机械手系统:在远程控制条件下，可进行360°全方位移
动观察，对于恶劣环境地区或人员难以到达的调查区域或植物背面的
细微观测，具有良好的使用效果和适用性。 

控制 
显示 监控 



二、佳多农林ATCSP物联网功能介绍 

6、佳多频振物理诱控系统:佳多频振系列杀虫灯作为物理防控害虫
重要技术，历经多年应用研究，从结构设计、光源选择、时段功能
多个方面的革新，在 “避免误伤昆虫天敌”方面效果显著，随着物
联网技术的发展，以无线技术、互联网技术为平台，实现了起始防
治时间点更精确、开灯时间段更吻合（害虫活动时间）的防控目标。
“一键开灯”让大面积的生物防治变得更加轻松。 



二、佳多农林ATCSP物联网功能介绍 

7、佳多天敌防控系统:将天敌饲养放在田间地头，研发
专业的集装箱式培养设备，将天敌释放变成“一键启
动”，是现代生物防治的新思路。 



8、佳多微生物喷雾系统:研究证明，白天实施微生物预
防、防治病虫害效果是不理想的，该系统的问世，将微
生物防控技术实施设定在夜间（避免阳光直射），而且
不需人工操作，自动喷施，效率大大提高，一小时可以
防控47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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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佳多设施农业测控系统: 本系统的研发，为设施农业控制病虫害
提供了智能措施。根据棚内环境状况，自动完成：空气温度控制，
土壤升温，通风除湿，遮阳防晒，灌溉施肥等功能，符合现代设施
农业向精确化、数字化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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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佳多农林ATCSP物联网 功能介绍 

10、农林墒情监测系统:实时监测植物根系的土壤含水量、温度 

并根据作物生长情况，对灌溉系统实现智能化控制。并可根据 

实际需要实现从几百亩到数十万亩不同面积的控制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