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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田”的推出是人工智能

与农业的深度结合案例。业内

专家认为，这也是以科技服务乡

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高素质新

农人培养及产业现代化发展的

重要举措。

刘娟指出，在农业农村领

域，技术升级具有明确的路径：

“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数据、技
术”，即基于高性能环境和基础
环境，实现所有应用不断地服务

产品的产生、平台的产生以及服
务的迭代升级，最终达到多赢和
双赢的技术路线。

“在新品种和新技术的推
广中，‘两张皮’的问题是越来越
明显。尤其在乡镇这一级的农
业推广机构，在农业技术方面的
推广仍然存在障碍，AI对话机器
人能够助力解决农业推广‘最后
一公里’的问题。”李莉说。

据悉，一亩田通过线上一亩

田App及线下豆牛代卖智慧服

务网络，累计服务农业从业者超

5000万，覆盖全国2800多个县

的1.5万种农产品品类，年带动

农产品交易额超3000亿元。同

时，基于产地及批发市场的行情

大数据体系，还为千万农业从业

者及百余个县域农业主产区提

供产业发展服务。

胡嵩认为，通用大模型技术

的关键在于产业化应用，不然会

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

与产业发展相结合，AI才有了

灵魂，才能对社会发展产生根本

的推动。

他进一步表示，未来“小田”

将持续探索更多模态的互动方

式，如图片提问、语音问答、视频

问答等，让用户可以更多样化的

形式实现知识获取，从生产、服

务、流通、采购、科研等全产业链

角度构建中国农业AI新生态。

对农业从业者来说，种什么

品种能赚钱、出现病虫害怎么

办、产品行情怎么样、什么渠道

能卖高价等，始终是从生产到销

售各个环节需要面临的问题，传

统解决方案难以系统解决这些

难题。

然而，作为目前领先的数字
技术创新方向，AI正掀起第四次
工业革命的新浪潮，这波浪潮也
反映在当前农业的发展上。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

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刘娟指出，

近几年，人工智能在国内进入飞

速发展、持续升温的阶段，深度

学习、增强学习、机器学习以及

面向文本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的深度支撑，也让一些自主和智

能在生命科学、医学、农业、教育

等各个领域都得到深入应用。

她进一步表示，以AI为代

表的科技潮流将深刻影响智慧

农业的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发展

增加更强驱动力。以“小田”对

话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

用将在农业农村管理服务方面

大有作为。

胡嵩提到，“针对农业领域

大量的行业术语，比如说糯米

糍、阳光玫瑰、甜王等，如果直接

用大语言模型来承接需求，大部

分很难识别出来这是一个农业

的需求，因此我们在最初就针对

农业专业术语对大模型做了精

调，形成了业内目前比较领先的

精调的农业大模型。”

据了解，“小田”的服务场景

覆盖了农业从业者从产前、产中

到产后的各个环节。以河南西

瓜种植为例，可以通过“小田”在

产前了解不同西瓜品种的历史

价格趋势，并选择采购热度更大

的品种种植。产中可以利用“小

田”咨询可能遇到的虫害、枯萎、

沤根等病症，并找到解决方案。

产后可以参考全国各大市场的

西瓜行情大数据，选择合适的市

场，并精准寻找合适的销售渠

道。

河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

院教授曹克强则指出，相对值亦

是现代农业智慧化发展亟须关

注的重点，“某一个地方种某个

品种，我们不如就把这一个区域

其他品种的种植面积情况给它

统计出来，那么这个品种相对量

的多或者少，就成为农民朋友种

植的重要参考。”

刘娟也表示，“负责任的人

工智能是面向应用，数据不一定

大，一定小而宽，而且所谓的数

据一定要具有强大的分析能力

和应用价值，沉淀下来的数据具

有深度的应用价值，也能提供应

用场景的下一个丰富的情感感

知，只有这样的数据才是解决问

题的数据，才能称为有价值的数

据。”

6月26日，一亩田集团“小

田”对话机器人暨农业AI生态

伙伴计划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一亩田CTO胡嵩发表了“用AI

助力乡村振兴”的主题演讲，并

正式对外

发布国内

首款基于

大模型技

术的农业

AI对话机

器 人 ——

“小田”。

据 介

绍，“小田”
融合了一
亩田平台

覆盖的全国2800多个县的农产
品流通大数据及多个农业细分
领域的专业知识，有新品种新技
术、农业技术、供需行情、产销智
能匹配等多个模块，针对不同用

户群体，从生产、流通、采购等全
链条多个场景帮助农民解决种
什么、怎么种、如何卖、高效买的
问题。

胡嵩在现场用3个案例提

出了用户的痛点，“各种垂直信

息分散在不同地方，搜索门槛高

且缺少专业度，而App分类导

航也略显复杂，对农民来说不够

友好”。

据了解，“小田”对农业从

业者来说具有低门槛、专业化、

实时性的特点。面对多个农业

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如“土豆出

现烂根怎么办”“河南夏邑县的

西瓜行情怎么样？”“适合华南地

区春秋播种的鲜食玉米新品种”

“帮我找一个广东荔枝的供应

商”等，“小田”均给出了详实、专

业的回答。

对此，在农产品新品种新

技术的推广方面，“小田”与中

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众多农业

科研高校、院所合作，融合超

350种新品种新技术，并能够结

合用户产地情况，进行新品种

的推荐。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研究员李莉提到，自己作为多

年农技推广专家，深入了解传统

农技推广时师资力量短缺、培训

范围不够、知识覆盖面窄等难

题，认为这样的机器人将在农技

推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生产、流通、采购等全链条多个场景帮助农民解决种什么、怎么种、如何卖、高效买的问题

国内首款农业AI对话机器人发布

AI大模型+农业

深度产业融合

首款农业AI对话机器人 自 Chat-

GPT（人工智

能 聊 天 机 器

人 ）发 布 以

来 ，认 知 大

模 型 技 术 持

续 进 化 ，人

工 智 能 掀 起

了 全 新 的 热

潮 ，国 内 大

模 型 产 品 持

续推出。

在 当 下 ，

全 力 发 展 智

慧农业、数字

农 业 已 成 为

乡 村 产 业 发

展、高素质新

农 人 培 养 的

“ 必 选 项 ”。

《数字农业农

村 发 展 规 划

（2019—2025

年）》中指出，

到2025年，数

字 技 术 与 农

业产业体系、

生产体系、经

营 体 系 加 快

融合，农业生

产 经 营 数 字

化 转 型 取 得

明 显 进 展 。

因此，农业运

用 成 为 了 国

内人工智能技术落

地的重要商业化场

景。

信 息 鸿 沟 依 然

是农民致富路上最

大的障碍，田间地头

的问题同时涉及土

壤、农作物、包装销

售等不同领域，无法

由单独的一个专家

解答，因此将乡村产

业发展的实际需求、

平台全品类农产品

的行业知识图谱及

产销大数据体系与

AI 大模型技术的科

技趋势结合，就是用

AI 赋能农业，让每

一亩田更有价值。

（据《经济日报》
《中国经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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