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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提出。

本文件由杨凌示范区农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信息化管理处）、陕西省农村科技开发中心、

杨凌耘尚田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杨凌乾泰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杨凌现代农业产业标准化研究推广

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 斌、耿 楠、蒲 攀、周兆永、张宏鸣、李书琴、黄铝文、刘运松、耿耀

君、李 梅、张海曦、卫 星、邓希廉、李皓、马军妮、文立红。

本文件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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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园区数据处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物联网系统的智慧农业园数据处理的相关术语和定义、处理流程及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智慧农业园的数据规范处理、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6344-2018 信息技术 数据质量评价指标

GB/T 37025-2018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数据传输安全技术要求

QX/T 628-2021 常规高空气象观测数据处理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农业大数据 big data of agriculture

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环节中产生的海量的，具备多样性、高增长率、真实性及一定价

值的数据集。

3.2

数据处理 data processing

为从大量杂乱无章、难于直接理解的数据中抽取并推导到对特定人群有价值、有意义的信息，而进

行的数据采集、存储、检索、加工、变换和传输等活动。

3.3

数据增强 data augmentation

一种为提升数据利用价值，用有限数据创造出尽可能多有用信息的数据扩充技术。

3.4

监测预警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通过监测、汇集、抽取相关信息数据，结合风险评估分析，将可能出现的结果直观展现给决策者，

提醒作出预先处置的活动。

3.5

特征衍生 feature derivatives

利用现有的数据特征，组合构建出新的数据特征的技术手段。也称特征构建。

3.6

特征选择 feature selection

按系统特定指标最优化目标，从原始特征中选择出最有效特征的过程。也称特征子集选择或属性选

择(Attribut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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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处理流程

4.1 数据预处理

4.1.1 数据清洗

4.1.1.1 检验重复性数据需要根据具体场景、数据特点和问题需求，确定重复性数据的定义、检验方

法以及工具，并记录检验结果。

4.1.1.2 异常值采用删除、替换、离群值检测等方法处理。其中离群值检测可以采用箱线图、3σ准则、

聚类等统计方法处理。

4.1.1.3 重复值采用删除、合并、标记等方法处理。其中合并可以采用相似度匹配、聚类等方法处理。

4.1.1.4 不一致值采用规范化、转换、匹配等方法处理。其中规范化可以采用大小写转换、数据类型

转换等方法处理。

4.1.1.5 格式不一致采用规范化、转换、格式化等方法处理。其中规范化可以采用格式化字符串、正

则表达式等方法处理。

4.1.1.6 噪声数据处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法：

a) 采用分箱法、聚类法、回归法等处理噪声数据。

b) 采用分箱法将原始数据划分为若干区间，统计每个区间内的样本数量并计算样本占比，然后

平滑处理每个区间的样本占比，将平滑后的数据作为处理后的结果，用于后续的分析和建模。

c) 采用聚类法根据一定的相似性度量分组原始数据，计算每个组的中心点，并根据中心点重新

分配数据点到各个组中，迭代执行上述步骤直到满足停止条件为止。最终得到的聚类结果可

以用于分析和建模，去除噪声数据对后续分析和建模的影响。

d) 采用回归法包括建立一个回归模型，通过拟合已知数据的函数关系，预测未知数据，并评估

和调整预测结果，得到更准确的预测结果。在建立回归模型时，需要去除或修正噪声数据，

提高模型的预测精度。

4.1.1.7 清洗处理的数据再次传输应符合 GB/T 37025-2018 的安全传输规定。

4.1.1.8 高空气象数据的处理应符合 QX/T 628-2021 的规定。

4.1.2 数据补全

a) 均值/中位数/众数填充：对于数值型数据，可以使用均值、中位数或众数来填充缺失值。

b) 固定值填充：对于某些特殊的数据，可以使用固定值来填充缺失值。

c) 向前/向后填充：对于时间序列数据，可以使用向前或向后的值来填充缺失值。

d) 插值法填充：可以使用插值法来填充缺失值，例如线性插值、多项式插值等。

e) 建模预测填充：可以使用其他变量建立模型，预测缺失值。

4.1.3 数据融合

采用深度学习模型提取多个数据源的数据信息特征（园区小气候数据、种植环境数据、图像数据和

农技知识数据），融合特征级、决策级，提升数据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4.1.4 数据变换

4.1.4.1 图像数据按照目标程度划分为一般或严重状态，通过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生成充足的数据集，

按照 3:1:1 的比例划分为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

4.1.4.2 园区小气候数据和种植环境数据，采用特征衍生和特征选择作预处理。特征选择分别基于最

大信息系数的最小冗余、最大相关指标过滤粗筛特征，再基于嵌入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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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数据规约

应在保证数据集完整性的基础上，简化数据集，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维度规约：即将数据的维度降低，减少数据中不必要的属性，降低数据集的复杂度。常用的

维度规约方法有主成分分析（PCA）和线性判别分析（LDA）。

b) 数值规约：即将数据的数值范围缩小，减少数值间的差异，降低数据集的复杂度。常用的数

值规约方法有归一化和标准化。

c) 属性规约：即从数据集中选择出最具有代表性和区分性的属性，剔除无关或冗余的属性，减

少数据集的复杂度。常用的属性规约方法有逐步回归法和决策树算法。

d) 数据压缩：即通过压缩算法去除数据集中的冗余信息，减少数据集的复杂度。常用的数据压

缩方法有哈夫曼编码和 Lempel-Ziv 算法。

e) 随机抽样：即从数据集中随机选择部分数据作为样本，通过分析处理，减少数据集的复杂度。

常用的随机抽样方法有简单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

4.2 数据分析

应建立在计算机机器学习基础上。被分析的数据质量按照GB/T 36344-2018的规定评价，评价合格

的数据分析结果为有效分析结果。分析技术包括但不限于：

a) 描述性统计：通过对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了解数据的基本情况，包括中心趋势、离散程

度、分布形态等等。

b) 探索性数据分析：通过可视化和统计分析探索数据之间的关系趋势，为后续建模和分析做准

备。

c) 假设检验：用于检验数据之间是否有显著差异，判断是否拒绝某个假设。

d) 回归分析：用于分析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建立回归模型，预测因变量的变化趋势。

e) 聚类分析：将数据分成若干类别，同一类别内的数据相似度较高，不同类别之间的数据相似

度较低。

f) 主成分分析：将多个变量合并成少数几个新变量，保留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以减少维度。

g) 时间序列分析：用于分析时间序列数据，找出趋势、季节性和周期性等规律，预测未来的变

化趋势。

h) 关联规则挖掘：从数据中发现频繁出现的模式和关联关系，如超市商品的购买关系。

i) 决策树分析：基于样本数据建立决策树模型，通过选择属性值，逐步筛选出目标属性预测值。

j) 神经网络分析：用人工神经网络模拟人脑处理信息的过程，进行数据建模和预测等操作。

4.3 数据可视化

数据分析与预测结果应以图像、图表的直观方式，展示数据所蕴含的信息、规律与趋势，并可实现

交互式处理。

a) 明确对象。通过数据的来源、属性，明确可视化的具体对象。

b) 可视化映射。应选择直观的、易于理解的方式，将数据蕴含的信息呈现给用户。宜使用的数

据图表包括但不局限于饼图、柱形图、折线图、条形图等，图表应包含必要的说明注释。

c) 用户感知。可视化后的数据，应具备通过与可视模块间的交互，实现主动获取信息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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