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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信息化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创新城乡信息化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助推“数字云南”

建设。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以“建立农企与金融机构信任体系”为核心目标，

建设云南省 “畜牧业+”普惠金融项目。通过科技赋能和机制创新，为金融

机构提供可衡量、可抵押、可监管的数字资产，推进金融机构开展生物活体

抵押、贷款、保险等业务，为农企、金融机构提供数字共享的公信平台，解

决农企“融资难、融资贵”等突出问题，引导更多金融资源下沉“三农”领

域，提升农业现代化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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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畜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养殖、生产落后 资金短缺问题监督、管理困难 品质保障和口碑

   科技发展带来了生产和消费的更集中、更大规模、更社会化和更高的生产效率；同时也意味着

城市生活对资源的更大需求、对安全的更高要求。

需要规模化



畜牧发展的现状

生产

•管理方式传统粗放：采集信息传统纸质

录入，不能及时对采集数据做出预判；

•生产物资管理混乱：饲料药品、投入品

等物料、消耗、库存数据不能准确及时获

取；

•管理过程滞后：日常管理靠人工经验，

效率低下，管理不及时。

•缺少数据分析：数据准确性不高，数据

分散，纸质资料查阅不方便

监管

•总体规划缺失

•流程节点散乱

•数据不规范，汇总麻烦

•情况发现不及时



我国农业信息化政策

农业政务信息化 农业服务信息化 农业生产科技化 农业贸易信息化

推动电子政务向乡村

延伸，利用互联网提

供信息公开和政民互

动服务；完善农村社

会事业信息服务体系，

金融保障。

通过信息化手段颠覆

传统农业服务形式，

打造多渠道、多维度

的农业服务途径，实

现服务高效化、服务

多样化、服务智能化。

利用现代科技改造传

统农业生产和管理办

法，提高农业产量和

质量，使农业向规模

化、精准化、工业化

方向前进。

利用电子商务技术

实现农业产、供、

销、运的全流程电

子化网络化管理，

实现农业的市场化

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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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业指导思想和建设原则

指导思想：

帮助云南塑造世界一流“三张牌”之一的绿色食品肉牛全流程溯源，为云南省畜牧链接入 

“星火·链网”打下坚实的基础，“云链”的接入将进一步提升和完善云南在区块链产业公共服

务能力，推动国家级区块链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多元化链上应用场景，进一步促进云南区块链产

业创新发展，推动面向东盟区域区块链产业合作。

科技支持、融
合发展

规范实施、注
重效益 市场运作统筹布局、突

出重点 政府引导

建设原则：



智慧畜牧业总体需求分析

  生产阶段
环境精准监测；专家辅助决策；牲畜

生命体征实时监测；牲畜健康预警

   服务阶段
质量可追溯；产品可召回

    保障
保险投保、理赔

金融

贷款、抵押、融资数据

物流配送阶段
物流过程环境监控；运输车辆在途监

测；农超对接减少流通成本

 销售阶段
面向多渠道的网络营销

直观农事现场的体验式营销

                 监管
精准管理、科学决策



智慧畜牧总体建设目标

养殖数字化 – 实现从传统养殖到数智化养殖的转变，提高行业整体盈利能力。

安全可溯 – 借助物联网及区块链技术实现农业生产的全程记录、全程跟踪和溯源，
面向消费者实现安全有保障、责任可追究

市场运作 – 借助电子商务技术，实现产品供销配送一体化 ，引导畜牧市场化运
作

高效服务
– 实时采集抵押牲畜的养殖位置、数量、养殖过程健康状况、牲畜非
法离场等动态信息，降低贷款风险，解决畜牧养殖“融资难，融资贵”
助力产业振兴。

全面感知 – 通过实现环境感知的全面化、数据采集的精准化、信息传输的无线
化、设备控制的智能化建设高水准智慧畜牧园区。

建
设
具
有
云
南
特
色
的
智
慧
型
畜
牧
业
样
板
工
程



智慧畜牧总体建设内容

养殖环境监控
温湿度；

土壤；

水质；

溯源管理系统
养殖过程；

运输；

全过程溯源

数字化养殖系统
健康、死亡、丢失预警；

免疫、防治等养殖管理；

运输管理

销售
在线销售；

供销撮合

保障
投保、理赔；

金融支持

智慧畜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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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畜牧总体技术架构

感
知
层

应
用
层

温、湿度传感器  水质、气体传感器 光谱传感器 视频终端  

传
输
层

WIFI FDD-LTE TD-LTE Zigbee 其他通信网络

物联网数据统一处理组件(RFID中间件、M2M中间件、GIS中间件)

可编程控制器

资源环境监测系统

SOA、开放的API接口(WebService或其他形式接口)

在线销售 大数据监管运输监管

服
务
层

综合运营支撑云平台

信贷投保理赔

溯源管理

免疫、防治等

综合畜牧信息专家服务系统

养殖场管理 预警管理

用
户 PC 移动设备

RFID 其他数据采集终端



 以云计算和云平台为基础，对多种信息流进行统一分类处理，降低建设成本，提高处理效率。

实现牲畜生长状态监测、饲料、防疫、发情、孕期、分娩全生产过程查询以及其他视频服务

实现传感器网络、无线通信、有线通信技术的有机协作融合。

数据库及WEB服务技术

实现农业生产信息管理以及在线订购与配送等后台管理。

畜牧智能决策技术

通过建立养殖智能决策模型，为畜牧智能化生产、仓储、运输等提供决策依据。

数据云处理技术

数据采集感知技术

融合通信技术

智慧畜牧业关键技术



智慧畜牧云平台关键技术

智慧畜牧
 云平台 重点内涵

云管理 云主机 云存储 云安全

1、用户体验统一

2、业务快速部署

3、能力开放合作

4、服务精准智能

5、架构功能模块化，
接口标准化

6、技术IT化，互联
网化

面对庞大的畜
牧用户群体实
现集中维护和
管理、安全保
密、绿色节能、
移动办公、快
速弹性部署和
良好的扩展性。

智慧畜牧使用
计算资源的虚
拟化、资源自
动分配和释放、
友好的自服务
门户、健全的
后台管理、等
级的应用保障。

按需使用和按量
付费、数据冗余
安全和自动备份、
数据加密安全和
防止被窃取、丰
富的访问方式、
容量弹性扩展。

利用“搜索引擎式”
与“互联网化”的
云安全理念相结合，
发挥云计算强大处
理能力，基于“云
＋关＋端”的解决
方案，增强了用户
内网边界的安全性，
另一方面增强了内
网的动态安全性及
管控灵活性。

M2M

RIA

移动
终端

完成传感器数据的上传，并支持本地保存；支持主动及被动两
种方式；支持双向通道，并支持私有数据协议格式；简化了应
用与传感网的交互复杂性，有助于整合产业链。

利用RIA技术实现丰富多彩的界面，
提升用户的操作感知；简化了复杂数据的操作，提供内容密
集、响应速度快和图形丰富的用户界面。

支持主流终端类型（基于iOS、Android系统的智能手机、
Pad，并提供相应的客户端）

支持从门户网站到大型E-Commerce、电子商务平台网站的建立，数据共享平台的建立，丰富的农业领域网站模板，资源弹
性扩展，用户空间隔离，高可靠可用性保障。



养殖环境监控子系统技术架构

服务层

应用层

传输层

传感层

环境监测 设备控制 统计分析 自动报警

系统管理员
用
户

手机终端

PC机

传感器

互联网
GPRS/cDM

A模块

网关

基站

图表展示

服务器

IPAD

统一门户

统一接口管理

数据分析挖掘

环境信息接入

数据网关接入

系统应用管理

AI智能数据分析

任务管理

系统终端管理



环境监控

各功能传感节点可根据养殖种类、养殖面积的不同，进行相关环境数据采集及预警。

环境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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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养殖

AI智能分析、预警

AI人工智能 健康预警

死亡判断

非法离开

智能估算........

动态实时数据



数字化养殖

各功能传感节点返回的实时数据，通过AI智能分析，及时发现和预测牲畜健康状态并发出预警。

AI动态数据分析 产生预测结果



数字化养殖

智能APP覆盖了养殖过程全阶段，为各个阶段进行自动化和智能化处理，减轻养殖过程中的工作难度提高养殖效率。

智能终端APP



区块链溯源

依托区块链技术，对产品的溯源的权威性有绝对提升。



保障 保险理赔、金融

区块链 物联网

智能耳标

移动设备智能称重

活体监测 智能称重

高清摄像头 丢失预警

区块链数据 耳标解除

智能称重

数据验真上链存证

防疫、防
治、孕期
等养殖过
程

依托区块链、物联网技术，实现对畜牧养殖牲畜的数据真实性监控，使得金融贷款，保险理赔更加具有保障性和数据支撑。



销售 买卖撮合

银行

云撮合
平台

数字养
殖

屠宰厂、
餐饮、
商超

供应链金融   资金管存 银行VIP

银行帮助引流客户

银行获取资金，增
加企业开户数量

平台云选牛、保障品质

资本与客户相互促进



销售 销售赋能

        消费者通过小视频直观 了
解所购买肉产品养殖 过程情况
信息。

直观了解养殖过程，多媒体在线云挑选，打通生产与销售。



监管



应用价值

监管
入栏、存栏、养殖过程、出栏预测、牲畜处
理、等关键数据清晰，覆盖全面，利于管理

部门精准管理、科学决策

科学饲养
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和AI对饲养过程进行科
学化管理，改进了饲养方式、饲料配方，精

准预测饲养数量，减少浪费，降低成本

自动化管理
自动化管理，降低人工频繁录入，

自动化处理饲养业务

智能化管理
饲养更加智能化，系统智能分析各业务，

产生数据，降低人工判断

成本价值
自动化、智能化减少人工投入，大数据指导
生产养殖，物料使用更加科学，效益提高，

成本大幅下降

提升产业品牌价值
通过区块链、物联网、提升畜牧业产品质量
公信力，增加消费者消费信息，提升区域内

产品品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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