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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系统 终端通信协议与数据

格式》 

编 制 说 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是 2023 年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提出，经农业农

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批准立项，归口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

司管理的农业行业标准制定任务。项目下达文件：《关于下达 2023 年

农业国家和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文件号：农质标函

[2023] 51 号；项目计划编号：NYB-23342；项目名称：农机作业远程

监测管理系统 终端通信协议与数据格式；项目性质：农业行业标准

制定。 

（二）制定背景 

1.项目目的 

2018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

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发〔2018〕42 号）明确提出“加快精准农业、

智能农机、绿色农机等标准制定，构建现代农机装备标准体系”“促进

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智能控制、卫星定位等信息技术在农

机装备和农机作业上的应用”“推进‘互联网+农机作业’”。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开展农机作业补贴”；国家“十四

五”规划明确提出“深化北斗系统推广应用，推动北斗产业高质量发

展”；《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1 年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

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21〕8 号）又明确提出“推广应用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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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智能终端”“深化北斗系统在农业系统中的推广应用”“支持安装

使用机械作业监测传感器和北斗导航终端的服务主体，集中连片开展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自 2015 年开展农机深松整地作业补助，基于北斗的农机作业监

测终端逐步开始在农机生产作业环节进行应用，从开始面向深松整地

作业到为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作业服务，在作业补助资金的便捷核算、

作业质量和作业效率的提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应用环节

逐渐扩展、应用区域逐渐扩大、生产研发企业逐渐增多，也出现了数

据质量良莠不齐、数据项不完善、交互机制缺乏、灵活性和扩展性差、

互用性和交换性差等问题。面向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作业环节，制定

《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系统 终端通信协议与数据格式》农业行业

标准，规定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系统终端通信协议与数据格式，促

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是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文件和政策的具体体现，

推动北斗系统在农业系统中的深入应用，促进现代农机装备标准体系

构建。 

2.标准化对象简要情况 

目前与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系统 终端通信协议与数据格式相

关的同类标准见表 1，其中农业行业标准 1 项，地方标准 2 项，其余

5 项为团体标准。可以看出，针对农机作业监测技术的行业标准仅有

1 项，缺少面向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作业的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系

统-终端通信协议与数据格式的行业标准。 

表 1 同类标准情况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标准类型 说明 

1 
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

平台数据交换技术规范 

NY/T 

3892-2021 
农业行业标准 

侧重于农机作业监测平台

数据交换，未涉及终端技

术要求 

2 农机田间作业数据传输 DB14/T 山西省地方标准 侧重于农机作业监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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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标准类型 说明 

规范 2041-2020 数据交换，未涉及终端技

术要求 

3 
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系统

应用技术要求 

DB23/T 

2428-2019 

黑龙江省地方标

准 
侧重于作业监测管理系统 

4 
农机深松作业远程监测

系统技术规范 

T/CAMA 

1-2017 

中国农业机械化

协会团体标准 

侧重于深松作业，未涉及

其他作业类型 

5 
农机作业远程监管系统 

平台数据交换技术规范 

T/CAMA 

33-2020 

中国农业机械化

协会团体标准 

侧重于农机作业监测平台

数据交换，未涉及终端技

术要求 

6 
精密播种机作业远程监

测终端 技术要求 

T/CAMA 

34-2020 

中国农业机械化

协会团体标准 

侧重于播种作业，未涉及

其他作业类型 

7 
北斗农业机械远程作业

监测终端 技术规范 

T/NJ 

1101-2020 

中国农业机械学

会团体标准 

主要内容与 T/CAMA 1-

2017 基本一致，未涉及更

多作业类型的作业质量监

测功能、性能和试验方法 

8 
农机作业远程管理系统

技术要求 

T/JSAMIA 

1-2017 

江苏省农机工业

协会团体标准 
侧重于作业监测管理系统 

3.标准在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 

本标准在农业信息化标准体系框架中的位置如下： 

农业信息化标准体系框架

A基础性标准 B通用性标准 C专业性标准

AA
农

业

信
息
化
名
词
术
语
标
准

AB
农
业
数
据
标
准

AD
农
业
信
息
安
全
标
准

BA
支
撑
平
台
标
准

BB
关
键
技
术
标
准

BC
检
测
试
验
方
法
标

准

CA
农
业
生
产
信
息
化
标
准

CB
农
业
经
营
信
息
化
标
准

CC
农
业
管
理
信
息
化
标
准

CD
农
业
服
务
信
息
化
标
准

C
A
d
种

植

业

信

息

化
标

准

C
A
e
畜
牧
业
信
息
化
标

准

C
A
f
渔
业
信
息
化
标

准

C
A
g
其
他
农
业
生
产
信
息
化
标

准

C
B
a
农
产
品
加
工
流
通
信
息
化
标

准

C
B
b
农
产
品
市
场
信
息
化
标

准

C
B
c
农
业
电
子
商
务
标

准

C
B
d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追
溯
标

准

C
B
e
其
他
农
业
经
营
信
息
化
标

准

C
C
a
农
业
电
子
政
务
标

准

C
C
b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管
理
信
息
化
标

准

C
C
d
农
业
风
险
管
理
信
息
化
标

准

C
C
e
其
他
农
业
管
理
信
息
化
标

准

C
D
c
农
业
金
融
保
险
服
务
信
息
化
标
准

C
D
d
其
他
农
业
服
务
信
息
化
标
准

BD
农
业
信
息
化
产
品
标

准

C
A
a
农
机
装
备
信
息
化
标

准

AC
农
业
标
识
标
准

AE
领
域

农

业

体

系
标
准

C
C
c
农
业
科
研
管
理
信
息
化
标

准

C
D
b
农
业
政
策
法
规
服
务
信
息
化
标
准

AF
其
他
基
础
性
标
准

BE
其
他
通
用
性
标

准

C
A
c
设
施
农

业

信

息

化
标

准

B
A
a
硬
件
设
备
标

准

B
A
b
网
络
基
础
设
施
标

准

B
A
c
集
成
应
用
支
撑
平
台
标

准

B
A
d
其
他
支
撑
平
台
标

准

B
B
a
智
能
装

备

B
B
b
智
能
生

产

B
B
c
智
能
服

务

B
B
d
智
能
赋

能

CE
其
他
专
业
性
标
准

C
A
b
种
业
信
息
化
标

准

C
D
a
农
业
知
识
服
务
信
息
化
标
准

      

本标准在农业信息化行业标准体系中属于专业性标准的层次，归

属农业生产信息标准化中的 CAa 农机装备信息化标准。制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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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适用于农机北斗作业监测终端产品的设计、研发、试验和检测，统

一了产品组成、功能和性能，为产品设计、研发提供了依据，有利于

提高产品研发效率、促进产品技术升级；规定的终端通讯协议结构，

解决了交互机制缺乏、灵活性和扩展性差、互用性和交换性差等问题；

同时也为终端全面纳入购机补贴提供支撑，为深化北斗系统在农业系

统上的应用提供助力；提出的数据格式要求，能够提升数据质量，解

决数据项不完善的问题；本标准将成为现代农机装备标准体系的组成

部分之一，对完善现代农机装备标准建设，规范和推动农机信息化技

术和市场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主要工作过程 

1.预研阶段 

2017 年至 2021 年，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依

托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信息化分会，持续跟踪调研农机北斗作业监测

的技术发展、产品应用与存在问题等情况，掌握了农机北斗作业监测

技术与产品发展的最新情况。期间，针对农机北斗作业监测技术与产

品标准缺失问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牵头起草

了相关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包括《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平台数据

交换技术规范（NY/T 3892-2021）》《农机深松作业远程监测系统技

术规范（T/CAMA 1-2017）》《农机作业远程监管系统 平台数据交换

技术规范（T/CAMA 33-2020）》《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系统 总体

架构（征求意见稿）》《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系统 捡拾打捆作业

监测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 

2021 年，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牵头，联合农

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等单位，系统梳理并

分析了农机北斗作业监测技术现状，调研分析了已有国内外相关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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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表 1），认为现有的标准难以满足对农机北斗作业监测技术快速

应用的需求。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

系统 终端通信协议与数据格式（草案）》，并向农业农村部农业信

息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了行业标准的立项申请，并成功获批为

2023 年立项标准。标准起草团队随即开展了行业标准的起草工作，

2023 年 5 月提交了实施方案推进有关工作。 

2.起草阶段 

（1）组建标准起草组 

2023 年 3 月-4 月，为切实做好本项标准的编制工作，提高标准

工作的开放性、公正性、透明性，提升标准质量和实用性，依托中国

农业机械化协会信息化分会，开展了标准起草单位公开征集工作，共

有 10 多家企事业单位报名。根据征集情况，成立了标准起草组。起

草单位包括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农业农村部农

业机械化总站、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市农业机

械试验鉴定推广站、上海联适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河北信翔电子

有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北斗农机科技

有限公司、湖北永祥农机装备有限公司、辽宁牧龙科技有限公司、北

京博创联动科技有限公司、黑龙江惠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中农

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农芯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等 15 家单位，

涵盖了科研、研发、生产、推广、检测鉴定、管理等方面。 

各起草单位明确了参与标准编制的技术人员，为便于及时交流讨

论，建立了起草组通讯录和微信交流群。 

（2）加快标准编制，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3 年 4 月-5 月，标准起草组进一步加强调研工作，各起草单

位中涉及到相关研发企业，提交了相应的产品和协议材料，供起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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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参考。 

2023 年 5 月-9 月，在标准申请提交的草案基础上，标准起草组

经过 3 轮线上沟通讨论，对草案进行了完善，形成了标准初稿。 

2023 年 9 月-10 月，依托农业农村部农业信息软硬件产品质量检

测重点实验室，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牵头开展了

标准试验验证工作，编写了终端数据传输软件、平台数据接收软件，

对终端通信协议进行了初步的测试、验证。 

2023 年 11 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牵头组

织了标准专家咨询会，由行业内 9 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对标准初稿进

行了咨询评议，并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建议。根据专家咨询组意见建议

以及试验验证情况，经起草组讨论确定主要协议结构、数据内容和数

据格式，并对标准编写格式和文稿质量进行了完善，形成了征求意见

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中遵循了先进性、实用性、协调性和规范性等原则。

在先进性方面，起草组注重对标目前农机北斗作业监测技术和产品的

最新功能和性能指标。在实用性方面，起草组紧扣各地实际应用具体

情况，其中对作业面积试验方法进行了优化，可以适应实际作业中的

多种作业模式。在协调性方面，起草过程中充分参考现行的相关标准

与农机推广鉴定大纲，对现行标准和大纲原有的内容，符合目前实际

情况的，充分吸收采纳，尽量保持协调一致。在规范性方面，起草组

依据 GB/T 1.1-2020 的要求，对标准文稿多次修改完善，确保标准内

容规范性。 

（二）标准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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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农机作业监测终端相关推广鉴定大纲、专项鉴定大纲、

团体标准等标准和技术规范，以及部分省份对于农机作业监测终端相

关要求，结合农机作业监测终端的技术特点和发展方向，确定了标准

的主要内容。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系统的终端与平台之间的

通信协议与数据格式，包括一般要求、通信协议及数据格式。 

本文件是适用于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系统的终端与平台之间

的通信。 

2.规范性引用情况 

标准在起草过程中，充分吸收了现行相关国标和行标，引用了以

下标准。 

NY/T 3892—2021  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平台数据交换技术规

范 

3.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给出了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平台、农机作业监测终端、

终端业务信息、数据交互等术语定义，准确厘定和规范了这些术语的

定义及语义内涵，进而为标准的理解和应用提供统一的语义基础。 

4.一般要求 

标准中对通信方式、传输规则、数据类型等功能进行了规定。 

5.通信协议 

标准中规定了终端编号编码规则、传输协议版本号、终端业务信

息、与平台数据交互、终端报警信息等协议规则和结构，还对定位数

据、终端硬件数据、深松与深翻数据、旋耕作业数据、播种作业数据、

插秧作业数据、谷物收获作业数据、方捆打捆机作业数据、圆捆打捆



8 
 

机作业数据、秸秆还田作业数据、喷洒作业数据等数据段内容进行了

规定。 

三、试验验证报告，可行性论证 

2023 年 8 月-9 月，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

在国家农业物联网工程实验室开展了基于该协议的农机作业远程监

测系统 AMT3011 数据传输的试验验证，对终端的通信协议、数据格

式进行了验证。 

2023 年 10 月-11 月，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

心在北兴农场开展了基于该协议的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系统 AMT3011

深松作业数据传输的试验验证和农机作业智能监管终端 AMT4012 深

翻作业数据传输的试验验证，对终端的通信协议、数据格式进行了验

证。 

试验验证结论：根据《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系统 终端通讯协

议与数据格式》规定的内容，对终端的通信协议、数据格式进行了试

验验证，通过试验验证表明标准中设置的交互方式、协议结构和数据

格式均能可实现，且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和互用性。 

试验验证情况详见附件《试验验证报告》。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的比对情况 

本标准紧密结合我国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系统-终端通讯协议

与数据格式发展现状，未开展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的技术对比。 

五、引用、采用或参考国际国外标准情况 

本标准为国内自主研制，不涉及采用国际或国外标准的情况，且

不涉及引用、参考国际国外标准情况。 

六、与有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相关标准的关系 

（一）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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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不存在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的冲突或矛盾。 

（二）与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不存在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冲突或矛盾。 

（三）与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参考农机终端作业监测相关标准和农机推

广鉴定大纲，在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与现行相关标准和大纲之间在

技术指标方面的一致性或协调性。在术语定义方面，尽可能的引用已

有的表述。在具体的要求和规范方面，对于已有相关标准规定的内容，

均规定按已有的相关标准执行。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相关专利。 

九、贯彻实施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是对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系统-终端通讯协议与数据格

式进行规定的技术标准，是行业需要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是行业

急需的标准。企业研发相关技术产品时，可以本标准中的通讯协议与

数据格式为基础；管理机构可依据本标准对产品进行准入或管理。主

要建议有： 

1.通过标准化组织和行业性协会，组织开展标准宣贯工作，对标

准的范围、技术内容、试验方法进行详细介绍、讲解； 

2.依据该项行业标准，推动终端通讯协议与数据格式相关推广鉴

定大纲、专项鉴定大纲、自愿性认证特则的制定、修订； 

3.依据该项行业标准，开展终端通讯协议与数据格式的数据传输

验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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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动相关省份对农机作业监测终端补贴参数的修订。 

十、其他说明 

本标准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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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系统终端通

讯协议与数据格式技术规范 

—试验验证报告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 

2023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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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系统终端通讯协议与

数据格式技术规范 

—试验验证报告 

 

一、试验验证目的 

根据《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系统终端通讯协议与数据

格式》规定的内容，对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系统的通讯结

构和数据格式进行验证，主要验证通讯结构是否可行，数据

格式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二、试验验证机构、时间和地点 

（一）验证机构 

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在国家农

业物联网工程实验室、北兴农场进行验证。 

（二）验证时间 

2023 年 8 月-9 月、2023 年 10 月-11 月。 

（三）验证地点 

1.终端的静态通讯试验主要是在国家农业物联网工程

实验室进行。 

2.终端的田间作业通讯试验在北兴农场进行。 

三、试验验证样机 

一共对 2 种样机进行了验证，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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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试验验证样机信息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型号 

1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 AMT-3011 

2 农芯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AMT-4012 

四、试验验证过程 

根据《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系统终端通讯协议与数据

格式》规定的内容，分别对终端通讯结构和数据格式进行了

验证，详细的验证过程见以下内容。 

4.1 AMT-3011 终端验证 

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系统 AMT3011集成传感器技术、计算

机测控技术、卫星定位技术和无线通讯技术，实现对农机作

业面积、作业质量的准确监测，为农机作业补贴提供量化依

据，可极大降低管理强度，显著提升农机作业管理信息化水

平。 

4.1.1 AMT-3011 终端通讯协议代码实现 

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系统 AMT3011主要是基于单片机，采

用 C 语言开发。定位数据代码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AMT-3011 终端定位数据代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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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T-3011 终端消息头和消息体代码结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AMT-3011 终端消息头和消息体代码结构 

AMT-3011 终端作业信息代码结构如图 3 所示： 

 

图 3 AMT-3011 终端作业信息代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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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T-3011 终端作业上报代码结构如图 4 所示： 

 

图 4 AMT-3011 终端作业上报代码结构 

4.1.2 AMT-3011 终端室内通讯测试 

AMT-3011 终端室内通讯试验主要在国家农业物联网工

程实验室和北京农科大厦进行，将 AMT-3011 终端放置在测

试架上不间断通电 24 小时，5 秒上传一次数据，看其丢包率

情况。结果表明：丢包率≤0.5%。 

 

图 5 AMT-3011 终端室内上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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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AMT-3011 终端现场通讯测试 

AMT-3011 终端现场通讯试验主要在北兴农场进行，将

AMT-3011 终端放置在拖拉机上进行深松作业，不间断工作 8

小时，5 秒上传一次数据，看其丢包率情况。结果表明：丢

包率≤0.8%。作业场景和平台数据显示如图 6 和图 7 所示 

  

图 6 AMT-3011 终端深松作业上报数据 

 
图 7 AMT-3011 终端深松作业平台传输 

4.2 AMT-4012 终端验证 

农机作业智能监管终端 AMT4012基于 7英寸车载智能终

端设计开发，集成卫星定位、无线通讯、图像采集、传感测

控于一体，实时显示农机作业速度、质量、面积、时长等信

息，语音、光、电多重报警，是农芯科技自主研发的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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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作业监管产品，主要为农机管理部门、农机服务组织、

农机手提供农机作业监管与计量等功能。 

4.2.1 AMT-4012 终端通讯协议结构 

AMT-4012 终端主要是基于安卓系统，采用 Java 语言开

发。定位数据代码结构如图 8 所示： 

   

图 8 AMT-4012 终端定位数据代码结构 

数据类型代码结构如图 9 所示： 

   

图 9 AMT-4012 终端数据类型代码结构 

作业类型代码结构如图 10 所示： 

   
图 10 AMT-4012 终端作业类型代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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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结构代码结构如图 11 所示： 

  

  
图 11 AMT-4012 终端协议结构代码结构 

4.2.2 AMT-4012 终端现场通讯测试 

AMT-4012 终端现场通讯试验主要在北兴农场进行，将

AMT-4012 终端放置在拖拉机上进行深翻作业，不间断工作 8

小时，5 秒上传一次数据，看其丢包率情况。结果表明：丢

包率≤0.7%。作业场景和平台数据显示如图 12 和图 13 所示： 

  
图 12 AMT-4012 终端深翻作业试验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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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AMT-4012 终端深翻作业平台传输 

五、试验验证结论 

根据《农机作业远程监测管理系统终端通讯协议与数据

格式》规定的内容，对不同类型终端的按照该协议的通讯协

议与数据格式分别进行了实现和试验验证，通过试验验证表

明标准中设置的终端通讯协议与数据格式能够方便实现，符

合实际情况，可行性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