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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字技术摸清我们特色种业的家底儿，各
个区域特色的、特产的种子有什么，适合在哪儿
种、怎么种，尽快研发出一批“顺国情、合地情”的
特产农作物种子、乡土草种、牧草种子。实现特
色乡土种业数字化一张网管理，让特色种子找到
合适的“家”，育繁推科学可追溯，从种子收集、鉴
定评价、种质保存、创新育种、种子生产、产品应
用板块实现种业管理的闭合生态价值链。

小草数字承建的巴彦淖尔市黄河流域西北
地区种质资源大数据平台，通过采集分析黄河流
域西北地区历年的农作物分布、植被变化、土壤、
水文等生态本底数据，建立种质资源大数据平
台，让农民坐在炕头就能管到地头，解决生产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

首要是挖掘与保护。摸清当地适合的种

质资源及水肥气热生态要素的收集、保存、分
类、入库、检测、应用的基本情况，实现地方特
色品种的基本应用信息查询（形态特征、生物
学特性、品质特性、抗性）种质测试报告、分子
育种报告，指导提纯复壮、扩繁推广。其次是
地情动态分析。完成小麦、葵花、玉米、果蔬、
中草药、草种六类专项产业园基本情况及实时
数据观测，通过遥感卫星对品种基地的分布、
作物的长势、产量、病虫害防治、气象预警等进
行监测分析，帮助育种人员有效提升育种培植
工作的质量与效率。种子产业服务。通过手
机 APP 为种植区域农牧民提供各类品种适宜
生长区域分布等技术指导，实现产品可追溯。
另外利用组建专家智库，为政府、企业、农牧民
等用户提供技术合作和服务。

小草数字+特色种业 数字技术守护好“天赋河套”

在乌拉盖草原，放牧已经10多年
的牧民王金强的生活近年有了大变
样。以往总是在 1万多亩的草场上追
着牛羊跑，如今，头牛身上安装了定位
传感器，借助北斗卫星定位技术，在家
里就能随时看到自家牛群的位置，实
现了远程放牧。通过全域卫星遥感指
导牧民生产，把生产、生活和生态保护
这“三生”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让王金强受益的正是乌拉盖地区
建立的生态及肉牛产业导航平台。这
一平台直观展示出乌拉盖地区的生态
环境（水、土、气、草、畜）的数据变化情
况、现代草牧业养殖与草畜平衡、草畜
产品社会供需等各种信息。“通过遥感
和无人机的影像分析，可以看到这里的
草产量增加了12%，预示这家草场的草
产量在上升，我们及时通知这家草场，
可以增加（牛羊）养殖数量。”小草数字
董事长高俊刚指着数据平台说。

目前，高俊刚和“小草数字”团队
正 用“ 生 态 指 数 ”建 立 产 业 导 航 系
统。他解释，每一棵小草的生长过程
都会产生一系列生态数据，“水、土、
气、微生物”指标构成了一棵小草的
生长环境，地域不一样生态结构就不

一样；一头牛的生长过程也是一套数
据体系，从牛吃的草到放牧的草场，
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牛的生理指标
都不同。

用王金强的话说，“我的管理有
点什么问题，平台上全发现了。牛的
月龄、耳标、体高、体长、胸围、腹围、
十字部高都可以实时查看。”过去王
金强卖牛，价格是牛贩子说了算。如
今可以进行线上销售，客户从 APP
上就可以“相牛”，看中的牛有时出价
比以往高一两倍。

数字技术与畜牧业融合发展为
牧区现代化提供新思路，小草数字公
司在草原及草畜平衡数字化中，草产
量预估、草原返青、草原区土地征占
用类型变化、草原沙化、盐渍化的分
布及等级评定、打草场识别、草原火
灾、鼠害监测等方面的数据模型均属
国内领先。像乌拉盖这样的草原智
慧监管平台正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
2020 年以来，小草数字公司已经连
续为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
沁旗、新巴尔虎右旗、乌拉盖管理区、
正蓝旗等多地牧业旗县提供服务，数
字化指导草畜平衡。

小草数字+草畜平衡 乌拉盖实现全天候草原智慧向导

生态北疆孕育小草数字技术
内 蒙 古 在 构

筑 北 疆 绿 色 生 态
屏障的实践中，近
年 来 不 断 增 强 产
业 创 新 、数 字 创
新，涌现出一批掌
握核心技术、具备
科 技 创 新 力 的 创
业 公 司 。 从 中 央
媒体、全区媒体的
报道中不难发现，
科技+生态，正成
为 内 蒙 古 的 代 表
名片之一。

用 数 字 化 数
清 内 蒙 古 有 多 少
牛 羊 ？ 草 原 的 生
长 状 况 能 养 多 少
牛 羊 ？ 中 国 3 万
多 种 植 物 祖 籍 在
哪儿，还适合生长
在 哪 儿 ？ 每 种 特
产、哪 儿 的 种 子、
长在什么水土、怎
么 管 护？“山 水 林
田湖草沙”也有体
检 指 标 和 生 态 指
数报告，农牧民用
一 部 手 机 就 可 以

“种 得 好 田、养 得
好 羊 ”。 这 是 蒙
草·小草数字公司
在 思 考 和 期 望 解
决的问题，而大数
据 的 运 用 就 是 要
解 决 这 些 细 枝 末
节的实际问题。

用 数 字 技 术
赋能生态产业，把
数 字 技 术 运 用 到
更多生态场景，创
造绿色价值，也有
越 来 越 多 的 数 据
管 理 平 台 运 用 到
解决草畜平衡、特
色 农 品 、智 慧 林
草、河湖湿地监测
等等。

6 月 25 日，由内蒙古自治区林业
和草原局牵头的内蒙古“沿黄生态廊
道建设规划”由小草数字公司、奥雅
设计联合中标。“规划”将统筹黄河流
域内蒙古段生态廊道“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全面引入数
字化技术支撑，以塑造流域协同保护
和治理的全国样板为总目标。小草
数字将发挥好自身在沿黄流域积累
的生态本底数据优势，利用数字技术
科学地做指导规划和落地应用。“规
划”明确的数字化体系建设包括：以

“沿黄林草感知一张网”推进数据采
集体系建设；以“一张图资源中心”推
进数据监测体系建设；以“指挥调度
中心”推进应急调度、研判、协同的体
系建设。

用数据把“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
地管理一遍，也期待每一个地区能建一
个“生态智慧大脑”，管好地方生态资
源。在沿黄流域的呼和浩特城市大脑
的智慧林草板块，可实现林草防火、病
虫害防治、林草资源动态监管、生态系
统修复治理、古树名木管理、野生动植
物资源等多种功能。最普通的护林员，
现场的情况用一条语音、一张图片就能
实时回传，省去表格报送、纸质填写，极
大地提高了效率。管理人员可利用平
台移动端，实时查看各类核心数据，为
林草资源监管与科学决策提供技术支
撑。让数字与产业深度结合起来，解决
好最后一公里的应用问题，平台已经成
为呼和浩特城市大脑中最常用、最实
用、管理最及时的代表。

小草数字+沿黄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数字化保护和修复

小草数字+生态产业
还有很多创新可能

依托蒙草集团在内蒙古
每 0.5 平方公里量化一个坐
标点，采集这个点上的水、土、
微生物成分，气象和人畜变化
情况，小草数字正在“农业、牧
业、林业、草业”以及“山水林
田湖草沙”的动态管理上提供
数据化应用服务，解决一线人
员的实操问题，实现数字化工
具的“有用、实用、常用”。

公司积累了近 30—50 年
的大生态数据，山水林田湖草
的水、土、气、植物、动物的变
化，把他们模型化，数据化，有
了这些东西才能指导生态和
生态产业的管理。通过在内
蒙古、西藏、青海、陕西、甘肃、
云南等地收集建立生态大数
据 平 台 ，对 中 国 3 万 多 种 植
物、区域上每平方公里生态指
数做了数字化，在生态产业领
域进行数字化管理，监管生态
变化、导航生态治理、用 50 年
左右跨度的时间轴把“水土气
象与植物、动物、微生物的变
化规律”做成了分析模型。

小草数字公司针对各类
生态场景按需开发数据模型，
集中在水土检测、遥感数据处
理、气象规律、空间数据可视
化、生态环境指数算法等领
域。承接的数字化项目有北
疆生态大数据平台、呼和浩特
智慧林草系统、青海河南县数
字平台、甘肃甘南和肃北的全
域生态大脑、陕西秦岭生态指
数平台，还有草原草畜智慧平
台、数字乡村、矿山大数据等
数十个实用性指挥系统。

一花一草都有语言，它想
告诉我们的都可以数据化，我
们要做的就是读懂自然的语
言，掌握规律、找到方法、发明
工具，小草数字用理念和技术
指导我们的生态、生产、生活，
让“三生”融合发展。

蒙草小草数
字董事长高俊刚
讲解草畜平衡大
数据系统。

小草数字承建的呼和浩特市智慧林草生态大数据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