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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温室环境优化调控方法和技术能有效改善温室作物的生产条件，提高光能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实现温室作

物的高产、高效、优质生产。为了充分利用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促进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与应用，从基于设定值、智

能算法、多目标优化、多因子耦合和基于作物生长信息的环境控制方法等 ５方面，综述了温室环境控制方法的国内

外研究进展。针对我国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今后应解决光／温／营养耦合高效控制机理、植物表

型高通量检测方法等重大科学问题，突破信息感知、物联网、智慧管控等关键技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温室智能

化测控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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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作物的生长过程本质是作物受环境、营养、水分

等外部因子作用，并对其进行转化的复杂的动力学

过程。设施内作物生长环境参数的空间分布性强、

时空变异性大、多参数间相互影响，加上不同种类作

物之间的差异，造成传统的栽培和环境调控方式很

难适应不同种类、不同生育期的生长需要。而要获



得高产优质的产品和高经济效益的回报，应具备先

进适用的信息检测和环境控制手段。要为作物提供

优化的生长环境，就必须从温室作物的生长状态、生

长模型及其与环境的作用关系着手，将生物 环境

工程相结合，研究环境优化调控的生理机制，优化调

控方法和控制系统，有效地改善温室作物的生产条

件，提高光能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实现设施作物的

高产、高效、优质生产。

因此，先进适用的温室环境控制技术在现代设

施农业生产中占重要的地位。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欧
洲学者

［１］
开展温室生产及其环境控制研究以来，目

前温室环境控制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硬件上从分布

式单机控制
［２］
发展到当前的物联网控制

［３］
，控制因

素从单一的温度发展到温、光、水、肥等多因素协同

控制
［４］
，控制目标也转移到节能、节水、节肥等可持

续性社会发展需求上
［５］
。温室环境控制方法也多

样化，不同的温室结构、设施装备、目标需求和地理

位置都衍生出不同的控制方法
［６］
。国外温室环境

控制方法的发展，主要历经了单因子控制
［７］
、综合

环境控制
［８］
、基于模型的决策控制

［９－１０］
、经济最优

控制
［１１－１２］

、作物信息反馈的优化控制
［８，１３－１４］

等阶

段；国内的发展历程与国外相似，相关研究成果见文

献［１５－２１］，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起步较晚，
不论温室、作物的机理基础研究，还是温室应用技术

手段，都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

本文对国内外温室环境控制方法和技术的研究

成果进行综述，并提出今后发展和研究工作的建议，

以期为我国温室环境控制领域的研究工作提供参

考。

１　基于设定值的温室环境控制方法

基于设定值的温室环境控制方法，是通过设定

环境气候值或轨迹，再由控制软件（算法）决策出执

行机构的动作时序，以使作物一直处于设定的生长

环境中。图１是一种典型的二级设定值控制框图，
产生和实现设定值（控制器设计）是其 ２个核心要
素。不同的温室需求、控制要求将决定设定值的产

生和实现方式。

图 １　典型的二级设定值控制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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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基于经验的设定值控制
完全根据人为经验来设定室内温度、湿度、光照

等环境值，控制器根据环境传感器检测的结果对比

经验设定值（目标值）做出动作决策，以维持作物生

长的较适宜室内环境。该方法简单便捷，随着自动

化、计算机等技术逐步发展，被成熟应用于温室生

产。如：ＵＤＩＮＫＴＥＮＣＡＴＥ等［８］
研究的计算机控制

系统；毛罕平等
［１６］
研制的工厂化蔬菜生产成套装

备；ＡＡＳＬＹＮＧ等［２２］
以查表方式寻求自然光照下最

优的温度和 ＣＯ２浓度目标值；张海辉等
［２３］
以 ＣＯ２浓

度目标值与实时值之间的差值作为调控参数，实现

ＣＯ２动态调控。
基于积温的设定值控制是一种节能的方法。图２

是其控制示意图，在 ５ｄ的控制周期内，５ｄ的总积
温相同则作物的生长量就相同。基于积温的设定值

控制可以利用后期（第４天、第 ５天）的高温来弥补
前期（第２天、第 ３天）的低温，从而使周期内平均
积温达到预期目标值，在这 ５ｄ内如果室内温度在
作物的最高、最低温度范围内，既不用加温也不用降

温；而常规的设定值控制需要加热（第 ４天、第
５天）、降温（第２天、第３天）处理，导致能耗成本增
加。

ＣＨＡＬＡＢＩ等［２４］
首先运用积温方法在线确定温

度加热设置点，ＳＩＧＲＩＭＩＳ等［２５］
、袁洪波等

［２６］
将全天

２４ｈ均分成若干时间段，根据每日期望平均温度，实
现各时间段的温度调控。而 Ｋ?ＲＮＥＲ等［２７］

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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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基于积温的设定值控制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ｅｔｐｏｉ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嵌套短期和长期两种动态积温的方法，相比以上固

定式积温方法，年均节能提高 ９％。生产实践中，积
温控制策略常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如昼夜差温

（昼夜平均温度之差）、作物所能承受的温度带宽和

积分周期
［２８］
，特别是对湿度、ＣＯ２浓度的控制措施，

常与积温控制效果相互干扰。

经验设定值控制方式，主要关注维持室内适宜

的环境值，特别是温度、湿度值，对作物生理特性、温

室能耗和资源利用率等都不进行优化考虑。实际

上，作物生产是个周期长的复杂过程，诸如室外气

候、作物生理状况、市场价格等影响因素很多，仅仅

依赖于人工设置目标环境值，已不能满足现代智能

化温室的需求。

１２　基于优化的设定值控制
鉴于人工设定方式存在诸多缺点，考虑作物生

长特性、能耗、经济效益等需求目标，通过优化计算

得到室内环境动态值（轨迹），将是先进科学的方

法。ＳＥＧＩＮＥＲ等［２９］
根据作物生长模型和性能指标

函数，采用庞德里亚金极小值原理（ＰＭＰ）计算出不
同温光水平下最优的温室白天温度设定值。戴剑锋

等
［３０］
建立了基于能耗预测等模型的温室加热控制

目标计算机优化系统，可优化计算出温室白天和夜

间的温度设置点。王定成等
［３１］
根据温室环境和作

物生长模型采用遗传算法自动确定室内环境的设定

值。季宇寒等
［３２］
通过建立 ＳＶＭ的光合速率预测模

型，以实现 ＣＯ２的按需增施。这些研究都是基于模
型的最优化计算方法，可以将温室结构和环境约束、

作物特性、能耗需求以及其他约束条件融合一起，理

论上最适应当前智能化温室控制的需求。但是其控

制精度很大程度上受限于模型的准确性、复杂性，由

于在作物生长模型、能耗预估模型等研究上的不足，

导致与温室实际生产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
［３３］
。

１３　设定值控制的实现方法
设定值产生方式不同，其实现方法和适宜场合

也不尽相同。针对经验设定环境值的简易温室，一

般的单片机、ＰＬＣ、ＤＣＳ等这类控制器可以直接控
制

［２］
。如张侃谕等

［３４］
利用 ＰＬＣ控制器可实现温

度、湿度和光照等设定目标值的实时跟踪调控。其

控制算法可依据各执行机构的技术效果
［３５］
进行简

易推理实现。而为了提高控制系统的动态调控品质

和控制精度，ＰＩＤ控制被广泛应用于设定值跟踪控
制中

［３６］
。

传统的 ＰＩＤ控制是应用最早、最广的控制算法，
可以消除目标值与实际值之间的误差而进行设定值

跟踪控制
［３７］
。比例系数（Ｋｐ）、积分系数（Ｋｉ）、微分

系数（Ｋｄ）３个参数的整定是影响 ＰＩＤ控制品质的关
键，许多 学 者运用 智能 算法 进行参 数 优 化 整

定
［３８－３９］

，或者通过改进的 ＰＩＤ控制策略［４０－４１］
，以提

高控制精度和系统的鲁棒性，其中，王立舒等
［４２］
利

用多目标进化算法（ＮＳＧＡ ２）进行温室温湿度双
ＰＩＤ控制的参数在线整定，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代
表性。

由于 ＰＩＤ控制依赖于准确的被控对象模型，而
温室环境系统的复杂性、外部干扰气候的多变性导

致适用于控制的模型精准性不高，因此结合模糊规

则、神经网络模型，形成模糊 ＰＩＤ［４３－４４］、神经网络
ＰＩＤ［４５－４６］、模糊神经网络 ＰＩＤ［４７］等方法，是现代温
室环境 ＰＩＤ控制研究的主要内容。

２　温室环境智能控制算法

设定值等传统控制方法在温室环境控制领域中

主要面临着模型精准性、强干扰（室外天气）、多变

量控制等问题，且对能耗、经济价值等生产性指标问

题未作考虑。与现代智能算法相结合，充分考虑多

因子环境、多性能指标，是其研究的发展思路。

２１　模糊控制算法
针对温室环境系统难以建立精准模型问题，引

入模糊控制，经模糊推理完成控制决策，以克服传统

控制方法的诸多问题
［４８］
，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如

ＬＡＦＯＮＴ等［４９］
对温室温湿度进行两种模糊控制方

法研究，对其优缺点进行了对比讨论。汪小禙等［５０］

根据温室内温度的控制特点，应用模糊控制理论对

温室温度加热进行控制，朱伟兴等
［５１］
也基于模糊控

制技术实现温室加热器的温度控制。

当控制变量增多，模糊控制规则将呈指数增长。

余泳昌等
［５２］
以空气温度、相对湿度和光照度 ３个过

程变量作为输入量，３个执行机构的功率调整作为
输出量，采用三维模糊控制技术实现了温室环境参

数控制的智能化。马明建等
［５３］
建立一个 ５输入 ４

输出控制系统，全部模糊控制规则达到 １９６条。模
糊控制规则增长，将导致软件计算量大大增加，不利

于在线实时控制。

模糊控制的缺点也很明显，其模糊控制规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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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由操作者的经验和专家知识获取，并不能保证规

则的最优或次最优。因此可以采用遗传算法优化模

糊控制规则，马长华等
［５４］
研究结果表明其优化后的

控制品质有较大的改善和提高。

２２　神经网络控制与其他方法
神经网络具有自组织、自学习、自适应识别等特

征，在温室环境的建模和参数优化、预测和控制等方

面得到广泛运用
［５５－５７］

。但是由于自身算法容易陷

入局部极小值、收敛速度慢且执行速度低下，使其需

与 ＰＩＤ控制［４５］
、模糊控制

［５８－５９］
等方法相结合。

预测控制以其对模型形式要求宽松以及能够处

理多变量、有约束问题的特征，也广泛应用于温室环

境控制中
［６０］
。ＧＨＯＵＭＡＲＩ等［６１］

通过对一个温室环

境机理模型运用改进的扩展线性预测控制器

（ＭＥＬＰＣ），进行温度设定值的跟踪控制。沈敏
等

［６２］
采用一种结构、计算简单的离散预测模型，能

够简便、有效地在线对具有大分布时滞的温室测控

系统实现开关设备组合优化预测控制和时延补偿。

此外，解 耦 控 制
［６３］
、鲁 棒 控 制

［６４］
、混 杂 控

制
［６５－６６］

等现代控制方法在温室环境控制应用中也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３　多目标优化的温室环境控制方法

从结果上来看，温室作物生产主要关注于作物

的产量、品质及其经济效益，资源（电能、水、肥等）

作为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要素，也是生产目标

之一。随着近年来现代智能化温室的目标需求不断

延伸，温室环境控制已成为一个多目标优化控制问

题，研究者开展了多方面有关温室环境的优化控制

研究，按照最优目标的不同，分成以下几方面。

３１　最大输出量或节约能耗为优化目标的控制方法
以往的研究者大多是专注于作物的产量最大

化，不考虑成本。一般在整个生产期内设置一个环

境值的“蓝图”，使作物按照预期成长轨迹进行预测

计算和调控。ＧＥＮＴ等［６７］
通过作物光合、呼吸作用

研究温度对作物生产的影响，以计算获得最大产量

时的温度需求。ＴＣＨＡＭＩＴＣＨＩＡＮ等［６８］
研究了基于

番茄生产的专家系统（ＳＥＲＲＩＳＴＥ），可以生成每日
平均 温 度、昼／夜 温 度 等 各 项 气 候 控 制 目 标。
ＲＯＤＲ?ＧＵＥＺ等［６９］

研究了一种多级分层控制结构体

系，可以在顶层上多目标优化计算出温室昼／夜温度
目标值（轨迹），以此作为底层跟踪控制的目标。

但是由于作物生产是个长期的过程，产量容易

受到许多干扰因素影响。另外随着能耗越来越受到

重视，完全不计成本的方法，已不符合当前社会发展

趋势。与专家系统结合，兼顾作物产量和能耗需求，

将是个可行的方法
［７０］
。邓璐娟等

［２０］
以２４ｈ为周期

确定环境动态气候温度目标值，进行最适合的温度

和 ＣＯ２浓度控制，实现了植物生长最优，同时又节省
了能源。

３２　经济效益最优为目标的控制方法
温室环境控制的目标不是仅仅追求产量、也不

是节能，经济效益最大化才是应追求的目标。综合

考虑到作物和能耗市场价格等，可将温室环境的经

济最优控制问题归纳为

ｍａｘＪ（ｕ）
ｕ（ｔ）

＝∫
ｔｆ

ｔ０

｛（Ｘｓ（ｔ））－［Ｌ（Ｘ，ｕ，Ｖ，ｔ）＋

　　ＰＴ（ＸＴ，ｕ，ｔ）＋Ｐｈ（Ｘｈ，ｕ，ｔ）＋Ｐｃ（Ｘｃ，ｕ，ｔ）］｝ｄｔ

ｓ．ｔ．
Ｘ
·

＝ｆ（Ｘ，ｕ，Ｖ，ｔ） （Ｘ（ｔ０）＝ｘ０）

Ｘｉｍｉｎ（ｔ）≤Ｘｉ（ｔ）≤Ｘｉｍａｘ（ｔ） （ｉＩＱ）

ｕｉｍｉｎ（ｔ）≤ｕｉ（ｔ）≤ｕｉｍａｘ（ｔ） （ｉＲ
{















）

式中　ｔ———时间
ｔ０———作物开始定植日期
ｔｆ———作物收获日期
ｆ（Ｘ，ｕ，Ｖ，ｔ）———温室 作物系统的状态方程

Ｘ———状态变量　　ＸＴ———温度变量
Ｘｈ———湿度变量　　Ｘｃ———ＣＯ２浓度变量
ｘ０———状态变量初值
ｕ———控制输入量
Ｖ———室外气候变量
ｉ———编号，各状态变量（Ｘｉ）存在约束范围

［Ｘｉｍｉｎ，Ｘｉｍａｘ］，各控制输入量（ｕｉ）也存
在约束范围［ｕｉｍｉｎ，ｕｉｍａｘ］

Ｊ（ｕ）———作物生产的经济效益，即用经济收
入函数（（Ｘｓ（ｔ）））减去能耗成本
（Ｌ（Ｘ，ｕ，Ｖ，ｔ））与惩罚函数之和

ｕ（ｔ）———最优控制量
ＩＱ———状态变量数
Ｒ———控制输入参数
ＰＴ———温度惩罚函数
Ｐｈ———湿度惩罚函数
Ｐｃ———ＣＯ２浓度惩罚函数

那么，经济效益最优的控制方法，就是在给定初

始状态值条件下，满足一定的状态量和控制量的约

束条件，寻求最优控制输入量，以使性能指标 Ｊ（ｕ）
最大化。

早期 ＳＥＧＩＮＥＲ［７１］使用简单的作物生长函数和
温室气候模型，引入 ＰＭＰ原理，以求解作物经济收
益和加热成本的最优问题。基于类似的原理，ＶＡＮ
ＨＥＮＴＥＮ［７２］运用一个低阶的温室 作物动态模型和

双时标分解的控制结构，对生菜生长收益与能耗成

４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本作最优化计算，仿真结果表明比传统方法经济效

益提高１５％。在此基础上，ＴＡＰ［７３］对番茄果实收益
与能耗成本作最优化计算，并进一步引入滚动时域

优化控制方法（ＲＨＯＣ），实现了番茄生产的长期优
化控制与试验，结果表明可提高能源效率 ８５％。
该类经济效益最优的环境控制方法，主要以荷兰

Ｗａｇｅｎｉｎｇｅｎ大学诸多研究成果最有代表性［７４－７５］
，这

些研究主要考虑作物经济收益与温室执行机构的操

作成本（加热燃料费、ＣＯ２施肥费等）。
３３　多目标优化控制方法

实际上，上述优化还是属于单目标优化控制问

题。温室环境控制的目标不仅仅在于作物的经济效

益（经济收入减去能耗成本），还可以对一些其他主

要目标作综合考虑。如 ＶＡＮＴＨＯＯＲ等［７６］
在进行温

室优化设计时不仅考虑到作物产量收益，以及水、

ＣＯ２、化肥、燃料等资源消耗成本，还将劳动力成本、
投资成本 （含贷款利息）等纳入优化目标中；

ＲＡＭ?ＲＥＺＡＲＩＡＳ等［７７］
将作物经济利润、果实品质

和水利用率作为温室环境分层控制的优化目标。多

目标优化控制问题中，由于控制目标、控制变量增

多，一般传统的梯度类方法将难以实现目标问题的

求解，只能求助于智能优化算法
［７８］
。ＶＡＮＴＨＯＯＲ

等
［７９］
运用可控随机搜索算法（ＣＲＳ）以实现 ８个温

室设计元素的最佳选取，以达到年度经济效益最大

化。朱丙坤等
［８０］
运用遗传算法（ＧＡ）对加热、喷雾

和通风等的相容控制问题进行了求解。这些研究结

果反映出智能算法求解温室环境最优控制问题的有

效性。

多目标优化控制问题中，品质、市场价格的不可

预测性给多目标优化带来了不确定性；另外，优化算

法计算时间一般较长，实时性较差，因此，研究满足

温室实时要求的多目标全局优化控制尤为重要。

４　多因子耦合环境控制方法

温室控制对象包括环境变量、水肥变量和作物

参数。由于温室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结构，温度、光

照、湿度、ＣＯ２浓度、土壤含水率、施肥量等变量之间
存在着显著的耦合和约束关系，如图 ３所示。气候
环境因子之间相互耦合表现在：温度、湿度是一对互

为影响的变量，保温与 ＣＯ２浓度也是相互矛盾；作物
与环境之间的耦合表现在：由于温室效应，作物生长

过程进行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和蒸腾作用对温室内

的气候条件有很大的影响，同时气候条件的变化对

作物的生长又有影响；地上气候环境与地下水肥环

境的耦合表现为：土壤蒸发和作物蒸腾的水分一部

分因冷凝又回到地面，形成一个土壤（基质）水

分———蒸腾和蒸发———回落到土中的水分小循环。

温室内温度、湿度、光照等气候因子变化影响水肥需

求量，水肥的多少也直接影响作物的生长和蒸腾。

图 ３　温室环境多因子耦合关系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上述众多因子之间的强耦合使得作物和环境的

建模、多因子协调控制变得非常复杂，影响系统的稳

定性、鲁棒性，传统控制方法往往采取回避策略，导

致调控结果无法达到理想设定值。目前研究主要针

对温度和湿度的耦合关系以及水肥之间的耦合关系

等。

４１　环境因子耦合控制方法
温室系统是个多输入多输出、强耦合的复杂系

统，像温度、湿度、光照等环境因子之间的互作关系

一直是影响控制精度的难点，精确调控时应考虑如

何解除环境变量之间的耦合关系，并充分考虑约束

作用。解耦控制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８１］
。目

前有模糊解耦控制
［８２］
、前馈补偿

［８３］
、反馈线性化

［８４］

等解耦方法应用在温室环境控制中。

温湿度耦合是环境耦合中最强烈的，诸多学者

尝试利用前馈控制、模糊控制、神经网络进行解耦控

制，控制结果的精度逐步提高。宫赤坤等
［５８］
利用系

统辨识建立温室温湿度调控模型，将模糊控制器

２个输入、７个输出转换为 １４个单变量模糊控制器
的相交组合，从而解除了温湿度耦合关系，实现了对

温湿度的分别调控。程文锋等
［８４］
对温室温湿度运

用前馈控制，解除温湿度强耦合关系，将环境控制系

统改造为多个线性单变量控制系统。张荣标等
［８５］

利用前馈控制对温湿度进行解耦，并利用自适应算

法改进了传统的动态矩阵控制（ＤＭＣ）方法，提高了
对模型的适应性。

引入解耦方法，对多因子变量进行解耦，形成单

变量控制，是一种常用的方法。但是增加变量因子，

对其数学模型与解耦方法要求较高，控制难度大大

增加。因此，目前主要关注于温湿度的解耦控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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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也较复杂，对其他复杂环境很少涉及。

４２　水肥耦合控制方法
粗放式的“粪大水勤”逐渐被“以肥调水”的精

细灌溉模式取代。水与肥、不同营养元素之间的相

互耦合关系会影响水和营养元素的吸收。目前对水

肥耦合的研究主要针对如何获取最优水肥浇灌比例

和浇灌量，以及水肥和不同营养元素耦合关系对作

物产量、品质、水肥利用率以及水土保持等诸多方面

的影响，结论通常基于产量、水肥吸收率等给出单因

素的最优水肥推荐值。如王鹏勃等
［８６］
、邢英英

等
［８７］
、杨丹妮等

［８８］
研究了不同水肥条件下，产量、

品质、水肥利用率、经济等因素分别最大化的条件以

及综合因素最优的水肥组合。ＴＩＰＩＳ［８９］建立了以光
照、饱和蒸气压亏缺和叶面积指数为变量的腾发量

方程，用作灌溉决策。ＺＨＡＮＧ等［９０］
研究了根据腾

发量不同百分比进行灌溉对番茄产量、品质和水利

用率的作用，发现适度水分胁迫的综合效果最佳。

由于建模和解耦的复杂性，目前缺乏通适的随

环境和作物变化的水、营养元素与作物生长关系模

型，未有综合环境和水肥解耦控制方面的报道。

５　基于作物生长信息的温室环境控制方法

作物生长实质是对所处的气候和水肥环境的动

态响应，这种响应被称为“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Ｐｌａｎｔｓ”［８，９１］，即
会说话的植物。以作物长势信息为自变量，环境水

肥因子为因变量，建立两者之间的定量模型，实现按

作物实际需求进行环境和水肥供给，将极大提高温

室调控水平。图４为该方法的控制框图。作物生长
是个长期过程，可以从整个生产期（上市期已定）、

　　

各生育期、每日等不同生产管理时间尺度上进行控

制决策，以满足作物不同生长阶段的目标需求。构

建包括作物氮素、水分，以及冠层面积、特定叶长、茎

粗、植株和果实生长速率等生长信息的低成本检测

系统，并按照光照、温度、湿度、ＣＯ２浓度等因子状态
变量和水肥、环境目标值，进行动态反馈来控制光、

温、湿、肥、气执行机构。

图 ４　基于作物生长信息的温室环境控制框图

Ｆｉｇ．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ｒｏｐ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５１　作物生长信息获取与解析

作物生长信息包括：形态信息，如株高、茎粗、果

实直径、冠幅投影面积等；生理信息，如光合速率、蒸

腾速率、叶温、营养水平等；电特性信息，如阻抗、电

容、电位等。作物信息获取手段丰富，但适用于温室

控制的信息采集方法应是无损的、实时的。表 １列
举了当前国内温室获取作物信息的主要技术手段及

其关联性研究成果。形态特征采集技术一般采用非

接触式实时在线测量，图像处理、机器视觉、激光与

视觉结合等技术是常用的方法，而阴影、遮挡、重叠

　　
表 １　温室作物生长信息获取技术

Ｔａｂ．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ｃｒｏｐｓ

技术手段 分析对象　　　 关联性研究内容　　 文献序号

番茄主茎图像 番茄主茎识别 ［９２］

　

计算机视觉
瓜果果实图像

黄瓜果实识别

番茄绿果识别

［９３］

［９４］

植物群冠层图像 植物群生长参数在线无损检测 ［９５］

生菜俯视及侧视序列图像 生菜长势监测 ［９６］

激光视觉
作物三维图像 作物叶片与茎秆识别 ［９７］

番茄重叠果实图像 番茄果实识别 ［９８］

黄瓜近红外光谱数据 黄瓜植株氮、镁元素亏缺诊断 ［９９］

光谱与高光谱图像技术
生菜高光谱图像 氮素含量预测 ［１００］

叶片偏振 高光谱图像 营养元素诊断 ［１０１］

番茄叶片反射光谱图像 番茄氮磷钾营养水平快速诊断 ［１０２］

微电极技术 黄瓜叶片膜电位信号 氮胁迫早期诊断 ［１０３］

叶阻抗谱技术 番茄叶片阻抗电信号 含水率监测 ［１０４］

等外界干扰情况是其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１０５］
。

作物生理信息获取中，对光合、蒸腾速率等建模方法

研究较多，如：张大龙等
［１０６］
研究温室环境对甜瓜蒸

腾的驱动和调控机理。而对营养水平的诊断主要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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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光谱、计算机视觉、微电极等技术，特别是高光

谱图像技术集光谱和图像信息于一体，为热点研究

方法。不过，还需要借助于主成分分析、最小二乘回

归等方法建立关联模型，普适性、准确率还有待提

高；此外生理信息的采集往往要通过现场手工测量，

测量设备需进一步智能化才能适用于自动控制。电

特性信息中，阻抗、电容信息需通过接触测量获得，

ＬＩ等［１０７］
利用叶阻抗谱技术对 Ｋ营养水平进行评

价，用细胞组织的等效电路模型分析了测量的阻抗

数据，提取了 Ｋ营养水平的灵敏的阻抗谱特征；胡
静等

［１０３］
用微电极技术测量黄瓜叶片的膜电位、膜

电容和膜电位对光激励的响应，实现氮胁迫的早期

诊断。电特性的信息采集也要通过现场手工实现，

且其长期连续自动检测会影响作物生长。

针对将采集到的信息转化为作物对气候因子和

水肥的实际需求，学者们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如

高洪燕等
［１０８］
通过光谱、冠层温度及温湿度信息，建

立水分胁迫指数模型；王晓森等
［１０９］
根据番茄茎粗及其

日最大收缩量计算作物及土壤含水率；ＺＵＯ等［１１０］
通过

茎直径预测番茄不同环境条件下的生长响应。

５２　基于作物信息的反馈控制
根据作物信息对作物需求进行评判，因评判对

象不同，难易程度相差较大。相对来说，对水肥需求

的判断较为方便、可靠，因此根据作物生长信息反馈

控制的研究多针对水肥灌溉
［１１１］
。

ＡＨＭＡＤ等［１１２］
对番茄水肥灌溉量分水平处理，

建立基于作物株高、叶展宽度的需肥量模型，利用摄

像头记录番茄株高和叶展宽度，计算番茄施肥量，利

用计算结果控制施肥泵运行状态。袁洪波等
［１１３］
研

究了在封闭栽培模式下，以光照、温度、湿度、叶面积

指数、作物种类、生长阶段为变量构建作物蒸腾量模

型，并利用神经网络算法实现自适应灌溉控制，提高

了控制精度。韩丽娜
［１１４］
以温室环境值作为输入

量，利用 Ｐｅｎｍａｎ Ｍｏｎｔｅｉｔｈ蒸腾模型，设计出一套温
室智能滴灌控制系统。

温室中，环境和水肥变量以及作物是一个完整

系统，各变量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对于控制需求

来说，目前对作物和环境、水肥控制的相关研究还不

够完善。主要表现在：缺少集环境变量、水肥变量、

作物生长信息为一体的综合温室调控模型；生长、灌

溉、施肥模型往往不是面向控制，难以直接应用；模

型中某些参数尚未实现在线测量，甚至必须在实验

室严格的试验条件下才能获得，在线测量手段的缺

乏阻碍了温室控制技术的发展；现有的模型要么过

于复杂，变量太多，控制系统难以实现，要么过于简

单，忽略了环境、水肥、作物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

因此，目前的通常做法仅仅依据检测温室的温、

光、湿、气等环境因子进行设定值控制。无法感知植

物是否需求这样的控制，控制效果好不好。没有按

照植物真实的动态需求信息进行反馈控制，导致作

物产量潜力没有被充分挖掘，不仅不能高产，而且会

增加生产成本、能耗，造成资源的浪费。与植物对话式

的智能控制方式，是今后迫切需要解决的科学难题。

另外，受我国劳动力前期红利较大的影响，温室

智能化技术一直是薄弱环节，只能对精准生产形成

监控和指导，无法通过智能环境调控设备、智能生产

作业设备全面提高生产效率，特别是劳动生产率。

然而，荷兰、以色列等发达国家的温室管理智能化已

成为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开发的主要方向，可实现温

室作物全天候、周年性的高效生产。

６　展望

针对上述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温

室环境控制方法和技术的研究应紧紧围绕设施农业

工程的国家需求，以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单位

土地产出率和设施种植产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跟

踪发达国家的研究前沿，解决光 温 营养耦合高效

控制机理、植物表型高通量检测方法等重大科学问

题，突破信息感知、物联网、智慧管控等关键技术，形

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温室智能化测控技术体系。今后

应重点开展以下应用基础和关键技术研究。

６１　应用基础研究
（１）光 温 营养耦合互作规律与环境高效控制

机理

针对温室密闭／半封闭环境条件下，植物主要生
理过程与环境因子之间及各环境因子之间的强耦合

关系，开展作物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机制研究，建立作

物 环境的动力学耦合模型；提出光 温 营养耦合的

环境高效控制方法，充分挖掘作物的生物学潜力，成

倍提高产量。

（２）温室植物表型高通量检测方法
研究高通量多生境植物表型采集方法、植物表

型大数据建模与基因 环境 表型互作规律与挖掘方

法，高产、高效、抗逆智能化表型组分析评价方法，研

制高通量多生境植物表型采集和分析系统，为温室

环境精确控制和高效栽培提供依据。

６２　关键技术研究
（１）温室作物生理和生境信息感知技术
研究温室植物生命信息的内部生化电反应、外

部特性表征及其感知方法，探索作物体内生命体征、

果实成熟度和品质、作物长势变化等信息的快速无

损检测技术，突破多自然因素耦合干扰下植物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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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征信息动态感知的难题，研发系列个体／群体植物
生长信息传感器。

（２）基于生长信息的温室环境智能调控技术
建立基于作物生长信息的长势动态预测模型，

研究以实时获取的作物生长信息作为反馈控制量，

开发出能够根据植物生长信息进行温室环境因子精

确控制的智能装备，突破机器与植物对话、按照作物

生长真实需要进行反馈控制的技术难题。

（３）基于云计算与大数据的温室物联网智慧管
理技术

研究集成物联网和云计算基础设施，引入大数

据分析技术，构建温室大数据应用综合服务云平台，

以 ＮＢ ＩＯＴ和 Ｌｏｒａ为代表的无线通信技术与温室
测控设备无缝结合，推动温室物联网的发展，研发适

合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温室设施监测系统。

（４）设施园艺水肥耦合与封闭管理智能化技术
研究营养液浓度、配比、ｐＨ值的精确调控技术，

以及营养液回收液收集、消毒、检测、混合技术，开发

水肥耦合与封闭管理智能装备，突破不能实时进行

营养液的配比调整，难以做到精确水肥耦合管理和

闭环灌溉的瓶颈，减轻作物连作障碍，降低环境

污染。

参 考 文 献

１　ＢＵＳＩＮＧＥＲＪＡ．Ｔｈｅｇｌａｓｓｈｏｕｓ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ｐｌａｎ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Ｍ］．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ＮｏｒｔｈＨｏｌｌ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６３：２７７－３１８．

２　杜尚丰，李迎霞，马承伟，等．中国温室环境控制硬件系统研究进展［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４，２０（１）：７－１２．
ＤＵＳｈａｎｇｆｅｎｇ，ＬＩＹｉｎｇｘｉａ，ＭＡＣｈｅｎｇｗｅｉ，ｅｔ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ｎ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４，２０（１）：７－１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李萍萍，王纪章．温室环境信息智能化管理研究进展［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４，４５（４）：２３６－２４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
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４０４３８＆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
２０１４．０４．０３８．
ＬＩＰｉｎｇｐｉｎｇ，ＷＡＮＧ Ｊｉｚｈａ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Ｏ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４，４５（４）：２３６－２４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李婷，季宇寒，张漫，等．ＣＯ２与土壤水分交互作用的番茄光合速率预测模型［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５，４６（增刊）：
２０８－２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５Ｓ０３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
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５．Ｓ０．０３４．
ＬＩＴｉｎｇ，ＪＩＹｕｈａｎ，ＺＨＡＮＧＭａｎ，ｅｔａｌ．Ｔｏｍａｔｏ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ｒａｔ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ｕｎ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２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ｓ［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５，４６（Ｓｕｐｐ．）：２０８－２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ＲＯＤＲ?ＧＵＥＺＦ，ＢＥＲＥＮＧＵＥＬＭ，ＧＵＺＭ?ＮＪＬ，ｅ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ｃｒｏｐｇｒｏｗｔｈ［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２０１４．

６　李迎霞，杜尚丰．中国温室环境智能控制算法研究进展［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４，２０（２）：２６７－２７２．
ＬＩＹｉｎｇｘｉａ，ＤＵＳｈａｎｇｆｅｎｇ．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ＣＳＡＥ，２００４，２０（２）：２６７－２７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ＷＡＬＫＥＲＪ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ｅｄ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ＳＡＥ，１９６５，８：４４５－４４８．
８　ＵＤＩＮＫＴＥＮＣＡＴＥＡＪ，ＢＯＴＧＰＪ，ＤＩＸＨＯＯＲＮＪ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Ｊ］．Ａｃｔａ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１９７８，８７：
２６５－２７２．

９　ＢＯＴＧ ＰＡ．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ｆｒｏｍ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ｔｏ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Ｄ］．Ｗａｇｅｎｉｎｇｅｎ：Ｗａｇｅｎｉｎｇｅ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８３．

１０　ＪＯＮＥＳＪＷ，ＤＡＹＡＮＥ，ＡＬＬＥＮＬＨ，ｅｔａｌ．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ｏｍａｔｏ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ｙｉｅｌｄｍｏｄｅｌ（ＴＯＭＧＲＯ）［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ＳＡＥ，
１９９１，３４（２）：６６３－６７２．

１１　ＳＥＧＩＮＥＲＩ．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ｂｅｓｔａｅｒ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ＡｃｔａＨｏｒｔ，１９８０，１０６：１６９－１７８．
１２　ＶＡＮＨＥＮＴＥＮＥＪ．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Ｄ］．Ｗａｇｅｎｉｎｇｅｎ：Ｗａｇｅｎｉｎｇｅ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４．
１３　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Ｙ．Ｒｅｃ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ｏｐｔｉｍ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ｙｔｈｅ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ｐｌａｎｔｃｏｎｃｅｐｔ［Ｊ］．ＡｃｔａＨｏｒｔ，１９８９，２６０：１１５－１２１．
１４　ＴＡＫＡＹＡＭＡＫ，ＮＩＳＨＩＮＡＨ，ＭＩＺＵＴＡＮＩＫ，ｅｔａｌ．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ｔｏｍａｔｏ

ｐｌａｎｔｓｉｎ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Ｊ］．ＡｃｔａＨｏｒｔ，２０１１，８９３：３３３－３３９．
１５　ＷＡＮＧＳｈａｏｊｉｎ，ＣＵＩＳｈａｏｒｏｎｇ，ＤＥＬＴＯＵＲＪ，ｅｔ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ｔｈｅ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ｈｅａ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Ｊ］．Ａｃｔ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ｉｓ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１９９２，１８（４）：９７－１０２．
１６　毛罕平，李萍萍．工厂化蔬菜生产成套装备及自动控制系统的研究［Ｊ］．农业机械学报，１９９６，２７（增刊）：１１１－１１４．

ＭＡＯＨａｎｐｉｎｇ，ＬＩＰｉｎｇｐ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ｅｔｏｆ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ｙ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１９９６，２７（Ｓｕｐｐ．）：１１１－１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李元哲，吴德让，于竹．日光温室微气候的模拟与实验研究［Ｊ］．农业工程学报，１９９４，１０（１）：１３０－１３６．
ＬＩＹｕａｎｚｈｅ，ＷＵＤｅｒａｎｇ，ＹＵＺｈｕ．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ｍｉｃ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ａ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１９９４，１０（１）：１３０－１３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倪纪恒，罗卫红，李永秀，等．温室番茄叶面积与干物质生产的模拟［Ｊ］．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０５，３８（８）：１６２９－１６３５．

８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ＮＩＪｉｈｅｎｇ，ＬＵＯＷｅｉｈｏｎｇ，ＬＩＹｏｎｇｘｉｕ，ｅｔ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ａｆａｒｅａａｎｄｄｒｙｍａｔｔ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ｔｏｍａｔｏ［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５，３８（８）：１６２９－１６３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　伍德林，毛罕平，李萍萍．基于经济最优目标的温室环境控制策略［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７，３８（２）：１１５－１１９．
ＷＵＤｅｌｉｎ，ＭＡＯＨａｎｐｉｎｇ，ＬＩＰｉｎｇｐ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７，３８（２）：１１５－１１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　邓璐娟，张侃谕，龚幼民，等．温室环境多级控制系统及优化目标值设定的初步研究［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５，２１（５）：
１１９－１２２．
ＤＥＮＧＬｕｊ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Ｋａｎｙｕ，ＧＯＮＧＹｏｕｍｉｎ，ｅｔａｌ．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ｎ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ｔａｒｇｅｔｖａｌｕｅ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５，２１（５）：１１９－１２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王纪章，李萍萍，毛罕平．基于作物生长和控制成本的温室气候控制决策支持系统［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６，２２（９）：
１６８－１７１．
ＷＡＮＧＪｉｚｈａｎｇ，ＬＩＰｉｎｇｐｉｎｇ，ＭＡＯＨａｎｐｉｎｇ．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ｒｏｐ
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ｏｓｔ［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６，２２（９）：１６８－１７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　ＡＡＳＬＹＮＧＪＭ，ＬＵＮＤ ＪＢ，ＥＨＬＥＲ Ｎ，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ｒｏｗ：ａ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２００３，１８（７）：６５７－６６６．

２３　张海辉，邵志成，张佐经，等．基于无线传感网的设施环境二氧化碳精准调控系统［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７，４８（３）：
３２５－３３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７０３４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
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７．０３．０４１．
ＺＨＡＮＧＨａｉｈｕｉ，ＳＨＡＯＺｈｉｃ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Ｚｕｏｊｉｎｇ，ｅ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Ｏ２ｉｎ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
［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７，４８（３）：３２５－３３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　ＣＨＡＬＡＢＩＺＳ，ＢＡＩＬＥＹＢＪ，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ＤＪ．Ａ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ｈｅａｔｉｎｇ［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１９９６，１５（１）：１－１３．

２５　ＳＩＧＲＩＭＩＳＮ，ＡＮＡＳＴＡＳＩＯＵＡ，ＲＥＲＲＡＳＮ．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ｉｎ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ｓｕｓ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ｕｒｖｅｙ
［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００，２６（３）：３２１－３４１．

２６　袁洪波，李莉，王俊衡，等．基于温度积分算法的温室环境控制方法［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５，３１（１１）：２２１－２２７．
ＹＵＡＮＨｏｎｇｂｏ，ＬＩＬｉ，ＷＡＮＧＪｕｎ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５，３１（１１）：２２１－２２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７　Ｋ?ＲＮＥＲＯ，ＢＡＫＫＥＲＭＪ，ＨＥＵＶＥＬＩＮＫＥ．Ｄａｉｌ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ｔｏ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Ｊ］．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４，８７（３）：３３３－３４３．

２８　陈晴，孙忠富．基于作物积温理论的温室节能控制策略探讨［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５，２１（３）：１５８－１６１．
ＣＨＥＮＱｉｎｇ，ＳＵＮＺｈｏｎｇｆｕ．Ｅｎｅｒｇｙｓａｖ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ｒｏｐ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５，２１（３）：１５８－１６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９　ＳＥＧＩＮＥＲＩ，ＳＨＩＮＡＧ，ＡＬＢＲＩＧＨＴＬＤ，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ｅｔｐｏｉｎｔｓｆｏｒ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ｌｅｔｔｕ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１，４９（３）：２０９－２２６．

３０　戴剑锋，罗卫红，乔晓军，等．基于模型的温室加温控制目标优化系统研究［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６，２２（１１）：１８７－１９１．
ＤＡＩ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ＬＵＯＷｅｉｈｏｎｇ，ＱＩＡＯＸｉａｏｊｕｎ，ｅ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ｈｅａｔ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ｅｔ
ｐｏｉｎｔ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６，２２（１１）：１８７－１９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１　王定成，乔晓军，汪春秀，等．基于作物响应的温室环境 ＳＶＭＲ控制仿真［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０，２６（增刊２）：２９０－２９３．
ＷＡＮＧＤ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ＱＩＡＯＸｉａｏｊｕｎ，ＷＡＮＧＣｈｕｎｘｉｕ，ｅｔ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ＶＭ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０，２６（Ｓｕｐｐ．２）：２９０－２９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２　季宇寒，李婷，张漫，等．基于 ＷＳＮ的温室 ＣＯ２气肥优化调控系统研究［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５，４６（增刊）：２０１－
２０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５Ｓ０３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
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５．Ｓ０．０３３．
ＪＩＹｕｈａｎ，ＬＩＴ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Ｍａｎ，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ＣＯ２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ｎＷＳＮ［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５，４６（Ｓｕｐｐ．）：２０１－２０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３　徐立鸿，苏远平，梁毓明．面向控制的温室系统小气候环境模型要求与现状［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２９（１９）：１－１５．
ＸＵＬｉｈｏｎｇ，ＳＵＹｕａｎｐ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Ｙｕｍｉｎｇ．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ｍｉｃｒｏ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３，２９（１９）：１－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４　张侃谕，余玲文．基于 Ｓ７ ２２４的自动化温室控制系统设计［Ｊ］．自动化仪表，２００９，３０（２）：３６－３８．
ＺＨＡＮＧＫａｎｙｕ，ＹＵＬｉｎｇｗｅｎ．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７ ２２４［Ｊ］．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９，３０（２）：３６－３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５　李萍萍，毛罕平，王多辉，等．智能温室综合环境因子控制的技术效果及合理的环境参数研究［Ｊ］．农业工程学报，１９９８，
１４（３）：１９７－２０１．
ＬＩＰｉｎｇｐｉｎｇ，ＭＡＯＨａｎ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Ｄｕｏｈｕｉ，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１９９８，１４（３）：１９７－２０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６　张雪花，张武，杨旭，等．农业温室环境控制方法研究综述［Ｊ］．控制工程，２０１７，２４（１）：８－１５．
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Ｗｕ，ＹＡＮＧＸｕ，ｅｔ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Ｊ］．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２４（１）：８－１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第 ２期　　　　　　　　　　　　　毛罕平 等：温室环境控制方法研究进展分析与展望



３７　ＵＤＩＮＫＴＥＮＣＡＴＥＡＪ．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ｓ［Ｄ］．Ｗａｇｅｎｉｎｇｅｎ：Ｗａｇｅｎｉｎｇｅ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８４．

３８　牛芗洁，王玉洁，唐剑．基于遗传算法的 ＰＩＤ控制器参数优化研究［Ｊ］．计算机仿真，２０１０（１１）：１８０－１８２．
ＮＩＵＸｉａｎｇｊｉｅ，ＷＡＮＧＹｕｊｉｅ，ＴＡＮＧＪｉａ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ＰＩ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１１）：１８０－１８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９　ＨＵＨ，ＸＵＬ，ＧＯＯＤＭＡＮＥＤ，ｅｔａｌ．ＮＳＧＡＩＩｂａｓｅｄ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ＰＩ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ｔｕｎｉｎｇ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ｆｏｒ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ｃｏｓｔｓ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Ｊ］．Ｎｅｕｒ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４，２４（３－４）：９２７－９３６．

４０　ＳＥＴＩＡＷＡＮＡ，ＡＬＢＲＩＧＨＴＬＤ，ＰＨＥＬＡＮ Ｒ Ｍ．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ｓｅｕｄｏ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ｎ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００，２６（３）：２８３－３０２．

４１　ＡＬＢＲＩＧＨＴＬＤ，ＧＡＴＥＳＲＳ，ＡＲＶＡＮＩＴＩＥＳＫＧ，ｅ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ｐｌａｎｔｓｏｎ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ｉｎｓｐａｃｅ［Ｊ］．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ＥＥＥ，２００１，２１（５）：２８－４７．

４２　王立舒，侯涛，姜淼．基于改进多目标进化算法的温室环境优化控制［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３０（５）：１３１－１３７．
ＷＡＮＧＬｉｓｈｕ，ＨＯＵＴａｏ，ＪＩＡＮＧＭｉａ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１４，３０（５）：１３１－１３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３　王风云，赵一民，张晓艳，等．基于分段控制策略的温室智能测控系统设［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９，４０（５）：１７８－１８１．
ＷＡＮＧＦｅｎｇｙｕｎ，ＺＨＡＯＹｉｍｉｎ，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ｙａｎ，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ｓｉｇ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９，４０（５）：１７８－１８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４　王嘉宁，牛新涛，徐子明，等．基于无线传感器网络的温室 ＣＯ２浓度监控系统［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７，４８（７）：２８０－
２８５，３６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７０７３５＆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
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７．０７．０３５．
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ｉｎｇ，ＮＩＵＸｉｎｔａｏ，ＸＵＺｉ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ＣＯ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ｓｅｎｓ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７，４８（７）：２８０－２８５，３６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５　屈毅，宁铎，赖展翅，等．温室温度控制系统的神经网络 ＰＩＤ控制［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１，２７（２）：３０７－３１１．
ＱＵＹｉ，ＮＩＮＧＤｕｏ，ＬＡＩＺｈａｎｃｈｉ，ｅｔ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Ｉ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ＣＳＡＥ，２０１１，２７（２）：３０７－３１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６　ＨＵＨＧ，ＸＵＬＨ，ＷＥＩＲＨ．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ＮｅｕｒｏＰＩ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ｄｅｓｉｇｎｆｏｒ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ＢＦ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ｉｎ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Ｓｐａｉｎ，２０１０：１－７．

４７　蒋景旺，吴云洁，吴梦晨．神经网络模糊 ＰＩＤ控制在高低温环境模拟系统的应用［Ｊ］．系统仿真学报，２０１５，２７（８）：１９２２－１９２６．
ＪＩＡＮＧＪｉｎｇｗａｎｇ，ＷＵＹｕｎｊｉｅ，ＷＵＭｅｎｇｃｈｅ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ｚｚｙＰＩ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ｅｕｔ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ｏｎｈｉｇｈ／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２７（８）：１９２２－１９２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８　赵斌，王克奇，匡丽红，等．我国温室环境的模糊控制技术应用现状［Ｊ］．自动化仪表，２００８，２９（５）：１－４．
ＺＨＡＯＢｉｎ，ＷＡＮＧＫｅｑｉ，ＫＵＡＮＧＬｉ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ｚｚ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ｎ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２９（５）：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９　ＬＡＦＯＮＴＦ，ＢＡＬＭＡＴＪ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ｆｕｚｚ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ａ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Ｊ］．ＦｕｚｚｙＳｅｔ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２，１２８（１）：４７－５９．
５０　汪小禙，丁为民．温室内温度的模糊控制［Ｊ］．南京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０，２３（３）：１１０－１１３．

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ｃｈａｎ，ＤＩＮＧＷｅｉｍｉｎ．Ｆｕｚｚ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ｎｉｖ．，２０００，
２３（３）：１１０－１１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１　朱伟兴，毛罕平，李萍萍，等．遗传优化模糊控制器在温室控制系统中的应用［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２，３３（３）：７６－７９．
ＺＨＵＷｅｉｘｉｎｇ，ＭＡＯＨａｎｐｉｎｇ，ＬＩＰｉｎｇ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Ａｆｕｚｚ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２，３３（３）：７６－
７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２　余泳昌，胡建东，毛鹏军．现代化温室环境参数的模糊控制［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２，１８（２）：７２－７５．
ＹＵＹｏｎｇｃｈａｎｇ，ＨＵＪｉａｎｄｏｎｇ，ＭＡＯＰｅｎｇｊｕｎ．Ｆｕｚｚ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ＣＳＡＥ，２００２，１８（２）：７２－７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３　马明建，李宝光，宋越东，等．基于直接推理的温室环境多变量模糊解耦控制［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３，３４（６）：１１６－１１９．
ＭＡＭｉｎｇｊｉａｎ，ＬＩＢａｏｇｕａｎｇ，ＳＯＮＧＹｕｅ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ｆｕｚｚｙ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ａ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３，３４（６）：１１６－１１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４　马长华，于世海，朱伟兴．基于遗传算法的模糊控制规则优化的研究［Ｊ］．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３，２４（４）：６９－７３．
ＭＡＣｈａｎｇｈｕａ，ＹＵＳｈｉｈａｉ，ＺＨＵＷｅｉｘ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ｚｚ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ｕｌ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Ｊｉａｎｇｓ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３，２４（４）：６９－７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５　ＬＵＡＮＸＬ，ＳＨＩＰ，ＬＩＵＦ．Ｒｏｂｕｓｔ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ｕｓｉｎｇ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Ｉｎｔ．Ｊ．Ｒｏｂｕｓｔ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１，２１（７）：８１５－８２６．

５６　张漫，李婷，季宇寒，等．基于 ＢＰ神经网络算法的温室番茄 ＣＯ２增施策略优化［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５，４６（８）：２３９－
２４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５０８３３＆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
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５．０８．０３３．
ＺＨＡＮＧＭａｎ，ＬＩＴｉｎｇ，ＪＩＹｕｈａｎ，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２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ＰＮＮｆｏｒｔｏｍａｔｏｐｌａｎｔｓｉｎ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５，４６（８）：２３９－２４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７　陈昕，唐湘璐，李想，等．二次聚类与神经网络结合的日光温室温度二步预测方法［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７，４８（增

０１ 农　业　机　械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刊）：３５３－３５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７ｓ０５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
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７．Ｓ０．０５４．
ＣＨＥＮＸｉｎ，Ｔ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ｌｕ，ＬＩ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Ａｔｗｏｓｔｅｐ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ｓｏｌａｒ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ｗｉｃ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７，４８（Ｓｕｐｐ．）：３５３
－３５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８　宫赤坤，毛罕平．温室夏季温湿度遗传模糊神经网络控制［Ｊ］．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０，１６（４）：１０６－１０９．
ＧＯＮＧＣｈｉｋｕｎ，ＭＡＯＨａｎｐｉｎｇ．Ｓｕｍｍ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ｕｍｉｄｆｕｚｚｙ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ｂｙｕｓｉｎｇ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ＳＡＥ，２０００，１６（４）：１０６－１０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９　ＥＤＤＩＮＥＣ，ＭＡＮＳＯＵＲＩＫ，ＭＯＵＲＡＤＭ，ｅｔａｌ．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ｎｅｕｒｏｆｕｚｚｙ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６，７（１）：９６－１００．

６０　ＢＬＡＳＣＯＸ，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Ｍ，ＨＥＲＲＥＲＯＪＭ，ｅｔａｌ．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ｆｏｒ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０７，５５（１）：４９－７０．

６１　ＧＨＯＵＭＡＲＩＭ ＹＥ，ＴＡＮＴＡＵＨ Ｊ，ＳＥＲＲＡＮＯＪ．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ＭＰＣ：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０５，４９（３）：３４５－３５６．

６２　沈敏，张荣标，盛碧琦，等．温室测控系统开关设备优化组合预测控制方法［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１，４２（２）：１８６－１８９．
ＳＨＥＮＭｉｎ，Ｚ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ｂｉａｏ，ＳＨＥＮＧＢｉｑｉ，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ｗｉｔｃｈｄｅｖｉｃｅ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１，
４２（１）：１８６－１８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３　马万征，毛罕平，李忠芳，等．温室环境多变量控制系统解耦现状及发展趋势［Ｊ］．江苏农业科学，２０１２，４０（２）：３１３－
３１４，３３１．
ＭＡＷａｎｚｈｅｎｇ，ＭＡＯＨａｎｐｉｎｇ，ＬＩＺｈｏｎｇ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ｎｄｏｆ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Ｊｉａｎｇｓｕ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２，４０（２）：３１３－３１４，３３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４　ＢＥＮＮＩＳＮ，ＤＵＰＬＡＩＸＪ，ＨＡＬＯＵＡＭ，ｅｔａｌ．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ａｎｄｒｏｂｕｓ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０８，６１（２）：９６－１０７．

６５　ＭＯＮＴＯＹＡＡＰ，ＧＵＺＭ?ＮＪＬ，ＲＯＤＲ?ＧＵＥＺＦ，ｅｔａｌ．Ａｈｙｂｒｉ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ｎｏｃｔｕｒｎａｌ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６，１２３（Ｃ）：１１６－１２４．

６６　储著东，秦琳琳，陆林箭，等．实验温室温度系统混杂控制器设计与分析［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４５（４）：２６８－２７４．
ＣＨＵＺｈｕｄｏｎｇ，ＱＩＮＬｉｎｌｉｎ，ＬＵＬｉｎ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Ｈｙｂｒｉ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５，４５（４）：２６８－２７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７　ＧＥＮＴＭＰＮ，ＥＮＯＣＨＨＺ．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ｄａｒｋ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ａ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Ｊ］．Ｐｌ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１９８３，７１：５６２－５６７．

６８　ＴＣＨＡＭＩＴＣＨＩＡＮＭ，ＭＡＲＴＩＮＲＳＥＲＲＩＳＴＥ．Ａｄａｉｌｙｓｅｔｐｏｉｎ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ｆｏｒｇｌａｓｓｈｏｕｓｅｔｏｍａ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０６，５０（１）：２５－４７．

６９　ＲＯＤＲ?ＧＵＥＺＦ，ＧＵＺＭ?ＮＪＬ，ＢＥＲＥＮＧＵＥＬＭ，ｅｔａｌ．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ｃｒｏｐ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０８，２２（２）：１８０－１９７．

７０　Ｋ?ＲＮＥＲＯ，ＳＴＲＡＴＥＮＧＶ．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０８，６０（１）：１８－３０．

７１　ＳＥＧＩＮＥＲＩ．Ｏｐｔｉｍａｌ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Ｊ］．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９８９，２９（１）：６７－８０．
７２　ＶＡＮＨＥＮＴＥＮＥＪ．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Ｄ］．Ｗａｇｅｎｉｎｇｅｎ：Ｗａｇｅｎｉｎｇｅ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４．
７３　ＴＡＰＲ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ｂａｓｅｄ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ｔｏｍａｔｏｃｒｏｐ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Ｗａｇｅｎｉｎｇｅｎ：Ｗａｇｅｎｉｎｇｅ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０．
７４　ＳＴＲＡＴＥＮＧＶ，ＣＨＡＬＬＡＨ，ＢＵＷＡＬＤＡＦ，ｅｔａｌ．Ｔｏｗａｒｄｓｕｓｅｒ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００，２６（３）：２２１－２３８．
７５　ＳＴＲＡＴＥＮＧＶ，ＨＥＮＴＥＮＥＪＶ，ＷＩＬＬＩＧＥＮＢＵＲＧＬＧＶ，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Ｍ］．ＢｏｃａＲａｔｏｎ：

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７６　ＶＡＮＴＨＯＯＲＢＨＥ，Ｇ?ＺＱＵＥＺＪＣ，ＭＡＧ?ＮＪＪ，ｅｔａｌ．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ｄｅｓｉｇｎ：Ｐａｒｔ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ｄｅｓｉｇｎｓ：ａＳｐａｎｉｓｈｃａｓｅ［Ｊ］．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１１１（４）：３３６－３４９．
７７　ＲＡＭ?ＲＥＺＡＲＩＡＳＡ，ＲＯＤＲ?ＧＵＥＺＦ，ＧＵＺＭ?ＮＪＬ，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ｃｒｏｐ

ｇｒｏｗｔｈ［Ｊ］．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２０１２，４８（３）：４９０－４９８．
７８　ＬＯＰＥＺＣｒｕｚＩＬ，ＶＡＮＷＩＬＬＩＧＥＮＢＵＲＧＬＧ，ＶＡＮＳＴＲＡＴＥＮＧＶ．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ｏｆｔ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２００３，３（２）：９７－１２２．
７９　ＶＡＮＴＨＯＯＲＢＨＥ，ＳＴＩＧＴＥＲＪＤ，ＶＡＮＨＥＮＴＥＮＥＪ，ｅｔａｌ．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ｄｅｓｉｇｎ：Ｐａｒｔ５，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ｐａｎｉｓｈａｎｄＤｕｔｃｈ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１１１（４）：３５０－３６８．
８０　朱丙坤，徐立鸿，胡海根，等．基于节能偏好的冲突多目标相容温室环境控制［Ｊ］．系统仿真学报，２０１１，２３（１）：９５－９９．

ＺＨＵＢｉｎｇｋｕｎ，ＸＵＬｉｈｏｎｇ，ＨＵＨａｉｇｅｎ，ｅｔ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ｍｕｌｔｉ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ｎｅｒｇｙ
ｓａｖｉｎｇ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２３（１）：９５－９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１　马明建，李宝光，宋越东，等．基于直接推理的温室环境多变量模糊解耦控制［Ｊ］．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０３，３４（６）：１１６－１１９．

１１第 ２期　　　　　　　　　　　　　毛罕平 等：温室环境控制方法研究进展分析与展望



ＭＡＭｉｎｇｊｉａｎ，ＬＩＢａｏｇｕａｎｇ，ＳＯＮＧＹｕｅ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ｆｕｚｚｙ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ａ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Ｊ］．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０３，３４（６）：１１６－１１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２　ＡＺＡＺＡＭ，ＥＣＨＡＩＥＢＫ，ＴＡＤＥＯＦ，ｅｔａｌ．Ｆｕｚｚｙ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Ｊ］．Ａｒａｂ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４０（９）：２８０５－２８１２．

８３　ＧＡＯＹ，ＳＯＮＧＸ，ＬＩＵＣ，ｅｔａｌ．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ｆｅｅ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ｉｎｅ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ｆｏｒ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ＥＥＥ，２０１５：１７９－１８３．

８４　程文锋，杨祥龙，王立人．温室温湿度的反馈前馈线性化解耦控制［Ｊ］．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２，４２（增刊１）：５－１０．
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ｆｅｎｇ，Ｙ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ｌｏｎｇ，ＷＡＮＧＬｉｒｅｎ．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ｆｅｅｄ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ｉｎｅａｒ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ｈｕｍｉｄｉｔｙ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４２（Ｓｕｐｐ．１）：５－１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５　张荣标，褚夫环，黄贤林，等．ＷＳＮ节点温室环境试验系统的预测解耦控制［Ｊ／ＯＬ］．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２，４３（１）：１９２－
１９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ｃｓａｍ．ｏｒｇ／ｊｃｓａｍ／ｃｈ／ｒｅａｄｅｒ／ｖｉｅ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ｐｘ？ｆｌａｇ＝１＆ｆｉｌｅ＿ｎｏ＝２０１２０１３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ｄ＝ｊｃｓａｍ．ＤＯＩ：１０．
６０４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２．０１．０３４．
Ｚ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ｂｉａｏ，ＣＨＵＦｕｈｕａｎ，ＨＵＡＮＧＸｉａｎｌｉｎ，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ｄ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ＷＳＮｎｏｄｅｓ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Ｊ／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２，４３（１）：１９２－１９６．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６　王鹏勃，李建明，丁娟娟，等．水肥耦合对温室袋培番茄品质、产量及水分利用效率的影响［Ｊ］．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１５，
４８（２）：３１４－３２３．
ＷＡＮＧＰｅｎｇｂｏ，ＬＩＪｉａｎｍｉｎｇ，ＤＩＮＧＪｕａｎｊｕａ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ｙｉｅｌｄ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ｕｓ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ｔｏｍａｔｏ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ｂｙｏｒｇａｎｉｃ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ｉｎｂａｇ［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５，４８（２）：３１４－３２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７　邢英英，张富仓，张燕，等．滴灌施肥水肥耦合对温室番茄产量、品质和水氮利用的影响［Ｊ］．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１５，４８（４）：
７１３－７２６．
ＸＩＮＧ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Ｆｕｃ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ｏｎ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ｔｏｍａｔｏｙｉｅｌ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ｆｅｒ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５，４８（４）：７１３－７２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８　杨丹妮，常丽英，沈海斌，等．基于水肥耦合模型的上海地区设施番茄水肥方案研究［Ｊ］．上海农业学报，２０１７，３３（４）：８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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