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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中国农业农村低碳发展报告发布——

我国农业碳排放实现总量和强度双降
5月11日至12日，中国农业农村低碳发展

报告发布会暨第十七届农业环境学术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并发布了《2024中国农业农村低

碳发展报告》。报告显示，随着乡村振兴战略

的深入实施和农业强国建设的全面推进，我国

农业农村低碳发展成效显著，农业碳排放实现

总量和强度双降。

报告指出，自1994年起，我国政府共向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理事会提交了7次全国

温室气体排放变化情况，清单数据表明，我国

农业碳排放实现总量和强度双降，这主要得益

于一系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低碳政策措

施的实施，表明我国农业活动对全国温室气体

减排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我国围绕种养业减排降碳、农用

地碳汇提升、生物质能和绿色农机以及适应气

候变化等方面，有序推进《农业农村减排固碳

实施方案》，减排固碳取得新进展，有力支撑农

业农村低碳转型。

种养业减排降碳方面，针对稻田CH4减

排，围绕秸秆快腐、微生物菌剂、高产低排放品

种筛选和节水灌溉建立了气候智慧型减排增

碳技术体系；针对反刍动物肠道发酵CH4排放

量大、减排技术缺乏等问题，开展肠道发酵

CH4排放抑制技术创新及研发，继续降低单位

畜产品CH4排放强度；在畜禽粪便管理减排方

面，2021年，全国96个县整县推进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有效降低粪污处理过程中CH4和

N2O排放。

报告显示，我国农用土壤发挥了重要的碳

汇功能，固碳增汇技术得到有效推广，土壤固

碳能力有了显著提升。当前，土壤固碳增汇技

术主要分为有机物料添加技术、优化耕作技术

和精准灌溉技术等，尤其以有机物料添加技术

的碳汇效果突出，通过向土壤中人为添加外源

有机物质以帮助土壤固碳，包括秸秆还田，畜

禽粪肥还田和绿肥还田等技术。

我国农村生物质能产业体系逐步构建，

生物质发电保持持续增长，装机总规模达到

2952 万千瓦时，占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的

3.2%，发电量达到1326亿千瓦时。全国大型

沼气工程保有量达到 7395 处，年产气 14亿

立方米。生物质成型燃料建成多个万吨级生

产示范基地，加工站点达到 2664 处，产能

1260 多万吨，推广生物质炊事取暖炉具约

1600万台。

报告指出，我国发布《国家适应气候变化

战略2035》，农业适应气候变化是国家适应战

略的优先事项。通过开展农业防灾减灾、农

业适应技术与研发等政策规划与行动实施，

提升了我国农业抵御气候变化不利影响、保

障粮食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综

合实力。

报告总结了农业农村领域低碳发展典型

案例，并采用生命周期评估方法，对小麦、苹

果、绿茶、牛奶等农产品开展碳足迹核算，提出

减排措施建议。

展望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方向，报告建议加

大科技创新力度，攻关低碳发展关键技术和减

污降碳、丰产减排的生产模式；推进农业农村

低碳标准化工作，以科学监测和评估引领低碳

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和风险，强化农

业农村低碳发展韧性等。

据介绍，报告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联合相关研究单位共同

发布，旨在综合评估农业农村低碳发展水平，

推进农业农村经济和绿色低碳协调发展。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丽颖）

近日，走进河北保定清苑区佳

禾农庄现代化玻璃温室，新型智慧

农业模式让人耳目一新：鲜红的草

莓悬挂于半空，举手就可采摘；使用

无土栽培技术，草莓栽种在椰糠里，

靠水肥一体化提供养分……

“真没想到草莓还能这么种！

好看又好吃！”张女士带孩子来采摘

游玩时说。

笔者看到，高大明亮的温室约

2000平方米，一列列草莓秧苗高低

错落，生长在悬挂于半空的箱体中，

草莓果从箱体两边垂下，就像一串

串葡萄。在每一列箱体顶端，是水

肥一体化自动灌溉系统，营养液以

滴灌方式进入草莓根系，实现少肥、

少虫害、生态有机。

“这是我们研发的高架无土草

莓种植系统，与传统地栽模式相比，

既提高产量，又节省人力。”河北水

润佳禾现代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刘朝辉介绍，高架无土草莓

种植系统分为吊植、旋转支架和高

架3种类型，都是利用支架或吊挂

设备等将草莓从地面抬高至半空，

并栽培在椰糠等基质中，通过自主

研发的智能配肥系统、精准灌溉系

统提供水分、养分，使草莓生长可控

可调。

离温室大棚不远，有一座黑色大房子，刘

朝辉介绍，这就是实现整个农庄水肥自动一体

化管理的智能水肥设备管理中心。在这间房

子里，安装有取水、过滤、软化、配肥、灌溉等整

套设备和系统。管理人员通过智能终端，可实

时在线观测农作物生长情况，并根据需要进行

管理，“装上‘智慧大脑’，人工成本至少降低

60%，产量提高30%，并实现节水40%、节肥

50%。”刘朝辉说。

佳禾农庄共建有2个玻璃温室、10个日光

温室和2个联栋温室，四季交替种植20多种水

果和蔬菜。“这里的大棚都是智能化的，浇水、

施肥等用手机就能完成操作。而同等规模普

通大棚，浇水、施肥、除草、打药，一个棚四五个

人要从早忙到晚。”该公司技术总监、河北农业

大学博士朱立保说，在这个拥有近300亩农田

的农庄里，田间管理人员只有6个人，从育苗到

采摘，全程使用智能设备进行精细化管理，工

人干活一点儿都不累。

近年来，依托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水利水

电科学研究院、河北农业大学等单位，该公司

开展精准栽培系统、水肥技术、农艺管理技术

等综合研究应用，产品和服务覆盖京津冀，并

辐射辽宁、云南、湖北等地，“我们的愿望就是

让科技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农业更智慧、更

节能节能，，让农户增产又增收。”刘朝辉说。

（寇国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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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所谢成军与张洁团队联合安徽省农科

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董伟团队，共同发

布“图知农业病虫害大模型”，这是国内首个

农业领域病虫害大模型。

据了解，我国严重危害农作物的病虫害

种类有100多种，每年因病虫害导致粮食损

失可达1400万吨。

此款大模型面向农业植保应用场景，是

通用人工智能与农业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

应用成果。提升了现有病虫害智能识别能

力，在田间一类病虫害的检测识别精度基本

达到了90%以上，在固定设备下近400类害

虫的检测识别精度基本达到85%以上，相对

于传统目标检测小模型精度约提升11%以

上；具有智能问答功能，通过一张田间照片，

大模型经过分析可以得出具体病虫害，并提

醒用户进行防治；实现了智能预测功能，可

以对病虫害发生趋势、发生面积与发生程度

进行预测和预警；还具备智能分析、智能生

成功能，不仅可以满足植保监管部门或植保

企业数据库的调数、数据分析与数据可视化

需求，甚至还能生成报表、生成摘要等。

（鹿嘉惠）

全国首个农业领域病虫害大模型在皖发布

大棚栽培丝瓜因为处于密封环境，昆虫
活动少，所以在生产中大多使用蘸花技术提
高坐果率和果实质量，增加收益。

丝瓜蘸花要点

蘸花方式。丝瓜蘸花最好从下向上，幼
瓜蘸花部位不宜超过三分之二，如果蘸花过

多，直接蘸到幼瓜的根部，不仅会造成“蹦
瓜”现象，而且药剂还会通过幼瓜传导到植
株全身，造成激素中毒；而蘸得较少，丝瓜极
易脱落，它的生长会受到抑制。

蘸花时间。丝瓜蘸花一般是在上午10
点至下午1点，如果蘸花时间过早，极易出现

“哑巴”花；如果蘸得过晚，丝瓜花容易脱落。
药剂浓度。蘸花药剂的浓度不能一成

不变，应该随着大棚内温度变化而改变，一
般棚室内温度较高时，浓度应该低一些；温
度过低时，浓度应该高一些。

注意事项

现配现用。丝瓜蘸花要重液肥，剂量过大
时会造成丝瓜干边，或者蘸花药配比不合理，
或者一次性配好，多次使用极易使得花瓣变得
非常薄且染病。所以合理的配制蘸花药是减

少丝瓜干边的第一步，建议蘸花药现配现用。
注意喷药量和浓度。很多菜农在喷洒时

习惯加大药剂浓度，这样往往会造成药害，所
以在菜农选择药剂的同时，也要注意药剂的
浓度不宜过大，将花瓣表面喷洒湿润即可。

烟熏剂用量不宜过大。烟熏防治丝瓜
病害既省时省力，也要掌握好药剂用量，熏
烟应该在晚上9点后进行，不宜过早。如果
使用过早，棚内温度过高，烟飘浮在空中时
间长，易降低药效，而熏烟时间过长极易产
生药害，一般烟熏8小时即可。

一次性放风不宜过大。放风是应该采
用二次或多次放风的方法进行放风降温，但
是很多菜农嫌麻烦，一次性放风过大，极易
形成闪花习性。所以蘸花应该在饲喂时进
行，这时风较小，放风时不会形成闪花。

（朱磊磊）

大棚丝瓜蘸花要点及注意事项

5 月 13 日，工作

人员在位于合肥市肥

东县桥头集镇的安徽

现代雾耕农业科技示

范园植物工厂里管护

雾培黄瓜。近年来，

当地推进“品牌强农、

科技兴农、融合促农”

乡村振兴战略，打造

智慧农业示范产业

园，采用智能控制系

统和气雾栽培技术，

发展特色蔬菜和瓜果

产业，提高农业现代

化水平，带动乡村绿

色发展和农民增收。

王尚云 摄

智慧农业助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