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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保新技术打赢“虫口夺粮”战
在北京郊区的田野上，植保新技术正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昆虫雷达大范围监测预警、

植保无人机、AI病虫害识别技术、“虫虫”特工队

……在植保的坚实护航下，打赢“虫口夺粮”与稳

产保供、单产提升的战役更加得心应手。

数据显示，在植保新技术的助力下，2023

年北京市成功挽回粮食和蔬菜损失分别高达

7.10万吨和13.98万吨，小麦、玉米和蔬菜的植

保贡献率也分别提升至 16.98%、24.67%和

30.23%。

监测预警越来越智能

传统的病虫害监测预警主要依靠人工调

查和简单灯诱，存在效率低、代表性不强等问

题。而在北京，每逢监测季节，市植物保护站

部署在延庆的昆虫雷达自动运行逐日对空中

的迁飞种群进行扫描，并根据回波数量进行预

警。得益于昆虫雷达的应用，迁飞性害虫监测

预警正在由一直徘徊在85%的水平，提升至

90%左右，预测范围扩展周边20千米，预测时

效性提早1周，为防控赢得重要时机。

在病虫害识别方面，AI识别技术正逐步走

进京郊普通农户，现在的技术人员遇到不认识

的病虫害拿出自己的智能手机拍照识别，就可

以清晰获得病虫害名称和防控方法。

据北京市植物保护站技术人员介绍，类似

的先进技术其实还有很多，比如智能虫情测报

灯、远程性诱设备等，让一部分监测技术人员

不出办公室就可以获得病虫害发生情况。

生物防治技术越来越先进

“十四五”以来，北京市植保部门联合多家

从事生物天敌研究的在京科研院所不断加强

以天敌产品为核心的生物防治技术协同攻关，

发掘优势天敌昆虫种质资源，实现农业生产急

需的天敌昆虫种质商品化生产关键技术突破。

围绕守护市民“菜篮子”安全，对设施蔬菜

上主要的小型害虫蚜虫、粉虱、蓟马和红蜘蛛，

已实现了天敌种类全覆盖。目前实现工厂化

繁育的品种达到22种，包括瓢虫类（3种）、捕

食螨类（6种）、捕食蝽类（3种）、寄生蜂类（6

种）、甲虫类（2种）和授粉昆虫（2种），为农林园

艺立体化、多样化、协同化应用天敌提供了条

件，使北京市的天敌昆虫研究与应用技术位居

国内领先。

在大力开展多种天敌繁育技术研究的同

时，重点加强了设备研发、产品标准化等工作，

研发系列高效繁育设施设备——米蛾饲养收

卵机、中间寄主卵自动收集器、颗粒包装机等，

繁育过程从复杂的人工操作为主发展到现在

国内领先的自动化生产线。

同时，北京还成立天敌产业联盟，联合在

京科研院所、推广部门，创立研发平台，2023

年，北京市天敌企业生产的天敌达320.8亿头，

覆盖北京市及全国其他10多个省市。

（周磊）

7月2日，在八师石河子市新疆天业（集团）

有限公司蘑菇湖现代节水农业示范基地，一台

搭载了棉花智能打顶机器人的拖拉机驶进棉

田。拖拉机后部的机器人从三行棉花植株上

方经过时，伸出多个机械手臂，灵巧地去除棉

花顶心，为棉花“理”出适宜“发型”。

“研发的2024款棉花智能打顶机器人，今

年首次在疆大面积推广。”深圳市纬尔科技有限

公司创始人柳铮说。作为入驻溢达集团科创平

台溢达创研村的企业，3年来，深圳市纬尔科技

有限公司的机器人不断进行测试改进，技术日

趋成熟，今年作业订单超过10万亩，近期将在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七、八师作业3万亩棉田。

据了解，在棉花生长期，水分和养分会优

先供应顶端。通过打顶，可让棉花减少无效养

分消耗，使其营养更多向蕾铃输送，早开花、早

结铃、结大铃、促早熟，从而实现增产增收,同

时棉花打顶必须要在六七月间完成。

作为全国棉花种植大区，目前新疆棉花在

播种、覆膜、灌溉、采摘等工序上已全面实现机

械化。因受气候影响化学打顶使用面积不多，

棉花打顶仍以人工作业为主，效率较低。

柳铮介绍，一个人一天能打顶4亩棉田，而

一台纬尔棉花智能打顶机器人一天可作业200

亩，打顶效率是人工的40 倍—50倍。在棉田试

验中，机器人不仅能高速全天候持久作业，还有

一键启动、不同高度切割、方便运输转场、满足田

地作业动力需求及拖拽灵活等特性。机器人集“双目视觉

三维重建+AI规划算法+精准作业控制技术”为一体，可以

模拟人工打顶动作实现高精度、高效率作业，为大田棉花

高效打顶。 （刘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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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蘑菇湖现代农

业示范基地，棉花打顶机器人正在作业。

进行土壤检测，可充分了解土壤养分丰缺情况，这样
才能准确用肥，避免过量施肥，从而协调植株营养生长和
生殖生长的平衡，促进植株健壮生长。总的来说，进行土
壤检测，不仅能够稳定增产、节本增效、提高蔬菜的产量
和品质，还能够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对于棚室蔬菜来说，土壤检测一般有两个关键期。
分别是底肥施用前和蔬菜生长期间。底肥施用前检测土
壤，就是帮菜农确定下茬蔬菜总的施肥方向，确定哪类肥
料应该多施，哪种肥料要少施，哪种肥料不能再施用了。
蔬菜生长期间检测土壤，以盛果期为例，主要是确定施用
哪种“养分配比”的肥料，保证蔬菜开花坐果。通过土壤
检测，将土壤相关指标均调整到适宜指标范围内，蔬菜根
系才能发达，植株生长才能旺盛，才能实现蔬菜高产、优
质、高效。同时也避免了土壤已经太“咸”了，还要继续大
量“放盐”的错误。 （魏志）

大棚土壤检测的作用

日前，笔者从在湖北武汉举行的“绿色

农药创制与人工智能创新论坛”上获悉，武

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华中师范大学绿色

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联合研发全球首个人工智能辅助农药创制

一体机——农药分子设计神农一体机。

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华中师范

大学）主任杨光富表示，绿色农药创制是国

际公认的重大科技难题，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合成筛选约1000个化合物就有可能发

现一个新农药，由于农药登记要求的变化

以及对农药性能要求的不断提高，现在成

功开发一个新农药，需要合成筛选约15.9

万个化合物，耗资超过3亿美元，从首次合

成到上市平均历时11.3年，而基于人工智

能驱动的农药分子设计可以作为新药创制

研发的利器。华中师范大学一直致力于用

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辅助的绿色农药分子

设计，对自主可控算力需求较大。

草害是农业生产中三大生物灾害之一，

每年导致世界粮食产量损失相当于约10亿

人的口粮，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高度依

赖国外研发的传统除草剂。针对国家重大

需求，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在绿色农

药分子设计基础理论创新方面取得重大突

破，创制出新型除草剂喹草酮和吡唑喹草

酯，已在全国16个省份的水稻、小麦、玉米、

高粱、棉花等多种作物应用推广1000多万

亩，为我国农业增收超过20亿元。

华中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副教授王凡

介绍，校方与武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合作

后，研发出首个专门面向绿色农药分子设

计软硬件一体化的自主可控一体机平台，

能大幅度提高研发效率，提高了分子设计

的准确度，降低了研发成本，以往研发平

均需要11.3年，现在只需1到3年。

武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方面介绍，一

直以来，智算中心联合华为昇腾、武汉超算

中心，持续打造坚实的算力底座，赋能包括

教育在内的千行万业，满足教育尤其是高

等教育科学研究多样性的AI算力、高性能

计算算力的需求，并构建了一个全栈自主

创新的科研平台，此次与华中师大绿色农

药全国重点实验室共同打造“神农一体

机”，打造“开箱即用”体验，提升药物研发

效率，并面向全国农药企业、科研院所进行

推广，实现联合创新、产业成果转化。

（文俊 韩晓玲 宋志辉）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
辅助农药创制一体机研发成功

盛夏时节，走进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

富源街道丰民村，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整

齐的蚂蚱养殖大棚。棚内，密密麻麻的蚂

蚱四处飞舞，忙着觅食，养殖员正给蚂蚱

大棚通风、喷水。

“这是东亚飞蝗，纯绿色生态养殖，成

本低，好管理，市场前景看好。”丰民村党

支部书记闫福新看着大棚里的蚂蚱，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一年可以养殖三批，收入

可观。”

“我们村里以前连条像样的路都没

有，晚上出门都是摸黑。”村民李大爷回忆

道。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留下老

人和孩子，村庄的发展陷入了困境。2020

年，滨州市检察院派驻的第一书记宋朋来

到丰民村。他深入调研、多次考察，最终

选择了蚂蚱养殖作为村里的主导产业。

为了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宋朋带领村“两

委”班子，引进资金和技术，建立了蚂蚱养

殖基地，并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运

营模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我们这个养殖项目，给村里剩余劳

动力带来了就业机会，通过村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让村集体也有了经济收入。”闫福

新说。目前，村里正在开展试点养殖，3个

实验棚年产量达4000斤，村集体年增收

2.5万元。

下一步，村里计划投资300万元建设

规模养殖基地，预计年产值 270万元-

360万元。同时，还计划进行蚂蚱深加

工，研发即食油炸蚂蚱、蚂蚱酱等产品，进

一步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林琳）

大棚不种果蔬养蚂蚱助农增收

科学套种促农增收
7 月 14 日，在

亳州市谯城区芦

庙镇前毛村辣椒

套种玉米田里，村

民正在进行锄草、

松土、施肥等田间

管理工作，为秋季

丰产增收打下坚

实基础。近年来，

谯城区芦庙镇不

断优化种植结构，

因地制宜引导种

植户、家庭农场、

合作社大力推广

农作物间作套种

立体种植模式，进

一步发挥土地潜

力，提高土地使用

效益，打造增产增

收的“新引擎”。

王书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