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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让农作物重回“儿时的味道”

智能管控系统代替人工“照顾”农作物，从

没种过地的新手，也能在人工智能辅助下熟练

种地……

近年来，多地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

探索发展AI种植、智慧农业，借助人工智能为

传统农业装上数字大脑，推动物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全

产业链深度融合，形成集农业生产、科学研究、

观光采摘等多种业态于一体的综合型智慧农

业模式，促进了农业提质升级。

AI调控种植，亩产值超10万元

穿过风淋室、除掉衣物上的尘埃，换上白

大褂、防止将病菌带入实验室……江苏省南京

市溧水区的江苏省农科院智慧农业创新团队

的智慧温室内，10余种番茄在智能调控的适宜

温度下长势正好。

江苏省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所长、智慧

农业创新团队首席研究员任妮介绍，智慧温室

有水肥一体化智能管控系统。“系统根据季节、

番茄的生长周期实施水肥调控，让番茄更好生

长，种出‘儿时的味道’，一亩地年产值超过10

万元。”

眼下气温升高，番茄苗的叶片蒸腾作用增

强，需要吸收更多的养分。“这个时候，AI派上

了大用场。”江苏省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

所长刘家玉表示，“环境传感器捕捉到温室内

温度升高至30摄氏度，智能管控系统会启动水

肥机、滴灌等装置。”

AI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们研发了数据感知系统，番茄果实和

藤蔓间安装有空气传感器、土壤传感器、水质

传感器，温室四周有摄像头，室外还有小型气

象站等感知终端。”任妮说，在机器视觉、知识

图谱、生产场景管理、投入品管控、糖度检测等

技术加持下，智能管控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代替人工更好地“照顾”农作物。

江苏省农科院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开发的

“智小农”微信小程序界面中，各项环境监测数

据一目了然。智能管控系统根据季节、番茄生

长周期实施水肥调控，工作人员在手机上动动

手指，环境变化、作物生长、设备运行等情况尽

在掌握。

在扬州一处农业科技园区，得益于一体式

智慧泵站灌溉系统，农田水肥可以实时监测，

农作物生长环境超前预知。工作人员告诉笔

者，运用智慧泵站灌溉系统后，各类传感器可

感知不同数据，实时监测土壤湿度、气象条件

和作物需水量等关键指标，灌溉、施肥有了精

准依据。

科技，让农业从传统的“看天吃饭”转向标

准化生产。“根据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再结合外

部气象预报，智能管控系统实施环境参数监测

和自动调节，外遮阳、内保温、天窗、湿帘、循环

风机等设备由电脑智能控制。”任妮说，这可以

让农作物在最优的环境和营养条件下生长。

重塑现代农业发展优势

得益于科学种植，江苏省农科院智慧农业

创新团队种出的“AI番茄”品质更好，一斤能卖

到20多元。

手机“巡田”、浇水不湿手、种菜不下田

……科技赋能助力降低用工量，提高种植效

益。“常规种植方法下，一个人管理一亩地忙得

停不下来，现在一个人可以轻松管理4亩地。”

任妮告诉笔者。

江苏省农科院智慧农业创新团队的智慧

温室背后，是数十名平均年龄30岁出头的技术

人员。“我们每个种植基地都有专门的服务对

接群，不管是系统报错，还是人为发现问题，24

小时都有值班人员远程解决或安排专人现场

排查。”刘家玉说。

江苏省农科院智慧农业创新团队持续聚

焦设施果蔬、特色水产、数字育种等智慧农业

应用场景，深度重塑现代农业发展优势。智慧

农业整体解决方案已在江苏省内多个农业种

植基地落地，应用到草莓、叶菜、黄瓜等多品类

种植。从“望天收”迈向“望网收”，风靡一时的

线上农场游戏，在现实中得以实现。

向大田迈进，锚定未来农业

拼多多平台和光明母港(上海)种业科技有

限公司携手的“多多农研科技大赛”已举办至

第四届，入围决赛的队伍在同一规格的集装箱

植物工厂内，“远程”种植同一品种的农作物，

在规定时间内产量高、能耗低、品质好、算法优

者便告获胜。

前两届比赛的场景设在温室内，经验老到

的种植户与掌握新技术的农业“小白”同台竞

技。“我们发现，AI种植模型需要大量的高质量

数据进行训练，这需要耗费大量人工采集不同

作物在复杂环境中的海量数据。然而，有的数

据可能存在失真或标注不准确的问题，会影响

模型的性能和准确度。”“多多农研科技大赛”

赛事组委会代表林新仪说，AI种植模型在应用

过程中需要人工干预，进行动态调整。

AI种植前景可期。然而，相对于大田种

植，目前AI种植多应用在温室大棚内，种植成

本仍然较高，所以更适合种植生长发育较快、

附加值较高的果蔬，比如番茄、草莓。AI种植

迈向大田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赵久龙）

近日，重庆市农业农村委联合巫山

县人民政府打造的“巫山脆李产业大脑”

正式上线发布。

巫山脆李是全市主推的三大水果之

一，为了助推巫山脆李升级发展，“巫山

脆李产业大脑”将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

脆李产供销一体化发展。

据悉，“巫山脆李产业大脑”系统包

括“李好管家”“李好服务”“李好佳品”

“李好金融”“李好决策”5个一级核心业

务应用场景，经营主体电子档案、生产技

术智慧运用、电子交易中心等26个二级

应用场景。

巫山县相关负责人介绍，“巫山脆李

产业大脑”的上线，将带动脆李种植由简

单粗放向智能精准转变、脆李产业各要素

由零碎分散向高效协同转变、脆李管理方

式由传统单一向科学智能转变，进一步提

高脆李产业发展的科学性、高效化。

“以种植为例，传统模式主要靠人工

凭经验判断李子树是否缺水、缺肥，很多

时候会导致施肥不准、用药不精、管理不

到位等，影响产量和品质。”该负责人说，

今后“脆李产业大脑”下的“李好生产”平台，将按物候期

对应的农事生产，向用户精准推送生产技术措施。

“李好管家”为果农发布农情智能提示、“李好金融”

为种植主体匹配适宜金融产品……根据专家预测，“巫山

脆李产业大脑”上线运行后，将带动巫山全县脆李亩产平

均增收2000元以上，惠及6万户、20万果农。

目前，“巫山脆李产业大脑”已成功接入重庆市“数字

三农”平台，接入果园3637个，覆盖种植面积22.31万亩，

接入经销商106家、供应链企业6家，可为脆李产业发展

提供全方位、全链条智力保障。 （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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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巫山县曲尺乡柑园村，村民正忙着采摘脆李。

在蚌埠市万豪能源生物天然气项

目现场的总控室内，随着技术人员按下

按钮，秸秆、畜禽粪污等原材料通过输

送皮带送入水解池混合搅拌，不一会

儿，生物天然气、液态二氧化碳等绿色

资源从池中“吐出”，演绎出化腐朽为神

奇的场景。

“我们将自主研发的智能撬装天然

气液化装备与传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相融合，实现对有机废弃物‘吃干

榨尽’。”合肥万豪能源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张留瑜说。

将秸秆等废弃物“吃干榨尽”的秘

诀是什么？张留瑜介绍，传统生物质厌

氧发酵温度只能达到40多度，而该项目

采用高温厌氧发酵技术，发酵温度能达

到50多度，能够很快将有机废弃物消化

掉，对寄生虫卵的杀灭率较高，单位容

积产气速率高。

张留瑜打了个形象的比方：“高温

发酵就好比是发酵罐里的高温厌氧甲

烷菌‘发烧’了，它的活性会随着温度升

高而增强。”为了维持发酵罐内的高温，

项目采用太阳能及热泵热能耦合技术，

充分利用太阳能及回收装置运行中的

余热，大幅降低了高温厌氧发酵所产生

的能耗，无需消耗额外的能源。项目不

仅可以使用畜禽粪污作为原材料，还可

利用小麦秸秆、玉米秸秆及各类陈旧秸

秆进行资源化、能源化利用，原料适应

性更广。

传统的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项

目大多停留在沼气的回收和利用阶段，

附加值较低。为了打通秸秆等有机废

弃物由“治”向“用”转变的“最后一公

里”，蚌埠市建成行业首座生物天然气

液化及碳捕集项目，增压、提纯、深度脱

水、深冷降温，经过一系列工序，生产出

液化生物天然气、液态二氧化碳和绿色

有机肥等产品。其中，液态二氧化碳就

是二氧化碳被“捕集”后的产物，可用于

冷链物流、农产品保鲜、农业大棚增产、

油田驱油增产等，不仅提高了产品附加

值，还最大限度实现了有机废弃物资源

的高效循环利用，以及废弃物与污染物

“零排放”。

蚌埠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勇介绍，

该项目年消纳各类秸秆、畜禽粪污等有

机废弃物17万吨，年产液化生物天然

气1.3万吨、液态二氧化碳3.2万吨、有

机肥5万吨。该项目推动生态农业与

新能源的融合发展，不仅减少了环境污

染，提高了秸秆等资源的综合利用率，

还将废弃物变成资源，为探索有机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新路径、新技术、

新模式。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刘趁）

先进技术加持 让有机废弃物高效利用

雨过天晴田管忙

7 月 23 日，植

保无人机正在为夏

种玉米喷施农药，

进行绿色防控。雨

过天晴，眼下正是

夏种农作物田管的

关键时期，宿州市

埇桥区积极组织专

业队伍，利用自走

式喷雾机、植保无

人机等现代农业机

械，对全区 230 多

万亩夏种玉米、大

豆进行除草和病虫

害防治，为秋季丰

收打牢基础。

张成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