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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采用无人机施

肥能让大量农户不受高温日

晒之苦。然而，怎样才能让散

户也享受到这项服务呢？

伍燕翔建议，这就要进

一步促进水稻种植实现集中

连片规模化经营，并相对统

一水稻的品种。另外，农机

社会化服务组织还需进一步

提升服务能力。

“应提高机手社会化服

务能力，一是增强机手看苗

施肥的识别能力，二是培养

机手熟悉机械的能力，充分

考虑无人机怎么飞才能省

事、省电、省钱；三是更新设

备、增加投入、提高无人机续

航能力、增加作业半径，一般

2000 亩范围内应匹配一个

农机社会化服务网点。”陈勇

建议，“同时，国家应加大对

专合社的扶持，促进土地适

度规模流转；国家项目资金

应尽量安排为散户的稻田进

行统防统治。”

提及目前散户、大户对无

人机施肥“一头冷一头热”的

现象，四川省农业技术推广总

站正高级农艺师周虹认为，这

在四川省确实存在。她建议，

各地可借鉴泸州、宜宾、自贡

等再生稻地区的做法，这些地

区在7月头季稻齐穗以后施

粒芽肥，就由政府对农机社会

化服务组织给予一定的政策

支持，让机手为散户提供统一

的无人机施肥服务。

（据《四川农村日报》）

不过，据胡洪兵介绍，在他们当

地采用无人机撒肥的主要是大户，

散户仍是以人工撒肥为主。因为，

散户就那几亩地，不可能去购买无

人机，也不可能请无人机，请无人

机施肥需要一个人操控无人机，还

需一个人装肥料。此外，各家各户

的意见也很难统一，每块地的肥力

也不尽一致，无人机机手更愿意去

为大户提供服务，毕竟大户的稻田

成片成规模、肥力基本一致，无人

机施肥几乎是“ 一 气呵成”。“人工

施肥，在大热的天，1个人提着几十

斤重的肥料桶在稻田里边走边撒，

很容易中暑。而采用无人机施肥，

人就不需下田了，保证不中暑。”内

江市农科院水稻所所长陈勇说，

“现在内江的大户基本都用无人机

施肥，他们要么自己购置无人机，

要么就是请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

提供无人机施肥服务，一亩地施一

次只需 10多元。”

陈勇介绍，绝大多数散户的稻

田零星分散，不成规模。若是请机

手操控无人机撒肥，机手从一块地

跑到下一块地有可能要跑好几里

路，对机手而言很不划算，机手就

不太情愿为散户提供服务。

伍燕翔也坦陈，翠屏区 40 余

万亩水稻，采用无人机施肥的仅

5 万亩左右，且多是大户或专业

合作社。

“散户的土地破碎，他们的每个

品种生育期不完全一致，齐穗期不

一致，导致无人机不能整片撒肥，

再加之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够

健全，所以在散户中推广无人机施

肥难度很大。”伍燕翔说，“而且，散

户的稻田一般也就一两亩、三四

亩，他们没事的话，自己人工撒肥

也没有什么问题，花半个小时都可

以撒1亩。”

7 月 14 日，在四川省内江市东

兴区田家镇赵家坝村，温度达40℃。

内江市东兴区种粮大户胡洪兵请来的

机手，操控着一架满载肥料的无人机

腾空而起，为一片片稻田撒下肥料。

“我用无人机已经 3 年了，开

始用它播种、打药。从去年开始，

我用它来为2000亩稻田施肥，今年

增加到了3000亩。”胡洪兵高兴地

说，“过去，我是请工人撒肥，1个人

一天只能撒几亩至 10多亩，而 1

台无人机一天可以撒下 3 吨肥料，

相当于可撒60亩，效率大大提高。

而且，现在大热的天，人工下田撒

肥料容易中暑，采用无人机确保了

人员安全。”

在前不久的高温天气，宜翠市

翠屏区的李端镇其林村一规模成

片的2000亩稻田也采用了无人机

施肥。据翠屏区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主任伍燕翔介绍，该区采用无人

机为水田施肥有两年了，主要是

在 6 月底至 7 月初，施一次粒芽

肥，提高头季稻籽粒饱满度、千粒

重、结实率，促进再生芽萌发和生

长；之后在水稻收割后三五天，再

施一次提苗肥，促进再生芽生长。

“无人机施肥提高了作业效率，减

少了人工劳动力，并使农户不受高

温日晒之苦。”

促进适度规模 多方都出把力

机手操控无人机为稻田施肥。

无人机效率高 一天撒肥60亩

种植大户热衷 单家散户“冷淡”

夏日炎炎，一片片稻田相继进入
追肥的关键时节。此时，倘若有无人
机帮忙施肥，不仅节约大量人工，更

能让广大农户躲过烈日的烘烤、确保
人身安全。可是，据记者了解，采用
无人机施肥的多是规模种田的大户

和专业合作社，散户大多仍然沿袭着
传统模式：一个人提着一个沉甸甸的
肥料桶，在稻田穿梭，边走边撒。

无人机施肥 为何“一头冷一头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