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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位于四川省资

中县银山镇的天府智慧农业

生态园生产基地，可以看见

一些数米高的白色大棚。走

进大棚，一株株黄瓜苗整齐

地在无土培育设备上排列

着，嫩绿的黄瓜长势喜人。

据了解，天府智慧农业

生态园项目总投资约1.5亿

元，占地约100亩，分“种植

采摘区、生产服务区、雨水回

收池、生产配套楼”四个区

域，其中采摘区温室面积约3

万平方米，可生产全品类蔬

菜水果。从规模体量来看，

是仅次于眉山的四川第二大

智慧农业大棚。

相较传统大棚，“智慧农

业大棚”有何优势？

基地有关负责人介绍，

基地引入荷兰先进农业设施
和种植运营技术，实行无土

栽培、以虫治虫、雄蜂授粉等
绿色技术，能全部实现雨水、
二氧化碳等资源循环利用，
达到零碳排放、节约灌溉用
水量80%，土地净利用率达
90%。相较常规种植，年产
量增加5至6倍，人工投入
骤减数倍；相较传统大棚，智
慧连栋温室劳动生产率提高
2倍，实现高品质果蔬批量
化生产。

基地于今年4月开始设

备调试运行、定植育苗，5月

开始试运营。试运营期间主

要种植水果黄瓜，共计3248

平方米，累计产出黄瓜18.25

吨，实现产值13.6万元。预

计9月正式定植运营，将以

荷兰进口番茄种植为主，种

植面积3万平方米，预计年

产有机蔬菜5000余吨，年产

值4500万元，带动周边300

余人就业。

（李凤）

在北京市平谷区峪口镇西营村有一个实验室和

60亩地，种有桃树和猕猴桃树，这里是峪口镇依托

“政府+科研机构+企业”模式，与中国农业大学等单

位合作创建的“未来果园”。“未来果园”通过智能监

测系统对果树的生产环境进行数据分析、精准化管

理及可视化诊断，从而实现省力化栽培，做到了降本

增效、节能节肥、减少农残、提升种植效率，提高了果

树产量和果品质量。

揭秘未来农场的黑科技

“未来果园”占地面积60亩，其中50亩为桃园，

另外10亩为猕猴桃园，华为、中国移动、大疆等公司

的高精尖科技成果都在这里有所应用。

近日，笔者来到“未来果园”，伴随着机器的轰鸣

声放眼望去，只见天空中的无人机和地面上的机器

人正一起对整个果园进行精准喷雾。据介绍，“未来

果园”采用空地一体的药物喷洒体系，结合事先采集

的果园数据，对果园进行喷洒。这些农业高科技装

备，多数来自于中国农业大学的科研团队。

喷雾机器前部的激光传感器相当于它的眼睛，

它把整个果树的形状测成点源头，通过点源头的变

化，可以把绿色的植物量，在不同部位的叶面指数测

出来，再通过计算方法变量喷雾，实现精准喷雾。

机器人在桃树间贴地作业，它的“肚子”里可以

装一吨水，对桃树进行全方位灌溉；整个果园还架设

了虫情测报灯、风吸式杀虫灯、高清摄像头、小型气

象站等装置。装置功能强大，其中风吸式杀虫灯能

利用害虫趋光、趋波等特性，吸引它们自投罗网……

在果园里，诸多高科技设备也已上岗，共同守护桃子

成长，形成了“未来果园”网络架构，用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来指导农户种桃树，助推平谷大桃产业

升级。

实现土壤、水肥等智能监测

据介绍，“未来果园”通过搭建起“空中卫星遥

感+天上无人机+地上传感器”天、空、地一体化的果

园智能感知系统、基于作物生长模型的智能分析平

台、大数据存储与展示中心，实现了土壤、水肥、气

象、虫害、果树长势等实时监测管理和果品的全程溯

源管理。

在镇政府建设的“未来果园”大数据展示中心，

实现了气象、土壤墒情、视频等情况的实时监控；建

设各类监测点和便携式检测点85个，共开展无人

机、地面无人作业技术试验示范；建设农机调度、农

业一张图展示、农田指标可视化平台、质量追溯等4

个平台。

绿色生态 呵护果子生长

果园采用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相结合方式，实现

零农药使用。建设拉帘式防虫网，方便收放，直接避

免害虫进入。采用移动式太阳能杀虫灯，利用害虫

的趋光、趋波等特性配以高压电网触杀害虫进行物

理防治。采用害虫天敌扩繁与庇护装置，用于扩繁

和庇护桃园害虫的天敌（益虫），通过天敌的孵育与

释放灭杀抗药性较强的害虫群。精细化管理，增加

了果品安全性，有效提升了大桃的质量和产量。

（张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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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龙果最怕低温。”近

日，在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

西岗镇柴里西村数字乡村示

范园，果农刘福汇如此对记

者说道。刘福汇是打理火龙

果的一把好手，但是他也最

清楚丰收的背后，是果农一

年精心呵护的辛劳。

刘福汇记得，几年前的

一个冬天，有一天没来得及

照看火龙果园，结果低温导

致一个大棚的火龙果冻死

过半。

现在，他再也不用为低

温提心吊胆了。在刘福汇家

的火龙果园里，记者看到了

一排排的“小眼睛”，它们就

是5G智慧果园的摄像头。

通过前端采集，“小眼睛”能

实时监控大棚内湿度、温度、

二氧化碳浓度和监测园区虫

情信息，实现植保信息的动

态定位采集、数据自动上报、

实时更新和可视化显示。

“通过5G网络，农业专

家在远方通过电脑或手机就

可以诊断病虫害，更精准地

帮助指导生产，保持火龙果

产量稳定、提升品质。”刘福

汇说，“原本需要工作人员花

几天时间解决的问题，现在

不到半天就能解决了。”

柴里西村数字乡村示

范园，是枣庄数字赋能乡村

产业振兴的一个缩影。目

前，枣庄多地已通过“智慧+

农业+生态+旅游”的新型

模式，辐射带动周边农民增

收，实现产业振兴，最终以

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加

力驱动农业农村转型升级、

跨越发展。

其中，在永安镇九顶莲

花山生态农业观光园，依托

智慧农业、物联网及传感设

备，搭建了“智慧大棚”采集

管理系统，通过物联网终端

设备实现数据采集和远程操

作，对农产品种植全过程进

行信息化监管。通过手机

App、控制中心大屏都可以

随时掌握大棚的温度、湿度

等环境，从而操作通风系统、

灌溉系统及照明系统控制植

被的生长环境。观光园还兼

具着棚内游客人数、自行采

摘数据等功能，进一步掌握

农作物人为因素信息，便于

更好管理。

（据《大众日报》）

目前正是安徽省和县秋

延辣椒育苗的关键时期，近

期的持续高温干旱不仅影响

秧苗生长，也增加了病害发

生风险。而在和县绿缘温室

科技有限公司的育苗工厂

里，成千上万株幼苗不被高

温干旱侵扰，茁壮成长。

在播种车间里，全自动

播种线正在运行。国家大宗

蔬菜产业技术体系育苗技术

岗位科学家尚庆茂告诉笔

者：“这条播种线漏播重播率
低于1%，可满足各类瓜菜种
子的播种，工作效率达每小

时 1000 盘，是人工播种的
10倍至15倍。”

温室内悬挂的小喇叭吸

引了笔者的注意。“这是蔬菜

‘小喇叭’智能化管理系统，

可以对大棚温湿度及光照进

行实时监测，通过精准推送，

农民能实时掌握大棚当天的

温度湿度等信息，并按需进

行调节。这不仅解决了人员

管理不及时、信息不准确的

问题，同时也大幅降低了用

工成本。”公司技术员刘明传

介绍。

据了解，蔬菜“小喇叭”

智能化管理系统运用物联
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信
息技术，提供全天候温湿度
监测，种植户不论在哪儿，都
可以通过手机实现大棚蔬菜
管理。“不同的作物在不同的

生长阶段对环境的要求不一

样，农户只需在‘小喇叭’对

应的微信小程序上点选作

物名称和定植时间，就能得

到匹配的告警服务。”国家

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智

能化管理岗位科学家吴华

瑞介绍道。

（汪永安）

数字技术 成为种田“金锄头”

蔬菜“小喇叭”智能化管理系统
让幼苗不畏高温干旱

“智慧农业大棚”让种地更高效

村民在智能大棚里忙碌。

工作人员查看小型气象站的运行情况工作人员查看小型气象站的运行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