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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传感器实时收集玻璃温室内的温度、
湿度、光照等数据，上载至人工智能系统，系统
依据算法模型给出何时调整光照、何时浇水施
肥、何时修剪叶片的建议，种植者即便相隔千
里，也能够及时控制着温室里的一切……

你以为这是电影描绘的未来农业？不，这
是三位“学霸”在描述他们在一次农业科技大赛
上种番茄的场景。从他们的描述里，你是否感
觉“未来已至”？

这三位年轻人，有海归硕士，有本土博士，
虽然他们经历各不相同，却因种番茄结缘。他
们身上，有科技从业者的求知与探索，有“Z世
代”敢于争先的青春锐气，更有新农人对实现农
业现代化的远大梦想。

当番茄种植当番茄种植 遇上遇上““科技范儿科技范儿””的新农人的新农人

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朱常安（右）与同学在玻璃温室中观

察番茄生长。

番茄是三大世界性贸易蔬菜之一，

在全球蔬菜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截至

2020年，全球番茄种植面积达505.5万

公顷。中国是世界番茄产量最大的国

家，2020年中国番茄产量为6515万吨，

接近全球番茄产量的1/3，番茄种植面

积达到110.4万公顷。

即便是全球第一大番茄产地，中国

与农业技术发达国家相比，番茄种植效

率却落后不少。2020年全球番茄产量

数据显示，中国番茄每平方米产量为5.9

千克，而在荷兰，每平方米番茄产量可达

50.7千克。通过温室技术对番茄的生长

环境进行精确控制，极大地提升了荷兰

的生产效率。

在徐丹和陈宇冲看来，虽然荷兰的

设施农业装备和技术可以进口，但这项

技术在中国的“本地化”还有很长的一段

路要走。

陈宇冲告诉记者，荷兰是典型的温

带海洋性气候，冬天不会特别冷；夏天不

会特别热，气候波动小，北京则是冬冷夏

热，荷兰的温室最重要的是解决冬季的

光照问题，而北京的温室就必须在温度控制上花

更大的心思。

“我们现在引进的是这套产业链的产品，如

果想让这项技术在中国大规模扩展，就需要构建

中国自己的设施农业技术产业链。这样才能控

制温室的建设成本，并培养更多的技术人员。”陈

宇冲补充道。

而在朱常安看来，荷兰设施农业高效率与其

遵循的生产销售制度分不开。荷兰的番茄产业

是订单农业，订单中规定农产品收购数量、质量

和最低保护价，订单农业使农产品在生产之前

就明确了销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价格波动

和市场供求关系所带来的风险。而生产者只

需要承担生产风险，按照订单保质保量完成生

产任务即可。

“相比之下，国内的蔬菜种植农户，既要管

好生产，又要拓展销路，生产者需要直面市

场，蔬菜的价格稍微一波动，种植户们的收益

就会大受影响。很多种植户不敢将大量的资

金用于农业设施和农业技术，担心会血本无

归。”朱常安说道。

设施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设施农业还处在起步阶段，急需其他

学科的人才进入到这个领域群策群力，我们经

常去一些高校交流，发现许多高校是有符合我

们温室技术标准的研究成果的，但他们却从没

想过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以在农业领域落地。”

徐丹说。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学院院长李道亮表示，高

水平农业科研人才队伍对于中国未来农业发展

极其重要。在他看来，中国未来探索现代农业、

设施农业等新的方向，需要年轻学者在算法模

型、基因编辑、智慧种植等方面进行大胆的前瞻

性创新和尝试。当这些技术真正落地之时，将对

我们国家农业的未来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据《新华每日电讯》）

种的是番茄，竞的是“黑科技”
2021年8月，一次偶然的机会，

两人得知由拼多多、中国农业大学、

浙江大学联合筹划的第二届“多多

农研科技大赛”即将举办，参赛团队

需要运用前沿营养科学、设施农业、

人工智能等技术，在6个月的时间

里，挑战远程在云南百余平米的实

验温室中种番茄。

对于徐丹和陈宇冲来说，这项

赛事像是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两人

从荷兰带回并钻研多年的温室技

术，有了一个展示的舞台，他俩也希

望在比赛中见识其他团队的技术成

果，取长补短。

就这样，徐丹和陈宇冲组建了

“番茄快长”队参加了比赛，他们采

用“人机融合智能”的算法策略，将

自己多年积累的种植经验转换成算

法模型辅佐种植。出色的技术优

势，积累多年的实践经验，让“番茄

快长”队顺利进入了决赛。

进入决赛的四支队伍中，陈宇

冲和来自浙江大学的“喜柿”队队长

朱常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陈宇冲

在荷兰研究番茄的温室种植，朱常

安则在浙江大学研究番茄育种的基

因编辑技术，两人的研究方向一个

偏实践操作，一个偏基础研究，相仿

的年龄，互补的研究方向，让二人时

常在比赛之余畅谈番茄。

“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从小就

看着家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地。

2016年高考结束后，我选择了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的设施农业专业。非

常希望通过自身所学，为国家农业

发展出一份力，也想为家乡农业面

貌的改善提供支持。”朱常安道出自

己的初衷。本科毕业后，朱常安被

浙江大学的硕博连读项目录取，目

前在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就读，师

从中国工程院院士喻景权教授。

决赛阶段，“番茄快长”队、“喜

柿”队与另外的两支队伍在算法、环

境控制、农事操作等多个方面进行

了激烈的比拼。四支队伍用线上系

统远程控制着远在云南的实验温

室，各队成绩的比拼是用番茄的产

量和质量来衡量，这些显性指标背

后，是各队多学科交叉研究成果科

技水平的较量。

2022年4月，决赛结果公布，挺

进决赛的四支队伍的樱桃番茄平均

产量均达到传统种植的两倍以上，

营养价值也均符合高品质的行业标

准。“科研+实践”经验丰富的“番茄

快长”队，在环境控制上更出色，决

赛拔得头筹。朱常安的“喜柿”队，

则在番茄品质的较量中最终获胜，

维生素C和番茄红素的含量均为四

支队伍中最高的。

番茄、生菜种出“科技范儿”
北京密云，三万平方米的玻璃温

室内，一排排翠绿鲜嫩的生菜被整齐

划一地码放在半人高的种植钢架上。

一个白色小方盒从屋顶吊装在半空，

监控着环境的各项指标。随着午后的

日光发生变化，温室顶部的漫反射玻

璃，被一扇一扇地关上，被散射后的阳

光均匀地洒在蓬勃生长的生菜上。

隔壁的育苗温室里，樱桃番茄的

种苗正在育苗钢架上茁壮成长。这

批樱桃番茄是温室去年刚刚引进的

新品种，紫红色的外皮加上远高于

普通番茄的糖度，使其在市场上极

为畅销。再过一段时间，这批番茄

种苗将取代温室里的生菜，成为温

室新宠。

种菜不见地，浇灌不见水。这

处极具科幻风格的玻璃温室是徐丹

经营的极星农业科技园。这处农业

科技园已经在北京密云运营了六个

年头。

2011年，徐丹从四川农业大学

毕业后，赴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深造，

从事有机农业研究。在荷兰，徐丹

第一次接触到了荷兰以芬洛式连栋

温室为代表的设施农业技术。

“人们可以在一个装备精良的

玻璃温室里，给番茄提供其需要的

生长条件。在可控的环境中，番茄

不仅可以保证品质，产量也远高于

田间地头或日光大棚。”徐丹说。

见识到更先进的农业技术后，

徐丹就有了把这套技术带回国的想

法。两年后，他带着自己在荷兰积

累的技术和人脉，回国创业，募集投

资近2亿元，带回全套荷兰进口的设

备和技术，这才有了如今密云这片

小有规模的玻璃温室。

“整套玻璃温室设施是请荷兰

团队设计的，并专门根据北京的气

候进行了优化和改良，我们也将荷

兰无土栽培、番茄工厂化育苗、水培

生菜等技术带回国内，花了三四年

消化这些技术，并培养了一批年轻

技术骨干。”徐丹介绍道。

广西小伙儿陈宇冲，是徐丹技

术团队的一员，今年刚刚26岁。他

本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植物科学

与技术专业，硕士同样毕业于瓦赫

宁根大学。陈宇冲的加入助力了徐

丹公司的技术研发进展，多项新专

利得以成功申请，不少温室环境控

制的“黑科技”被应用到温室的日常

生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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