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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钟能剥出1100只小

龙虾，一天可替代50名剥虾工

人工作。8月31日，湖北省黄

冈市科技创新大会上，研发出

国内首台智能剥虾机的湖北科

峰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科峰传动”），获颁“重

大技术创新成果”奖牌和100

万元奖励。这是黄冈市首次重

奖重大技术创新成果。

科峰传动是黄冈市一家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自成立以

来，自主研发精密小型行星减

速机、盾构机用减速机、谐波

减速机等，并成功取代进口，

服务激光切割、芯片封装、家

电制造等领域的上百家企业。

目光为何转向小龙虾？

科峰传动董事长吴俊峰说，他

们发现，国内没有较成熟的智

能化小龙虾深加工全套设备及

工艺，人工剥虾又面临招工难、

成本高、效率低、虾肉品质差等

困境。《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

告（2022）》显示，2021年，我国

小龙虾产业总产值超4000亿

元，小龙虾月加工量85万吨，

规上加工企业162家。

产业痛点就是科研方

向。2017年起，深耕智能制

造行业多年的科峰传动，成立

由公司副总经理、湖北省智能

制造专家组成员孟弢领衔的

智能剥虾机研发小组，开始向

智能剥虾机进军。

从机械结构、控

制系统、视觉识别到

整机装配、软件集

成、作业调试，从识

别、抓取到剥虾、传

送……孟弢回忆，设

计方案一次次推倒

重来，小试、中试屡

战屡败。连续5年锲

而不舍攻关，科峰传

动前后投入2000万

元，进行4代更新，终

于成功研发出全智

能化的剥虾机，目前

获得27项知识产权

授权。

保证虾肉完整，

是研发的关键技术。“让机器
人长眼睛，识别出虾头、虾尾
的位置。”孟弢说，团队研发出
一套人工智能抓取引导系统
破解难题，它能在千分之一秒
内，进行一次视觉运算，将虾
的角度和位置发送给机器人，
实现动态抓取，小龙虾和南美
对虾均适用。

今年7月，湖北省机械工

程学会组织中国工程院院士

谭建荣、中国科学院院士丁汉

等专家组，对这款“智能剥虾

机”科技成果进行评价后认

为，该成果达到同类技术国际

领先水平。

黄冈市政府负责人表示，

百万元重奖“科峰造”智能剥

虾机，在于它能有效解决小龙

虾加工企业质量不稳定、用工

难、食品安全等问题，对小龙

虾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具有重

要意义。

轻点按钮，自动冲洗、自
动消毒……眼下，这台智能剥
虾机在潜江一家水产加工厂
“上岗”，每天可加工14.6吨原
料虾，相当于50名左右熟练
剥虾工。

吴俊峰说，这款智能剥虾

机，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根据

工厂产能需求和厂房结构进

行组合，目前订单形势良好，

即将实现量产。

（据《湖北日报》）

近年来，山东省沂源县

鲁村镇通过党建引领发展

智慧果园，形成集标准种

植、智能化后处理、全程冷

链物流于一体的苹果全产

业链数字信息服务体系，走

出了一条数字化种植管理

新模式，实现农业 2.0 向农

业3.0的跨越。

秋 天 是 收 获 的 季 节 。

在鲁村镇刘家坡村的沂源

华盛科沃云果业示范基地

里，3.2 万株“智慧”果树迎

风摇曳，长势喜人。科技赋

能、用数字化管理，是这里

的一大特色。

华盛科沃云示范基地项

目隶属的山东华盛果品股份

有限公司是农业产业化省级

重点龙头企业，主要从事苹果

新品种的研发、生产技术推广

应用。应用“物联网、移动互
联网、云计算”技术，实现对果
园现场气象、土壤、空气环境
的实时监测，通过视频监控和
虫情测报系统掌控作物长势
及病虫害情况，对合作种植基
地的灌溉、施肥等农业设施实
现远程自动化控制。

“活也不累，剪剪枝，套

套袋，拔拔草，（利用）高科

技，干活很省工。”刘家坡村

村民刘思怀说道。

（徐淑庆 丁鹏）

9 月 15 日，位于贵州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

县南明镇大坝上的贵州省

首个水稻“无人农场”正式

迎来水稻丰收。随着操作

人员在手机上轻轻按下，伴

随着引擎的轰鸣作响，无人

收割机在稻田内按照事先

规划好的路线快速收割。

转瞬间，一亩稻田便被采收

完毕。

据了解，无人收割技术
即是在原有农用收割机的
基础上，安装无人操作设
备，完成对农用收割机的通
信、定位和操作工作。通过
在电脑或手机 App 上进行
路线规划，在移动网络覆盖
的条件下，即可实现远程无
人收割。

“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精确定位，无人收割机误

差可以控制在 5-6 厘米的

范围内，10分钟左右就能完

成一亩稻田收割作业，并且

理论上，只要持续给机器加

油，可实现 24 小时不间断

工作。”现场操作员王汾兴

介绍道。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华

南农业大学教授罗锡文介

绍，“无人农场”通过“云端”

管理，掌上操作的方式，让

无人机械可覆盖农作物的

生产种植每一个环节，将作

业人员从繁重的驾驶操作

中解放出来，大大提高智能

化水平和作业效率。此前

由华南农业大学牵头，在全

国十几个省启动了 20多个

“无人农场”建设，剑河县

便是今年贵州首推的 7 个

“无人农场”中首个启动运

营的。

近年来，在农业农村部

的定点帮扶支持下，剑河

县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引进和农业机械化投

入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

效。为保障粮食作物高效

种植，农业农村部从剑河县

传统两段育秧、人工插秧和

劳动力短缺的实际出发，为

该县首次引进水稻机插秧、

精量机直播技术及无人农

场技术。 （欧阳章杰）

种植期间，无人农场能为管
理者省出多少人工成本？北京
首个生产型蔬菜无人农场负责
人的答案是 7.6 万元。8 月中

旬，北京市首个生产型蔬菜无人

农场总结发布会在昌平区阳坊

镇政府召开。据了解，为积极探

索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落地新路径，昌平区科委、

昌平区阳坊镇、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三方团队通力合作，共同建设

了北京市首个生产型蔬菜无人

农场，并取得示范成功。

7月以来，在位于昌平区阳

坊镇的无人蔬菜农场内，各式无

人机正在作业，无人整地、无人

植保、无人巡检……农场内，辣

椒垄型整齐、株旺果多，长势喜

人。“以前种菜之前，我们要先对

土壤进行处理，犁地、旋地、整

垄、施肥等等都得靠人工操作，

需要耗费大量人工和精力。”农

场负责人谢峰军介绍，当下在农

场，从旋地、犁地到整渠全部由

无人机作业，不仅作物种植更加

整齐美观，还极大地节约了人力

成本，首茬甘蓝种植期间共节约

人工成本76230元。

据了解，位于阳坊镇的生产

型蔬菜无人农场是在“退林还

耕”地块进行无人蔬菜种植的标

杆性试验示范项目，在克服了初

期投资筹措难、退林还耕地改造

难、非常规茬口种植难和疫情影

响管理运输难四大困难情况下，

完成了全流程无人作业试验。

目前，在总面积47.2 亩的农场

中，70%以上都实现了数字化自

主管理，经测产，达到商品化水

平的首茬甘蓝获得了亩产5000

斤产量，这也意味着生产型蔬菜

无人农场获得成功。

“我们于7月底完成了对10

亩甘蓝的无人化采收。”北京市

农林科学院信息中心副主任、研

究员吴华瑞介绍，农场内还有30

余亩辣椒，目前，试验团队主要

通过田间检测巡检机器人实现

对辣椒的长势监测，防止出现大

雨天气下的病虫害传播，并通过

自走式喷杆喷雾机实现打药，预

计10月底辣椒可以收获。

据了解，露天无人农场蔬

菜种植技术是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赵春江院士团队在智慧

农业、智能农机等多领域交叉

的科研成果。生产型蔬菜无

人农场在昌平区阳坊镇成功

落地实施，为解决当前农业从

业人员老龄化和作业非标化

等突出问题提供了智能化、数

字化的解决路径。

（田杰雄）

“慧”农果园的
“科技范儿”

“无人农场”里的
水稻收割了

数字化自主管理
生产型蔬菜无人农场效益高

1分钟剥1100只小龙虾、保证虾肉完整

全国首台智能
剥虾机诞生记

工作人员在用手机监控无人收割机运行情况。 吴昌连 摄

智能剥虾机研发试验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