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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瞧瞧，咱这儿的蔬菜长得多水

灵，而且都是高科技种植的，我们从云

端就能知道蔬菜是‘渴’了，还是‘饿’

了。”近日，记者走进河北省石家庄市正

定县塔元庄村同福智慧农场的大棚里，

村民周世杰正穿行其间，动作麻利地采

收樱桃番茄。“啥时候打药、施肥、浇水，

随时掌握，种出来的蔬菜特别鲜嫩可

口。”周世杰笑着说。

周世杰口中的高科技，是智慧农场
指挥中心的“智慧大脑”系统。空气湿
度55%，土壤温度27.9度，土壤pH值
6.1……在可视化数字化大脑的屏幕
上，大棚里的各种指标信息尽收眼底。

“种植蔬菜不再看天吃饭，而是看

‘数’种植。与常规大棚相比，智慧大棚

可以节省人力约5%到20%。”同福智慧

农场副总经理武峰告诉记者，河北联通

通过5G网络、云专线等传输线路，将云

端数据平台与各个监测设备进行数据

连接，大棚内空气温湿度、光照强度、氧

气浓度、土壤温湿度等指标一目了然，

种植人员可以实时查看大棚各种设备

的监测情况，并且进行预警分析。

以樱桃番茄的种植为例，武峰介

绍，樱桃番茄在其生长过程中，遇到的

真菌性病害比较多，发病后传染性强，

但有些潜在的病害表面上看不出来。

如今一个叫“全自动孢子捕捉分析仪”

的设备起了大作用。“分析仪能自动捕
捉空气中真菌种子——孢子的含量，并
通过5G网络将数据实时上传到云端数
据平台，方便工作人员科学准确地对大
棚病害进行判断和处理。”

“以前是凭经验，一旦判断失误，或

者出现新问题处理不当，都会影响收

成。如今耕种、浇水、施肥、除病虫害等

农作有了数据提示，有了‘智慧大脑’，

果蔬种植更精细，让看天吃饭的农户们

有了科学依靠。”河北联通农业解决方

案经理张昊说。

唐山市滦南县姚王庄镇李营村的

农产品远销京津、东三省等地，是全国

蔬菜培育典型村。在这里的蔬菜大棚

中，依靠5G、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赋

能，一个“小喇叭”形状的温湿度感应器

“大棚宝”成了农民智慧种地的好帮手。

说话间，李营村书记李志刚打开手

机上的数字乡村小程序，点开“大棚宝”

图标，手机屏幕上，一个西红柿大棚跃

然眼前。屏幕的右上方，清晰显示出大

棚内空气温湿度、光照强度等指标。

张昊告诉记者，目前这样的智能

“小喇叭”在唐山李营村覆盖了100多

个大棚，在全河北已经应用了3000余

套，平均每棚每年减少损失约 2000

元。此外，联通数字乡村平台覆盖河北

3783个村庄，让村民感受到信息技术带

来的便利。

“数字下田地，5G智慧应用大有作

为。”张昊说，2023年将重点孵化数字农

场、智慧大棚、农产品溯源等涉农、助农

信息化应用，加快推进乡村产业数字

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农民生活数字化，

让更多的智慧应用活跃在河北的广袤

田野里。 （据《经济参考报》）

加强田间管理 预防低温冻害

木本类中药材
清沟培土。培土40-60厘米高，增加根系

深度，起到保墒增温的作用。结合灌水施用水

溶肥，提高植株抗寒力，减轻冻害对根系的

危害。

树干涂白。用涂白剂均匀涂刷树干，可有

效减轻冻害、防止病虫危害。早春季节可择机

再涂刷一次。对于部分可能遭遇极端低温的山

区，采用稻草或其他覆盖物覆盖行间提高地温，

有条件的地区可用稻草等捆绑树干，在树体主

干处培土压实，保持地温相对稳定，避免寒风直

接侵袭根部。

适时修剪。根据天气情况，对树体整形修

剪以避免低温危害，修剪时间可适当提前或者

推迟至2-3月。病虫枝须及时清除，以减少病

虫害发生。对于因洪涝灾害引起受损的木本类

药材，应及时修剪病枝、枯枝，做好树干定形和

培育。

灌水防冻。在寒流来临前及时灌水，以改

善土壤墒情、调节近地面层小气候、减小地面温

度变幅，也可喷洒抗冻生化调控制剂，预防冻害

发生。一旦发生冻害，应及时采取灌水、追肥和

喷施营养调节剂的方式促其恢复生长。

多年生草本类中药材
清沟培土。及时清沟理墒，防止低温冻雨

导致中药材烂根。配合清沟，可培土10-15厘

米高，之后再进行覆草，保温防冻效果更好。

施足基肥。多年生草本中药材秋冬季节要

施足基肥。施肥以有机肥为主，增施磷钾肥，能

提高地温、保暖防冻，也能冬肥春用，以提高土

壤肥力。

覆盖防冻。对于根茎类中药材，尤其是秋

播推迟的种类，如柴胡、防风、丹参、黄精等，冬

季可覆盖8-10厘米厚度的稻草、秸秆等覆盖

物，既可阻挡冷风侵袭根部减轻冻害，又可减少

土壤水分蒸发，起到保墒增温的作用。

浇透冻水。上冻前，对药园浇透冻水，可有

效延缓地温下降，降低极端低温的危害。灌

水、追肥和喷施营养调节剂等可促使植株恢复

生长。

气温回升之后 促使长势恢复

及时清除覆盖物。对于木本类中药材，应

及时拆除捆绑树干的稻草等，恢复树干生长状

态，清除断枝及植株坏死的地上部分，对于整株

冻死的，要将其根部全部挖出，及时对受灾园区

查苗补缺。多年生草本中药材出苗前，先撤防

寒土，再撤防寒物，化一层撤一层，直至将防寒

物撤完，促进地温回升，提早出苗。

做好肥水管理。通过施用水溶肥、草木灰

等措施，增加植株营养。做好清沟排水，进行浅

松土，降低田间湿度，提高土壤升温速度，促使

植株恢复生长。

加强病虫害防治。受冻植株长势较差，其

抗病虫能力减弱，易发生病虫害，须及时喷施生

物农药与高效低残农药，预防病虫害从伤口入

侵。 （陈随清 兰金旭）

出菇棚清理及保温处理：首
先将出菇棚进行全面清理，并采

取增温和保温措施。即将出菇棚

内地面打扫干净，清理污染的菌

棒和地面残料，防止出菇期间发

生杂菌污染。其次是在出菇棚内

侧挂塑料薄膜保温，提高出菇棚

内温度。第三是晴天上午9点将

出菇棚上的稻草帘或保温被卷

起，通过光照提高出菇棚内温度；

下午3点将稻草帘或保温被放下

保温。

催菇管理：催菇可以采取干

湿刺激、温差刺激等措施。干湿

刺激就是利用喷水的雾化带对平

菇菌棒进行喷水增湿，3-5天喷1

次，每次喷水半小时。温差刺激

就是白天打开出菇棚上的稻草

帘或保温被，通过光照提高出

菇棚内温度，夜间覆盖稻草帘

或保温被保温，保证温度在 5℃以上。

7-10天，菌棒两头开始陆续形成黑色颗

粒状的子实体原基，此时停止喷水和温

差刺激，开始进行出菇管理。

出菇管理：平菇菌棒两头有平菇子实

体原基开始进行恒温和恒湿管理。温度

控制在15℃-25℃之间，尽量缩小温差，

防止平菇原基死亡，即上午9点后卷起稻

草帘或保温被增温，下午3点前覆盖稻草

帘或保温被保温。湿度控制在 75％-

85％之间，湿度过小可向地面喷水增湿，

但不能向菌棒两头喷水，否则会造成死

菇。出菇前期不能通风；当平菇子实体菌

盖直径达到3厘米再通风，通风要在中午

进行，不能在早晚通风。从平菇子实体原

基形成到采收一般需要7-10天，当有个

别平菇菌盖平展即可采收。采收过晚，平

菇子实体大量产生孢子污染环境，并对人

体有害。

（刘晓龙）

春 节 前 后 是 荸 荠 收 获 的 时

节。近日，湖北省农业发展中心荸

荠 采 收 机 测 试 活 动 在 团 风 举 行 。

湖北省农业发展中心农机发展处、

农机作业服务处负责人与湖北省

农机鉴定站同志一道，对两款荸荠

采 收 机 的 作 业 效 果 进 行 现 场 测

定。在场专家纷纷表示荸荠采收

机采收速度快，效率高，破损遗漏
少，有较高的应用和推广价值。

“这台收获机的机械结构设计

和 机 械 装 置 都 进 行 了 技 术 创 新 。

按照设计标准，采挖三亩地的荸荠

只 需 一 个 小 时 ，既 节 约 了 采 挖 成

本，又保证了荸荠的完好率。”华中

农业大学工学院一位教授介绍说。

由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工 学 院 研 发

的两款荸荠采收机，分别适用于晒
干田块和带水田块。因现场条件

限 制 ，两 款 机 型 均 在 晒 干 田 块 测

试，测试结果为：鲜果露土率 80%

左右，破损率分别为 2%和 5%。相

较于人工采挖 20%的破损率，两款

机型的数据令人满意。

荸荠是南方特有的

果蔬，传统人工采收劳

动强度大，效率低，种植户十分辛

苦 ，“ 只 能 赚 个 采 挖 的 人 工 钱 ”。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湖北省农业发

展中心投入 50 万元启动了荸荠采

收机研发，华中农业大学工学院相

关团队和团风县农机推广站通力

合作，终于取得了这项成果。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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