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版4
编辑：董文兰 校对：党菲 美编：王樱羽 2023年3月20日 星期一

现代农业·AI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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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建锋是一名“90后”，在中国农业大学

度过了本科、硕士、博士时光，如今在该校农

业农村部设施农业工程重点实验室从事博士

后研究。

你猜，他的专业课有哪些？

“我们要学农业建筑学，类似于土建专

业，因为涉及盖温室；要学植物学、作物栽培

学与耕作学，植物生理、无土栽培都会涉及；

农作物生长所需的温光水气肥，每一个环境

因子都是一个学科方向，比如传热学、光生物

学、水利科学、流体力学、营养液管理，等等。”

郑建锋介绍，“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我们专

业也在与时俱进，加入了大数据、云计算、编程、单片

机等课程。”

为什么研究种菜，也需要学习编程？
靠天吃饭，一句话道出农业生产对环境的依

赖。而农业发展的方向，就在于通过调控和改善生
物生长环境，使动植物、微生物的生长向着对人类有
利、满足人类需求的方向发展，使农业产量、品质更
加稳定可控。而当我们能通过AI调节温光水气肥，
通过算法模型辅助种植养殖策略，就相当于给了动
植物适宜不同生长阶段的“智能太阳”“贴心食粮”
“及时雨”……

智能装备和技术，也将成为“新农具”。

眼下，郑建锋正带着实验室另外5位师弟师妹，

参加拼多多和光明母港携手举办的第三届“多多农

研科技大赛”。比赛规则颇为新颖：4支入围决赛的

队伍，在同一规格的集装箱植物工厂内，“远程”种植

同一品种的生菜，90天后，产量高、能耗低、品质好、

算法优者便告获胜。

由于生长在集装箱内，这些生菜“不见天日”，但

参赛者通过调节红黄蓝光光谱、形成“光配方”，可以

让生菜“吃饱喝足”、茁壮成长。

操作方式也很新奇，不湿手也不沾泥，参赛者只

需在远程控制系统中调整各项设置，便能遥控集装

箱内部环境。

研究视觉模型的、负责营养液调配的、主管生长

和生理信息检测的、设计植物巡检机器人的……“大

师兄”郑建锋组的这支队伍，人人独当一面，合起来

便很“全面”。

“我们的参赛策略，就是‘与植物对话’，它之所

需，我之所予。”郑建锋说。

通过立体成像的深度相机，逐日采集生菜的生长
和生理数据，除了能更精确地测量个头变化，还能通
过每天吸收的二氧化碳量，测算它的光合速度。

“‘与植物对话’本质上是一套智能环控系统，通
过采集分析植物的生长和生理信息，我们就了解了植
物；再通过模型比对和预测，就知道了它的长势快慢、
生理需求，从而判断下一步要给它什么样的环境条
件，看营养液该怎么配比、光配方该怎么调整、该多给
点水还是少升点温，辅助种植决策。”队员杨浩说。

种菜“上网”不下田、丰收在人不问天

AI种菜未来已来
浇水不湿手/种菜不下田/丰收不

问天——这些充满“不可能”和“混搭
感”的场景，如何变得“合情合理”？

答案是：用AI（人工智能）种菜！
在温光水气肥高度可控的植物工

厂内，草莓、番茄、生菜晒着最适宜生
长的人工光、喝着最“对胃口”的营养
液，种菜人不必亲临现场，通过深度
相机、电子传感系统等便能与植物
“在线相见”，再根据植物实际长势和
算法模型，像“炒股”一样，在操作系
统中调控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

浓度及营养液等，让植物哪怕外界严
寒酷暑、刮风下雨，都能获得适宜的
生长环境。

“随着农业传感器、机器视觉、知
识图谱、决策模型等技术的快速发
展，AI在农业上的应用正在铺开。”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
业生态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印遇龙说，
“智能技术手段可以改善农民的工作
条件，彻底颠覆传统的农作方式，代
表了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

未来已来。

“这些用 AI 种菜的青年专
家、‘90后’博士是典型的‘智慧
新农人’。他们理念先进、创新意
识强、有知识有梦想，能起到很好
的引领作用，助推我国农业现代
化插上科技的翅膀。”中国工程院

院士、湖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单

杨说。

科研院所、实验田间，一批批

专家学者、博士硕士正研究如何

种菜，而当他们取得研究成果、探

出一条新路交给农民时，农业生

产的门槛就会越来越低，前景越

来越广。

“智能环控是一种通用技术，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深度学习等

技术以及传感器等设备性能的进

步，AI种菜会越来越靠谱，能自

己制定和调整种植策略，使用起

来更加便捷。”郑建锋说，现在已

经出现了微型人工气候箱，能满

足都市人“阳台种菜”的需求。

不再“靠天吃饭”，那么祖祖
辈辈口传心授的“四时歌”、经验
之谈，就不再有价值了吗？

几位新农人异口同声地
否认。

“我们的模型就是基于数据、
基于经验构建的，很多老农凭经
验就能把地种得很好，我们研究
的就是这种经验背后的机理，经
验也是AI学习的养料。”钱婷婷

解释。

现阶段，AI可以成为农业生

产强有力的辅助，但远不足以替

代人。“一个懂算法、懂互联网技

术的人，再加上一个有经验的农

民，制作出来的设备或模型应该

会很有优势。”郑建锋说。

如果给未来的农民画像，应

该是什么样？

“未来，农民应该会成为一种
时尚的职业，可以不下田，只需要
在手机上操作，用数字化方式遥
控多种智能装备从事农业生产。
农民本人也并不一定要有农业专
业背景，因为智慧农业的应用里
面应当包含专家系统，遇到问题，
相应的专家团队能够快速在线解
决。”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

志辉说，“虽然农民本人就是在线
操作、按按钮，但他并不是流水线
上的工人，而更像是工厂车间的
生产经理，每个环节都可以找到
最专业最合适的人来做，他扮演
生产管理者的角色。”

（据新华社）

由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园艺所

及信息所的青年专家何立中、王

虹、钱婷婷等6人组成的另一支

参赛队伍，有一个亮眼标签——

曾指导我国科考队员在南极种植

蔬菜。

2014年、2015年，南极长城

站、中山站相继建成温室。由于

驻站人员多为科学家、医生等，鲜

有种植经验，国家设施农业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在上海崇明基地

1：1建造了模拟温室，何立中等

蔬菜学或园艺学博士在南极仿真

条件下，教科考队员如何在极地

种菜。

“种什么菜、怎么能种得好，

都要根据极地不断变化的情况，

动态调整种植策略、种植方案。

我们会选好种子，分门别类配好

肥料，让科考队员带着出发。”何

立中说。

在南极温室，驻站人员遇到
种植难题，也会将蔬菜图像及生
长数据传回崇明温室内，由何立
中等人诊断分析，提供“保姆式”
指导。

得益于这种不受外界影响、

环境因子可控的植物工厂种植模

式，身处“生命禁区”的科研工作

者，也吃上了番茄、黄瓜、茄子、青

菜，成功收获过西瓜、草莓，还“点

过菜”，请专家们指导种植营养丰

富、采收周期短的西蓝花芽苗菜。

集装箱也好，南极温室也好，
都属于立体植物工厂，像超市货
架般一层层、“肩并肩”地种植植
物。把农业“竖”起来，可以增加
单位面积的种植收益，也折射出
植物工厂的“天生追求”——降本
增效。

植物工厂的成本，主要在能

耗、人工和设备折旧三方面，其

中，为植物生长提供光照、温度的

电能成本占大头，这也就成了降

成本的重点。

“比如一个叶片，它截获

了多少微摩尔的光，光又让它

产生多少毫克的糖，糖再转化

成多少毫克的淀粉，这中间的

转化过程就是它的机理，我们

通过数学方式把机理过程描

述出来，就形成了植物生理模

型。”钱婷婷说，“能不能投入

更少的光产出更多的生物量，

提高光能利用效率，把耗电量

压减下来，是团队技术水平的

重要体现。”

参赛队员正在查看集装箱植物工厂内部。

在南极也能种菜

新农人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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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垂直农场及内部基础配套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