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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物 联
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数字
技术在农业生
产 中 大 显 身
手 ，今 年 我 国
的小麦生产更
有 看 头 ，一 起
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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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要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开
展农村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提
高培训实效。而麦田里的新技
术，既改变了原有的种植方式，也
吸引了更多的新农人返乡创业。

在南京市浦口区兰花塘高

标准农田，小麦生长到了拔节

期，在这里开展飞防作业的是一

位90后新农人。

南京市浦口区谷满满合作

社负责人邵立昌：“飞防作业航

线都非常均匀，定位误差都是厘

米级的，比过去先进很多。”

这位90后新农人不仅是个

“技术控”，还懂经营、会管理。

邵立昌原本在城里打拼做生意，

这几年农村发生的变化，吸引他

返乡创业。

“投入肯定也不小，钱从哪

儿来？”记者问道。

“创业资金是自己筹的，购

买飞机有国家的财政补贴。国

家鼓励我们年轻人从事农业，也

有很多政策帮扶，赚的比外面打

工稍微强一点，平时也能够自由

一点，还能照顾到自己的家庭。”

邵立昌说道。

麦田里的新变化也给当地
农民带来新的就业机会。王敏，

来自浦口区永宁街道大桥社区，

她现在的职业是飞手。

浦口区谷满满合作社飞手

王敏介绍说：“要是给一亩地打

药，大概几十秒就飞过去了，撒

肥的话大概要两分钟。我去年

第一年干活，作业了4万亩，很

骄傲。”

（据央视网、《河南日报农村版》）

在农业生产中，田间气象站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记者

先后来到南京市浦口区、

江宁区等农业项目区，看

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建有小型田间气象

站。

气象千万变，十里不

同天。如今，有了田间气

象站对农田环境温度、湿

度、雨量、光合有效辐射等

气象要素的自动监测，农业生产

中的施肥打药、病虫害防治、农

作物灌溉也就有了更多科学依

据。六合区马鞍街道泥桥村村

民竺传斌向记者介绍说，传感器

是测苗情的，虫害、土壤湿度等

各方面都及时跟踪。

目前我国农业气象观测站
网越织越密：70个农业气象试验
站、653 个农业气象观测站、
2700余个自动土壤水分观测站
组成的现代农业气象观测站网，
已经覆盖全国。

在江苏省农业农村大数据

指挥中心，通过大屏幕，麦田苗
情一目了然。依托于国家级科
技创新平台——南京国家农创
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农田信
息采集实现了全年不间断的远
程操作。

目前，江苏全省苗情怎么

样，如何区分？指挥中心春耕服

务专班杨文治介绍说：“基于卫

星遥感监测到的长势数据和苗

情反演的算法，我们可以对全省

每一个冬小麦地块的苗情进行

评估。在图中我们按照绿色到

橙色分成了四个级别，分别代表

旺长苗、一类、二类和三类苗。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全省

整体范围长势还是不错的。”

通过卫星获取的数据，如何

来判断苗情呢？专家介绍说，核

心就是依靠高分卫星的空中拍

摄和传感技术。

植物从小到

大 全 生 长 过 程

中，叶绿素含量

会逐步积累，所

以叶绿素含量是

判断农作物长势

好坏的重要参考

依据。由于叶绿
素对近红外波段
有特殊反应，因
此卫星的红外传
感器通过接收叶
绿素的光谱反射
拍摄，形成近红外
卫星影像，从判断植物叶绿素含
量的多少，进而评估植物生长情
况。而且由于卫星日行万里，所
以可以更大面积地进行全面评
估分析，避免人工调查的误差。

“目前我们可以提供全省每

8天一次的冬小麦长势监测数

据，在地图中颜色越浅越靠近绿

色的，说明长势越好（图①）。现

在我们看到的是田间实时的一

个画面（图②），从左下角可以了

解到当前温度、湿度等影响农业

生产的气象要素，这些数据怎么

来的呢？依托于我们布设在田

间的很丰富的物联网设备，比如

说小型气象站。”杨文治说道。

“5000 亩的农田，仅需

要配备3个人。”3月14日，在

位于河南省淇县朝歌街道石

桥村的淇县5G数字农业示

范园内，该园总务李军指着

5G大屏幕上的数据告诉记

者，每天不断上传、更新的数

据，清晰地展示着每棵麦苗

的长势和管理情况。

3个人，5000亩农田，这

样不对等的数字里到底藏着

什么秘密？

“一大早会到田里转上

一圈，随机抽取几个点位的

麦苗拍照传回公司大数据后

台，专家通过后台会根据麦

苗情况给出指导意见。”农闲

时，李军的工作很是轻松。

李军指着大屏幕上小麦

区的数据说，每日地表5层土

的湿度被深浅蓝色标识，曲

折的线段呈现地表的温度，

“地表11.9的数值表示该浇

水了。”

站在淇县5G数字农业

示范园的二楼望去，数十米长的高效

节水喷灌机按照预订时间、预订水量

正在喷洒作业。被切割成豆腐块的农

田，在大屏幕上被编辑了序号，每一个

豆腐块内的麦苗长势好坏，5G用绿

色、黄色光柱“实话实说”。

5G“实话实说”的底气，来自“种”

到田间的35个土墒仪、2台虫情孢子

监测仪、1套小型气象站、25个视频监

控设备、1台高光谱长势监测仪。

“示范园订单化种植高筋小麦，这

样的高科技、规模化种植保证了小麦

的品质和产量稳定。”淇县农业农村发

展中心副主任刘红军很有信心地说，

示范园的小麦每斤售价比市场均价高

出八九分钱是不成问题的。

刘红军介绍，示范园采用多光谱
图像传感器和土壤传感器等设备，已
形成了精准化管理、智慧化种植，种植
成本降低30%，小麦可增产8%。

“农作物的生命周期、分界时间一
目了然，农时做农事的误差仅在1-2
天。这样的数据分析，即使将来不懂
种地的年轻人，也能种好地。”恰逢武

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系主任巫兆

聪教授前来调研，示范园场长陈智博

士胸有成竹地介绍道。

“麦苗成长的历史、现在、未来都

尽在掌握，以后科学化种植、规模化种

植势必成为趋势。”巫兆聪说。

“星”眼观苗情 高分卫星遥感观测麦田长势

“气象站”立田头农业气象观测网越织越密

麦田守望者 新农人带来农业发展新机遇

自走式喷灌机正在喷洒作业自走式喷灌机正在喷洒作业。。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