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9日，中国苹果产业协会

在云南昭通发布《2022年度中国苹

果产业报告》，报告显示，2022年中

国苹果产量仍然位居世界第一，年产

量达4757.18万吨，全球占比过半。

《2022年度中国苹果产业报告》

显示，2021/22产季，世界苹果产量

达8157.80万吨，同比增加96.50万

吨，增长 1.20%。苹果年产量排名

靠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中国、欧

盟、美国、土耳其、印度和伊朗，这些

国家和地区的苹果产量达世界总产

量的85%以上。中国苹果种植区域

广阔，经纬度跨度大，依据各地区生

态环境可分为：高原产区（陕、晋、豫

西、甘、宁）、渤海湾产区（鲁、冀、

辽、京和津）、黄河故道产区（苏、豫

东、皖）、西南产区（云、贵、川、藏）、

新疆产区和东北产区（黑、吉和蒙）6

个产区。

国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数据统

计，2022 年全国苹果种植面积为

3000万亩，比2021年的3132.12万

亩减少 4.22%；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 ，2022 年 全 国 苹 果 总 产 量

4757.18万吨，同比增长3.26%。此

外，我国苹果贮藏率由 30 年前的

25%提高到目前的40%，贮藏方式

发生了显著变化，2022年我国苹果

贮藏能力超2000万吨，其中机械冷

库约占70%。

苹果产业是我国农业经济和农业

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苹果产

量总体稳步提升，生产区域布局趋向

稳定，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高，产业加

工链条不断延伸。苹果产业对推进我

国农业供给侧改革、助力乡村振兴和

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2年度中国苹果产业报告》

认为，当前苹果产业发展中主要存

在生产综合成本持续上升、抵御自

然风险能力弱、老龄低效果园更新

迟缓等问题。未来，苹果产业发展

趋势主要体现在产业布局加速优

化、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产业新业

态深化普及、新型经营主体领军果

业等方面，应优化苹果生产布局规

划，持续推进苹果产业升级，重视支

持创新和推广关键技术，加快产业

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等。

（据《中国日报》）

各位农资经销商朋友们：
为了方便农资经销商就近学习农技知识，农业

科技报社培训分中心特聘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

教授，将在山西省运城市举办农民技术职称培训

班。通过培训考试后的合格人员，颁发农民技术职

称结业证书。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农资经销商

二、培训要求：培训共计56学时。参与培训的

人员，须提供彩色一寸红底免冠照片2张、身份证复

印件2张。

培训费用：每人2200元（含培训期间的食宿、教

材等资料费）

三、报名地点：山西省运城市河东街 运城市畜

牧局（老农业局）东楼二楼

四、报名联系人：
李老师15110488884

许老师15110488883

微信同号也可以报名

五、报名时间:2023年11月6日

六、培训时间:12月1日-7日

七、培训地址：运城市盐湖区东方佳苑商务酒店

农业科技报社培训分中心
山西培训站

2023年11月6日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

委）发布了《棉花第1部分：锯齿加工细

绒棉（GB1103.1-2023）强制性国家标

准，该标准委托全国纤维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起草，将于2024年9月1日实施。

该标准在内容结构上与2012版

标准有机衔接，在核心指标上与国际

棉花分级协调一致，具体变化涉及：

一是新标准增加了短纤维率指标及

检测方法，满足棉纺织行业对高质量

棉花的需求，旨在解决由于机采棉短

纤维率高导致的成纱质量降低，纺纱

成本增加的问题；二是优化了颜色分

级图等级级距，以适应棉花颜色分布

状况统计数据及仪器检验精度水准

要求；三是加严轧工质量分级要求，

提高了中档棉花实物标准底线水平，

不再制作“差档”实物标准，促进棉花

质量水平提升，其中的实物标准是判

定棉花质量水平的参照物；四是从严

设置含杂率，在机采棉普及带来的含

杂率升高的新情况下，倒逼机采棉加

工工艺优化；五是更改了按批抽样规

则，将原来每10包抽1包的抽样规则

更改为梯级抽样规则，即每批数量越

多随机抽取的样品越多，提高样品的

代表性；六是增加了二维码棉包标志

形式，进一步提升棉花产业数字化水

平，有利于实现棉花质量溯源。

（据《农民日报》）

新版棉花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近日，国家标准委员会正式发

布了《植保无人飞机》国家标准

GB/T 43071-2023，这标志着植保

无人飞机行业即将迎来更加规范

化的时代。

近年来，随着植保无人机市场

的不断扩大，行业标准不一、技术水

平参差不齐等问题也逐渐暴露出

来。据了解，标准规定了植保无人

机的产品型号、编制规则、安全要

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内容，适

用于喷施液态农药及肥料的植保无

人飞机，有助于提高植保无人机的

质量和使用效果。同时，该标准的

实施也意味着国家对植保无人飞机

行业的重视和支持，将进一步推动

行业的发展。

据悉，这项标准将于明年4月1

日起正式实施，并设立了半年过渡

期。 （据《农村大众》）

植保无人机迎来规范化时代

在不久前举行的“全国智慧农业现场推

进会”上，一款农业智能AR（增强现实）眼镜

的亮相成为焦点。

“AR田间智能监测调查眼镜可以在田

间对农作物病虫害拍照、自动识别计数、数

据实时上传，能够提升田间测报的效率。”北

京金禾天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季晓宏

介绍道。

安徽省宁国市今年的水稻种植面积为

12万亩，防治水稻病虫害十分重要。

目前，我国的田间调查工作主要以人工目

测为主，常常面临着人手不足、任务繁重的情况。

变化发生在今年7月份。宁国植保站

和北京金禾天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合作，试

点应用AR田间智能监测调查眼镜，辅助开

展田间调查。

“这款AR眼镜在田间调查中的语音录

入准确率高，识别病虫比传统的人工调查速

度更快、更加精准高效，数据实时传输，投入

成本更小，在田间虫量大的地块优势更为明

显。”宁国植保站站长欧阳承表示。

按照田间调查病虫害常用的5点取样

法，以往一块田需要15到20分钟才能完成，

使用农业AR眼镜后，1个人就可以开展病

虫害监测工作，大约10分钟就能完成全部

工作。

据了解，这款AR眼镜配备智能病虫害

识别模型，可以对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稻纹

枯病、小麦赤霉病等多种病虫害进行精准识

别，辅助精准计数、全程语音控制和自动拍

照功能，可以实现田间测报工作“单兵作战”；同时，

以语音和屏幕文字的形式提示相应的调查项目和识

别结果，并将调查数据实时汇总至数据后台，生成符

合国家测报标准的报表，与各级测报系统直接对接，

能够有效提升病虫害调查工作效率。

目前，该设备已在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

湖南等省多地农业植保部门进行深度试点应用。通

过田间试用，农业智能AR眼镜在提升病虫害识别

精准率、操作便捷性、工作效率等方面能有效满足田

间调查要求，也为激活各地区的农耕数据价值、促进

农作物精准防治提供了新可能。 （据《农村大众》）

本报汉中讯（农业科技报·中国

农科新闻网记者 康军）11月 3日，

2023年汉中市绿色食品产业链招商

推介会召开。来自国内外的众多政

企代表、专家学者、机构负责人、客商

代表等齐聚天汉大地，畅叙友情、洽

谈合作、共谋发展。现场签约项目16

个，总投资93.6亿元。

近年来，陕西省汉中市锚定“绿

色循环·汉风古韵”的战略定位，坚

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积极

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稳妥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两山资源公

司”实现县域全覆盖，找到了从生态

保护到绿色循环发展，再到产业转

型升级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实现生

态环境“高颜值”与经济发展“高质

量”的有机融合，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汉中市副市长王红艳表示，

汉中市将围绕建设环境优美、绿色

低碳、宜居宜游的生态城市战略目

标，大力发展绿色食品等优势产业，

做强初级加工、做大精深加工、做靓

绿色有机、做精药食同源，持续扩大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积极

构建“有种有养有加工”的绿色食品

产业发展格局，全力打造国家优质

生态产品供给基地和全国知名有机

品牌示范区。

据了解，2022年汉中市生产总

值突破 1900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连续 20 个月居陕西省第一，

新登记市场主体居陕西省第二，招

商引资到位资金总量排名陕西省

第三、增速和任务完成均为陕西省

第一，全市绿色食品工业产值达

394 亿元，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20.4%，已成为汉中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支柱产业之一。

签约仪式上，汉台区、洋县等8个

县（区）分别与深圳精渔科技、威海康

华有机蔬菜加工公司等16家企业签

订合作项目16个，总投资93.6亿元，

项目涉及智慧农业、食品加工、农旅

融合、电商服务等多个方面。

年产4757.18万吨！
中国苹果产量稳居世界第一

2023年汉中市绿色食品
产业链招商推介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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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项目16个，总投资93.6亿元

农业科技报社关于在
山西运城开展农民技术
职称培训会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