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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庆市油菜产业

技术体系主办的油菜保纯

轻简化制种技术培训会在

垫江县沙坪镇召开，现场

示范了重庆最新引进的油

菜毯状苗机械移栽技术。

油菜是重庆最重要的

油料作物，种植面积占油

料作物面积的四分之一，

但种植机械化水平不高，

一直影响着产业的发展。

重庆市油菜产业技术

体系首席专家、市农科院

水稻所副所长黄桃翠说，

近年来，重庆市油菜产业

技术体系着力探索油菜高

效轻简种植技术，在油菜

播种等方面试验了飞播、

直播等技术，并成功在生

产中推广运用，但在移栽

方面仍然是空白。

“其实，油菜机械移栽

技术已经在全国多个省份

进行了推广和应用，所以这

次我们特意从南京引进了

这项技术，并应用于油菜制

种生产中。该技术若能成

功推广，对于重庆油菜的机

械化生产能起到十分重要

的作用。”黄桃翠说。

当天上午，在技术培训

会现场，一盘盘绿色的毯

状苗放入油菜移栽机，在
机手的平稳操作下，机器
开始进行一体化作业，旋
耕、起垄、开沟、栽种、覆土
……20 分钟便完成了 1 亩
油菜苗的移栽。

“传统油菜移栽是一个

费工费时的过程，一个人

一天也就能栽1亩地，加上

重 庆 这 个 时 期 雨 水 比 较

多，人工和时间的花费就

更多。但是机器可不受此

影响，一台机器一天可以

移栽 20至 30亩地，效率大

大提高，种植户也轻松。”

黄桃翠说。

现场观摩结束后，来自

南京农业机械所的吴俊博

士又对油菜毯状苗机械移

栽技术进行了介绍，同时

针对油菜机械移栽中存在

的秧盘管理、田间管理、病

虫害防治等种植问题进行

了逐一讲解，参会专家们

也进行了意见交流。

黄 桃 翠 表 示 ：“ 接 下

来，我们要对这项技术进

行更多的应用和改进，为

重庆市油菜生产现代化提

供技术上的支撑，为农业

增加效益，为老百姓增加

收益。” （据《重庆日报》）

油菜机械化移栽新模式
移栽1亩油菜苗只需20分钟

从春耕春种到夏管秋收，

农作物生长的全流程都能实现

远程控制、全程监测。如今，这

一构想正在北京市昌平区现代

农业发展中变为现实。10 月

28日，北京市首个“无人农场”

应用场景示范基地仪式暨蔬菜

“无人农场”白萝卜应用现场观

摩活动在昌平区阳坊镇金太阳

农场举办，无人农机“慧”就了

秋收新图景。

“无人农场”有多智慧？
精度可控制在厘米级

该农场目前总面积 40 余
亩，通过“农机-农艺-智能”的
深度融合，实现了覆盖平整
地、起垄、移栽、水肥、植保、收
获等全流程环节的无人化作
业。

当天，在金太阳农场，机器

轰鸣。走近细看，才发现在田

间劳作的只有一台台各式各

样的农业机器人，整地、植保、

巡检……它们有序而熟练地完

成各个环节。

“这款蔬菜全程无人化平
台是今年首次亮相，在传统拖
拉机的基础上，去掉了驾驶
舱，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智能化
提升和改造。”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研究

员吴华瑞告诉记者，蔬菜全程

无人化平台整体作业轨迹精

度可控制在厘米级，人力投入

总成本大幅降低。同时围绕

平台可以构建出各种各样机

型和机具适配的解决方案，既

降低了体积和空间，也进一步

降低了农机的制造成本。

在农场另一侧，随着白萝

卜收获机的缓缓前进，一垄垄

萝卜破土而出。“我们在去年
基础上，把单行改成了双行的
采收方式，进一步提升了作业
效率和适配程度。同时我们
还研发了采运一体的解决方
案，减少在田间运输中人力成

本的投入。”据介绍，通过
技术应用，进一步减少了
85%以上人工投入作业环
节，实现了数字自主化作
业管理，可节约人工成本
82430元。

“无人农场”未来发展？
搭建展示与培训平台

之所以能让这些“大铁

牛”有序地忙碌，全凭田埂

边几名年轻人操控手中的

遥控器。只见他们在屏幕

上轻点几下，无人农机便

自动调整方向、速度等参

数，高效完成田间作业。

吴华瑞告诉记者，无人农

机操控背后需要大量的“黑科

技”支持。农场无人农机搭载
了北斗高精度定位等多项新
技术。此外，要想实现“无人
农场”智慧种田，预先要在田
间乡道上空完成高精度空间
数据采集，建立数字化的底层

模型，从而为农机自动驾驶、
无人机喷洒作业提供自动地
图导航支持，规划路线精准行
驶和飞行。

未来，农场将探索“无人农

场”与乡村旅游、中小学社会

大课堂相结合，通过“无人农

场”现场培训，提高大众对智

慧型现代农业的认知度，提供

蔬菜长势巡检、农机自主作业

与智能避障、蔬菜采运一体化

作业等无人化生产的观摩示

范。同时，开展蔬菜“无人农

场”数字化展示平台建设，实

现农场气象数据、环境数据、

土壤数据、作物长势数据等集

中“数据云”管理与控制，通过

数字化手段构建常态化展示

与培训平台。

（据《北京日报》）

北京市首个“无人农场”落地 快来看看有啥高科技

近日，甘肃省庆阳市西

峰区后官寨镇司官寨村食用

菌基地完成了自主研发培育

液体菌种的首次接种。此次

接种，是该基地菌种种源由

固体转为液体、外源转为自

给的迭代性实验。

据该基地研发团队主创

人员——甘肃省庆阳林业学

校高级讲师张玮介绍，庆阳

市自构建三元双向循环农业

以来，食用菌产业发展迅速，

但几乎所有生产用的菌种都

是采购自外地，外源菌种经

过冷藏运输后会出现退化和

菌龄老化的问题，当地成立

研发机构可以自主研发培育

适合当地栽培的好菌种和新

品种。

据了解，菌种的成本和
活性是现代化食用菌产业的
卡脖子难题，掌握液体菌种
培育种源即标志着掌握了自
主可控的菌种“芯片”技术。

今年8月份，后官寨镇司

官寨村招商引资成立的菌种

研究基地正式投入使用，固

体菌种和液体菌种自主培育

研发同步展开。“液体菌种技

术门槛高，设备投资贵，且不

适宜长途运输，只能在本地

研发。”张玮说，液体菌种一
旦试验成功，可以显著降低
成本，缩短养菌期，造成的污
染率较低，出菇质量和产量
高于固体菌种，经济效益非
常高。

司官寨村食用菌基地原

来所用菌种均为外源菌种，

研发基地建成后，该基地固

体菌种和液体菌种研发培育

两线并行。在进行主栽的香

菇、黑木耳、平菇菌种培育的

同时，还开展了猴头菇、鸡腿

菇、双孢蘑菇等其他新品种

的培育。现阶段实验发现，

平菇、香菇、黑木耳中有适合

当地的优良品种，液体菌种

研发已经获得成功，栽培实

验认证表现优良后，即可进

行大面积推广使用。

在菌种研究基地建成投

运的同时，司官寨村废菌棒

加工厂同步建成并投入试生

产，加工而成的生物颗粒可

用于燃料和肥料。自此，司

官寨村食用菌基地“菌种研

发培育、菌菇生产销售、菌棒

加工回收利用”全产业链已

全面建成。 (据央广网）

自主研发液体菌种 蘑菇种植出现新动能

金秋季节，新疆叶城县

巴仁乡红薯陆续进入收获

期，各村保鲜库也正式“上

岗营业”，一批批红薯“入

住”智能薯窖，不仅延长了

红薯的贮藏期和销售期，也

实现了红薯“旺季收储、淡

季销售”。

在巴仁乡其来克亚村

的红薯保鲜库里，隔温垫上

整齐地摆放着新鲜的巴仁

红薯，保鲜库负责人吐拉买

提·依比布拉介绍，有了保

鲜库的“呵护”，这些红薯可

以多储存4-5个月。

吐 拉 买 提·依 比 布 拉

说：“现代化红薯储存库用

上了专业的排风设备、冷冻

设备、完善消毒保鲜措施、

实时温度监控，我们把精品

红薯挑拣出来后，储存在薯

窖里，提升更大的价值。”

早在2018年，巴仁乡其

来克亚村村委会就通过申

请项目资金建设了这座占

地面积 300 平方米保鲜库，

可 储 存 农 产 品 近 300 吨 。

今年年初，保鲜库完善制冷

设备并正式投入使用，这座

保鲜库可以带动 15 人实现就近就

业增收。

村民吐逊尼沙·努尔买提说：

“我每天在红薯窖分拣红薯就能挣

六七十块，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钱，

日子真是越过越好了。”

近年来，巴仁乡因地制宜大力

发展特色种植，全力提品质、出精

品、创经典，让田地里结出越来越多

丰硕的果实，通过不断完善基础设

备，拉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实现

了农业增效、农村繁荣、农民增收，

奋力谱写出乡村振兴的新画卷。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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