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版6
编辑：党菲 校对：张朝辉 美编：王樱羽 2024年7月17日 星期三

种植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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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课堂种植

穿过风淋室、除掉衣物上的
尘埃，换上白大褂、防止将病菌
带入实验室……江苏省南京市
溧水区的江苏省农科院智慧农
业创新团队的智慧温室内，10余
种番茄在智能调控的适宜温度
下长势正好。

江苏省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

所所长、智慧农业创新团队首席
研究员任妮介绍，智慧温室有水
肥一体化智能管控系统。“系统根
据季节、番茄的生长周期实施水
肥调控，让番茄更好生长，种出

‘儿时的味道’，一亩地年产值超
过10万元。”

眼下气温升高，番茄苗的叶

片蒸腾作用增强，需要吸收更
多的养分。“这个时候，AI 派上
了大用场。”江苏省农科院农业
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刘家玉告诉
记者，“环境传感器捕捉到温室
内温度升高至 30 摄氏度，智能
管控系统会启动水肥机、滴灌
等装置。”

AI让农作物重回“儿时的味道”
智能管控系统代替人工“照顾”农作物，

从没种过地的新手，也能在人工智能辅助下
熟练种地……

近年来，多地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
探索发展AI种植、智慧农业，借助人工智能为
传统农业装上数字大脑，推动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
业全产业链深度融合，形成集农业生产、科学
研究、观光采摘等多种业态于一体的综合型
智慧农业模式，促进了农业提质升级。

拼多多平台和光明母港(上
海)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携手的“多
多农研科技大赛”已举办至第四
届，入围决赛的队伍在同一规格
的集装箱植物工厂内，“远程”种
植同一品种的农作物，在规定时
间内产量高、能耗低、品质好、算
法优者便告获胜。

前两届比赛的场景设在温
室内，经验老到的种植户与掌

握新技术的农业“小白”同台竞
技。“我们发现，AI 种植模型
需要大量的高质量数据进行训
练，这需要耗费大量人工采集
不同作物在复杂环境中的海量
数据。然而，有的数据可能存
在失真或标注不准确的问题，
会影响模型的性能和准确度。”

“多多农研科技大赛”赛事组委
会代表林新仪说，AI 种植模型

在应用过程中需要人工干预，
进行动态调整。

AI种植前景可期。然而，相
对于大田种植，目前AI种植多应
用在温室大棚内，种植成本仍然
较高，所以更适合种植生长发育
较快、附加值较高的果蔬，比如番
茄、草莓。AI种植迈向大田还有
较长的路要走。

（据新华社）

得益于科学种植，江苏省农
科院智慧农业创新团队种出的

“AI番茄”品质更好，一斤能卖到
20多元。

手机“巡田”、浇水不湿手、
种菜不下田……科技赋能助力
降低用工量，提高种植效益。“常
规种植方法下，一个人管理一亩
地忙得停不下来，现在一个人可
以轻松管理 4亩地。”任妮告诉

记者。
江苏省农科院智慧农业创新

团队的智慧温室背后，是数十名
平均年龄30岁出头的技术人员。

“我们每个种植基地都有专门的
服务对接群，不管是系统报错，还
是人为发现问题，24小时都有值
班人员远程解决或安排专人现场
排查。”刘家玉说。

江苏省农科院智慧农业创

新团队持续聚焦设施果蔬、特
色水产、数字育种等智慧农业
应用场景，深度重塑现代农业
发展优势。智慧农业整体解决
方案已在江苏省内多个农业种
植基地落地，应用到草莓、叶
菜、黄瓜等多品类种植。从“望
天收”迈向“望网收”，风靡一时
的线上农场游戏，在现实中得
以实现。

“我们研发了数据感知系统，
番茄果实和藤蔓间安装有空气传
感器、土壤传感器、水质传感器，
温室四周有摄像头，室外还有小
型气象站等感知终端。”任妮说，
在机器视觉、知识图谱、生产场景
管理、投入品管控、糖度检测等技
术加持下，智能管控系统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代替人工更好地“照
顾”农作物。

江苏省农科院智慧农业创新
团队开发的“智小农”微信小程序

界面中，各项环境监测数据一目
了然。智能管控系统根据季节、
番茄生长周期实施水肥调控，工
作人员在手机上动动手指，环境
变化、作物生长、设备运行等情况
尽在掌握。

在扬州一处农业科技园区，
得益于一体式智慧泵站灌溉系
统，农田水肥可以实时监测，农作
物生长环境超前预知。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运用智慧泵站灌溉系
统后，各类传感器可感知不同数

据，实时监测土壤湿度、气象条件
和作物需水量等关键指标，灌溉、
施肥有了精准依据。

科技，让农业从传统的“看天
吃饭”转向标准化生产。“根据传
感器收集的数据，再结合外部气
象预报，智能管控系统实施环境
参数监测和自动调节，外遮阳、内
保温、天窗、湿帘、循环风机等设
备由电脑智能控制。”任妮说，这
可以让农作物在最优的环境和营
养条件下生长。

AI调控种植，亩产值超10万元

AI是如何做到的呢

一键收菜，从“望天收”迈向“望网收”

向大田迈进，锚定未来农业

茄子青枯病
咋防治

与品种特性有关。有些玉米
品种生长前期气温较低会造成心
叶卷缩，待后期温度上升即可恢复
正常生长。

玉米生长前期施氮肥过多。注
意肥料用量不要过大，以免烧苗。

药害。玉米生长期间施用烟
嘧磺隆等药除草时，假如在高温条
件下施药，或用药量过大，或施用
除草剂前后 7 天内施用有机磷农
药，会出现心叶卷曲、叶片皱缩，并
有不规则黄色药斑等现象，严重时
心叶腐烂。症状轻时多数植株会
自行恢复正常生长，心叶严重扭曲
的可人工剖开心叶。对受害田块
及时施肥浇水，喷施芸苔素和优质
叶面肥有利于促进植株恢复。

虫害。玉米在3-5叶期常受蓟
马危害，受害严重的植株心叶卷曲
成鞭状，里面的叶片不能正常抽
出。受蓟马危害的叶片上有褪绿
小点，剥开心叶可见蓟马活动。可
选用烯啶虫胺等药防治，重点对心
叶和叶背喷雾。严重畸形的植株
需人工剖开扭曲心叶。 （李强）

玉米心叶不展
啥原因

合理轮作，及时给土壤进行消
毒。用碳酸氢铵撒在表面，并喷施
新高脂膜保护肥效，随即用薄膜覆
盖；选用抗青枯病的品种。同时，
可采用嫁接方式育苗，培育无病壮
苗，提高植株抗病能力，并在育苗
前用新高脂膜拌种能驱避地下病
虫，隔离病毒感染，加强呼吸强度，
提高种子发芽率。

加强田间管理。灌溉要勤浇小
水，防止大水漫灌。施足基肥，施用
有机肥要充分腐熟，并平衡追施氮、
磷、钾混合肥，适时喷施促花王3号
抑制主梢旺长，促进花芽分化；及时
中耕、培土，促进根系生长。

药剂防治。发现病株，及时拔
除，并带出菜田外深埋或烧毁，在
病株周围撒石灰，全园喷施新高脂
膜防止病害扩散。用针对性药剂
与新高脂膜进行防治，每隔7-10天
喷一次，连续喷3-4次，效果显著。

（涵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