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版6
编辑：党菲 校对：董文兰 美编：王樱羽 2025年1月22日 星期三

种植天地
码上订报码上订报码上看报码上看报

每年初冬，是北京甘
蓝成熟的季节。作为一种
露地蔬菜，甘蓝种植过程
中需要移栽，移栽质量和
效率直接影响蔬菜生长与
产量。在传统的移栽作业
中，即使用上了移栽机，也
存在重耕漏耕、标准不统
一、质量不可控、移栽直线
度不一致等问题。如今在
新场景下，这些问题都得
到了有效解决。

北京中科原动力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
原动力）行政总监、正高级
工程师郑思仪向记者介
绍，中科原动力与北京市
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
中心长期紧密合作，围绕
蔬菜智能化管理、无人化

作业开展了多年的技术攻
关。该公司打造的露地蔬
菜（甘蓝）智能化自主移栽
应用场景并非只是对作业
机具的简单升级，而是综
合运用多种技术，形成了
露地甘蓝移栽环节中自动
化取苗、投苗作业新模式。

在传统土壤元素检测
场景中，需要将样本拿回实
验室进行理化分析，而在土
壤元素快速检测应用场景
下，可以实现土壤元素现场、
快速、多指标检测。参与建
设土壤元素快速检测应用场
景的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智能
装备技术研究中心副研究
员、高级工程师田宏武告诉
记者，新场景正在提升北京
市的智慧农业水平。

拿起手机点一点，作物生长状
态、病虫害情况、土壤湿度、pH值、
温度等信息显示在5G智田App，
一目了然。继续点一点手机，便能
远程操控灌溉设施，农户可一键完
成约90亩农地的水肥灌溉。

在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一场
农业革命正在悄然发生。梅州移动
通过云计算、智能传感器、智能控制
终端等5G应用，与蕉岭县农业农村
局开展合作，打造高标准农田改造
提升建设即数字农田示范项目。

在蕉岭县文福镇乌土村的数
字农田，5G物联网智能灌溉水肥
一体化系统在高效运转。

5G水肥一体化系统只是这片
农田其中一个“智慧闪光点”。梅
州移动蕉岭分公司项目负责人张
立介绍，为让这片农田达到机械
化、智慧化、土壤肥、产量高的现代
化高标准农田水平，在项目建设初
期，梅州移动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来
创建农田的三维数字模型，实现从
规划施工到后期种植运营全生命
周期的数字化管理。

“好水种好菜，现在每天运输
约500斤新鲜蔬菜到广州各大商
超，供不应求。”农户边说边展示刚
采摘的“水灵灵”的青菜。

据介绍，根据四情监测点获
取的数据，可自动调整灌溉和施
肥方案，通过精准控制、均匀、定
时定量地作用于不同田块、不同
作物生长区域，形成高效的作物
生长管理体系，实现水肥管理的
科学化。相较于传统的自动灌溉
系统，5G水肥一体化系统具有更
高的“智商”，体现在节约了近
70%的水资源，减少劳动力成品
和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具有过滤
水质、调整pH值等优势。

5G数字农田“农情”监测系统
和高标准农田遥感监测系统的应
用，让农田管理如同拥有了智能管
家，变得精细化。

高清摄像头和遥感卫星就像
“智能管家”的千里眼，全天候监测
作物生长状况，预测产量，分析氮、
磷、钾含量，以及病虫害情况。一
旦发现异常，系统会立即报警，及
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灾害损失。

5G+虫情预报系统集害虫诱
捕和拍照、环境信息采集、数据传
输、数据分析于一体，实现了害虫
的自动化、智能化管理。远红外处
理虫体技术确保了高致死率，同时
避免了农药对人员健康和环境的
污染。 （据《南方农村报》）

近日，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
漕河镇管口新村实验室的人工气
候室内，培育的小麦已经长出两
个分蘖。

“这是组培苗，在这里不再是
地上种种子，而是切一个细胞直
接育苗。光照培养箱可以模拟外
界自然环境，给出合适的温度、湿
度、光照等，使种苗达到一种理想
的生长状态。”管口新村党委书
记、村委会主任王法义介绍。

一个普通小村为何建有自己
的育种实验室？背后的原因是管
口新村对未来现代农业发展的深
远考虑。

管口新村曾经是一个以种粮
为主的传统农业村。近年来，该村
做活土地文章，先后成立了春粟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和村集体经济合
作社，通过盘活土地、资本，吸引社
会人才，创新性地破解了“没人、没
钱、没资源”三大难题。经过几年
的发展，特色种植成方连片，蔬菜
大棚也形成了一定规模。2023
年，村集体收入突破80万元，带动
村民增收500万元以上。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当地
意识到传统种植方式已无法满足
当下的发展需求。于是，管口新村

开始积极推进“智慧农业”建设，全
力搭建数字化农业平台，促进信息
技术与农业融合发展。

走进管口新村种植园，一览
现代农业的活力：高科技温室大
棚内，黄瓜、西红柿等蔬菜，生机
勃勃。王法义介绍，漕河镇联合
通信公司，在大棚附近建设高标
准物联网和 5G 基站等基础设
施。在大棚地下 30 厘米、60 厘
米、80厘米、100厘米的位置都有
先进检测设备实时监控土壤状
况，数据通过大屏实时展示，确保
了作物生长的最佳环境。依托温
室智慧物联系统，种植有标准、有
数据支撑，操作更规范化，生产的
蔬果质量稳定、品质优良，售价是
市场价的2倍。

（据《农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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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靠一部手机种好地

物联网、云数据覆盖种植园

土壤检测效率更高

在传统土壤元素检测场景下，
实验室理化分析一次只能检验少数
几项指标，且检测周期可能长达数
天甚至一个月。这种方法虽然精准
可靠，但是有着成本高、耗时长、覆
盖面小等局限性。

“如果把土壤检测比作体检，我
们研发的就是一种能够快速进行初
步总体筛查的新技术，帮助我们判
断土壤可能存在的问题，然后在此
基础上再做详细的实验室检测。”田
宏武说。

土壤元素快速检测应用场景实
现了现场、快速、多指标3个目标。
田宏武告诉记者，打造该场景的核
心在于传感器。

“如今，纳米等新材料技术的发
展使得传感器向着微型化、智能化、
多样化的趋势发展。”田宏武说。此
外，激光诱导击穿光谱检测技术、复

杂元素谱峰解析技术、有机和无机
多元素定量模型等关键技术也是土
壤元素快速检测应用场景得以实现
的基础。田宏武介绍，正是新型传
感器及其配套技术取得的突破，让
土壤元素现场快速检测成为可能。

土壤元素快速检测应用场景
首次实现了单设备、多通道土壤
成分的多指标同步检测，已被应
用在车载田间巡检式测量和实验
室固定式测量等多个领域，可以
对土壤中速效钾、硝态氮等营养
元素，痕量重金属等污染元素进
行有效测量。

据介绍，土壤元素快速检测应
用场景取得了多项突破，全指标检
测时间缩减到10分钟之内，检测成
本较标准实验室分析降低了80%以
上，并能有效避免二次污染。

（据《科技日报》）

智能移栽质量更好

传统的甘蓝移栽作
业，大部分以人工移栽为
主，少部分是半机械化作
业。移栽作业面临人力投
入成本高、种植管理环节
多、移栽质量不可控的问
题。由于土壤条件的复杂
性，移栽过程中常会出现
漏苗、裸根以及种植密度
不均等问题。

“面对这些挑战，中科
原动力围绕农业生产‘耕种
管收运’全环节，开展产学
研用合作，构建全程数字
化、精准化、智能化的现代
农业生产体系，打造了露地
蔬菜（甘蓝）智能化自主移
栽应用场景。”郑思仪说。

在新场景中，依靠数
字化、智能化手段建设的
露地蔬菜（甘蓝）智能化自

主移栽系统，可根据地块
情况、农艺要求、农机具参
数等动态生成无人作业方
案，并选择适宜的耕作与
转弯掉头方式，减少机耕
道宽度与作业距离，提高
土地利用率。

新场景的主要创新，
还包括农田环境下的北斗
定位导航、自主路径规划、
自动取苗投苗、对位落苗
等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
视觉苗垄识别位置校正、
钵苗柔性夹取等功能。

“新场景能对移栽作
业质量进行评估监测，动
态调整取投苗与作业行进
速度，提高机具动态适配
与协同作业控制效果，自动
化取投苗成功率超90%。”
郑思仪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