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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粮食产量位列全国第

一，是全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如

今智能化、无人化的农业生产方式

正在融入从种到收的各个环节。

7到9月是秋粮生长发育和产

量形成的关键期，黑龙江无人农

场里粮食怎么种，让我们一起去

看一看。

黑龙江建三江垦区是我国最早

开展无人农场生产的地区，这里有

我国最大的无人化农场群，胜利农

场是建三江 6个无人化作业区之

一。大田里，国产大马力机车正在

执行智能云平台下达的作业指令，

在无人驾驶状态下进行中耕作业。

北大荒集团胜利农场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刘庆国说：“科技到位率比

往年的人工驾驶提高很多，看今年

的生长形势，大豆已经达到4片复

叶，比往年生育进程要提前3到 5

天，看现在的长势，突破每亩产量

450斤没有问题。”

在黑龙江，无人农场从春天就

开始了一年的耕耘。

在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种子

通过温汤物理消毒杀菌开始培育，

在这里所有环节实现了自主调控，

48到72小时之后，这些种子就达到

了立针状态。在智能技术的运用下，水稻育苗

时间大大缩短，同时用种量可以减少10%，出苗

率、秧苗素质都大幅度提高。

距离七星农场75公里的红卫农场，改造后

的无人化育秧大棚开始接力大显身手，大棚内

所有监测数据都实时回传到育秧智慧平台，工

作人员通过系统远程监控大棚各地块的运行情

况。立夏过后，秧苗通过无人运苗车从大棚运

输到插秧机上，万亩大地号里，农技人员只需轻

点手机上的启动键，数十台无人插秧机械便开

始自动插秧作业，自动前进、自动升降、掉头等，

随走随停，精准作业。

七星农场信息中心负责人张亚菲说：“我

们实现了水稻生产、耕种、管收全过程的智能

化管控，从靠经验种植向科学种植、标准化种

植转变，从而达到了节本、提质、增产、增效的

目的。”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盛夏时节，笔者走进重

庆市渝北区大盛镇青龙村，

只见2000亩果园坡地上，

绿油油的柑橘开始泛黄，这

片有望丰收的柑橘林，位于

全国首个丘陵山地数字化

无人果园内。

园内，一根根细长的黑

色滴灌管沿着一棵棵柑橘

树整齐地排放着，每颗树下

有4个滴头，通过滴头，水

和肥料精准滴灌至作物的

根部，使作物更好地吸收水

分和营养，从而大大节省了

水和肥料。

“高温旱季，我们通过

全域铺设水肥一体化自动

滴灌系统，将水和有机肥混

合使用，通过滴灌设施，可

以精准地滴灌到每个区域

每一颗树下，这一过程通过

平台和手机App终端就能

实现灌溉。”青龙村驻村第

一书记陈明放介绍。

每天清晨，还会有一架

大型植保无人机

从远处驶来，悬

停在果林之上，

向一棵棵果树喷

洒下营养液。

山腰上的一

处“小气候监测

站”内，布设了多

个传感器设备，

实时监测果园内

的气温、湿度、风

速、降雨量、光照

强度等数据信

息，让柑橘生产

和品种培育实现

“气候信息早知

道，生产作业有

准备”。

在山坡下的办公楼里，

工作人员点击鼠标，果园的

所有信息，从种植规模到树

种树龄、土壤环境到长势分

析，以及大气温、湿度、风速

等外部环境数据，都在大屏

幕上一览无余……

陈明放介绍，这是青龙

村以果园为载体，实施的智

慧农业项目——丘陵山地

无人果园管理平台。该平

台以“1+4”模式为架构，

“1”即一个数据中心，“4”即

果园环境监测、精准管理、

远程监控和智能农机等四

大功能，将果园内地块的三

维模型数据、环境数据、作

物生理数据、地块属性数据

等进行全面汇聚融合，可提

前推测每株树体果实的产

量，并通过遥感特征光谱分

析进行智能分析和诊断，从

而实现全过程精准管护，提

升了生产管理作业效率。

（据新华网）

近两年，广东省台山

市在现代农业示范区创

建中引进“虫脸识别”技

术，通过监测站点覆盖全

市 8000 公顷农田，为作

物病虫害提供精准识别、

监测和预警服务。

据 了 解 ，“ 虫 脸 识
别 ”，是 指 智 能 识 别 虫 情
测 报 系 统 。 该 系 统 通 过
虫 情 测 报 灯 将 各 种 害 虫
诱捕到机器内，再由机器
内 置 高 清 摄 像 头 拍 照 上

传 到 云 平 台 识 别 害 虫 。
仅用数秒，害虫的种类和
数量便可被精准识别，系
统根据识别的结果，进行
分 析 与 预 测 。 当 害 虫 数
量达到一定的警戒值，提
醒 信 息 就 会 发 送 到 农 户
手机上，引起农户注意。

“虫脸识别”可有效

地弥补调查人员不足、数

据标准化低的问题，大大

提高虫害的识别率，为植

保检测人员提供智能决

策。去年 9 月，该示范区

通过“虫脸识别”监测到

有爆发稻纵卷叶螟、二化

螟等虫害的可能，随后农

户根据后台反馈数据“对

症下药”，及时阻断了虫

害的发生。

据介绍，“虫脸识别”

是台山供销优禾农服智

慧农业物联网监测系统

的一部分。目前，该监测

系统在台山市的都斛、斗

山、端芬、汶村等镇设置

了监测站点，除了可以24

小时动态监测害虫信息

外，还可以监测采集空气

温湿度，土壤温湿度、pH

值和降雨量等信息，更可

以通过高清摄像头，实时

查看农田情况，为绿色防

控提供更多参考。按计

划，未来该系统将覆盖台

山市80％以上的耕地，为

农户提供专业全面的统

防统治植保服务。

（毕程）

八月，骄阳似火，各类农作物

正值田间管理阶段。而今年盛

夏，上海市闵行区许多合作社都

有一个新景象：不进农田，也可

知田间事，农业走向了“云间”。

物联网技术
助农“看屏知天地”

在上海正义园艺蔬果智慧

农业云平台演示中心，工作人员

正通过一张巨幅电子屏，远程监

测农作物的空气温湿度、土壤温

湿度、光照强度等一系列参数，

并做到及时动态调控，确保这些

参数指标的稳定，保证作物处于

最合适的生长环境。

有了数字物联网，不用频繁

地人工巡查，不论刮风下雨还是

烈日当头，哪怕在千里之外，都

能随时了解作物长势，做到及时

掌控、精准施策，从而提高生产

经营效益。

闵行区正依托这张智慧的

“网”让物联网技术在农田监

测、作物种植等各方面发挥大

作用，根据不同农业生产经营

主体的种养殖需求，按照统一

的数据传输标准和数据展示模

板，搭建了一个企业级农业物

联网基地管理平台。利用平台

实现对基地所有部署的物联网

感知和控制设备的可视化呈现

与管理，包括对水肥灌溉、卷

帘、风机、遮阳、增氧机等设施

的远程和自动化控制，将物联

网技术应用到现代农业生产设

施设备领域，极大地提高现代

农业生产设施设备的数字化，

智能化水平，实现对农业生产

完整过程的数字化控制。

数字云平台
赋农“最强新大脑”

依托上海市科技兴农项目，

闵行区已完成33家基地的物联

网建设与改造，占全区数量的

30%。目前，所有物联网采集数

据已完成与“上海数字农业云平

台”的对接，在市、区两级云平台

上可实时查看。从播种、田管再

到收获，闵行区全域种植基地的

土壤墒情、水产养殖的水质状况

和微气象信息都可通过这一平

台进行实时采集与监测，让农业

换装“智慧大脑”。

那么，都有哪些物联网技术

应用在闵行区的农业发展中呢？

集成气象、光照、土壤、水

质、设备自动控制等物联网技

术，建成了微气象集成系统、土

壤信息监测系统、视频监控和

设备自动化控制系统等模块。

针对不同场景、不同作物，闵行

区进行了物联网设施的差异化

部署。

微气象信息采集。实时采集

基地气象数据，包括温湿度、风

速、风向、降雨量、气压、光照等数

据，实时了解基地的气象情况。

土壤信息采集。通过各类

型土壤传感器实时采集基地土

壤的pH、温湿度、电导率、钾离

子、硝酸根离子、铵根离子等土

壤信息，当农户发现数据异常时

可及时进行人为干预，以提高作

物的长势和产量。

视频监控采集。基于摄像

头可以远程监测现场的情况，通

过物联网管理平台查看自动化

设备的启停状态。

设备自动化控制可以实现

对温室内设备，如卷帘、电磁

阀、等设备的远程、批量的自动

化控制。 （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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