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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上午，在位

于浙江省桐乡市农业经济

开发区的桐信种苗未来农

场内，各类蔬菜种苗长势

良好，面积达5500平方米

的数字种苗工厂内，很少

看到农民劳作的身影，取

而代之的是机器人在“辛

勤耕耘”。

“这是智能精量播种

机，它能精准实现一穴一

粒，高效快速播种。”农场

负责人李敬泉指着一台正

在播种的机器介绍说，“这
台机器里植入了CCD视
觉识别技术，可以精准抓
取直径几毫米的种子，并
准确地投放到育苗盘穴
中，目前准确率达到99%
以上。”

在工厂一角，自动嫁

接机器人也在忙碌工作

中。只见工人将优质种苗

放入机器后，不出1秒就

能完成嫁接环节。

“嫁接是一门技术活
儿，刚培育出的种苗非常
柔嫩，对嫁接工人的技术
要求很高。借助自动嫁接
机器人，通过高性能的可
编程控制器及配套的精密
部件智能识别，达到接穗
及砧木精准定位，让嫁接
作业的质量和效率得到有
效保障。”李敬泉表示，采
用自动嫁接后，工厂内种
苗成活率能达99%以上，
且比起传统人工嫁接效率
提升了2倍。

说话间，李敬泉看到

棚内温度升高了，便轻点

手机，开启自动浇水模

式，智能化物流苗床随即

跑动起来，5台固定喷灌

车同时作业，30万株种苗

1小时轻松“解渴”。通过
智能识别精量自动播种
系统、自动嫁接机器人、
智能物流苗床系统等自
主研发设备，该未来农场
运行效率提高了 3 倍以
上，降低劳动成本80%以
上，节省资源 30%以上，
有效解决了传统育苗占
地周期长、出苗率低、用
工量大等问题。

在桐乡经济开发区

(高桥街道)三村村某种苗

基地内，高科技应用也是

随处可见。通过运用地源

加温等新模式，这个占地

4万平方米的育苗基地，

每年培育、嫁接苗超过 2

亿株，全面覆盖嘉湖甬台

温地区的种苗需求，年产

值近亿元；濮院一果园农

场主沈金跃借助物联网技

术，水肥可自动通过智慧

化的滴管精准送达，让大

棚里的葡萄实现了精准化

生产和数字化管理，把每

一串葡萄的大小、重量控

制到几乎一致，实现了葡

萄“按串售卖”……

如今，在互联网的浪

潮下，桐乡越来越多的农

业基地搭上了时代的快

车，走出了一条高质高效

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据《嘉兴日报》）

自动嫁接机

在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桐信种苗未来农场的中央控制系统中心，

农场主李敬泉正在发布一条语音指令管理大棚。

在云南省曲靖市马龙

区鸡头村的智慧烘烤工厂

里，多种类型的智慧烤房一

字排开，大大小小的110座

烤房不仅完成了今年通泉

街道2500余亩烟叶烘烤任

务，更成为了烟农们增收致

富的好帮手。

近日，在智慧烘烤技术

创新工作室里，曲靖市烟草

公司首席烘烤师王涛正通

过系统分析今年全市的智

慧烘烤情 。

“烘烤过程工艺精准匹

配与智能控制才是烟叶质

量彰显的关键。我们从

2018年开始通过无线采集
器采集实时温湿度，并根据
主栽品种特性拟合优化出

的最适宜曲靖烟叶的工艺
曲线；烘烤过程采用图像识
别、气体监测、风速检测等
多种手段实时掌握烟叶变
黄和干燥动态，对异常烘烤
参数实时预警并远程干预，
及时远程校正烘烤工艺；烤
后我们将热泵烤房冷凝排
出的水分又自动回潮到烟
叶里面，在智能化的基础
上，最大程度彰显烟叶质
量。”王涛介绍道。

为了提升烘烤品质，

减少烘烤损失率，曲靖市

烟草专卖局（公司）将智能

化嵌入到烘烤技术的每一

环节，并与“曲靖烟叶智慧

烘烤管理系统”实时对接，

实现“指尖上的调度”。目

前该套系统现已取得发明

专利2件、实用新型专利8

件、软件著作权4项、发布

企业标准4项。

“我种了快30年的烟

了，早些年都是用柴、煤来

烤烟，要连天白夜地守在那

里，有时候温湿度控制不

好，一炉烟就烤坏了。今年

有了智慧烤房，可以通过手

机实时关注烤房动态，所有

情况一目了然，有问题就会

及时预警，烤出来的烟叶质

量真是好。现在还能利用

烤房进行烟后作物的烘干，

真的是一举两得啊！”马龙

区通泉街道烟农汪德禄满

意地说道。

（徐思琦）

搭上智慧快车
巧解烟叶烘烤难题

初冬季节，山东省平度

市蓼兰镇，在山东七河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慧化

香菇产业基地数字农业示

范园区的数字出菇大棚内，

香菇长势正盛，散发出阵阵

菇香。走进公司的智控中

心，扑面而来的科技感让人

仿佛置身“未来世界”。

“我们的智能控制系
统，是通过5G网络进行实
时数据采集、传输并挖掘
分析，形成大数据AI。现
在我们的生产效率比原先
提高了4倍，运营成本却降
低30%。”该公司总经理苏

建昌如数家珍，“我们的

‘智慧大脑’还实现了产品

质量全程可追溯。同时，

围绕发展数字农业，与山

东农业大学合作，运用数

字化技术提升菌棒（香菇）

生产标准化水平和产品品

质，从财务管理、原材料分

布及供应、市场销售行情

等关键环节实现大数据及

时汇集分析，打造行业模

式标准，引领国内食用菌

行业发展。”

据了解，该公司按照

农业标准化、数字化、国际

化思路，基地建设运用物

联网、5G、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和时

空分析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实现了食用菌(香菇菌

棒)生产全产业链的智慧

化决策、智能化生产和精

准化管控，引领了食用菌

(香菇菌棒)工业化生产发

展方向。

据了解，山东七河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建成

了全球第一座智慧化香菇

栽培种植基地，开展了智

慧七河工程项目，实现从

进料、育种、生产、加工、检

测、储运和销售等全产业

链的智慧化决策、智能化

生产和精细化管理，最大

限度地降低农业成本和能

耗，减少农业生态环境破

坏，实现农业可持续发

展。智慧七河工程项目不

仅实现了对温度、湿度、二

氧化碳等食用菌生长环境

指标的实时监测，还能进

行全自动调节，从而保证

香菇产品的高质量和高品

质。智慧七河项目技术成

果不但可以直接运用到公

司的生产扩大、新建中去，

而且可以推广应用到其他

农业生产中，实现新模式

的复制和推广，从而解决

农业数字化、智慧化推广

的难题。

（据《大众日报》、中国
山东网）

智慧化香菇栽培
让生产效率提高4倍

近期，宁夏引黄灌区

一年一度的冬灌工作火热

进行，秦汉渠管理处灌溉管

理科工作人员马飞在调度

中心轻点鼠标，远在30公

里以外渠道上的闸门开始

缓缓启动。这种自动产生
“作战计划”的灌溉系统，可
以精确控制在哪里浇灌，浇
多少水，让农业这一用水大
户，同时变成节水大户。

秦汉渠灌区是宁夏引

黄古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灌溉面积108万亩，主要担

负着“塞上江南”精华地段

的农业灌溉任务。在现代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浪潮中，

秦汉渠管理处因地制宜，在

渠道先行先试建设数字灌

区，通过科技兴水、数字治

水、智慧管水、科学用水，推

动传统灌区向现代化灌区

转型。

2018 年开发的秦汉

渠灌溉管理平台，接入了

水文中心干渠引水数据和

水位遥测数据，实现各类

调度指令下达、信息化设

施设备远程监测操控、灌

溉数据自动生成导出打

印、供水证电算化等线上

无纸化办公。今年 7 月，

水联网级联调联动全渠道

控制算法软件在第一农场

渠成功落地应用。“通过渠

道上所有水闸、干渠直开

口和扬水泵站的自动调

节，实现整个渠道输配水

的数字化、自动化和智能

化。”马飞说。

未来，秦汉渠管理处

将加快构建“四预”功能的

智慧灌区体系，补齐信息

化设施设备“短板”，不断

优化升级灌溉管理平台，

全面推动全渠道控制软件

算法由第一农场渠的示范

阶段向整个秦汉渠灌区拓

展延伸，助力农业强国和

灌区绿色发展。

(裴云云)

科技赋能 让农田智慧“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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