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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神舟十七号航

天员乘组采摘了“太空

菜园”种植出的新鲜蔬

菜，“太空蔬菜”现摘现

吃、新鲜又美味，航天员

同时也为新一批蔬菜培

养做好了准备。

太空种菜最大的难点

是什么？太空“瓜果蔬菜”

回到地球长得怎么样？让

我们来看看“天宫”种菜是

如何实现的。

12月11日，外面大雪纷飞，

山东省临朐县山旺镇西上林村

杜立锋家的温室大棚内却春满

枝头。30棵“美早”樱桃树枝繁

叶茂，结出了嫩嫩的果实。

原来，杜立锋 9月1日就用
空调给大棚“打冷”，模拟入冬，
让樱桃提前落叶、休眠。40天
后，他再给大棚逐渐升温，唤醒
樱桃逐步“入春”，11月初，樱桃
就开花了。杜立锋说，这个棚有

六七分地，春节就能上市，估计

能产1000斤樱桃。“去年我‘打

冷’晚了，元宵节上的市，卖300

元一斤，今年提前到春节，应该

价格更好。”老杜信心满满。

临朐是“中国大棚樱桃第一

县”，全县有13万亩樱桃，其中

大棚樱桃5万亩，樱桃大棚占全

省1／2、全国 1／3。政府推进

樱桃大棚设施装备智能化，构建

基于物联网感知设备的临朐大

樱桃产业互联网大数据平台。

农民棚中安装智能温湿度传感

器“小喇叭”1万个，基本实现樱

桃大棚全覆盖。温湿度自动监

测、自动调控，助力樱桃在市场

上抢占“鲜”机。

与杜立锋的温室大棚不同，

寿光翔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把

集装箱改造成了植物工厂，出口

到加拿大、迪拜等地。记者看

到，这个40英尺的集装箱内部

如同列车卧铺，分成5层，层层

种着油菜。寿光翔天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朋朋说，一个
集装箱能种5000株叶菜，相当
于2亩地的产量。28天收割一
茬，每天用电约80度。集装箱
内完全模拟自然环境，对光照、
二氧化碳浓度、营养液等环境条
件进行高精度控制，智能又纯
净。就算漂洋过海时，里面的蔬
菜也在长。

（据《大众日报》）

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凛冽

冬季，农场工作人员都能坐在舒

适的室内，通过数字化设备，让

精确度控制在厘米级的无人驾

驶农机代替人工，完成平整地、

移栽、植保、收获等农事作业，这

样的场景在四川省简阳市已然

实现。该市去年打造的沱江生

态农场，通过实施无人农场丘区

示范项目，打造成为全市首个粮

油生产“无人农场”，目前数字化

自主管理已实现80%以上。

据悉，该农场在平武镇高坡

村、禾丰镇连山村落地，目前总

面积约860亩，通过引入先进技

术和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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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场，无人化场景轮番上

演。在水稻机械化无人化收割

中，通过提前设置好相关数据，

无人驾驶收割机可以做到精准

作业，实现水稻机收损失率从接

近2%降至1%以内；智能终端平

台可根据收割机作业幅宽和田

块大小合理规划机具作业路径，

做到不漏割、不重割，让收割机

少跑“冤枉路”，降低机具损耗；

在玉米收获环节，无人驾驶收获

机可24小时不间断工作，玉米

收获速度提升了3-4倍，5公顷

玉米0.5至1天就能完成收获 ，

节省人工 10-20人；无人化播

种机可以实现精量播种和区段

播种控制，有效避免了地头重

复作业，提高作业质量，减少种

子投入。

“智能化监测和管理，还可

以及时发现自然灾害等风险因

素，方便及时制定防范预案。”该

工作人员介绍，土壤传感器可以
测量温度、湿度、酸碱度、盐度、
速效氮、磷、钾等最多200多种
数据，使用土壤传感器跟踪土
壤情况，节省繁琐的土壤采样
时间，灌溉计划更科学。综合
气象站可以准确了解区域小气
候的表现，跟踪作物整个季节
的生长期，使用实时数据安排
喷洒作业。

该工作人员表示，无人农场

将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理念引入

农田，全面实现机械化和智能

化，在粮食生产的耕、种、管、收

四个主要环节都可以实现无人

化、精准化和标准化的智能农机

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能够节
省 80%左右的人力投入和20%
左右的农资投入，每亩土地每年
增加粮食产量100公斤以上，真
正实现农业生产高质量发展。

（据《四川农村日报》）

天气渐冷，又到草莓季，在

位于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西校

村的丫丫草莓采摘园里，一颗

颗甜蜜的红色果实已经饱满成

熟，游客正在其中采摘。

为了降低人工成本，提高作

业效率，今年，张家毛在草莓生

产上启用装备北斗“天眼”系统

的精准开沟起垄农机进行作业，

成为全市首个将无人农机运用

在经济作物的案例。该设备通

过高精度北斗卫星定位定向，根

据当前车辆位置和航向控制电

动方向盘转向，使车辆沿规划路

径行驶。使用自动驾驶作业可

保证作业精度高、行距统一，有

助于降低驾驶员劳动强度，提高

作业效率和土地利用率，“现在

驾驶员只需要坐在拖拉机上，踩

踩油门和刹车就行了，比以前轻

松多了。”张家毛说。

不仅如此，今年，果园内的

草莓幼苗通过精准滴灌pH值

为6.50±0.05，有效氯浓度为

0.05‰的非电解微酸性次氯酸

溶液，存活率进一步提升，“微

酸性的次氯酸溶液有杀菌的效

果，能有效促进草莓幼苗的生

长和存活，病虫害防治效果也

很好，而且无毒无害，喷洒之后

容易挥发，对人体没有影响。”

张家毛表示，果园内的草莓种

植全程施用绿色有机肥，不使

用化肥农药，这也让基地获评

奉贤区草莓绿色防控核心技术

示范点。

在无人农机和绿色防控等

一系列措施的加持下，今年，基地

内的草莓不仅个头比去年更大更

均匀，口感和味道也提升明显，而

且价格依旧保持在40元/斤（不

分品种）。 （据《东方城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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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农机、绿色防控
助力草莓种植提质增效

新技术！
“打冷”樱桃卖300元一斤

粮油生产“无人农场”
数字化自主管理实现80%以上

太空种子繁育出来的蔬菜。

太空“瓜果蔬菜”回到地球长得怎么样？
在植物种植方面，太空

育种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此前经过太空育种的瓜果蔬

菜 ，回 到 地 球 长 得 怎 么 样

呢？我们再到海南航天育种

中心去看看。

在海南航天育种中心，育

苗温室里繁育的“太空蝴蝶

兰”正在盛放。种植基地里还

有一大批经历过“太空旅行”

的太空种子繁育出来的蔬菜，

如太空番茄、太空黄瓜等。

太空育种也叫空间诱变
育种，它是将农作物种子或试
管种苗通过航天器送到太空，
利用太空特殊的、地面无法模
拟的高真空、宇宙高能离子辐
射、宇宙磁场、高洁净的环境
诱变作用，使种子产生变异，
返回地面后再经过至少 4代

选育，筛选出携带新性状的新
种子、新材料，培育新品种。

2013 年以来，海南航天

育种中心从航天引种实验

中，筛选出适合海南气候、土

壤的航天瓜果蔬菜和花卉品

种，培育种植，并在海南部分

市县及岛外多个省市进行了

推广种植。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植物的根如何扎到“土壤”里？
太空里感受不到重力，在

这种失重环境下，为什么植物

的根能够往下扎到培养基质里

呢？航天员解释，空间站虽然
没有重力的引导，但是植物的

根仍然会向土壤中生长。这是
因为植物不仅有向重性，还有
向水性。培养基质里含有充足
的水分，所以类似此前种植的
拟南芥和水稻种子，在萌发时

就会向含有水的土壤盒里生
长。同时，失去了重力带来的
空间感，植物的根和茎不能整
齐地向着一个方向生长，而会
呈现出比较凌乱的状态。

太空“种菜”有何难点？
在“天宫”里面种菜，有

何难点呢？航天员表示，太

空“种菜”主要有两大难点：

一是失重环境下，水不容易

深入根系里面。太空微重

力环境会造成在植物根系

周围形成一个边界层，水、

气无法自动分离，植物必须

依赖外力才能与周围环境

进行正常物质交换。因此，

水分养分供给技术是太空

植物栽培的关键。

而第二个难点是舱内

没有太阳光线照射，喜欢光

照的植物不易生长。不过

实验柜里有人工光源，可以

为植物提供充足的光照。

一般概念里，要种菜必

须有“土壤”。不过，在太空
里，利用人工栽培基质进行
培养，是植物培养的主要方
式，它就相当于土壤的替代
品，那么要如何为植物找到
可以生长的“栽培基质”呢？

科研人员研发了多种
太空植物培养水分养分供

应系统，还设计了一种可生
物降解、能重复利用的植物
栽培基质，这种基质以块状
结构形式存在，不会脱落碎
屑，而且具备良好的通气、
保肥和导水性能。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

组在轨期间，利用植物栽培

装置成功栽培了生菜、小

麦和矮秆番茄等植物，神

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还首

次实现了在轨食用种植的

生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