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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阳光和雨水，在
楼房里就可以培育新稻
种。记者近日走访了辽宁
省农业科学院，在综合楼6
楼实验室，一扇保温门背后
是一个12平方米的水稻育
种工厂，这里的水稻生长没
有四季之分，稻子从播种到
收获只需100天左右，比东
北地区常规大田的种植周
期缩短了近三分之一。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间
育种工厂虽小却五脏俱全，
屋内被五颜六色的光晕笼
罩着，水稻种植在栽培槽
中，有的刚刚出苗正拔节生
长，有的枝叶已经泛黄，结
出长长的稻穗。

水稻研究所所长郑文
静指着栽培架顶部的LED
光源向记者介绍，这种采用
定制光谱的 LED 光源可以
为水稻不同生育期提供最
佳的光环境。同时，植物工
厂内部的环境要素，如光

照、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
度等都受到精准调控，为水
稻各生育阶段提供最佳生
长环境。

郑文静介绍，传统的水
稻育种周期长，算上南繁育
种加代，一年最多能繁育 2
代，育成一个新品种往往要
十年及以上。但育种工厂
不受季节、空间和气候条件
的约束，建在实验楼内一年
四季都可以进行育种，每年
可收获 3-4代，大大缩短了
育种进程。

记者看到，在植物工厂
里，每一丛生长的水稻旁边
都插着一个白色牌子，上面
写着品种名称、功能、基因
等特征。这些水稻成熟后
会被送到实验室，进行新一
轮的分子标记辅助筛选。

郑文静拿起一块布满
了小圆孔的白色板子给
记者看，里面盛装着透明
的液体。“这是从水稻中

提取出来的DNA，我们会
对其进行基因检测。”郑
文静说，常规育种是要靠
育 种 人 的“ 望、闻、问、
切”，品种性状如何全靠
经验。但分子标记辅助
育种相当于拥有了“上帝
之眼”，可以利用生物技
术，借助仪器对不同材料
的遗传特征进行鉴定，育
种人员根据检测结果从
中选取具有优异基因型
的种子进行筛选和锁定。

“辽粳 327”是水稻研
究所近年来利用分子标记
辅助育种技术培育的一项
新品种。他们将抗稻瘟病
基因通过遗传重组的方式
引入其中，提高了抗病等
级，还保证了原始亲本的高
产特性。2023 年“辽粳
327”在沈阳市辽中区试种
时，测产结果显示亩产超过
了800公斤。

（据新华社）

眼下正值水稻春播春种期。3月26
日，广西首个水稻无人农场在贵港市港北
区益农农机专业合作社投入使用。水稻
无人农场内，一部无人驾驶的水稻直播机
正按照规划的路线，有条不紊地将水稻种
子播到农田里，呈现了智慧农业中的精准
化作业功能。

水稻无人农场，即水稻生产耕、种、管、收
全程无人作业，是港北区探索粮食生产由机
械化向智能化迈进的生动实践。

据了解，该水稻无人农场引进华南农业
大学罗锡文院士团队研制成功的水稻无人
农场关键技术及装备，采用“贵港市港北区
益农农机专业合作社+华南农业大学+贵港
市港北区益新家庭农场”的产学研用结合模
式，建设广西首个170亩的水稻无人农场。
农场结合水稻种植模式和配套栽培农艺制
定适宜的无人农场实施方案，建设可远程控
制的智能排灌系统，实现耕、种、管、收各环
节田间无人化或少人化作业。

一台电脑，一个屏幕，一目了然，有
了数字科技的“加持”，农民只需动动鼠
标，就能对无人农场的运行情况“了如指
掌”。据中国工程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
授罗锡文介绍，水稻直播与传统育秧相
比，减少了育秧、拔秧、运秧、栽秧等环
节 ，省 时 省 力 ，每 亩 可 节 约 成 本 约 150
元。“精准直播，省工节本，稳产高效。”罗
锡文说。 （据中新社）

站在田边，点点遥控器，就能
把地里的菜收获得干干净净。3
月22日，记者从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油菜产业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用示范”项目推进会上获悉，由华
中农业大学自主研发的油菜薹收
获机，正在湖北省恩施开展试验
示范。使用该机械，每小时可采
收 2 到 4.2 亩油菜薹，效率相当于
3 到 4 个人工，有利于解决菜薹采
收劳动强度大、人工成本高的问
题，预计2年后可全省推广。

油菜是我国第一大油料作
物，兼具油、菜、花、蜜、茶、肥、饲
等多维度利用价值。研究显示，
种植菜油两用油菜品种，每亩油
菜薹可增收600元左右，且适期
摘薹后，油菜籽的产量基本不受
影响，是增加油菜种植效益的有
效途径。然而，油菜薹收获时，
仅收获油菜顶端少许部位，随着

油菜的不断生长，其收获高度和
宽幅不断变化，机械化收获难度
较大。

针对这一问题，华中农业大
学廖庆喜教授团队设计出一种
龙门式电驱动油菜薹收获机，可
依次完成油菜薹切割、夹抛、输
送 、收 集 、跨 厢 面 遥 控 自 走 功
能。该机械割幅 1.6 米，作业适
宜坡度 15 度左右，单人手持遥控
器即可完成作业，丘陵山区也可
适 用 。专家组在恩施、建始等
地，采用油料所选育的菜油两用
油菜品种“大地199”，建立山区
菜油两用增值种植模式，采用龙
门式电驱动油菜薹收获机，协同
开展技术集成示范，油菜薹田间
收 获 率 大 于 93% ，损 伤 率 小 于
5%。该套技术为山地油菜机械
化、高值化发展提供了科技支
撑。 （据《湖北日报》）

连日来气温回升，杭州迎来
西湖龙井大面积开采高峰期。3
月26日，在位于杭州西湖区梅
家坞的西湖龙井原产地一级保
护区的茶园内，除了忙碌的采茶
工人外，三位特殊的“采茶小
工”—— 智能采茶机器人也投入
到紧张的采摘工作中来。

这三位“采茶小工”的研发
团队正是浙江理工大学农业机
器人与装备创新团队研发的智
能采茶机器人，可以实现自主识
别茶树芽叶进行采摘。

“去年，我们第五代智能采
茶机器人的采摘识别成功率已
经超过了90%。质量已经符合
中端龙井茶的标准，我们也是第
一次喝上了机器人采摘的茶
叶。”该团队成员贾江鸣副教授
告诉记者。

今年，为了提高采茶效率、

降低机器成本，团队对第六代智
能采茶机器人进行了升级改造，
从两支机械臂增加到四支机械
臂、从两台固定识别相机减少到
一台移动识别相机。

据介绍，从目前实验结果来
看，全新升级的第六代智能采茶
机 器 人 比 去 年 第 五 代 提 高 了
50%的工作效率，预计一台机器
能代替 1.5 个人工，一天可采摘
干茶1.5斤。

从2019年开始，该团队针
对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深度相机
定位、机器人机械臂等在技术上
进行不断的研发与测试，突破了
采茶机器人研制的一个个难
点。目前这款机器人还处于实
验室阶段，该团队将继续实验、
研发，从而提高采摘效率、采摘
质量，降低机器成本。

（据《杭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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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采茶机器人开采龙井
一台机器能代替1.5个人工，一天可采摘干茶1.5斤

油菜薹收获机研发成功
每小时可采收2到4.2亩油菜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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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农机” 耕出新质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