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温室大棚

拥有“智慧大脑”

在位于杨凌区上合农业国际

贸易港的杨凌棚掌柜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棚掌柜公司”）

产品展厅， 记者看到了一个温室

大棚的缩微版，与普通大棚不同，

这个缩小版的大棚内设有温度、

湿度、光照强度以及土壤氮、磷、

钾等多个传感器， 棚外还建有多

要素气象站、水肥一体化设备等，

所有这些仪器最终都通过连线汇

聚在一个

A4

纸大小的控制器上。

原来，“棚掌柜” 是一款集物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

于一体的智能温室环境控制系

统。 有了它，温室就如同被装上了

“智慧大脑”，能够自动进行卷帘、

卷膜、浇水、施肥、打药等工作。

具体来说，“棚掌柜” 可以通

过云端协同技术实时监测大棚内

的温度、湿度、光照强度、土壤湿

温度、 二氧化碳浓度等关键环境

参数。 当这些参数超出作物生长

的适宜范围时， 系统就会自动启

动或提醒操作者远程启动相关硬

件设备， 对大棚内的环境进行精

准调控， 确保作物始终处于最佳

的生长状态。

棚掌柜公司总经理朱晓磊在

现场打开手机，向记者展示了“棚

掌柜”的实时操作界面。 只需点开

应用程序， 温室大棚内的各种环

境 数 据 便 都 简 洁 明 了 地 展 现

出 来。

“‘智慧大脑’ 对这些数据进

行分析， 帮助农户实现远程控制

和精细管理， 不仅有效减少了重

复性劳动 ， 还提高了作物的品

质。 ”朱晓磊说，无论是传统的土

棚、 拱棚， 还是现代化的玻璃温

室，“棚掌柜”系统都能轻松接入，

管理一个棚甚至上百个棚， 用一

部手机就可以满足农户“降劳、省

心、安全、高效”的需求。

灵活适应

步入“精准作业”

为了让“棚掌柜”更好地适应

不同地区的温室大棚， 公司根据

不同的气候特点， 在多个地区进

行了长期试验和优化， 针对日光

温室、 大中型拱棚等温室结构及

种植模式，集成创制出“风棉水肥

药”五位一体控制模式，实现温室

环境的精准调控和管理， 使作物

在最优环境下生长，产出比高，而

且品质也得到了保障。

“棚掌柜”通过将智能控制设

备与大棚卷帘机、水肥管、补光灯

等装置进行接线， 可以轻松地将

传统大棚改造升级为智能大棚。

农户们在手机端设定每座大棚棉

被的收放时间和打开范围、 作物

浇水施肥频率等， 大棚就会自动

工作， 人工劳动强度可比之前降

低一半。

“棚掌柜”的成功亦离不开校

企合作。“从初期大如洗衣机般的

第一代到现在像普通平板电脑大

小的第四代， 是我们不断创新集

成的结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

教授、 棚掌柜公司首席科学家孙

先鹏介绍说， 他带领团队与棚掌

柜公司展开了深入合作， 通过建

立作物种植模型、不断优化设计，

进一步提升了农户科学种植的智

能化、精准化管理水平。

第四代“棚掌柜” 个头虽小，

但灵活性、精准性很强。 孙先鹏举

例， 比如在半夜大家休息时突下

暴雨，棚里如果种了葡萄、樱桃等

高附加值作物， 损失就会比较严

重，“而安装了‘棚掌柜 ’之后 ，农

户可以远程进行放棚操作， 或是

系统通过气象站检测自动关闭风

口，就能有效避免作物受灾。 ”

助力农户

成为“甩手掌柜”

朱晓磊介绍， 从

2015

年研发

出原型机， 到

2018

年开始推广，

“棚掌柜”很快走红。 去年初，年产

10

万台的杨凌棚掌柜智能设备

“智”造中心项目正式投产，目前

全国许多地区都有农户在使用

“棚掌柜”。

农户们对“棚掌柜”也是赞赏

有加。 杨凌燎原农业循环利用专

业合作社董事长蒋林喜说， 以前

他的

10

个棚放棚、 放棉被需要

4

个人， 而且人工放棚时一不留神

就会导致翻棚。 自从用了“棚掌

柜”，节省人力不说，还不会出现

翻棚的问题， 他是实实在在当上

了“甩手掌柜”。

今年

4

月，“棚掌柜”控制柜获

得了陕西省农业机械鉴定推广总

站颁发的农业机械试验鉴定证

书，这意味着“棚掌柜”的适用性、

安全性和可靠性得到了国家认

可， 也为这款设施农业高科技产

品走进千家万户提供了保障。

目前，棚掌柜公司还与中国移

动公司合作，推出了移动版“棚掌

柜”智能操控设备。 朱晓磊表示，

为了能减轻农户的负担， 公司将

成本降了一半， 中国移动公司也

进行了推广补贴，“用户每个月充

值几十元话费， 就能领取到一台

‘棚掌柜’。 ”

（胡明宝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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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技

手机操作“棚掌柜”

信息精准又高效

长江中下游中低产稻田

产能再提升

近日，“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长

江中下游坡耕地红黄壤与中低产稻田产能提升

技术模式及应用”课题“中低产稻田减障提质产

品创制及产能提升应用” 现场观摩及交流会在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宜昌当阳市举行，湖北省

科学技术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农业科学院、华

中农业大学等单位相关专家参会。 基地测产数

据表明，测产结果较对照增产均在

10%~20%

。

长江中下游红黄壤和水稻土总耕地面积约

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

20%

， 是我国的重要“粮

库”。 然而，该区域中低产田比例超过

65%

。 据介

绍， 上述研究课题主要针对长江中下游中低产

稻田产能提升存在的物化产品缺乏、功能单一、

机械化程度低、装备配套性差等问题开展产品、

装备创制及配套技术研发。 同时，该课题提出长

江中下游中低产水稻土提质增效技术， 集成区

域产能提升技术模式，建立示范基地。

课题组专家、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植保土肥研

究所研究员赵书军介绍， 研究团队开展了各类

大田试验， 试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集成供

电、避雨、智能控制等功能的智能控制闸门，明

确了深翻深旋一体机可使水稻产量提高

7.05%

，

“植物源

+

动物源

+

矿物源”复合成分的改良剂

可提升土壤保肥性能等一系列成果。 目前，团队

已研发产品及装备

6

项， 申请相关专利

5

项、肥

料登记证

2

个，在荆州、阳新、当阳等地建立千

亩示范基地

3

个。

项目咨询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卫表示，该

研发项目与农业生产联系紧密， 成果转化应用顺

利，研究模式值得借鉴和推广，对于我国粮食安全

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有重要意义。

湖北省科技厅农业科技处负责人表示，希望

课题组参照与会专家们提出的建议， 进一步完

善优化， 确保科研成果能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

题。 同时，要将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与以“用”为

导向的科技创新供应链平台对接， 促进科技创

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全力打造新质生产力

核心引擎， 把科技创新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最大增量”。

（乐明凯）

技术集成提升鲜食玉米

整体品质

“在生产端通过示范引领，龙头带动，专业

合作社和大户跟随，重庆市酉阳县创新集成‘鲜

食玉米

+

榨菜头

+

肉牛养殖’种养循环新模式，

形成了鲜食玉米种、养、加、销一体化的产业全

链条闭环。 ”近日，重庆市鲜食玉米产业研讨会

在酉阳县召开，酉阳县副县长高胜介绍，目前全

县有

13

家农业专业合作社、

43

个大户开展鲜食

玉米规模化种植 ，规模种植面积达

2 . 8

万亩

以上。

在酉阳县花田乡花田村的养殖基地内，敏兴

农业公司负责人林胜龙正在检查由鲜食甜糯玉

米秸秆新加工的青贮饲料， 这些饲料可以为基

地内

428

头西门塔尔牛提供口粮， 牛粪在进行

堆肥发酵后则可还田消纳。

酉阳鲜食玉米产业的发展要从

2021

年说

起。 当年，重庆市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市农业科学院玉米所副所长柯剑鸿担任花田村

驻村第一书记，他注意到酉阳县山区坡地多、机

械化操作难度大， 决定选育适宜当地种植的高

效益品种。 柯剑鸿和他所在的重庆市农科院玉

米产业技术体系团队在花田村建立了鲜食玉米

种植示范基地， 从全国各地

100

个鲜食玉米品

种中进行品比试验，最终筛选出

10

余个表现优

异的品种。 为了进一步提升效益，在柯剑鸿的推

动下，敏兴农业公司投资

1800

万元在花田村建

起肉牛养殖基地，利用玉米秸秆加工饲料喂牛，

形成种养循环。

柯剑鸿介绍，酉阳县推广建成了鲜食玉米产

业基地

2.88

万亩， 筛选出“远珍

7

号 ”“黑糯

600

”“林黑糯

690

”等主要品种。 目前，酉阳鲜食

玉米亩均稳定生产果穗

1300

公斤以上，收购价

稳定在

1.4

元

/

公斤；亩产秸秆

2

吨，每吨收购

价

500

元；产业生产端产值达到

8000

余万元。

“鲜食玉米种养循环新模式有效减轻了环境

污染，还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实现了可持续发

展。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

重要的经济作物和健康食品， 鲜食玉米产业的

发展对于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具

有重要意义。 酉阳作为重庆鲜食玉米全链条发

展最成熟的区县之一， 探索出了绿色高质高效

的种植技术和产品精深加工经验， 产业发展潜

力巨大。

（邓俐）

杨凌燎原农业循环利用专业合作社董事长蒋林喜在展示“棚掌柜”三

代机。

“一喷多促”保障秋粮丰收

“这样飞防一次 ，可以确保秋

粮丰收啦！”日前，在河北省定兴县

姚家庄村种粮大户姚大伟的玉米

田里 ，

8

台无人机在

1200

亩秋粮

上空开展飞防作业，将调配好的药

剂均匀喷洒在高高的玉米株上。

姚大伟介绍，此次飞防采用低

毒高效药剂，将叶面肥、杀虫杀菌

剂等混合喷施，一次作业可以起到

病虫害防治及促进玉米生长多重

功效。每台无人机载重

80

斤，

10

分钟可以作业

26

亩 ，

8

台无人

机最多两个小时就能完成

1200

亩的喷防作业。他说：“通过植保

无人机喷施，防治效果好 、速度

快、效率高。 ”

当前正是玉米抽雄至灌浆

关键窗口期，现阶段容易出现玉

米螟、棉铃虫、大斑病、小斑病、

南方锈病等病虫害。 为此全县开

展“一喷多促”， 保障秋粮稳产丰

产、农民增收增效。

据定兴县农业农村局农业股股

长韩昌顺介绍， 今年全县共种植玉

米

49.6

万亩， 为确保秋粮丰收，该

县农业农村局成立了

3

个技术指导

组， 已经深入各村大田开展“一喷

多促” 作业指导， 并做好田间情况

排查，做好病虫害监测。

（李杰）

近几年，一款名为“棚掌柜”的智能物联网系统在陕西省杨凌示范区农科城

“火”了起来。 与传统大棚相比，“棚掌柜”智能在哪里？ 又如何改善了农户们的生

产和生活？ 近日，记者专程来到杨凌，对这款神秘的“黑科技”一探究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