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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杏自动去核技术

取得突破

近日，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

科学院（以下简称：“新疆农科院”）消

息， 该院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特色林果

装备工程技术学科团队历时三年，成

功研发了一款鲜杏定向去核装置及自

适应随机姿态调整系统， 在鲜杏自动

去核技术方面取得突破。 相关成果近

期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农业信息处

理》上。

据介绍， 鲜杏制成杏脯， 加工成

罐头、 果汁、 果酱等可以延伸杏产业

链，提高其经济价值，减少鲜杏贮运损

失。 而去核是实现鲜杏精深加工的关

键，现有去核机自动化水平较低，杏果

姿态需人工摆放调整，效率低，制约了

杏去核规模化加工。

新疆农科院机械化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毛吾兰介绍， 针对鲜杏去核存在

的技术难题，团队在三年前启动《鲜杏

去核机自动定位装置的机理研究与试

验》项目，目前已取得重大技术突破，

并在试验阶段实现了鲜杏高准确率和

低损失率去核加工。

毛吾兰介绍， 科研团队在前期机

械去核以及定向去核研究基础上，通

过搭建深度学习网络训练环境、 进行

模型训练与参数调优、 验证检测效果

等一系列步骤， 成功确定了针对鲜杏

检测的

YOLOv8s

模型。 根据该方法，

团队设计并制作了一款鲜杏定向去核

装置及自适应随机姿态调整系统，实

现 了 鲜 杏 高 准 确 率 和 低 损 失 率 去

核加工。

“我们制造了一台自动去核机，

一颗颗鲜杏能以果脐朝上的统一姿态

进行精准化去核，并确保果肉完整。 ”

毛吾兰说， 目前相关实验正在进一步

验证过程中。 这一研究成果对推动鲜

杏加工规模化， 实现加工增值具有重

要意义。同时，该技术还可拓展至其他

核果类水果， 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巨

大的潜在应用价值。

数据显示， 新疆是我国最大的鲜

杏产区，栽培面积达

100

多万亩，年产

量近

100

万吨。库车小白杏、轮台白杏

等产品畅销全国。 （梁乐）

新春之际，西北依然零下十几

摄氏度， 但宁夏银川市金凤区良田

镇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在

这一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上， 一位返

乡创业的“

IT

男”池小宁，用他的智

慧和汗水， 书写了一段不同寻常的

乡村振兴故事。

池小宁，一个在深圳打拼近

30

年的

IT

行业从业者， 怀揣着对家

乡的深厚情感和对田园生活的向

往，于

2018

年毅然决定返乡，在良

田镇林场社区创办了吃品农场。 他

的到来， 不仅圆了自己的田园梦，

更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

力和希望。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这位

“

IT

男”的手中，竟然创造了一个奇

迹———在银川零摄氏度以下的温度

里 ， 成功种植出了南方的热带水

果———香蕉。 在吃品农场的设施温

棚内， 百余棵香蕉树茁壮成长，一

串串饱满的香蕉挂满枝头， 成为了

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一成果的

实现， 离不开池小宁的辛勤付出和

科技创新。 在宁夏农林科学院专家

的指导下， 池小宁为温棚专门安装

了微喷雾化系统和暖气片，确保棚内

空气湿度和温度达到标准，让香蕉树

在北方的土地上也能茁壮成长。

南果北种， 究竟是怎么实现的？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

究所有关专家向记者介绍：“北方比

较干燥，南方的这些水果和作物都需

要一定的湿度。所以我们大棚都加了

喷淋系统，保证了生长环境湿度。 同

时根据不同作物的营养需求定制配

方肥，比如说香蕉就是需要高钾的肥

料配方，才能保证它整个生育期的营

养供给。因此，通过控制环境条件，南

果北种得以实现。 ”

池小宁的成功，不仅为自己的农

场带来了可观的收益，更为良田镇的

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香蕉

种植项目成为了当地特色农业的一

张名片，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采

摘，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同时，他

还积极向周边农户传授种植技术，鼓

励他们参与香蕉种植 ， 共同走上

致富路。

近年来，良田镇依托近郊优势和

“良田沙地”的土壤优势，大力发展设

施农业，推广口感好、水分大的瓜果

蔬菜，运用“良田育苗基地”试验示范

引进名特优新品种，以“沙海良田”品

牌着力推出良田西红柿、草莓、吊瓜、

西瓜、葡萄等高附加值果蔬。同时，推

广设施农业先进技术，提高设施农业

种植产量，提升农业种植品质，实现

农业产业增加值提升

4%

左右。

除了农业产业的蓬勃发展，良田

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得到了显著提

升。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当地

政府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力度，修缮一新的村居、宽阔平整的

水泥路、规划整齐的产业园等基础设

施， 为当地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同时， 良田镇还积极与科研院所合

作， 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和人才，为

当地农业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科技支撑。

池小宁的成功故事，是良田镇乡

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他的返乡创业，

不仅实现了个人价值的升华，更为家

乡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如今，

良田镇的农业产业蓬勃发展，乡村面

貌焕然一新，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

了显著提升。

（张国凤）

宁夏银川

南果北种 带农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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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技术如何落到田？

近年来， 由南京农业大学水稻

栽培团队研发， 连续两年入选农业

农村部十大引领农业技术的机插缓

混一次施肥技术，通过轻简、高产、

绿色的技术集成和示范推广， 在江

苏、 安徽等水稻主产区年推广应用

超

600

万亩， 并在江苏省南通市如

东县取得了水稻单产常年稳定在

700

公斤以上、亩产值

2000

元以上

的亮眼成绩。

江苏省近几年多个地方的示范

证明，该技术达到了减肥、稳产、节

本增效的综合效果，要总结经验，加

快技术的推广应用。 那么， 科研成

果大面积推广应用的难点在哪？ 技

术为何用不到位？ 推广链条上的堵

点又在哪儿？ 记者采访了基层农机

推广部门和农场大户， 一起来看新

技术在江苏推广的样本式经验。

技术要点如何能吃透？

“施肥量大， 农户觉得肥料

贵。 ”“有的地区都是请人插秧，田

间管理不到位， 农户对新技术没法

管、看不住。 ”……

2024

年

12

月，南

通市举行水稻机插缓混一次施肥技

术研讨会， 来自各县市的大户和农

场 主 现 场 交 流 了 推 广 中 遇 到 的

困难。

“这些并不是技术本身的瓶颈，

而是推广中不能把技术要点落实到

位。 ” 南通市作物栽培技术指导郁

伟点出症结。

如东海青粮食种植家庭农场

主王海青是最早示范应用该项技

术的农户之一，积累了

6

年的试验

示范经验，全国、全省水稻机插缓

混一次施肥技术现场会都在他经

营的家庭农场召开。王海青根据自

己在技术运用中的经验，一一破解

上述问题。

“首先要吃透技术要点。 ”王海

青表示， 机插缓混一次性施肥技术

的最大特点，就是一生只施一次肥，

不同颜色的肥料包衣， 犹如不同节

点的定时器， 在水稻生长的关键阶

段分期释放，施一次就能管一生。 相

比常规一生

4

次施肥减少了

3

次，每

亩节约人工成本

30

元以上， 从水稻

生长全周期的投入来看，是实实在在

的节本节力。

如东县作物栽培指导站站长於

永杰根据多年的技术指导经验，指出

还草质量 、肥料选用 、农机效力这

3

大影响技术落地的瓶颈。“比如秸秆

还田， 大部分农户纯粹为赶工期，做

得很粗糙，这就影响了后期的插秧和

施肥。 ”於永杰说，如东县每年移栽

前，他都会到大户田间指导，仔细察

看秸秆是否已粉碎、 粉碎得是否均

匀、田做得平不平。

南京农业大学水稻栽培团队教

授李刚华表示，经过多年的技术推广

和田间应用，该成果集成了多项技术

要点，包括缓混肥的选用、机插侧深

施肥、精确诊断穗肥、精确灌溉技术

在内的

4

项核心技术，以及精确整地

技术、集中壮秧培育技术、绿色防控

技术

3

项配套技术，在生产应用中需

要打好“组合拳”。

“拿精确整地技术来说，我们对

于移栽前的耕整天数、 机械作业深

度、田块内的高低落差，以及移栽前

的田面水深，都进行了精确定量。”李

刚华说， 推广中各地应用效益的差

异， 一方面来自于没能掌握核心技

术， 另一方面就是忽略了配套技术，

这些都会影响技术的真正落地。

推广示范如何通堵点？

从

2018

年开始试验示范推广以

来，如今的如东县，

55

万亩规模大户

水稻面积，

40%

应用的都是机插缓混

一次性施肥技术，创下了江苏省乃至

全国范围内推广的标杆。到底是哪些

关键卡口的把握打通了技术推广示

范的堵点，这样的模式在别的地方是

否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价值？

“我们以一个点带动一个片。 ”於

永杰介绍，经过

6

年的探索，如东县

按照“能否减肥增效、为何能减肥增

效、如何更科学减肥增效、集成配套

加速推广”的技术轨迹，先后开展了

机插缓混一次性施肥氮肥减量施用、

肥料运筹、大区示范、核心方展示、不

同缓混肥品种选用、配套技术完善及

观摩培训等循序渐进的推广过程。

在如东县，每年要召开

3

次以上

的现场观摩与集中技术培训， 季前、

拔节期、成熟期各召开一次机插缓混

一次性施肥核心方观摩与集中技术

培训。

“思想引领，技术为先。 ”在郁伟

看来，一项新技术的顺利推广，首先

要靠推广部门的意识到位，其次以项

目为引导，土肥、农机、农技部门需要

协同推进、优化融合。

“一次轻简施肥 ， 一生精准供

肥。 ”郁伟告诉记者，对于这项技术的

信心一方面来自于其先进的栽培理

念，机插侧深施肥机专门配套机插缓

混一次施肥技术，当秧苗栽插，肥料

包也跟进施入 ， 机械后面的盖板一

刮，肥料包就被土掩盖。然后，肥料包

便根据设定，随秧苗生长释放肥料养

分，肥料养分释放规律与水稻吸肥峰

值同步。

另一方面就是实打实的田间成

效，丰产高效、提质增效、生态环保。

在如东县， 自推广运用这一技术以

来， 平均增产

5%

， 氮肥施用量降低

15%

， 每亩平均节本增效

100

元左

右，稻田碳排放降低

40%

，下雨了肥

料也不会被冲掉，有效降低了面源污

染。“这是农户们能看到的实实在在

的效益。 ”郁伟说。

目前，如东县年新增机插侧深施

肥装置

150

台左右，作业量

25

万亩，

有大户计划在小麦上尝试应用该技

术。“这几年的推广中，我们一直在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完善技术。 ”在李

刚华看来，农民用得好、推得广、能致

富的技术，才是好技术。

专家团队技术实， 基层农技部

门信心足， 推广专家亲自带 ， 政策

助力农户干， 这或许就是机插缓混

一次施肥技术在江苏如东落地开花

的秘籍。

（许天颖 李丽颖）

人勤春早

农耕正忙

近日， 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地方

镇农民驾驶农机在翻耕农田。 眼下正

值春耕备耕重要时节， 各地农民做好

农机具检修、农用物资选购等工作，积

极开展农业生产， 田间地头呈现一派

人勤春早的农忙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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