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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下田，我不下田。 ”

3

月

13

日，站在田埂上，身着一袭黑色长裙、脚穿皮鞋的湖南宏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熊姣军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专家团队的指导下，他们现已开启了“傻瓜式”种田模式。“就像用手机拍照一样，并不需要了解光圈、感光

度等知识，只需要按下快门键即可完成。 ”

熊姣军脚下的这片土地是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再生稻无人智慧农场。 该农场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罗锡文团

队打造，

2024

年亩产达

1265.28

公斤，实现了“人不下田也能种好地”。

正值春耕时节，放眼乡村沃野，在智能技术的加持下，无人农场的版图正不断扩大。 江苏省已建成

283

个无人农场，项目总

投入

8.72

亿元；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无人农场规模庞大，设备先进，实现了水旱田各环节的大面积无人化作业……全国多

地已建成的多个无人农场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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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农场走出“试验田”还需几步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支持发展

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数据、低空等

技术应用场景。 《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

划 （

2024

—

2028

年）》 明 确 提 出 ， 到

2026

年底，智慧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初步

形成，探索一批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

升智能化解决方案和智慧农（牧、渔）场

技术模式，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到

30%

以上。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无人农场智

能化技术创新面临哪些挑战？ 规模推广

存在哪些障碍？ 未来的发力点在哪里？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无人农场

可大幅提高生产效率

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

县的广袤土地上，极飞科技打造的“超

级棉田”无人农场，占地

3000

亩，是一

个集空中机器人、地面机器人、农业物

联网和智慧农场管理系统于一体的现

代农业科技示范项目。

走进超级棉田，几乎看不到农民忙

碌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智能机器

人在田间地头穿梭作业。 它们或喷洒农

药，或浇水施肥，或巡田监测，一切都在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据极飞超级棉田管理者艾海鹏介

绍，自

2021

年运营以来，超级棉田无人

化率达到了

75%

， 去年棉花亩产达到

529

公斤。

“无人农场，采用物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

5G

、 机器人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通过对农场设施、装备、机械等进行

远程控制，实现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无人

化作业。 ”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

智能化管理岗位科学家、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华瑞

告诉记者，建设无人农场的重点在于解

放人力，特别是在大规模种植中，通过

机器替代人完成耕种 、管理 、采运等

环节。

从

2017

年开始， 国内科研机构和

企业便开始探索无人农场相关技术研

发。 目前无人蔬菜农场的发展正逐步从

理论验证走向实际应用。 吴华瑞介绍，

他们的团队在北京、河北、山西等地进

行了大量的试验和推广工作，取得了显

著成效。 例如，在山西太谷，团队利用无

人系统成功实现了胡萝卜的种植和采

收，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传统的人工采收方式下，一块

200

亩的胡萝卜地需要雇佣二三十人，一天

仅能采收两三亩地。 而采用无人系统

后，可以实现

24

小时不间断作业，一台

机器一天可采收

20

亩地左右， 工作效

率是人工的近十倍。

“无人农场不仅大幅降低了人工成

本，提高了采收速度 ，还提升了胡萝卜

的产量和质量。 ”吴华瑞说，由于无人系

统可以实现精准作业，减少了对作物的

损伤，因此胡萝卜的商品性更好 ，售价

也更高。“据初步估算， 采用无人系统

后，每亩地的经济效益可提高约

20%

至

30%

。 ”吴华瑞说。

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胡炼

是罗锡文团队的一员。 据他介绍，近年

来， 随着北斗导航系统的广泛应用，水

稻无人农场的研发步伐显著加快。 特别

是自

2018

年起， 该团队开始筹备水稻

无人农场项目， 并于

2020

年在广州成

功示范。 此后，水稻无人农场技术迅速

推广，多个省份纷纷提出建设规划。

胡炼指出， 我国在无人水稻农场的

研究和应用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

不仅在耕种管收等作业环节实现了无

人化，还在插秧、水直播、旱直播等多种

种植方式上实现了无人作业。 目前，无

人农场的关键技术和装备已经形成了

完整的配套体系， 并在全国近

20

个省

份进行了示范应用。 水稻无人农场建设

进入快车道。

罗锡文强调， 我国在水稻无人农场

的技术和应用方面已经处于第一梯队。

未来，无人农场有望解决“谁来种地”和

“怎么种地”难题。

智能设备

仍需人工兜底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 无人农场逐

渐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方向。 然而，

关键核心技术缺乏 仍 是 亟 待 解 决 的

难题。

当前， 无人农场的核心技术集中在

“耕、种、管、收”四大环节，各个环节均

存在技术瓶颈。 吴华瑞举例说，蔬菜无

人农场的移栽和采收环节的机械化率

不足

10%

。“国内研发的全自动移栽机

漏苗率达

10%

—

20%

，还需人工补苗。 ”

他说，与国外先进设备相比 ，国产农机

具的自动化成熟度仍有差距。

此外， 由于蔬菜种类繁多、 生长环

境各异，实现蔬菜的全自动化采收也存

在较大难度。

“比如， 现有国产采收机仅能处理

单一品类，采收白萝卜与胡萝卜需不同

机型。 ”吴华瑞说，“这不是简单的机械

可靠性问题， 而是涉及品种宜机化选

育、育苗标准化等系统性问题。 ”

艾海鹏坦言 ， 尽管超级棉田在植

保、智能灌溉和遥感巡田等方面取得了

突破，但在耕种环节仍有

25%

的场景无

法实现完全无人化。 其中原因涉及农业

机械的自动驾驶技术和播种机的全自

动化、轻量化升级。

“比如，

3000

亩棉田播种期需

2

—

3

人跟机，核心障碍是播种机未实现‘自

动上种

+

换膜’， 仅通过农机自驾仪提

升路径精度 ， 没能解决人机协同的痛

点。 ”艾海鹏说。

艾海鹏分析， 这些技术的突破不仅

需要高额的研发投入，还需要长时间的

积累和沉淀。 然而，由于农业设备的研

发周期较长， 且测试环境受季节限制，

许多企业在研发方面的积极性不高 。

“更为关键的是， 播种机的全自动化升

级需要农机具厂商突破轻量化设计和

智能供种技术，这不是一家企业能完成

的。 ”他说。

目前，国内无人农场技术研发呈现

“单点先进、系统薄弱”的特点。

艾海鹏举例说， 遥感无人机虽能识

别杂草、苗情，但“处方图”生成依赖经

验参数。 如施肥量仅基于叶色指数，缺

乏动态修正的

AI

模型，农户仍需“人工

看苗

+

机械作业”。“未实现‘数据—决

策—执行 ’闭环 ，导致智能设备仍需人

工兜底。 ”

罗锡文团队在广东河源的千亩示范

基地也发现类似问题，尽管农机能精准

作业，但缺乏实时监测作物长势的智能

传感器，导致“处方图”的生成仍需人工

干预。

胡炼认为， 无人农场不仅要实现无

人化生产，更要实现智慧化管理。

“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关键技术的

突破和熟化， 特别是在数字化感知、智

能化决策 、精准化作业 、智慧化管理等

方面。 ”胡炼说，在施肥环节，团队已实

现通过无人机搭载自研“感—存—算”

一体化作物长势传感器获取水稻长势

信息，快速生产施肥作业处方图 ，从而

实现变量的精准施肥。

规模化推广

还需降低成本、标准先行

极飞科技在新疆尉犁县建设的超级

棉田无人农场，经过

4

年的运营，产量

逐年提升， 成为棉花种植领域的佼佼

者。 然而，在推广过程中，极飞科技也遇

到了不少难题。

由于不同地区的土壤、气候、作物种

类等存在差异，对智能农机的适应性要

求较高。 极飞科技虽已研发出多款适应

不同场景的智能农机，但在推广过程中

需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需求进行定制

化调整 ，这无疑增加了推广的难度和

成本。

针对不同规模的农场， 极飞科技已

为用户推出模块化的解决方案，提供个

性化的产品和服务。 然而，要实现超级

棉田的规模化推广，还需要探索更多新

的推广模式。“如与地方政府、合作社等

联手 ， 共同推动其建设和发展。 ”艾

海鹏说。

胡炼坦言， 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考

虑成本、规模化和经济性等问题。

首先，在无人农机的投入方面，虽然

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工成本，但前期的设

备投入会增加总体成本 。 像智能拖拉

机、无人植保机、智能灌溉设备等，其价

格明显高于传统农机。

其次， 无人农机的运营成本也不容

忽视。 虽然无人农机可显著提高作业效

率和质量 ，但其日常维护 、保养和升级

需要更专业技术人员来完成，并支付一

定的费用。 此外，无人农机的作业效果

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天气、土壤、

作物生长状况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

加了运营成本和经济收益的不确定性。

我国地域辽阔， 农业生产条件复杂

多样，无人农场规模化推广还需标准先

行。 为此，胡炼建议将无人农场标准纳

入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规划设计中。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高质量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胡炼认为，高标准

农田的建设是实现水稻等大田作物无

人农场规模化应用的基础条件之一。

“通过统一规划、统一标准，不仅能

实现无人农场与标准化农田的无缝对

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 ，还能促

进无人农场技术的普及和应用。 ”胡炼

建议，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标准化农田建

设的投入，推动无人农场标准的制定和

实施。

“推进无人农场规模化，还需要加大

研发创新，加快补齐短板。 ”北京市农林

科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陈

立平建议，相关部门应从智能农机装备

的创新发展体系构建出发，推出相关战

略举措与行动计划。

这包括加大对智能农机研发的资金

投入， 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

共同攻克关键技术难题，提升智能农机

的自主创新能力。 同时，鼓励企业根据

市场需求进行定制化生产，提高智能农

机的适用性和市场竞争力。“可借鉴新

能源汽车等行业的发展经验，制定优惠

政策 、提供购机补贴 、整合相关产业链

资源 ， 以促进我国无人农场规模化发

展。 ”陈立平说。

“在智能农机推广过程中，我们还碰

到一个问题，对于很多智能农机，技术

人员会用 、研究生会用，但是农民不会

用。 ”罗锡文建议，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和

指导，提高他们对无人农场技术的认识

和接受度。

“不过，未来，我们要让农民像玩手

机、刷视频一样 ，用最简单的方法操作

和使用智能农机。 ”罗锡文对此充满

信心。

（马爱平 策划 刘恕 李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