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河南夏邑县杨吕庙村优质小麦种植基地，无人机在执行植保作业。

�

四川达州市二东村的“数字育苗工厂”内，农技员利用智能灌溉系统进行辣椒

苗喷淋作业。

春回大地，农事正忙。 科技创新，正在助力各地农业生产解锁“新密码”，不仅为农民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收益，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农业新质生产力能给春耕带来什么新变化？ 请听听这几位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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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苑

“智慧”春耕，有啥不一样

植物表型采集平台：

给农作物拍“

CT

”

讲述人： 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

繁研究院作物表型组学研究团队首席

专家金秀良

眼下，正值南繁季。 在我们研究院

的一块试验田里，一台

5.7

米高、

21

米

宽的“龙门吊”正在田中作业，按照科

研人员输入的指令， 有序扫描田间的

作物。

为什么要给作物照“

CT

”？ 对于农

业育种来说，观察、了解作物生长情况

是最基础的工作。 植物那些可以被观

察或鉴定的特征， 例如高矮、 茎秆粗

细、节间长短、产量高低等，也就是我

们所说的表型，对于育种至关重要。 为

了满足现代育种需求， 表型采集必须

高效、精准。 换句话说，我们掌握的表

型越丰富可靠， 就越能够通过筛选找

出所需的育种材料。

我们试验田里这个像龙门吊一样

的“大块头”，学名叫轨道式高通量植

物表型采集平台， 其核心是一台表型

采集设备。这一设备集成了多光谱等

6

种高精度的图像采集传感器， 扫描时

就像

6

双“眼睛”，实时采集植物的表

型数据。

以前，传统育种主要靠人工，从株

苗开始，在田间观察、记录成千上万个

植株的每一个特征，这一过程效率低，

也难以持续观测动态数据。 现在，沿着

布设的轨道，这个“大块头”可以到达

田间任何一个点位，约

30

秒就可以完

成一个种质材料的采集。 采集到的数

据，在数据分析中心，经由科研人员查

阅、分析和处理，基于表型数据开发算

法和模型，来指导育种工作。

不光这样， 我们试验田还有一架

盘旋着的无人机，它不时变换位置，拍

摄作物影像。 无人机灵活、 覆盖范围

广，“龙门吊” 采集信息精细、 针对性

强，再加上卫星遥感观测数据，我们能

够全周期、 全天候监测作物的生长情

况。 借助高通量、智能化设备，我们的

表型采集效率是人工方法的

4

至

5

倍，不仅有效降低了选育成本，还大幅

缩短了育种周期 ， 提高了育种的精

确性。

光高效精准采集作物的表型还不

够，我们还和其他团队合作，探索精准

预测作物后代表型的方法。 例如，在玉

米育种上，我们先通过操作“龙门吊”

等智能装备持续监测玉米的生长过

程，获取大量表型数据，再集合人工智

能和大数据等技术， 希望找到估算玉

米未来生长的动态表型性状和产量的

办法。 一旦这种方法探索成熟，寻找理

想玉米遗传材料的工作量将大幅减

少，育种效率自然能进一步提升。

一颗颗看似平凡的种子， 却富含

着不寻常的科技力量。 我们会在智慧

育种“新赛道”上全力以赴，只为捧出

更多好种子 ， 让中国饭碗里装满中

国粮。

“稻脸识别”：

寻找稻田的“数字密码”

讲述人：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教

授史良胜

草木蔓发，江汉平原的稻田里，农

户们正穿梭其间， 翻耕土地、 检修农

具。 待到

4

月， 农户们播下早稻的同

时，只需轻松举起手机，对准稻田按下

快门， 屏幕上便会即刻弹出精准的农

事建议———播种记录、施肥种类、灌溉

时机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

这片稻田的“数字密码”，藏在每

一株水稻的“面容”中。 通过手机拍摄

的“稻脸”照片，系统可自动分析出生

育期、冠层结构、氮素含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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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关

键指标， 而这些数据过去需要依赖专

业设备才能获取。 这就是我们团队研

发的农业人工智能系统———“水稻智

脑”，简单说，就是“稻脸识别”。

我出生在农村，父亲是棉农。 他虽

不识字， 却总能让家里的棉花产量在

村里名列前茅。 小时候，我就在心里琢

磨， 父亲的秘诀是什么。

2016

年在广

西崇左进行糖料蔗实验时， 目睹学生

与农民的双重辛劳， 我们决心用科技

破解农业困局。 如今，“水稻智脑”已惠

及数万农户。

“水稻智脑” 的背后有三位“老

师”：老农代代相传的种植经验、农业

科学家的知识模型、 各地农田的实时

数据。 田间矗立的“稻田守望者”地基

观测站与卫星协同运作， 持续采集环

境参数与作物长势， 构建起覆盖水稻

全生命周期的视觉模型与生长模型。

系统据此生成水肥药精准管理方案 ，

让传统“看天吃饭”的种植方式迈入标

准化、科学化和智能化的新阶段。

站在稻田里， 似海浪翻滚般的稻

浪声此起彼伏。 以前只有经验丰富的

老农才能听懂大地的喃喃低语。 现在，

科技能让大地“开口说话”———手机、

基站和卫星监测稻田长势变化， 人工

智能模型预判灾害、估计产量。 在湖北

省农业农村厅支持下，

165

个地基观测

站即将在江汉平原组成一张网络 ，它

们像忠诚的卫士， 守护着每一株稻穗

的生长。

我们正将成果逐步拓展———从

“稻田守望者” 到水旱灾害大模型，从

手机软件到增强现实眼镜……当稻浪

与数据共舞，我们期待着，用智慧浇灌

的稻田迎来的下一个丰收。

免耕播种机：

种地实现“一遍过”

讲述人： 吉林省农机产业联盟理

事长杨铁成

天气转暖， 东北平原的春耕即将

开始。 我们团队正铆足劲，不仅忙着新

型农机装备的研发， 更在为指导农民

科学种田作准备。

多年来， 我和团队一直致力于免

耕播种机的研发， 推动保护性耕作在

黑土地上大面积推广应用。 别的不图，

只为通过科技赋能， 推动农业生产的

现代化， 既保护耕地， 又促进农业增

产、农民增收。

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 由

于传统的耕作方式需要多次翻耕土

地，黑土地变薄、变瘦、变硬，土壤肥力

逐渐下降，影响农业的稳产增产。 为破

解这个难题， 我们开始了免耕播种机

的国产化探索与研制。

与传统耕作方式相比， 免耕播种

机只需一次作业即可完成播种和施

肥，避免翻地、起垄等环节对土壤结构

的破坏，保持土壤的密实度，不仅可以

有效保护黑土地， 还大大减少了农民

的劳动强度和种植成本。 根据我们的

测算，使用免耕播种机种植玉米，每公

顷土地可以为农民节省

1000

元左右

的成本。

在研发过程中，我们不断引入先进的智

能化技术。 通过计算机模拟和智能控制系

统， 免耕播种机能够根据土壤的实际情况，

自动调整播种参数，确保种子在最适宜的环

境中生根发芽。 免耕播种机还配备了智能控

制系统，能够实时监测土壤状况并提供种植

建议。 根据土壤墒情，免耕播种机自动提示

最佳的播种深度和压力，相当于为农民配备

了“种植助手”，帮助他们科学种田。

免耕播种机实现了种地的“一遍过”，

可一开始农民朋友并不看好这种“懒汉种田

式”的方法。 如何让农民打心眼里接受免耕

播种机？ 我们在各地选择示范点，邀请农民

现场观摩。 到了收获的季节，让粮食产量比

试比试，“现身说法 ”。 认识到其独特优势

后，使用免耕播种的农民朋友越来越多。 为

了方便农民使用，我们不仅在耕种前进行集

中培训，还在种植过程中提供全程指导。

近年来，随着土地规模化经营程度越来

越高，农民对大型农机的需求逐年增加。 我

们不断对免耕播种机进行迭代，陆续研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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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上的大型播种机。 此外，还研发出多

款可以根据不同地形和土壤条件进行耕种

的单项产品，满足玉米、大豆、高粱、葵花等

不同作物的耕作需求。 我们还与高校和科研

院所合作， 共同攻关农机装备的关键技术。

近期，我们正在与吉林大学共同探索工程塑

料耐磨性和稳定性的问题，不断提升农机的

现代化水平。

目前，我们正在研发

8

款新产品，计划

在

3

年内陆续推向市场。 未来，我们将继续

加大研发投入，推动国产农机装备的创新发

展，让农民朋友挑上致富“金扁担”。

植保无人机：

田间管理有了“全能选手”

讲述人：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农业机械

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冯科达

“嗡———”，旋翼飞速转动，一架满载肥

料的植保无人机在稻田腾空而起，沿着预设

航线穿梭于稻田上空，将肥料均匀喷洒……

这几年，植保无人机成为许多农户田间管理

的“新农具”。

眼下正值春耕备耕时节，各类“农业航

线”十分忙碌。 这些集病虫害防治、施肥、播

种、授粉、巡田巡园于一体的“全能选手”在

田间大展身手， 不仅提高了病虫害防治、施

肥等的喷洒效率， 还可以实现“人药分

离 ”———作业人员只需在作业前添加一次药

水，喷洒期间无需再接触农药，避免中毒风

险。 这样的“表现”引得乡亲们拍手称赞，都

夸作业质量高，不漏喷、不重喷。

为啥农用无人机越来越受咱农民朋友

青睐？ 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农用无人机在连

片田块的作业效率可达

100

亩

/

小时，即使

在普通分散地块也有

40

至

50

亩

/

小时的

作业量。 较之前传统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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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亩

/

天或者

担架式喷雾机

40

至

50

亩

/

天而言，作业效

率大大提高，人工成本大大降低。

近年来，在相关政策加持下，无人机在

广袤农田“开疆拓土”， 日益繁忙。 例如，

2018

年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将农用无人

机列入购机补贴目录，农用无人机凭借其高

效率、低成本等优点，在农业领域应用程度

越来越高。 目前，我们上虞区农用无人机主

要应用于水稻、小麦的病虫害防治和施肥领

域，作业覆盖率达

50%

以上。 再如，自

2019

年起实施农用无人机飞防植保服务奖励政

策， 上虞区农用无人机近两年增量在

40

台

以上，飞防补贴面积更是显著提升，

2024

年

较

2019

年执行时增长

17

倍以上。

现在，既玩得转飞行器又懂农业的复合

型飞手成了香饽饽。 接下来，我们会做好低

空技术的推广工作，加强对农用无人机飞手

的培训 ， 让农用无人机在广阔田间自由

翱翔。

（据《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