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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技专家“护航”

济南 400 亩羊肚菌亩产 1500 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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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有了采茶机器人

2秒拿捏一片叶

重庆也有自己的采茶机器人了！

3

月

24

日，永

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市农科院茶研所科研试验基地

里， 驶入了一台绿色机器———只见它从一排茶树中

“走”过，机身上的机械手灵活地在树枝上“哒哒”地

移动着，精准地抓取嫩叶，再利用风力吸取回收，动

作一气呵成，几乎每

2

秒就可完成一片叶子采摘。 这

也意味着，重庆市首个山地采茶机器人研制成功。

“这根是芽头，这些都是一芽一叶，这个是一芽

两叶。 ”拿着机器人采摘的茶叶一片片端详，重庆市

农科院茶研所研究员徐泽、 重庆邮电大学自动化学

院教授朱浩脸上都露出满意的笑容。 徐泽说：“看

来， 这个机器人基本做到了对名优绿茶的精准识

别， 而且完全达到人工采摘水平， 可以说实现了智

能化与茶叶采摘技术的融合！ ”

在农业采摘机器人研发领域，公认茶叶采摘机

器人的研发难度最大。“茶叶叶片小，又很娇嫩，且

有树叶遮挡， 再加上风一吹它还会摆动， 要实现精

准定位、采摘，格外困难。 ”朱浩解释，因此国内此前

仅有浙江依托国家茶产业技术体系的力量在研发采

茶机器人。

在重庆，茶叶是着力打造的“

3+6+X

”农业产业

集群之一，茶园总面积超

100

万亩，而采茶工短缺

成为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 重庆茶业的重

点企业万州江南茶厂负责人万小红、 秀山皇茗苑公

司负责人刘国军均表示， 每年春茶采摘高峰期，各

大茶园都想尽办法争抢采茶工， 导致生产成本居高

不下， 采茶环节的支出最高能占到公司总支出的

50%

左右。

2023

年底，在重庆市茶产业技术体系牵头下，

该市农科院茶研所联合重庆邮电大学， 结合重庆山

地茶园特征及名优绿茶永川秀芽的采摘要求， 开始

自主研发适合重庆的山地采茶机器人。

“春茶采茶季很短，每年也就

1

个月左右，科研

时间非常紧张。 ”朱浩说，在此期间，团队必须解决

好采茶机器人看得清、定得准、采得好、能回收

4

个

难点，“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通过人工智能训练，

让机器能够精准识别哪些茶叶符合采摘标准， 同时

给出相应的采摘坐标， 指挥机械臂进行无损采摘，

并同步将茶叶回收，提高作业效率。 ”

在此期间，团队根据茶研所提出的采摘工艺要

求， 在人工智能训练、 采茶部件材质选择等方面进

行了反复尝试， 利用两个采茶季， 成功研制出采茶

机器人。

“下一步，我们将从提升采茶效率、机器轻便化

方向对采茶机器人进行升级迭代， 比如研发适应性

更强的采茶机器狗， 尽快在采茶生产环节实现机器

换人。 ”徐泽说。 （栗园园 龙帆）

彩色土豆，很“吸睛”

经过半年精耕细作， 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犁市

镇大村村的

15

亩高品质彩色土豆进入成熟期。 连

日来， 大村村民抢抓晴好天气采收土豆， 翻土、捡

拾 、分拣 、装袋……村民们分工有序 ，忙得热火

朝天。

2024

年以来，浈江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乡村

人才培养基地， 聚焦犁市镇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农业

特色， 开展彩色土豆、 太空蔬菜和抗旱稻等品种的

示范种植。 彩色土豆系列主要品种包括紫色土豆、

红皮土豆和黄肉土豆， 不同品种的成熟时间稍有差

异，果实外形、大小、表皮和果肉也呈现不同特点。

基地首批彩色土豆于

2024

年

10

月播种， 于

2025

年

2

月陆续收获， 部分转入低温储藏室留种保存。

因种植的土豆品种具有生长期短、 产量高的优势，

每亩收益相比一般作物高出

1

倍， 为犁市镇开辟了

新的产业发展路径， 目前彩色土豆已被纳入犁市镇

区域公共品牌“犁好”农产品系列。

“彩色土豆亩产可达

2000

斤，以目前市场价每

斤

2

元左右的价格计算，亩产值达

4000

元。 ”基地

负责人表示，“今年，我们将继续向周边村民推广种

植高品质土豆的良技良法， 将种植面积扩大到

30

亩，为村民增收致富注入新活力。 ” （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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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民勤浅埋滴灌技术

解锁旱作小麦丰产“密码”

“这项浅埋式滴灌水肥一

体化技术通过‘宽幅精播三改’

实现突破， 改密集条播为匀播

壮苗，改窄行密植为扩行增距，

改粗放灌溉为精准滴灌。 ”

3

月

初， 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苏武

镇元台村高标准农田里， 技术

员詹军华穿梭在田间， 手持扩

音器为农户详解该技 术 操 作

规范。

每亩节水

30%

、节肥

20%

、

省工

2

个， 麦苗根系却能多扎

土层

15

厘米。 在机器的轰鸣声

里，詹军华通过对比试验数据，

向农户直观展示该项技术的优

势。 搭载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

技术的小麦播种机在农田里来

回穿梭 ， 一次性完成开沟 、播

种、施肥、铺设滴灌带、覆土等多

道工序， 以科技赋能按下春耕生

产“快进键”。

作为农业技术创新实践的先

行者， 种粮大户谢新仁自去年起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示范应用浅

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 通过压

力补偿式滴头与毛细管网协同运

作， 结合土壤墒情监测实时调控

“高频微灌”模式，将定制水肥均

匀、定时、定量输送至地下

20

厘

米根区活跃层， 使小麦根际微域

形成动态平衡的“营养岛”，有效

提升农田精准化管理水平。

“该技术通过改善土壤团粒

结构和孔隙度， 从根源上破解土

壤板结与肥力流失难题。 ” 谢新

仁介绍说， 在促进有机质自然富

集的过程中， 同步实现节水灌溉

强化耕地保育、 精准施肥推动产

量提升、 循环机制阻断面源污染

三重效益， 最终构建起“养地

－

增产

－

减排” 协同发展的绿色生

产体系， 为农田生态系统可持续

运行提供技术保障。

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 石羊

河流域下游的民勤县， 作为全国

光热资源富集区， 是甘肃沙区农

业发展的重点攻坚区域。 近年

来， 民勤县紧扣区域水资源刚性

约束， 锚定“以水定产” 发展红

线， 以万亩连片旱作小麦基地为

载体， 集成创新推广北斗智能导

航精量播种、 浅埋滴灌水肥耦合

调控技术体系， 构建起“蓄墒

－

保墒

－

用墒” 三级调控网络，实

现节水效率提升与农田生态系统

功能强化双提升， 为旱作区农业

绿色转型提供实践范式。

“这项创新种植模式，将为民

勤小麦生产‘滴’出高产田、‘灌’

出丰产路。 ” 民勤县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陈芳表示， 通过推广该技

术， 实现了省水省肥省种子、抗

寒抗旱抗倒伏、 提产提质提效益

的“三省三抗三提升”，尤其在缺

水地区可达到“一地双作三保

障” 的种植效果， 即前茬种粮后

茬种经济作物， 保生态安全、保

粮食产量、保农民收益。

据了解， 民勤县今年规划的

小麦播种面积达

7.8

万亩， 其中

运用“浅埋式滴灌水肥一体化技

术”进行种植的面积为

1.8

万亩。

下一步， 当地将在具备水肥一体

化条件的区域有序增加覆盖面

积。

（马爱彬）

“协会指导的菇农种羊肚菌，

今 年 有 把 握 全 部 实 现 稳 产 增

收。”

3

月

11

日，山东省济南市食

用菌行业协会会长、正高级农艺

师崔长玲，走进历城区唐王街道

周家村的一间大棚，察看羊肚菌

的采收情况。 去冬以来，崔长玲

等协会专家指导济南市历城、钢

城等区县的部分农户种植羊肚

菌

400

多亩。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

来看，这些菇农“无一例失败”，

亩产量一般在

1500

斤以上。

济南市食用菌行业协会副

秘书长庞硕补充道，协会专家还

受邀帮助聊城、菏泽、潍坊、淄博

等地农户发展羊肚菌种植，共计

约

300

亩。“济南以外的这些种

植户 ， 今年同样可实现稳产增

收。 ”庞硕说。

羊肚菌是一种高档食用菌，

鲜品零售价格一般不低于

50

元

/

斤，但栽培种植技术难度相

对较大。

2018

年，济南市开始引

种羊肚菌，但多数种植户一直难

以实现稳产、高产。众所周知，食

用菌种植涉及诸多技术问题和

管理细节，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

都 可 能 导 致 大 幅 减 产 ， 甚 至

绝 产。

2022

年

4

月上旬， 济南气

温突然飙至

30℃

，导致不少羊肚

菌种植户遭受损失，部分区域甚

至发生“团灭”。 正因如此，有人

称羊肚菌为“羊赌菌”，觉得种它

就像在赌运气。 但是，崔长玲却

认为，羊肚菌种不成功，不能简

单归咎于“难种”，主要问题是没

有掌握住技术要点和管理细节。

从事食用菌种植研究推广近

40

年，崔长玲对种蘑菇有着自己

独到见解和体会。“种植羊肚菌，

土地是基础，菌种和营养包是关

键，大棚设施是保障。 ”他表示，

“首先要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特

别是提高有机质含量；再就是找

靠谱的单位购买菌种和营养包，

把好质量关；然后，根据大棚的

保温情况决定出菇时间。 ”

至于日常管理中把握好温

度、湿度和空气等问题，济南市

食用菌行业协会为菇农提供了技术

“明白纸”。

为了打消菇农的后顾之忧，济南市

食用菌行业协会计划为种植羊肚菌“上

保险”。“一亩地保费

1100

元，最高赔

偿额为

15000

元。 ”崔长玲介绍，保费

将由纳入协会服务体系的菌种厂承担。

崔长玲相信， 有了这些保障措施

支持，下一季的羊肚菌种植面积将大

幅度增加，为济南发展壮大食用菌产

业注入新活力。“从目前我们得到的

反馈看，仅历城和莱芜 ，协会指导下

的羊肚菌种植规模就将达到

1000

亩

以上。 ”他希望，羊肚菌未来能给一方

乡亲撑起又一把致富伞。

（边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