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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土壤做“体检”、农机无人驾驶

长寿伏羲农场
藏着诸多“黑科技”
深冬季节，位于长寿区云台镇的中国科学院

长寿伏羲农场里，青绿的油菜、榨菜长势良好。在
距农场不远处的数据指挥中心，显示屏上实时闪
动着气候、土壤、作物生长情况等相关数据。

由于是农闲时节，这座伏羲农场看起来似乎
与诸多智慧农场并无二致。但作为农业农村部发
布的2024年智慧农业建设典型案例之一，这里隐
藏着诸多“黑科技”。

“这里是中国科学院与长寿区合作建设的智
慧农业项目，是中国科学院‘伏羲计划’中第一个
面向西南地区丘陵地貌的综合性基地，致力于解
决丘陵地貌下耕地占比多、地块小而分散、地形地
势复杂、机械化率低所导致的耕作效率低、成本高
等问题。”长寿伏羲农场负责人苏晓阳说。

借助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优势，去年刚投入使
用的长寿伏羲农场已用上了国际先进的仪器——
土壤养分伽马能谱分析仪。

发展智慧农业，最基本的数据就是土壤信
息。过去监测土壤信息，大多是在土壤中设置传
感器，但其辐射范围小，若农场面积大，很难做到
全覆盖，且数据误差较大。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通过科研攻关，研发了土
壤养分伽马能谱分析仪。这台仪器外观是长约1
米的深灰色圆柱体，只要把它悬挂在拖拉机上，在
地里扫上一遍，就能采集到30厘米深度的土壤信
息，相当于给土壤做了一个深度体检。

“土壤中某些物质含有放射性元素，这个仪器
能接收和记录下放射信息，再把它解析、转换成常
见的氮磷钾等养分含量信息，其结果更准确，且更
加简便。目前仅有加拿大和我国掌握这项技术。”
苏晓阳说，根据测量结果，农场就可有针对性地对
不同地块进行营养补充，缺什么、补什么。

怎么将测量结果与地块一一对应呢？
“这个占地340亩的农场，已经按照10平方米

为单位，划分成2270个网格单元。只要设置好作
业路线，就能将数据与地块匹配。”苏晓阳说。

在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上，无人农场也成为可
能。目前，长寿伏羲农场正在探索全程机械化，且
搭载的都是无人驾驶农机。

比如农场引入的中国科学院研发的“鸿鹄
T70”智能拖拉机。该机器外观呈银灰色，以锂电
池为能源，没有驾驶舱，全靠搭载的北斗导航系统
进行无人驾驶作业。

“机上还装有传感器、激光雷达、毫米波
雷达等，能够实时产生近百条状态信息，让
拖拉机按照设定路线实现无人精准作业，精
度误差小于2.5厘米。”苏晓阳说，通过搭配
对应农具，该农机可完成耕、耙、播、收等作
业，也可以作为抽水机、脱粒机的原动力使
用，功能强大。

如今，该农场正在根据重庆的地形，对
农机进行调试和改进，致力于为西南地区丘
陵山区提高农业机械化率提供解决方案。

长寿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自去年
初投入运行以来，伏羲农场已根据土壤检测结果，
给土壤增加了肥力，并选择采用稻油轮作模式，
在春季播种了一季水稻，现种植了油菜和榨
菜。“随着农场的运行，系统将采集到更多信息
数据，对农业生产的指导性会更精准、有效。
接下来长寿将在伏羲农场周边推进1万亩数
字农田建设，通过新农人的培育、引进，加快
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

数
智
赋
能土
地
结
出
﹃
智
慧
果
﹄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
振兴的重要引擎。

当数字化技术、智能化
装备进入乡村，与乡村生产、
生活深度融合，传统农业一
改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模样，用数据分
析，让机器下田，农
户可在“指间”玩转
耕、种、防、收，还能
实现生产效率与产
品质量的双重提升，
轻轻松松把田种出
“科技范儿”。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
赋能，还催动了乡村旅游、
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的蓬
勃发展，为乡村经济多元
化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近年来，我市大力
推进数字“三农”建
设，加速培育农业新
质生产力，以数字
化为手段促进农业
增效益、农村增活
力 、农 民 增 收
入。目前，全市
数字乡村发展
总体水平达
到 43%，持
续保持西部
第一。

成活率提升 成本下降

潼南琼江种业基地
实现蔬菜种苗自动化嫁接
1月9日，走进潼南区琼江种业基地，工人正加

紧开展蔬菜育苗工作。在育苗工厂里，一排自动嫁
接仪器格外吸睛。

“蔬菜苗自动化嫁接，这在我市尚属首次。”基
地技术负责人蒋双龙介绍，该机器自安徽引入，刚
上市不久，该基地算是国内首批应用者之一。

只见在一台仪器前，坐着两名工人，他们分别
将一棵茄子植株放入到仪器中，伴随着“哒哒”声，
机器自动将植株切断，然后分别留取根部和茎叶，
用一个透明的固定器将两者合二为一，完成嫁接。
嫁接完成的菜苗会掉落在传送带上，被集中送往质
检口，接受嫁接质量检测。

“嫁接是一种能够有效提高种苗产量和品质的
农业技术。”蒋双龙说，大部分蔬菜都存在连作障
碍，也就是说同一块地不能连续种植同一种蔬菜，
不然就会产生严重病害。

因此，在蔬菜育苗上，嫁接是一种常见技术，主
要用于菜苗与相应的砧木的嫁接。砧木的根更强
壮，可以提高作物抗病能力，选育品种的茎叶可以
保证果实的商品性和产量，二者结合组成一株综合
性能更好的菜苗。

过去，菜苗嫁接全靠人工，效率低
不说，由于人工操作难以保证切口一
致性，因此对嫁接苗的成活率也会产
生影响。

采用自动化嫁接后，每台机器每
小时最高可嫁接1500株，整个基地可
日产嫁接蔬菜种苗5万株，效率较人
工提升了6至8倍。由于切口一致，
嫁接处愈合得更快，植株成活率可达
到95%，实现了10%的提升。

“从成本看也更节约，人工嫁接的成本一株是
0.15元，半自动和全自动嫁接成本一株分别是0.05
元和0.02元。”蒋双龙说，嫁接成本的下降使得蔬菜
种苗价格下降，以茄子苗为例，人工嫁接时一株苗
的卖价在0.9元至1元之间，自动化后已下降到0.7
元，极大降低了种植户的购苗成本。

目前，基地可以开展茄子、辣椒、番茄等茄果类
以及丝瓜、黄瓜等瓜果类蔬菜的自动化嫁接。

“数字育苗工厂主要解决育苗效率、育苗质量
两个问题，自动化等设备提升了效率，育苗质量靠
的是自动补光技术，这也是目前业内最先进的技
术，只在花卉等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上使用。”蒋双
龙说。

重庆气候低温寡照，不利于蔬菜光合作用，一
旦光照不足，菜苗就会停止生长，导致育苗期更长，
且影响菜苗质量。因此，基地采用了自动补光技
术，可模拟太阳光照，当系统通过传感器“感知”到
光照不足时，就会自动给菜苗补光，目前蔬菜苗龄
期普遍缩短10天左右，菜苗长势也更加健壮。

“基地此前一年可产良种种苗2000万株，年产
值达1000万元，其中嫁接苗的占比仅为三分之
一。自动嫁接仪器投用后，基地逐步把种苗生产的
重心往嫁接苗上转移，未来种苗供应量还将继续增
加，为全市蔬菜产业发展提供保障。”蒋双龙说。

楼上种菜 楼下养鱼

梁平有座
鱼菜共生数字工厂
1月10日，走进梁平区金带街道双桂村，一座

玻璃构建的工厂映入眼帘。这就是我市首个鱼菜
共生数字工厂。

走进工厂，场外几台风机正在嗡嗡转动，工厂
一楼的数十个鱼池上都蒙着布。“我们这是在给水
池升温，一天能提升2℃至3℃，很快就可进入下一
季生产了。”梁平鱼菜共生数字工厂负责人王月巍
说。

顺着楼梯来到工厂二楼，则是一片蔬菜育苗平
台，仅剩少部分菜苗。“我们运用楼下养鱼的水来种
菜，等鱼苗投放后，蔬菜生产也将同步开展。”沿着王
月巍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在一楼和二楼之间分布
着几根管道，这几根管道蕴藏着鱼菜共生的“秘密”。

“鱼池的水中含有鱼的粪便，我们通过处理，
将其中的物质转化成蔬菜需要的营养成分供应给
菜苗，净水再返回鱼池，这样就完成了种养循环，
顺便解决了养殖尾水处理的问题。”王月巍说。

鱼菜共生种养模式在我市有较长的历史，过
去更多是为了通过复合种养提升效益。但随着长
江十年禁渔以及养殖尾水达标排放要求，鱼菜共
生模式有了更多价值和意义。

通过市农科院的研究，近年来，我市形成了国
内领先的鱼菜共生数字化工厂生产模式。2022
年，梁平区将该模式引入，建起了全市首个鱼菜共
生数字工厂，重点突出“种养循环、绿色高效、资源
节约、智能智慧”，构建了蔬菜育苗、蔬菜栽培、循
环水养鱼、养鱼循环水处理、鱼粪消纳等5个系统。

通过两年运行，这座占地不足10亩的工厂现主
要养殖加州鲈鱼，种植生菜、鸡毛菜等速生叶菜。在
节约土地的同时，实现了养鱼日换水量小于5%、生
长周期缩短50%、饵料系数降低20%。

目前，工厂年产加州鲈鱼约150吨，高
品质蔬菜30余吨，蔬菜种苗30余万株，利
润200万元左右。鱼和蔬菜的产量均达到
普通大塘养殖、土壤栽培的10倍以上。

“其实，这个项目除了生产外，还承担了
许多示范任务，因此工厂也依托市农科院专
家开展了许多养殖上的探索，比如养殖经济
价值更高的鳜鱼。”王月巍说。

鳜鱼一般以小鱼小虾为饲料，且对生长环境
十分敏感，所以养殖难度大、价格高。工厂通过前
期用饲料包裹鱼干的方式，逐步对饵料进行饲料
化替代，同时在水温、水质调控上开展试验。

近期，工厂里又在探索鱼苗繁育模式。相对
于成鱼而言，鱼苗排泄物更少，可转化供给蔬菜的
养分会相应变少。

“但鱼苗的养殖密度也会更高，所以我们就要
进行实验，确保养鱼苗与种蔬菜两不耽误。”王月
巍说，该模式试验成功后，工厂效益将会有几倍的
增加。

王月巍介绍，梁平鱼菜共生项目还在川西渔
村建设了鱼菜共生微工厂，其建设成本更低，适宜
于普通养殖大户应用，“我们主要提供一种智能化
种养模式方案，目前已吸引了不少区县前来参观
并洽谈合作，有望在全市推广。”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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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新建

市级智慧农业试验示范基地20个
现已累计建成310个

目前全市数字乡村发展

总体水平达到43%
持续保持西部第一

个数字基础能力
持续夯实——

▲梁平区金带街道双桂村，已经投入使
用的鱼菜共生数字工厂。（资料图片）

特约摄影 刘辉/视觉重庆

▲长寿伏羲农场，工作人员通过
指挥中心了解农田相关情况。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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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村耕地、宅基地、

集体建设用地“三块地”数据
为基础绘制“农地一张图”，
已构建 120多张基础图层

●依托“村村旺农服通”智慧农业服务应用
平台，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事一张网”，
已入驻服务主体159家、经营主体6738家

●依托“全农码”建立统一的农业农村数字身份体
系，实现“人、物、地、事、财”要素资源关联，建设“农品
一码通”，已赋码用码超过22万个

●围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成员信用体系建
设，用大数据为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精准“建档画
像”，健全“农信一本账”，已汇集 39个区县 11217
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