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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科技五年，极飞科技研发出
一整套“智慧果园管理解决方案”，从
果园测绘、果树植保、气候监测，到产
量预估、病虫害预判，以及果园地理信
息、权属信息的大数据管理等，帮助果
农和农林管理者等提高管理效率，实
现增产和降成本。

智能统计果树数目

面积是果园管理的基础数据。目
前地方农林业管理者大多让农户自己
上报数据，涉及大面积果园面积统计，
就使用卫星地图进行测绘。此种方式
误差较大，统计出来的总数据与实际
有出入，不够准确。

利用智慧果园管理解决方案中的
地理智能测绘无人机进行果园测绘，
以县、村为单位，拍下1∶500比例尺的
高精度图像，可准确计算、统计果园面
积，而且能精准定位每一片果园的位
置信息。

年年有新栽的果树，也有得病砍
掉的果树，管理果园需要及时统计果
树数目，依此预测产量。现目前的统
计方式大多是由果农上报数据，或管
理者层层指派工作人员去一个个果园
收集数据；在某些科技应用更为普遍

的农业区域，则由人工在无人机获取
的高清地图上一棵棵统计。不管是哪
种方式，效率都很低，准确率也不高。

基于无人机采集的果园高清图
像，智慧果园管理系统利用AI图像识
别技术，可准确识别每一棵果树，自动
统计果树数目，目前准确率已经高达
95%以上。依靠人工数果树并标注出
来至少需要1秒。而强大的人工智能1
秒钟可以同步识别统计10张图片里的
成千上万棵果树。

精准预估果园产量

目前20％的果园产量估算是由种
植者做出的，然而果园的产量却是变
化莫测的，这导致了人工估算产量存
在极大误差。这种误差可能导致果农
作业效率低下和未售出作物的大量浪
费，从而造成经济损失。

对开花的准确评估、诊断果树的
疾病或对收成的估计可使果农提高生
产力。预估果园产量不仅需要知道果
树数量，还得评估果树大小、树龄、生
长情况等。在这些方面，AI可以“大显
身手”。

AI 如何预判果树生长及病虫害
情况？通过对长势好和不好的果树

图片进行大量对比，AI 能学会做“诊
断”。比如某棵树叶子偏黄，可能是

“患病”，或是缺乏微量元素。AI会根
据叶片的颜色深浅及其他细微症状，
分辨是什么病症，并判断有没有大规
模暴发的可能，从而帮助果农及时止
损，提高产量。

随着年复一年的学习、积累，AI会
变得越来越“聪明”，逐渐成为“病虫害
诊断专家”。根据历年的病虫害情况，
AI能预判果树来年的长势，结合果园的
果树数目，就可以预估单个果园，或是
整个村、整个县、整个市的水果产量。

AI辅助果园管理

智慧果园管理系统依托部署在生
产现场的各种传感节点和无线网络实
现农业生产环境的智能感知、智能预
警、智能决策和分析、专家指导等，推
动农产品安全 、高效、标准化生产。通
过对果园进行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
管理，将节省至少70%的人力投入，真
正实现增产提效。

目前，果园管理几乎全部依赖传
统人工——需要大量的人员一棵棵树
进行栽培、施肥、植保、采摘等，耗时费
力。使用无人机植保替代人工，既提

高了效率，又能省水省药，做到人药分
离，避免了农药中毒的风险。在果园
植保方面，AI可以识别果园边界、果树
大小、病虫害情况，与植保无人机完美
配合，帮助无人机精准规划喷洒航线。

在果园内安装智能农田监测站，
果农就能足不出户了解果树的生长情
况和环境信息，并进行灾害预警等。
智能农田监测站可拍摄果园高清广角
大图，收集光照、温度、湿度、压强等数
据，并将信息实时反馈到农户的手机
微信上。

智慧果园管理解决方案就是通过
将高清图像、环境数据、果树的生长和
病虫害信息等数据，录入果林大数据
管理系统——让所有的信息都在一张
高清地图上呈现，在电脑或手机端实
现便捷、实时的管理，一个完整的智慧
果园管理体系就搭建好了。

系统中叠加了相关区域的卫星
图、地名信息等，并录入了果园地块
的权属信息，这样，通过搜索果农信
息就能查到农户的地块；或是点击地
块网格，就能看到这是谁家的果园、
多少亩、历年的生长情况、产量数据
等。所有这些数据信息，可以根据每
年的实际情况随时在后台系统进行
编辑和更新。

日本某科技公司开发出具有高速、
高精度的AI图像识别技术，该技术可
从形状、颜色和图案中自动识别产品属
性，可以将其作为承担物流中心无人化
的基础技术。该公司研发出的AI图像
识别速度小于 0.15 秒，识别率却达
98.55%，判别结果的准确率为99.99%。

该公司基于 AI 算法设计技术和
秘密计算技术等核心技术，利用图像
数据的噪声去除处理和专有的深度学
习技术，实现了高速、高精度的图像识
别技术。

假定主要应用在物流配送中心。
通过拍摄各种形状和大小不同的商品

（例如日用品和食物），并让AI识别它
们，可以准确、快速地识别产品信息。
由于可以减少手动输入产品条形码的
麻烦并解决诸如读取错误的问题，因此
可以实现对下一工序的自动化处理和
无人搬运处理。

在物流行业，由于电子商务市场
的扩大，业务量目前正在增加，并且从
接收到包装的每个过程中对省力和无
人操作的需求都在增加，特别是高效
的仓库拣货工作。据了解，该公司正
计划开发可以区分生产工厂的零件、
农产品的类型以及协助采摘等功能的
人工智能。 （本报综合）

近日，位于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省
的罗格斯大学的工程师研究出一种台
式设备，该设备结合了机器人、人工智
能以及近红外和超声成像技术来抽取
血液或插入导管来输送液体和药物。

该设备可以在最少的监督下将
针头和导管准确地引导到细小的血
管中。它可以执行复杂的视觉任务，
包括从周围组织中识别血管，对其进
行分类并估算其深度，然后进行运动
跟踪。机器人插管由一系列深层卷
积神经网络的预测驱动，这些神经网
络对来自多模式图像序列的时空信
息进行编码，以指导机器人的实时运
动控制。

通过在志愿者中进行成像和机器

人跟踪研究，研究人员证明了在存在
解剖变异和运动的情况下，该设备能
够对周围血管进行分割、分类、定位和
跟踪的功能。他们评估了在难以通入
血管的幻影和动物模型中的机器人性
能，并表明与经过培训的操作员进行
手动插管相比，该设备可以提高手术
成功率和缩短手术时间，尤其是在生
理条件恶劣的情况下。

该小组计划对器械进行更多的研
究，涉及的对象范围更广，包括具有正
常血管和血管有问题的人。该设备研
究人员说：“该设备不仅可以用于患
者，还可以进行修改以在啮齿动物中
抽血，这对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的动
物进行药物测试极为重要。”

目前的水下机器研究大多集中于
常见的鱼类，例如金枪鱼、鲤鱼等，很少
能够实现垂直方向上的游动。最近，得
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研究人员研
发了一种可快速垂直游动且有一定有
效载荷的仿生水母软体机器人。

相比于传统刚性机器人而言，软
体机器人采用变形较大的柔性材料制
成，可以实现大尺度连续变形，并任意
改变自身的尺寸和形状。与此同时，
柔性材料的使用使得软体机器人比刚
性机器人质量轻，可实现与人的安全
协作。

该仿生水母软体机器人的主要运
动机制是通过向机器人下方喷射流体
产生反作用力，推动其在水环境中进
行垂直运动。

生物界中很多动物都有可充气结

构，并实现各种不同的功能。仿生水
母软体机器人结构的设计灵感来自生
物界中水母的运动，其整体结构与之
前的机构相似。它具有八个柔性气动
复合执行器，呈放射状的圆盘状排列。

与以前的水母机器人原型机相
比，这种仿生水母软体机器人具有最
快的垂直运动速度。这是由于使用新
型的柔性气动复合执行器架构，可通
过压缩空气快速驱动执行器，从而产
生较大的瞬时推力，实现垂直方向上
的快速游动。

该仿生水母软体机器人采用了一
种新型的充气式柔性气动复合执行
器，实现具备一定载荷的快速垂直游
动。该机器人在未来还可以用于水下
快速救援、海底探测、资源勘探、水下
地形勘测等方面。

近日，位于中关村软件园一期的
尚东·数字谷投入使用。园区内人员
可通过语音问答、人工智能查询等方
式，向机器人描述感冒、失眠、鼻炎等
疾病的症状。机器人结合智能硬件

与核心算法，根据症状向查询者反馈
初步判断结果，给出用药方案建议。

图为园区工作人员通过智能机
器人与上地医院的医生视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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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管理果园 果农省时又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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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图像识别技术在0.15秒内
识别率达98.55％

软体水母机器人实现
有载荷快速垂直游动

机器人使用AI和成像技术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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