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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树秋冬的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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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传感技术让农业“耳聪目明”
■张双虎

近日，在重庆市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花田乡何家岩村，
村民在非遗苗绣工坊
绣制产品。

今年以来，酉阳
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
田乡针对留守妇女、
残疾人群等开展刺绣
培训，设立非遗苗绣
工坊、开办苗绣培训
班，开发挂画绣品、手
摇扇绣品等系列文创
产品，帮助当地村民
就业增收，助力乡村
振兴。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概念
足不出户管理农田

凭借强大的农业传感技术，人们足不出户即可对
作物叶片及病斑进行测量，并通过智能手机进行作物
叶片图像信息获取和识别，以及实时处理。这种技术
适用于田间环境不同作物叶面积、叶长、叶宽、病斑面
积、病斑比例等信息的快速检测，其测量误差小于3%。

“基于物联网技术构建的育种环境信息监测系
统，可以实现作物生长气象信息、土壤情况、长势情
况、病虫害等相关信息的实时采集和监测。”国家农业
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云鹤说，“结合
融合分析系统，能实现地块级的精准气象及病虫害预
警，提高作物育种生产管控精准化和智能化程度，有
效提升育种作业效率和信息化水平。”

同时，通过三维实景建模及物联网系统，管理人
员可实时查看大田、温室、办公场所以及气象、灌溉等
相关设备状况，极大程度提高管理和生产效率。

意义
传感器是智慧农业的基础

“对于一个智能系统来说，没有传感器，就成了
‘瞎子’和‘聋子’，后面的智能决策无从谈起。”南京农
业大学工学院院长汪小旵对笔者说。

“智能控制系统如果没有传感器的输入信号，就
无法比对和形成闭环控制，农业大数据系统如果没有
传感器就没有数据来源，人工智能系统就无法获取足

够的知识。”汪小旵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传感器是现
代智能农业的核心技术，同时也是容易被‘卡脖子’的
技术。”

目前，我国的传感器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在农业领
域，但主要集中在对单个特征如温、湿度的测量上。

“新一代传感器具备快速检测、连续监测、实时反馈、
智能处理的能力。”张云鹤说，“如果在资源要素的利
用环节即能精准发现和定量识别可能出现的问题，并
能实时进行优化调整，将彻底改变我国农业生产利用
方式。”

未来
技术更新需多学科联合攻关

众所周知，我国以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全球近
20%的人口。建设高标准农田，发展精准农业、智慧
农业，新一代传感技术已然成为“刚需”。得益于国家
政策的助推，我国的智慧农业虽起步晚，但发展速度
特别快。

当前，智慧农业所使用的传感器大部分面临比较
恶劣的环境，低功耗、耐腐蚀、抗低温、性能良好成为
农业传感器的基本要求。此外，受部分农业生产者操
作仪器的水平所限，农业传感器件应尽量选择安装方
式简单、方便携带、稳定性好和校正周期短的产品。

“新一代传感技术涉及的内容非常多，不是哪一
个学科和专业可以单独完成的，需要多学科联合攻
关。”汪小旵说。

汪小旵举例说，监测动植物性状，有可能用到高
光谱图像、荧光图像、纳米技术、3D打印等。

“同时，制约新一代传感器从实验室走入产业的
最关键因素，在于新一代传感器快速稳定检测、连续
可靠监测以及与物联网有效集成的能力。”汪小旵说。

入秋后，葡萄树的最后一茬果实已经采摘完毕。
为了使葡萄树更好地越冬，为第二年的优质稳产高产
打下基础，做好它的秋冬季管理工作十分重要。接下
来就介绍几点葡萄树的秋冬季管理方法。

秋施基肥。葡萄树经过春夏两季的开花结果，
已消耗了大量营养，采收后需及时补充营养，恢复
树势。基肥结合深耕松土施用，秋季基肥施用时间
尽量在采摘后一星期内进行。基肥以有机肥为主，
配合高效的复合肥施加，有机肥一定得是完全腐熟
的，因为未腐熟的有机肥在土里会再次发酵，产生
有害物质和热量，不利于根系生长，会有损根系，达
不到秋施基肥的目的。在施肥后要浇大水，把土地
浇透。之后浇水要根据天气状况，做好防涝防旱工
作。雨水多时，要及时排出沟水；旱时，要及时灌
溉，保持土壤湿润。

清园。葡萄采摘结束后，将修剪掉的枝条、枯叶枯
枝、卷须、病枝病叶、病果粒，以及地上的杂草等，带出
果园进行深埋或焚烧。这样可减少越冬病源，降低明
年病虫害发生概率。

合理修剪。葡萄树落叶之后即可进行修剪，秋季
对葡萄树修剪的主要目的是调整来年葡萄枝蔓的生长
与结果的关系，使葡萄的分枝更合理，改善通风透光条
件。在修剪上，应以中梢修剪为主，长梢修剪为辅，一
般留芽6个左右。对于树势生长比较强健的葡萄树品
种，应侧重于长梢修剪，中梢修剪为辅，一般留芽9~10
个。对于葡萄树势生长比较弱的，要以短梢修剪为主，
中梢修剪为辅，一般留芽3个左右。

深耕松土。经过一年种植，土壤已经结实成块，需
要及时翻耕，使土壤疏松透气，保证根系可以更好地生
长。深耕松土，太深会伤到主根，通常深度在18厘米
左右。

病虫害防治。葡萄采收后的秋冬两季，是病虫害
的高发期，主要有霜霉病、黑痘病、蛀食枝叶的害虫
等。可以使用石硫合剂对全园喷施杀菌消毒，也可以
使用波尔多液，还可以采取黑光灯等物理措施防治病
虫害。

（本报综合）

当无人机在三亚的晴空缓缓升起，中国
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南繁育种基地中控
室的大屏上，基地的概貌和株高、叶面积指
数、冠层温度、叶绿素含量等育种专家关心
的表型数据逐渐清晰起来。

这是该基地无人机遥感田间育种表型
观测系统工作时的场景。日前，海南省投建
了南繁硅谷综合服务平台，有了新一代农业
传感技术“加持”，南繁育种基地立刻“耳聪
目明”起来。

这段时间，有一种美味陆续从养殖基地送上了
人们的餐桌，那就是铜梁小林镇的澳洲龙虾。目
前，正是澳洲龙虾批量上市的时候，笔者就带大家
去“尝尝鲜”。

“这个是个母虾，这个是个公虾。公虾这个大
钳子是红色的，母虾就不是。”正在给笔者介绍澳洲
龙虾的戴应金是小林镇澳洲龙虾基地的管理员，是
小林镇本地人，从基地建立之初就在这里负责管
理，这几天澳洲龙虾大量上市，可把他忙坏了。

“从8月25、26号到现在已经卖出去200多斤
了，今天晚上还有个顾客要来拉虾子。”戴应金告诉
笔者，澳洲龙虾对水质和养殖环境非常高，正是看
准了小林镇生态环境好，土壤没有重金属，水质特
别优良，才在铜梁小林镇建立了澳洲龙虾基地。基
地占地2000多平方米，从2019年至今已经有三年
时间，建有几十个现代化育虾池。澳洲龙虾原产澳
洲，之前都是从广东引进，目前基地已实现自主育

虾苗。澳洲龙虾个体大、品质优，平均每只在100
克以上，最大的达到200克，今年产量将达到1.5万
公斤，每公斤售价160元，产值240万余元。

2019年，小林镇利用闲置土地建起了澳洲龙虾
养殖场。按照“基地+集体+农户”模式，实现了业主、
集体和农户多赢的发展格局。目前小林镇华寿村、
庆云村等地也办起了6家澳洲龙虾养殖场，20多名
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带动了更多的农户共同致富。

“看到这个效益很可观，去年我们就试养了一
下。去年技术缺乏，没有多少效益，今年养成功了，
我感到很高兴。”小林镇庆云村村民肖开勇说。

小林镇农业服务中心相关领导介绍到，澳洲龙
虾是小林镇的生态产业，当初是返乡农民工开展
的，现在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目前，澳洲龙虾在
市场供不应求，收益很不错，带动了很多周边的群
众致富。下一步，镇里将采取措施，带动更多群众
加入龙虾养殖中来。

铜梁小林镇：生态养殖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通讯员 李拉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