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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喷出雾气的灌溉设施，汇集全市
3000余万个地块信息的数字地图，能把
农药洒到叶片背面的无人机……8月22
日，记者在2022智博会上看到，展区内
不少智慧农业新项目，让人啧啧称奇。

全市首个灵芝自动化弥雾系统

走进涪陵展厅，一个栽种着灵芝、
冒着袅袅白烟的展柜一下就吸引了记
者的注意。

“这是我们今年才投用的灵芝自动
化弥雾系统，在全市属于首创！”企业负
责人夏闳缤热情地介绍。

2019年，夏闳缤在涪陵大顺镇开
始种植灵芝。灵芝喜湿，此前基地采用
喷灌设施，夏闳缤始终觉得不太理想，

“水量虽大，但保湿效果还是差了点。”
今年，夏闳缤购买设备进行调试，

组装成了灵芝自动化弥雾系统。简单
来说，就是通过给水流加压，再配上撞
击式喷头，让喷出的水滴小于20微米
呈现雾状。当湿度传感器感应到湿度
低于60%时，弥雾系统就会自动启动，
提高空气湿润度。

该设备自今年投用以来，夏闳缤的
基地节水超30%，灵芝生长速度、产量
也双双提高10%以上，“长出来的灵芝
菌朵光滑，珠圆玉润，品质大大提高。”

全市首张“地块级”农业底图形成

在市农业农村委展厅的显示屏上，

正循环播放着全市农业产业数字化地
图的演示片。

展区工作人员介绍，重庆农业产业
数字化地图项目由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主导，市农业信息中心联合中国科学院
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北京佳格天地科
技有限公司、重庆观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等共同建设。

目前，该项目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在重庆多云多雾多山的复杂气候和地
表环境下，我们建立了一套以地块为基
本单元的农业遥感大数据智能计算模
型，实现了对全市3000余万个农业地
块的精确提取，并获得了每个地块的位
置、海拔、坡度、面积等属性数据，构建

起了农业产业监管的基础底图。”该工
作人员说。依托这些数据，目前全市水
稻、油菜、玉米、柑橘等作物种植分布图
已初步形成。

长“眼睛”的无人机

“我们这个无人机是长了‘眼睛’
的，能模仿人的视觉，实现自主飞防。”
在巴南展厅内的数字农业展区，重庆极
目智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袁华指着
无人机头部的两个摄像头对记者说。

当下，无人机飞防已不是什么新鲜
事，但这台去年问世、今年推广的新机
器，却在今年成为市种子站无人机飞演
的指定用机，其亮点就在于：更适应丘

陵山地的复杂地形。
不同于大多数无人机的三维建模

技术，极目无人机创新双目视觉技术，
让机器模拟人的眼睛，在操作时可以自
动识别地形，实现自主作业。“山地丘陵
地区，坡度超过45度三维建模就容易
不准，导致航线偏差。但通过模拟人的
视觉，准确度就高很多。”袁华说。

不仅如此，这台机器目前还能实现
50微米以下的雾化粒径，喷洒的农药
颗粒更细小。袁华表示：“颗粒小，在空
中漂浮的时间就越久，在风力作用下，
颗粒就能沾到叶背。这样一来，就能很
大程度上解决果树、茶树等经果林无人
机飞防的痛点。”

灵芝自动化弥雾系统、全市首张“地块级”农业底图、长“眼睛”的无人机……

智博会上的农业新鲜事儿
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实习生 张永霖

特殊人群智能守护平台、火星自主
探测车、水下桥梁病害检测机器人、三
维手指静脉识别系统、水稻插秧机无人
驾驶自动导航系统……本届智博会上，
众多在渝高校携“硬核”科技成果亮
相。记者打探发现，这些新发明、新技
术既能“上天”也能“入地”，充分展示在
渝高校自主创新的实力。

西南政法大学：
“污水验毒”成禁毒利器

自2019年第一次参加智博会以
来，这是西南政法大学连续第四次参加
智博会。本届智博会，学校“智慧司法”
展厅参加了线上线下展览。

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该校多
学院多学科联合参展，参展项目从刑事
侦查学院“智慧禁毒新装备”“智能反诈
平台”等传统警务项目，扩大到行政法
学院（涉诉信访综合服务平台）、国际法
学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查明服务
平台）、人工智能法学院（智慧法院在线
诉讼平台）等。

一个区域的毒品流行度有多高？
禁毒工作成效如何评价？本届智博会
展出的智慧水质采样器，针对环保、禁
毒工作中污水采样需求，具有自动采
样、在线监测、冰冻存样、智慧物联等优
势，确保样品采集的真实性、客观性，同
时，样品全程可控、数据可追溯，是当前
环境监测、环保督查、“污水验毒”等工
作中理想的规范化采样解决方案，已经
成为禁毒工作的利器。

重庆邮电大学：
火星自主探测车可爬30度斜坡

重庆邮电大学本次携“重黎号”火
星车等39项科技创新成果亮相展厅，
参展成果涵盖智慧交通和智慧物流、智
慧健康、智慧教育、智慧生态、智慧治理
和创新创业成果等领域。

据介绍，“重黎号”火星自主探测车由
重庆邮电大学慧心·极目团队负责开发，
团队成员来自重庆邮电大学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学院教师与学生团队、京东重庆探
索研究院的研究员与工程师，由高新波教
授担任团队首席科学家。其搭载自主研
制的视觉感知与认知模块，可实现火星车
视觉数据的自主采集、目标检测、安全性
评估、行进决策，以及地图构建等功能。
整车底盘驱动采用六轮驱动，提高了火星
车在柔软沙地中的脱困能力，支持最大爬
坡角度30度，整车最大运行速度12千米/
小时，续航里程≥20千米。

重庆交通大学：
水下桥梁病害检测机器人代

替人工检测

本届智博会期间，重庆交通大学3
项优秀科技成果亮相发布，分别是沙漠

土壤化智慧生态农业技术、隧道云智能
巡检技术与方法、水下桥梁病害检测机
器人，涉及生态环保、智慧交通、智能设
备研发等相关科技前沿领域。

其中，隧道云智能巡检技术与方法
首次将巡检机器人技术应用于隧道巡
检，突破了高速移动状态下对多目标的
精准识别与即时预警技术。重庆交通
大学工程与产业研究院院长董绍江透
露，该巡检机器人已先后应用于宁夏青
兰高速上的六盘山隧道、重庆奉建高速
上的龙骨坡隧道、广西桂柳高速山口隧
道等，应用效果得到使用单位的一致认
可，填补了行业空白。

重庆工商大学：
林下地表火探测器助力森林防火

本届智博会，重庆工商大学携三维
手指静脉识别系统、AI鸟类监测识别
大数据系统、林下地表火探测器等11
个高质量项目参展。

“手指静脉识别技术利用红外成像技
术和人工智能领域中机器学习和深度学
习算法，对个人身份进行有效识别。”人工
智能学院副院长秦华锋教授介绍，该研究
成果已应用于金融等多个领域，具有高精
度、高安全性、隐私性好等特点。

AI鸟类监测识别大数据系统则是
基于野生鸟类及候鸟的物种分类AI观
测算法，能替代人工调查，实现大范围
网格化观测，可应用于国家级湿地公园
或自然保护区的野生鸟类及候鸟的自
动观测、统计和分类。

近期重庆的高温天气导致山火频
发，学校科研团队研发的林下地表火探
测器吸引了不少关注。该探测器可助
力实现森林草原地表火“打早、打小、打
了”的根本目标，并于2017年和2021
年先后被国家林草局列入重点推广林
草科技成果100项名单。

重庆文理学院：
航空用隔音隔热棉打破国外垄断

重庆文理学院科研处副处长何家
洪介绍，本次智博会，该校重点聚焦智
能装备与智能制造、电子信息、人工智
能等领域，展出科技成果共计27项。

该校的翟福强博士领衔的研发团
队，通过系统研究，攻克了超细玻璃纤
维材料强度低、无生物可溶性、纤维直
径不均匀的生产技术难题。由该技术
生产的航空用隔音隔热玻璃纤维棉已
成功列装于国产大飞机，打破了美国对
该产品的垄断。

在渝高校“硬核”科技亮相智博会
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8月22日，重庆两路果园港综合保税区展台，泰硕工业的
笔记本电脑组装柔性生产线。 重庆日报记者 谢智强 摄

8月22日，重庆国博中心，2022智博会现场，嘉宾正在了
解“智慧灵芝园”。 重庆日报记者 龙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