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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和之家老年公寓
星级养老服务机构，环境优雅，护理专业，服务贴心，营养膳食，丰富
多彩的文娱生活，交通便利，是老人理想的选择。常年招收老人入住。
地址：解放东路芦家园村南 306、307、901芦家园站下车即到 电话：13784749628

在运河区南陈屯镇西砖河
村，有一个占地 70亩的蔬菜农
场。无人整地、无人植保、无人
巡检，只有各式无人机进行作
业，可这里的圆形甘蓝和白萝
卜产量真不低……

这就是我市首个无人蔬菜
农场。

沧州市农林科学院智慧农
业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科研人员
说，今年这里种植的秋茬蔬菜喜
获丰收，甘蓝亩产达到 8337斤，
白萝卜亩产也有 10930 斤。目
前，这个农场85%以上的作业环
节实现了数字自主化作业管理，
极大地减少了人力成本。

露地蔬菜无人农场
在沧州建成

去年，由沧州市农林科学院
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
研究中心携手共建的露地蔬菜
无人农场，在位于运河区南陈屯
镇西砖河村的沧州市乡村振兴
农业科技创新基地建成。

今年 4月，第一茬嫩绿的甘
蓝苗通过无人拖拉机和移栽机
共同作业，播进这片充满希望的
土地中。最终，达到商品化水平
的首茬甘蓝实现亩产5000斤。

9月份，新一茬甘蓝苗和白
萝卜种子播进土里，分别占地
44亩和 26亩，最终亩产量也达
到了预期目标。

刘震是沧州市农林科学院
智慧农业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
科研人员，他和同事全程参与了
甘蓝和白萝卜的种植过程，并向
来自北京的科研人员学习了蔬
菜起垄移栽、精量播种、巡检、植
保、采收运输联合作业等环节的
无人化作业要领。

“以前，种菜、收菜需要耗费
大量人工和精力。”刘震说，“现
在，从播种到采摘全部由无人机
作业，不仅作物种植更加整齐美
观，管理更加规范，还能极大地
节约人力成本。”

100亩地杂草
24小时全部粉粹

一年多来，国家大宗蔬菜产
业技术体系智能化管理岗位科
学家、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
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华瑞领衔
的技术团队，一直奔波在北京和
沧州两地。

“无人农场的本质就是‘机
器换人’。咱们的这个无人农场
通过‘农机—农艺—智能’的深
度融合，实现蔬菜生产、加工的
集约化、少人化、精准化，提高蔬
菜产量与品质。通过在沧州开展
应用示范建设，形成因地制宜的

可操作、易执行、能推广的露地
蔬菜无人农场技术装备与作业
规范，成功打造露地蔬菜无人农
场‘沧州样板模式’。”吴华瑞说。

今年 6月，第一茬甘蓝在这
里收获。8 月底，北京科研人员
准备在这里试种秋茬蔬菜。可
是，刚刚经历了雨季，地里的杂
草疯狂生长，足有一人多高。

农时不等人。趁着天气良
好，科研人员给无人拖拉机设定
好轨迹和速度后，后面悬挂着无
人粉碎机，在百亩土地上 24小
时来回作业。杂草被机器“吞噬”
殆尽，碎渣散落在地上。

第二天、第三天，无人拖拉
机先后悬挂着翻转犁和旋耕机，
把杂草的碎渣翻进泥土里。土地
经过平整，等待种子的到来。

第四天一早，大雨倾盆而
下，北京、沧州两地的科研人员
却一脸轻松。“如果由人工拔草、
犁地，这一百亩地，十几个人没
有两周时间是完不了事儿的。
中间要是赶上这样突然下雨的
天气，人们连地都进不去。我们
用无人机作业，3 天就完成了，
省时省力，还不耽误农时。”吴
华瑞说。

“一眼看穿”
菜地生了多少虫

几天后，科研人员开始移栽
甘蓝苗。

北京科研人员在无人拖拉
机的操作系统上，提前设定好行
驶路线。随后，无人拖拉机悬挂
着移栽机，在地里慢慢行进。每
隔 30厘米，一株嫩苗就被移栽
进土里。4名科研人员站在机器
两侧，等播种筐里的苗全部栽进
土里后，利索地再换一筐，辅助
投苗。

待到播种白萝卜时，连人工
辅助都不需要了。

无人拖拉机悬挂着播种机
进入地里，每隔 24厘米就自动
撒下一颗种子。一亩地大约播下
了 5000颗种子，只花费了 12分

钟。
甘蓝苗和白萝卜种子播下

去后的第三天，巡检机器人闪亮
登场，开始对菜地进行病虫草害
监测。

“蔬菜刚开始长势最快，也
极易发生虫害。”北京科研人员
郭旺介绍，蓝色正方形的巡检机
器人按照设定好的轨迹，以每秒
钟 0.5米的速度行进。走过一行
后，4 个万向轮灵活转向，再向
下一行行进。

“巡检机器人的秘密就在它
的下方。这里装有摄像头，可以
发现杂草和病虫害情况。信息

会实时传回到无人植保系统，
经过分析形成监测报告。”郭旺
说。

白萝卜种子播下去 20 天
后，远在北京的郭旺和同事通
过无人植保系统实时查看，发
现白萝卜苗叶子上出现了菜青
虫，近 40%的叶子遭到啃食。他
们第一时间联系沧州科研人
员，随后植保机器人带着精准
施药的任务，被“派”到菜地里
工作。

“机器一箱可装药 400 升，
前方白色的喷药装置每次大约
可以喷洒4行，喷洒70亩地需要

换 5次药。”郭旺说介绍，“植保
机器人平均一分钟喷洒一亩地，
而人工喷药最快也要 20分钟，
慢的话 1小时才能喷完一亩地。
使用植保机器人，不仅节省了时
间，而且喷药十分精准均匀，大
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3天后，白萝卜叶子上的菜
青虫被有效控制，数量减少了很
多。第 5天，植保机器人再次喷
洒了一遍农药，菜青虫已基本消
失。

采收、转运
实现一体化作业

甘蓝和白萝卜种子播下去
15 天后，北京科研人员按照数
学模型和灌溉方案，将灌溉和施
肥融为一体，把含可溶性化肥的
水以较小流量均匀、准确地直接
输送到蔬菜根部附近，定向、定
量、定时、按需精准灌溉施肥。

经过两个月的精心管理，农
场终于等来了收获季。甘蓝绿油
油的，白萝卜则白白胖胖的，都
等待采摘。

在甘蓝田里，无人拖拉机
悬挂着甘蓝采收机自主行进，
精准对行。来到甘蓝前，设定好
高度的采收臂一挥，贴着地面
切去甘蓝的根部，剥掉甘蓝“外
衣”，将甘蓝通过传送带运到运
输机里。

白萝卜田里也是一派丰收
景象。无人拖拉机悬挂着白萝卜
收割机进行采收。收割机将白萝
卜连根拔起，利用链夹精准切掉
白萝卜的叶子后，用传送带将白
萝卜运送到旁边蓝色的运输机
上。

“运输机器人利用无人驾
驶和双目视觉感知技术，实时
同步在采收机旁边工作，装满
后返回卸载地点，实现了采运
一体同步作业与往返运输。”吴
华瑞说。

吴华瑞向记者解释说，露
地蔬菜无人农场系统在实际
应用中效果显著，无人作业过
程中障碍物识别与避障成功
率达 100%；深松、旋耕漏耕重
耕率小于 2%；整体作业轨迹精
度控制在 2 厘米以内；移栽合
格率超过 90%，移栽效率较人
工提升 28倍；收获破损率小于
5%；收获效率较人工提升 12
倍 ，人 力 投 入 总 成 本 大 幅 降
低，实际测产与传统种植方式
产量相当。

沧州市农林科学院党委书
记哈增瑞表示，依托国家大宗
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的技术成
果，沧州市这个无人农场经过
一年多的生产应用，目前已形
成了适合我市露地蔬菜生产
全程无人化的新模式。农场今
年 秋 茬 甘 蓝 、白 萝 卜 喜 获 丰
收，白萝卜亩产 10930 斤、甘蓝
亩产 8337 斤；平均减少水肥施
用量 10%，节药 20%，极大降低
了生产人力成本，综合节本增
效 20%。

占地70亩的蔬菜农场，无人整地、无人植保、无人巡检，但蔬菜产量可不低——

沧州有个无人蔬菜农场
本报记者 庞维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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