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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能让农作物
重回“儿时的味道”吗？

智能管控系统代替人工“照顾”农作物，从没种过地的新手，也能在
人工智能辅助下熟练种地……

“从前靠经验，现在更多依靠数字化、智能化种植，甚至借助AI与农
作物‘对话’。”漫步乡间，半月谈记者听到来自田间地头的“新”声。

近年来，多地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探索发展AI种植、智慧农
业，借助人工智能为传统农业装上数字大脑，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全产业链深度融合，形成集农业
生产、科学研究、观光采摘等多种业态于一体的综合型智慧农业模式，促
进农业提质升级，助力乡村振兴。

穿过风淋室、除掉衣物上的尘
埃，换上白大褂、防止将病菌带入实
验室……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的江苏
省农科院智慧农业创新团队的智慧温
室内，10余种番茄在智能调控的适宜
温度下长势正好。

江苏省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所
长、智慧农业创新团队首席研究员任
妮介绍，智慧温室有水肥一体化智能
管控系统。“系统根据季节、番茄的生

长周期实施水肥调控，让番茄更好生
长，种出‘儿时的味道’，一亩地年产值
超过10万元。”

眼下气温升高，番茄苗的叶片蒸
腾作用增强，需要吸收更多的养分。

“这个时候，AI派上了大用场。”江苏省
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刘家玉
告诉半月谈记者，“环境传感器捕捉到
温室内温度升高至30摄氏度，智能管
控系统会启动水肥机、滴灌等装置。”

AI 调控让作物重回“儿时的味道”

“我们研发了数据感知系统，番茄
果实和藤蔓间安装有空气传感器、土
壤传感器、水质传感器，温室四周有摄
像头，室外还有小型气象站等感知终
端。”任妮说，在机器视觉、知识图谱、
生产场景管理、投入品管控、糖度检测
等技术加持下，智能管控系统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代替人工更好地“照顾”农
作物。

江苏省农科院智慧农业创新团队
开发的“智小农”微信小程序界面中，
各项环境监测数据一目了然。智能管
控系统根据季节、番茄生长周期实施
水肥调控，工作人员在手机上动动手
指，环境变化、作物生长、设备运行等
情况尽在掌握。

在扬州一处农业科技园区，得益
于一体式智慧泵站灌溉系统，农田水
肥可以实时监测，农作物生长环境超
前预知。工作人员告诉半月谈记者，
运用智慧泵站灌溉系统后，各类传感
器可感知不同数据，实时监测土壤湿
度、气象条件和作物需水量等关键指
标，灌溉、施肥有了精准依据。

科技，让农业从传统的“看天吃
饭”转向标准化生产。“根据传感器收
集的数据，再结合外部气象预报，智能
管控系统实施环境参数监测和自动调
节，外遮阳、内保温、天窗、湿帘、循环
风机等设备由电脑智能控制。”任妮
说，这可以让农作物在最优的环境和
营养条件下生长。

AI 是如何做到的呢

得益于科学种植，江苏省农科
院智慧农业创新团队种出的“AI 番
茄”品质更好，一斤能卖到 20 多
元。“摘下来就不愁卖，在我们的电
商社群里，提货名额一放出来，瞬
间就被抢光。”任妮说。

手机“巡田”、浇水不湿手、种
菜不下田……科技赋能助力降低用
工量，提高种植效益。“常规种植方
法下，一个人管理一亩地忙得停不
下来，现在一个人可以轻松管理4亩
地。”任妮告诉半月谈记者。

江苏省农科院智慧农业创新团
队的智慧温室背后，是数十名平均
年龄30岁出头的技术人员。“我们每
个种植基地都有专门的服务对接
群，不管是系统报错，还是人为发
现问题，24 小时都有值班人员远程
解决或安排专人现场排查。”刘家玉
说。

在南京溧水、汤山等多个种植
基地，因为进口技术价格高、缺乏
有经验的农艺师、种植效益不高
等，玻璃温室曾长期闲置，如今在
国产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迎来新生。

“以水肥一体化智能管控系统为
例，国外的系统可能要三五十万
元，我们自研的系统价格一般不到
十万元，质量也赶上来了。”任妮
说，“AI番茄”已走出实验室，走向
广阔的农村大地，带动农民增收。

江苏省农科院智慧农业创新团
队持续聚焦设施果蔬、特色水产、
数字育种等智慧农业应用场景，深
度重塑现代农业发展优势。智慧农
业整体解决方案已在江苏省内多个
农业种植基地落地，应用到草莓、
叶菜、黄瓜等多品类种植。从“望
天收”迈向“望网收”，风靡一时的
线上农场游戏，在现实中得以实现。

一键收菜，从“望天收”迈向“望网收”
拼多多平台和光明母港(上

海)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携手的
“多多农研科技大赛”已举办至
第四届，入围决赛的队伍在同
一规格的集装箱植物工厂内，

“远程”种植同一品种的农作
物，在规定时间内产量高、能
耗低、品质好、算法优者便告
获胜。

前两届比赛的场景设在温
室内，经验老到的种植户与掌
握新技术的农业“小白”同台
竞技。“去年，我们把场景转换
到全人工智能化控制的植物工
厂内，并选择一个较难种植的
新品种。在比赛过程中，各团
队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展现了不同新技术在新场
景下的应用过程。”“多多农研
科技大赛”赛事组委会代表林
新仪说。

“我们发现，AI种植模型需
要大量的高质量数据进行训

练，这需要耗费大量人工采集
不同作物在复杂环境中的海量
数据。然而，有的数据可能存
在失真或标注不准确的问题，
会影响模型的性能和准确度。”
林新仪说，AI 种植模型在应用
过程中需要人工干预，进行动
态调整。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杨浩
已参加过三届“多多农研科技
大赛”，在他看来，农业种植环
境复杂，受到许多因素影响，
AI 模型暂时难以完全囊括，可
能导致预测不准确、决策不科
学。

AI 种植前景可期。然而，
相对于大田种植，目前 AI 种植
多应用在温室大棚内，种植成
本仍然较高，所以更适合种植
生长发育较快、附加值较高的
果蔬，比如番茄、草莓。AI 种
植迈向大田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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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田迈进，锚定未来农业

江苏省农科院智慧农业创新团队使用研发的采摘机器
人开展番茄采摘作业实验。

赵久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