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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一个托盘，一张纸和一把种子，全封闭生
长，不需使用任何农药化肥，就可以长出营养、
健康、安全的芽菜。这种“纸上种菜”技术，游
客将在第18届菜博会上看到。

“这样的种植模式，具有节省土地资源、产
能高、可复制性强等优点，让生活在城市的市民
也能实现自己拥有菜园子的梦想。”菜博会技术
部部长赵利华说，“纸上种菜”只是菜博会上的
一项新技术。在今年的菜博会上，还将展示100
多项种植新技术，80多种栽培模式。

菜博会7号厅，螺旋立柱栽培区，舞裙、奶
油一号、橡生一号等生菜挂在半空中。立体叶菜
栽培区内，散叶生菜、红油阿斯拉、金叶甜菜
等，分层而生，就像住在不同的“楼层”一样。
深液流栽培区内，一株株西红柿已经结出果子。

“这些都是无土栽培的展示和推广，改变了
‘万物土中生’的传统观念和耕种方式，把农业
从受土地利用条件的制约中解放出来。”赵利华
说，7号厅展示水培、雾培、基质培、管道栽
培、复合式无土栽培、立柱栽培等无土种植模
式。

“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发展，无土栽培技术
得到市场广泛认可。这些栽培技术，能很好地运
用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场所及不适合进行土壤栽培
的地方。”赵利华说，展厅内所有的无土栽培技
术的展示，都是时下市场上较为先进或比较便于
推广应用的，实用性非常强，效益也比较高。

寿光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南木桥村较早采用
了无土栽培模式。南木桥党支部书记李本兵说，
无土栽培时，地上铺设一层塑料膜，与下面的土
壤完全隔开，上面撒上炉渣与沙子作为基质。在
这样的环境中栽培西红柿，由于没有地下害虫的
侵害，管理时就不需喷洒农药，生产出来的西红
柿自然就不含农药，是安全的、无公害的。

“虽然我们无土栽培申请了国家专利，但菜
博会却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李本兵说。

7号厅“生态家庭”展示区，垂直墙体上嫩
绿的蔬菜生长着。赵利华说，这种无土栽培模式
利用的是管道式栽培技术，由营养液、自动供水
器、上水及回水管道组成。只要把蔬菜栽种到墙
体的管道内，汲取里面的营养液，植物不需要土
壤就能生长。

赵利华说，7号厅是“技术海洋馆”，宝塔
型立体栽培、升降式管道栽培、转动式管道栽培
等，代表了当前无土栽培的最新模式。

在菜博会9号厅，成排的岩棉栽培槽依次排
开，西红柿缀在枝头，苦瓜已长到20多厘米。同
往届相比，今年的岩棉栽培依然是9号厅的“主
力”。

“这种模式有省空间、高产出、高效益三大
优势。普通大棚种植西红柿，一般每年种两茬，
每茬植株能长到三四米，而用岩棉栽培模式种植
的西红柿几乎可以无限生长。在植株的寿命周期
内，植株能长到10米多高，这样就减少了一个种
植培育期，产量相对就提升了许多。”赵利华
说。

岩棉栽培区西红柿种植区有40多个西红柿品
种。潍坊科技学院种子研发人员孙虎说：“我们
今年选育的系列新品种也在这里展示，果穗整
齐，单果重达20克左右，糖度高，颜色亮粉，无
论在产量还是市场认可度方面，丝毫不逊色于进
口种子。”

一侧的辣椒种植区，已结出不少辣椒。记者
发现，每一棵辣椒的根部都插有黑色管子，且规
则地分布在定植区内。孙虎说，这是水肥一体化
技术，蔬菜定植后，旁边的小黑管就成为养料供
给管道。“它们吃得很‘高端’，只‘喝’配兑
好的营养液，能大大减少病虫害。”孙虎说。

整个9号厅是一个品种推广展示馆，里面有
大量寿光市自主研发的育种及品种展示，而且这
些技术和产品极具推广性。以岩棉栽培为例，这
种自动化、标准化的生产减少了人力需求，一个
占地10亩的大棚，4个人就可以管理。“而一般
大棚，一亩平均用工是两个人”。赵利华说。

今年，整个9号厅共展示西红柿、黄瓜、丝
瓜、苦瓜、西瓜等232个蔬果品种，其中80%是
市场认可度较高的新品种，且大部分是由寿光科
研人员自主研发的。

“目前，洋种子霸占寿光种子市场的局面正
在改变，越来越多的国产种子得到市场的认可和
青睐。”孙虎说。

菜博会10号厅，有一座植物工厂。“室内温
度22度，室内湿度70%。”植物工厂的电子屏幕
上显示着。记者看到，一排排叶菜类蔬菜笼罩在
红蓝紫人造灯光下。

“植物工厂其实是个智慧大棚，其智能精准
采集系统可以实时无线采集温度、湿度、土壤酸
碱度、肥力指标、农残等数据。智能节水节肥控
制系统可根据土壤肥力指标、酸碱度等数据控制
智能管控水阀。”北京云洋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技
术人员杨明江说。

植物工厂利用物联网系统对植物生长的温
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及营养液等环境
条件进行实时监测和自动控制，使设施内植物生
育不受或很少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同时，将光伏
太阳能发电应用到植物工厂中，除可作LED植物
补光系统外，还可应用到营养液循环系统、生物
杀虫灯和自动化控制系统等，有效降低植物工厂
的成本。

“这里没有自然的太阳光照，没有人工环境
的精心照料，但并不影响植物们茁壮生长。”杨
明江说。

菜博会上，现代化冬暖式大棚、拱棚蔬菜优
质高效生产示范区也采用了一系列实用的物联网
技术。如智能放风机和智能卷帘机，仅耗用微量
的手机流量，便可以实时掌握大棚动态并可以通
过手机对大棚进行放风和卷帘等操作。水肥一体
化系统通过大棚智能控制系统可监测土壤温湿
度，自动控制水肥一体化设备，将水、肥相溶
后，直接均匀、定时、定量地浸润于作物根系发
育生长区域。

“菜博会融汇智能化、信息化、水肥一体化
生产管理、机械化操作等先进技术，走在了现代
农业前沿，尽显‘新、特、珍、优’特色。”赵
利华说。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装上一个小小的无线传感器，大棚里的蔬
菜就会“说话”，似乎有感觉、有思想了。大
棚里的温度高了，它会警告你。土壤里的湿度
低了，它会通知你。这就是农业物联网带来的
便利。

“使用物联网后，人们就能和大棚里的蔬
菜对话了。蔬菜需要什么温度，什么时候浇
水，什么时候施肥，浇多少水，施多少肥，这
些都可以智能控制。”寿光云兴农业科技总经
理李波说。

寿光市蔬菜高科技示范园现代农业大棚示
范园1号棚，云兴农业工作人员贾伟用智能手
机就可以自动防风、拉放卷帘机。“我们在大
棚内安装了温度、湿度、氧气、二氧化碳等传
感器。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设定好适宜蔬菜生
长的温度、湿度等数据，实现了轻松便捷的操
作。”

“农业物联网用大量的传感器节点构成监
控网络，通过各种传感器采集信息，帮助农民
及时发现问题，并准确地确定发生问题的位
置。”李波说，“这样农业将逐渐从以人力为
中心、依赖于孤立机械的生产模式，转向以信
息和软件为中心的生产模式。”

浇水施肥不再“约摸着”

寿光市蔬菜高科技示范园的3号、4号展厅
入口，有一套被称作“温室娃娃”的物联网操
控系统，其电子屏幕上显示着室内温度、湿
度、土壤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数据。

“温室娃娃”实时监控的环境指标可以自
动报警，绿色表示正常，红色即为报警。温室
环境监测与智能控制系统，通过室内传感器捕
捉各项数据，经数据采集控制器汇总、中控室
电脑分析处理，结果即时显示在屏幕上。

“若出现异常，‘温室娃娃’会自动报
警。操作人员通过点击鼠标操控风机、遮阳
网、天窗等，实现安全生产监控。”寿光市蔬
菜高科技示范园工作人员李可一说，“温室娃
娃”对于展厅内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有记录存
档。如果想看某一时段植物生长情况，通过
“温室娃娃”也可以调出当时的视频。

“将物联网技术运用到传统农业中，用传
感器和软件，通过移动平台、电脑平台，对农
业生产进行控制，使传统农业更具智慧，从而
着力打造‘智慧农业’。”李波说。

传统农业，浇水、施肥、打药，农民全凭
经验、靠感觉。如今，设施农业生产基地，一
系列作物在不同生长周期曾被“模糊”处理的
问题，都有信息化智能监控系统实时定量“精
确”把关，农民只需按个开关，做个选择，或
是完全听“指令”，就能种好菜、养好花。

远程发现蔬菜病害

“采用无线网络来测量获得作物生长的最
佳条件，可以为温室精准调控提供科学依据，
达到增产、改善品质、调节生长周期、提高经
济效益的目的。”李波说。

蔬菜高科技示范园3、4、9、10号厅，引
进智能全自动水肥一体化技术，通过“蔬菜净

水施肥系统”，井水首先进入净水系统，经砂
滤器、炭滤器、精滤器、RO反渗透膜等多级
净化之后，经自动施肥机根据作物需肥比例把
各种水溶肥料混合至均匀状态后注入贮存池，
之后随各支管道流入定植蔬菜的水培管道，最
终将科学配方的营养液输送到各蔬菜区域，多
余的回收之后再利用。整个系统形成一套密闭
的循环网络，就像人体的血液，周而复始地循
环着，供蔬菜吸收利用。

李波认为，物联网帮助菜农实现了对大棚
蔬菜的精准控制，创造适合作物生长的最佳环
境，从而大大提高农作物的品质。

现在大棚种植户只要坐在家中，电脑或手
机的页面停留在几片蔬菜叶子上，用鼠标一点
点拉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叶片上趴着几只小
蚜虫。李波说，通过物联网的远程监控系统发
现“敌情”后，可以早点做好防护措施。

农产品产销全程监控

“透过物联网及智能监控系统所搜集且上
传至云端的各类资料，可藉由大数据分析出不
同阶段农作物的生长，并进而将此反馈至下一
轮的生产流程当中，以期更加精准地掌握有助
于农作物生产优化的环境因子，同时持续优化
成长条件且提升产能和质量。”李波说，其中
所搜集到的信息可绘制为实时数据曲线、用以
观察某个时间段内作物的整体生长状况，也可
归纳为历史数据曲线以显示耕种环境的年、
月、日变化。

据了解，云兴农业正在使用无线射频通讯
（RFID）和自动化技术对农作物实行自动采
摘、自动分级且分类包装、电子过磅以及仓储
管理等。消费者只需扫描产品包装上的二维
码，便可在手机上清楚地了解蔬果的生产日
期、农药残留检测结果等信息。

“在科技的帮助下，智慧农业的种植环境已
能够被妥善地掌控，农作物的产量及质量可明
显提升且稳定，产品来源安全可追溯。人们的生
活也因而变得更加安心、健康。”李波说。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赵德彦

4月1日，寿光蔬菜高科技示范园，菜博会
10号展厅，几株西红柿树，枝蔓顺着圆形的钢
架四散生长，形如雨伞。“现在还没进入挂果
期，要等到菜博会开幕。”菜博会组委会技术
部部长赵利华说。

据介绍，西红柿树一般高约2 . 5米，树体
覆盖面积百余平方米，一株有上千个生长点。
在西红柿侧枝基部，工作人员用绳牵引至栽培
架，做到互不遮压。“一株西红柿树年结果上
万个，累计产量3000多公斤。”赵利华说。

在10号厅内，还有黄瓜树、辣椒树、甜瓜
树、西瓜树等作物。

“即将开幕的第18届菜博会，展出国内外
蔬菜品种2000多个，种植新技术100多项，栽
培模式80多种，蔬菜文化景观200余个。”菜
博会宣传部长李可一说。

巨人南瓜一天长5公斤

菜博会10号厅，展示着现代农业领域一系
列先进的栽培模式和前沿技术，巨人南瓜是这
里的明星。“现在正是南瓜疯长增重的时节，
平均每天能增重5公斤。”赵利华说。

巨人南瓜，又称倭瓜、番瓜，能当菜又能
当饭，有防治糖尿病、防癌、防中毒、美容等
作用。除了这些“内在价值”外，其叶片如蒲
扇，蔓粗如井绳，瓜大如车轮。

透过厚大叶片的间隙，记者看到一个大南
瓜，通身黄灿灿，上面有带着露水的绒毛。
“等到菜博会开幕时，这些南瓜的根茎会更
粗，南瓜的个头也会越来越大。最大的巨人南
瓜，会有300多公斤。”赵利华说。

这片南瓜园内已经长出大大小小的南瓜10
多个，分散在不同的区域，有的在地面上，有
的还“上了楼”。“这样错层生长，一来是为
了让游客更直观地看到巨人南瓜的身姿，二来
也是为了让南瓜更好地生长，最大面积地汲取
阳光。”赵利华说。

因为巨人南瓜长速快，重量大，管理人员
在每个南瓜的底下还要垫上一些泡沫板，避免
叶片遮挡并预防果实畸形。而被架起生长的南
瓜，从坐果的时候就被高高架起，因为到了后
期会因增重难以移动。

巨人南瓜已在10号厅种植多年。从南瓜花
苞期开始，管理人员就要选果形好、花苞大的
当重点果培养，次果、劣果要及时摘除，让养
分充分供应到重点果上。

蔬菜粮食做成“世界景观”

8号厅，是菜博会的蔬菜文化展厅，工作
人员正在忙着制作各种景点。有的制作粉色的
小鱼，有的在粘贴玉米，有的在用铁丝连接生
姜、土豆。

“6万公斤大姜、12 . 5万公斤土豆、5000
公斤山药、1万公斤芋头，以及1万公斤玉米，
在今年的菜博会上，被用来装饰成8号厅的文
化景观。”菜博会组委会设计部部长张建卫
说。

记者了解到，大型景观“绿色传奇”讲
述了“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神农尝百
草”“精卫填海”“仓颉造字”“缧祖制
衣”“七色梦想”“水晶之恋”“神灯圆
梦”等中外传奇故事。景观“绿色美德”，
从古代圣贤中选择了“百里负米”“千里走
单骑”“孔融让梨”“曹冲称象”“季扎还
愿”等典故，诠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
义、礼、智、信”。

景观“绿展宏志”，则展现古人“磨杵成

针”“牛角挂书”“囊莹映雪”“凿壁借光”
等励志成材的故事。

据了解，这些景观，早在一年前，菜博会
组委会工作人员就开始构思了。“第17届菜博
会开幕后，我们设计部人员就开始考虑第18届
菜博会的蔬菜文化景观了。”张建卫告诉记
者，先是召开务虚会，征集每位工作人员的意
见建议。经过10多天磨合后，确定大的方向，
然后再次详细沟通。

廊架蔬菜成新亮点

4号厅内新增沙漠植物及热带雨林景观
馆，设有智利沙漠—莫埃石像，中国吐鲁番的
火焰山、苏公塔，敦煌的月牙泉、玉门关等景
观。李可一说：“4号厅展现沙漠中的奇丽风
光和自然与人文景观。热带雨林通过一座座绿
色迷宫、木亭和廊桥将绝妙意境呈现在游客眼
前。”

菜博会每个展馆各具特色，除了景观造型
或技术展示外，人们可以欣赏到廊架风景。蛇
瓜、西红柿、茄子、辣椒等这些平日里在土地

上生长的蔬菜，如今被“架”到半空中培育。
3号厅内，“白毛吹雪柱”“翠花掌”

“仙女之舞”“喷火龙”等一大批沙漠植被首
次在此“安家落户”。大榕树、槟榔、椰子、
霸王棕等雨林植物也首次亮相。“一带一路”
沿线12个自然、人文景观也浓缩其中。

除了“南果北移”外，3号厅还有空中风
光。只见拱形的廊架上缀满了形态不一的小南
瓜，或圆或椭，或黄或绿。

“凸珠廊架、龙凤瓜廊架、金星南瓜廊
架、绿栗南瓜廊架等，都是菜博会上的小明
星。因为形态各异、颜色不一，让人印象深
刻。”正在给南瓜廊架摘花、梳理枝蔓的工作
人员魏红说。

10号厅内，茄子、西瓜这些人们最常见的
蔬菜瓜果，也被打造成了廊架风光。“西瓜会
越长越大，重量不断增加，必须用网兜架起，
这样才能保证西瓜正常生长。”赵利华说。

李可一说，廊架风景体现了蔬菜观赏和园
林艺术的互动结合。它将蔬菜进行花样种植的
同时，结合嫁接、整枝、造型等手段，突出了
整个展馆珍稀、奇特、生态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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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4月2日，寿光蔬菜高科技示范园大棚优质
高效示范区4号棚内，种植着“一边倒”桃树。

“‘一边倒’大棚桃栽培技术，可使果树每
一片枝叶都能够均匀受光。这种种植方式，不
仅让油桃具有结果早、果个大、产量高、色泽
红、甜度高、上市早等特点，还便于管理。”
寿光成德大棚水果研究所所长刘成德说。

一般情况下，在大棚里种桃，一亩地的产
量不过2000公斤左右。但刘成德种植的桃树，
每亩的产量却超过了5000公斤。

“这树歪着种能行吗？会不会有问题？”
面对这些疑问，刘成德回答：“其实‘一边
倒’技术也是我偶然间发现的，没想到竟成了
无心插柳。我发现，这样栽种果树可以增大植

物与阳光的接触面，充足的光照对植物的快速
生长有特别明显的效果。”

在2000年之前，刘成德的“一边倒”技术
就已经成型。那时，刘成德天天往外跑，邀请
人家到自己的基地里参观，可人们并不领情。
“没有菜博会，就没有我的今天。菜博会改变
了我的事业，也改变了我的命运。”刘成德
说。

第一届菜博会在2000年举办时，刘成德会
上卖出去了8个大棚的“一边倒”桃树苗。
“虽然收入只有几千元，但已经是非常大的突
破。我开始意识到这个平台的好处。”刘成德
告诉记者。

此后，每参加一届菜博会，刘成德的事业
就上一个新的台阶。2004年菜博会上，刘成德
一下子订出去40万株桃树，收入过百万元。目

前，“一边倒“种植技术已辐射到全国20多个
省市区，仅试验示范基地面积就达1万多亩。

来自乌兰浩特市的刘梦昌问：“山东气候
温暖、雨水充足，桃树长得好。如果栽到气候
相对寒冷、少雨的内蒙古兴安盟，还能长得好
吗？”

“我们有几个品种的桃子可以很好地适应
内蒙古等地区的寒冷气候，你可以称它们为
‘抗寒桃’。这些‘抗寒桃’能抵抗零下30度
的寒冷天气，而且不会被冻死。果实大，甜度
高，一般每年中秋前后就可以上市。”刘成德
说

如今，每天都有成批的人到成德大棚水果
研究所参观、学习。

“只要来学习，我都会倾囊相授。”刘成
德说。

大棚种桃,“一边倒”技术火了

借助物联网，大棚蔬菜施肥、浇水、控温实现智能化操作

这里的蔬菜会“说话”

一个南瓜300多公斤 一株西红柿树结果3000多公斤

菜博会，“吉尼斯”蔬菜在等你

□石如宽 报道
云兴农业科技公司工作人员贾伟，正在查看智能放风机。

□石如宽 报道
布展中的菜博会8号厅，一名工作人员在景观上黏贴红色大豇豆。

第18届菜博会———

“新特珍优”成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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