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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北斗三号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正式开通。此前，我省已
率先享受到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的优
质服务。其中，为智慧农机提供精
细作业导航服务，是北斗系统在我
省应用的重要领域。

济宁市兖州区农机大户关鹏鹤
就率先用上了北斗系统。去年 9

月，关鹏鹤花十多万元买了一台起
垄机和一台拖拉机。为了提高作业
效率，他还专门花5万多元定了一
套导航设备。“去年秋天，我用这
台带导航的农机干了5000多亩地的
活。”关鹏鹤说，起垄、播种、收
割等作业，需要较高的操作精度，
一个熟练的农机手一天顶多作业
100亩，但有了导航系统，农机作
业效率将成倍提升。

“之前也有人用带导航的农
机，不过大多是GPS系统。去年，
我们发现能用北斗系统，就换了
‘北斗’。”关鹏鹤说，因为基准
站众多且已连成网，北斗卫星导航
定位系统的导航精度有很大提升，
“给种粮大户起垄时，农机开2公

里，误差都不过2厘米。”
北斗系统让导航更加精准，意

味着精细农业的作业水平和效率显
著提升。“现在，带北斗导航的农
机作业效率提高了3倍左右，一台
车一天就能作业400亩地，可以白
天晚上连轴转。”关鹏鹤说，设定
好程序和参数后，在北斗导航的指
引下，农机就能自动作业，而且通
过手机就能查看农机作业情况，作
业质量大幅提升。

“因为去年我的作业质量好、
效率高，今年夏天有十几个大户提
前给我订了五六千亩的作业服务
单。”关鹏鹤说，种粮大户们特别
要求，一定要用带北斗导航系统的
自动化农机。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
服务订单，今年初，关鹏鹤又买了
一台加装北斗导航设备的雷沃
M1404—X拖拉机。

除了为智慧农机、无人机等提
供高精度的导航服务，北斗系统还
可对智慧农机进行精准远程定位、
控制和调度。

潍坊的北斗智能烘干机及作业

监管平台，就是在传统谷物烘干机
的基础上加入北斗定位模块、智能
传感模块和通讯传输模块，对烘干
机的工作状态全程进行远程智能化
监测和管理。

“对设备的地理位置、机械运
行参数、作业处理量、运行时长、
水分值以及环保参数等进行多路监
测，并实时远程传输到远端管理中
心，甚至手机App端。”山东北斗
智慧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钢
说，与传统智能农机相比，北斗智

能农机及作业监管平台不仅对农机
作业指标进行远程、实时管控，最
大限度实现农机间高效调度、远程
管理，还帮助农民清除信息盲点，
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资源浪费、
成本增加等问题。

“农机装了深松智能监测系
统，我们就能实时监测农机的作业
位置、时间和范围，作业深度是否
达标也能监测。”兖州区兴隆庄街
道农机站站长古宁宁说，以前，当
地的深耕、深松等农机作业补贴发

放是靠大量人工测量、测算，耗时
耗力；而近几年，则以相关北斗系
统的监测数据为作业补贴发放的主
要依据。

古宁宁说的农机作业实时监测
数据，都传输并汇集到了兖州区智
慧农机创新中心的山东省农机管理
云平台。

“目前，全区已经安装智能监
测终端700多台，其中深耕深松监
测终端设备安装183台，初步实现
了农机定位、作业面积统计与查
询、机具信息采集、作业状态参数
采集、无线数据传输、作业轨迹引
导等功能。”兖州区农机服务中心
农机校校长李健说，在今年的“三
夏”生产中，农机管理云平台就收
集分析信息化终端数据，为农机专
业合作社和农机大户科学调度农业
机械，开展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发
挥了作用。

“目前，智慧农机创新中心已
完成深松作业质量监测平台数据对
接，正在与秸秆禁烧远程监控系统
进行数据对接，而且‘无人农场’
正在筹建中。以后，借助北斗智能
监管系统还能监测地区粮食产量，
甚至粮食的干湿度和产品质量。”
李健说。北斗系统在农业测产、农
业保险的农田受灾面积精准测算以
及农产品安全的精准溯源等方面，
也将发挥巨大作用。

“北斗”导航，农机作业效率提3倍
北斗系统可进行远程控制调度，为山东智慧农业保驾护航

农村大众报记者 祝超群

除了提供高精度的导航服务，北斗系统还可对智慧农机进行精
准远程定位、控制和调度。

有机肥含有大量有机质，对
改良土壤结构、提升耕地地力有
明显作用，被一些农民称为“金
疙瘩”。记者近日在一些农业大
省采访了解到，有机肥的推广取
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成本高、
效益低、配套不足、价值难以体
现等难题。

2019年，农业农村部在175个
县(市)开展试点，支持农民和新型
经营主体等使用以畜禽粪污为原
料的有机肥，减少化肥用量，受到
基层欢迎。但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
环境学院教授李小坤认为，施用
有机肥的农户还是不多，特别是
在大田作物上，农民接受有机肥
的程度较低。基层农业干部和农

民反映，当前有机肥推广主要面
临四重难题。

——— 有机肥肥效慢，增产效果
不佳。多名农业干部反映，有机肥
在土壤中分解、被植物吸收利用的
过程较慢，对土壤地力的改善不是
一朝一夕就可以看到的，很难满足
农作物高产、高效的需要，这一瓶
颈阻碍了有机肥的推广。

——— 部分农民对有机肥的认
识仍有欠缺。李小坤认为，施用
化肥导致土壤质量退化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短时间表现不太明
显，农户在种植过程中感受不到
只施用化肥对土壤的危害，只有
当土壤出现严重问题时，才会考
虑施用有机肥改良土壤。而施用
有机肥的好处短期内看不见，不
利的一面却比较明显。

有机肥市场鱼龙混杂也影响
了农民的认识。贵州省农科院土
肥所负责人秦松说，近年来有机
肥企业快速增加，但市场监管跟

不上，有机肥质量参差不齐，一
些农民受过假冒伪劣有机肥料的
坑害，对有机肥接受程度更低。

——— 有机肥投入成本相对化
肥要高。有机肥由于制作过程比
较复杂，需要投入大量人工，导
致有机肥生产成本较高。内蒙古
种植大户祁凤君说，有机肥每亩
投入达200多元，比化肥高1倍，
但短期内收益减少20%左右。

——— 有机肥市场效益难以充
分体现。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的
“全国种粮标兵”刘进良说，有
机大米售价是普通大米的6倍左
右，但投入也是普通大米的三四
倍，加上有机种植的产量只有常
规种植的70%左右，综合算账，利
润并没有高太多。

基层干部和农民建议，要从政
策扶持、技术推广、科技支撑、有机
食品市场推广等四个方面持续发
力，加快有机肥的推广应用。

（据新华社）

“金疙瘩”叫好不叫座

有机肥推广遇四大难题

仲秋时节，记者应邀走进黄三
角农高区，参加了在此举办的中国
科学院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工程实验
室研讨会，和与会代表走进黄河三
角洲现代农业技术创新中心，见识
了高端上档次的科研新成果：果实
采摘机器人、害虫天敌规模化生产
线、国内最大的藜麦种质资源库。

在智能农业机械装备技术创新
中心（新一代农机装备智造园），
一个采摘机器人吸引了代表们的目
光，底座类似推土机的底座，由履
带与20个轮子构成，其上是粗壮的
身躯，上端连接着一个可以灵活转
动的“手臂”，当然还有两只目光
如炬的“眼睛”。该中心主任陈海

华博士说，这是科研人员利用人工
智能和多传感器融合技术，设计制
造的，可以破解复杂的果蔬收获难
题。

采摘机器人采摘草莓的有趣表
演开始了，只见“他”用眼睛扫描
一遍，识别目标，转动轮子，履带
向前铺展，身躯逐渐靠近前方一颗
红彤彤的草莓，伸展胳膊，张开两
个如同螃蟹螯肢的手指，抓住草莓
果实，然后切断果蒂，移到果筐上
方，松开手指，轻轻放下果实。

接着，代表们从室内移步室
外，在大田旁边，观看了旋耕机器
人的现场表演。这款机器人名叫鸿
鹄T30，牵引动力为50马力。通过

远程的路径规划，“他”一会儿前
进，一会儿后退，一会儿转弯，行
动灵活自如。不仅如此，“他”还
能结合不同地块情况，依据需求调
节耕层的深浅。陈海华说，运用鸿
鹄T30旋耕一亩地，仅用两度电，
花一块多钱，省力又省钱。

陈海华透露，除了上述两款智
能农机产品，科研人员还成功研制
了4款不同用途的机器人。例如，巡
视机器人，可以智能管理作物播种、
生长、收获整个生命周期，实时监测
作物生长环境；植保机器人，能够携
带农药，在不同高度针对作物的不
同部位进行喷洒。在成功研制智能
机器人样机的基础上，目前，他们正

在建设智能农机总装车间和测试车
间，预计明年4月可实现批量生产。

益虫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
心开展授粉和天敌昆虫资源开发和
高效利用研究，通过关键技术和产
品创新、示范和转化，为我国绿色
农业发展提供产品和技术支撑。

走进益虫创新中心，代表们先
后参观了种质资源库、精准化育种
实验室、智能繁育实验室、中试车
间，看到了一头头熊蜂、捕食螨。
正在这里从事研发的赵岗博士介
绍，熊蜂可以替代人工给作物授
粉，捕食螨捕食蚜虫、红蜘蛛，起
到以虫治虫的作用。

赵岗说，从今年3月中心开始

运营以来，科研人员陆续开展了熊
蜂新品系的采集、评估与驯化、育
种模块设计、全自动规模化繁育技
术开发，捕食螨三级饲养技术的优
化。今年打算生产商品熊蜂1 . 2万
箱、捕食螨1万盒，至今，部分产
品已经销往东营市河口区、广饶
县、利津县和寿光市，用于大棚蔬
菜授粉、害虫防控。预计到2025

年，将建成集品系采集与评估、育
种、规模化生产等为一体的全链条
益虫资源开发产业集群。

走进藜麦研发大楼，宛如走进
了藜麦的世界：种质资源库里，不
同品系的藜麦种子琳琅满目；产业
开发成果展示橱窗内，藜麦产品各
式各样。藜麦创新平台副主任赵鹏
说，这里建有国内最大的藜麦种质
资源库及覆盖藜麦全基因组的突变
体库，拥有3000多份种质资源和遗
传材料，另建有高标准育种试验基
地1000亩。今年，计划选育亩产
400-600斤的耐盐碱藜麦新品种3-5

个，引进藜麦加工企业1家。

熊蜂、捕食螨在这儿实现了规模化生产
用于大棚蔬菜授粉、害虫防控
农村大众报记者 陈建志 通讯员 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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