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902期（总第952期） 本期16版面向全国面向全国 服务三农服务三农
2025年1月

农历甲辰年十二月十八
星期五 17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7-0123
国内邮发代号:23-319

全 国 蔬 菜 质 量 标 准 中 心 推 广 应 用 平 台 北 方 蔬 菜 报 社 出 版 中 国 农 科 院 蔬 菜 花 卉 研 究 所 协 办

微信扫官方公众号

微信扫官方视频号

和 每 一 颗 生 菜 一
样，每一个心怀梦想的

“新农人”，都必须接受
市场的检验，而看起来
本应水到渠成的步骤，
或许也会有意想不到的
波折。

熊元科就分享了自
己的“意难平”。在本
次参赛方案落地过程
中，他们这个有点“书
生气”的团队，就因为
缺乏经验和资源，导致
原本在纸面上“看起来
很美好”的方案，最终
落地时出现了不少问
题，效果大打折扣。

事实上，如何让新
科技落地生根，乃至带
来更大的产业革新，是
藏在“多多农研科技大
赛”集装箱里，更大的

“野心”。
“植物工厂是农业数

字化的前沿板块，也是
近年来农业高新技术成
果落地应用的活跃领
域。”大赛评委、中国
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
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主任、首席专家赵春
江表示。

解晓巍说，他们在
大赛期间，每天基本都
会接到 3-10 个不等的
电话，咨询产品沟通合
作，“这让我们觉得非
常受用”。而在决赛终
期评审时，还有客户专
程 赶 到 现 场 看 产 品 ，

“我们在现场一共接待
了五组这样的客户，最
远的是从蒙古国来的”。

墨泉队的参赛方案
也获得了不少市场主体
青睐，其正在与上海餐
饮企业合作，尝试种植
健康绿色韭菜，目前处
在试验阶段；公司还与
中东企业尝试种植罗
勒、芝麻菜等沙拉菜品
种，在泰国尝试种植草
莓等非热带地区常见水

果，希望用技术满足更
多地区的不同需求。

在中国农业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贺冬仙
看来，植物工厂的产业
化之路任重道远。她觉
得，植物工厂不能单纯
地看产量和品质，更要
注重商业模式的落地。

“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
通过植物工厂来打造智
慧农业的商业化方案，
最终让这些技术走向大
规模应用，成为一个稳
定、可复制的模式。”
她说，“我们希望它能
进入到普通人家里，逐
步降低成本，把这项技
术的优势带给更多消费
者。”

而在解晓巍看来，
“植物工厂”这个当代
智慧农业领域炙手可热
的方向，也是中国人在
农业产业新的突破口。

“ 叶 菜 侠 ” 背 后 的 公
司，来自中国蔬菜之乡
山东寿光所在的潍坊，
2020年成立以来，就专
注于沙拉菜、中国菜、
中草药材、合成生物等
绿叶草本类作物标准化
生产工艺研究，目前其
拥有多套自主知识产权
的绿叶菜生产装备体
系，已经在日本、韩
国、阿鲁巴、泰国等国
家和地区落地植物工厂
模式，而他们未来的方
向，也是坚定地“出
海”。“我们的种植集装
箱，已经卖到新加坡、日
本这样的地方，客户根
据我们的操作手册，哪
怕是零基础的‘小白’，
也能种出优质的蔬菜，
这对新加坡这样人口密
度大、土地稀少、蔬菜
种植成本高的地方，有
很大的商业价值。”

小小的集装箱里，
藏着广阔的市场，以及
智慧农业无尽的遐想。

集装箱：或是设施农业“新农田”
从集装箱里的生菜，到餐桌上的生意，集装箱里的小小乾坤，或许会在不远的将来，改变世界的面貌。题记：

□南方周末吴一一报道

清晨，集装箱里的灯光慢慢亮起，
系统正在模拟大自然里晨曦时分缓缓变
化的光线，以及强弱不定的微风。一排
排种植架上的水培生菜，浸润在人工温
光下，开启新一轮的光合作用。

千里之外，解晓巍通过远程传输数
据，看到这些生菜的尺寸，已经跑赢团
队最乐观的预期。他很高兴——这意味
着，集装箱里小小的“植物工厂”正在
按计划工作，他们的理念和设计逐步奏
效。

这不是科幻场景，而是前不久举办
的光明多多垂直农业挑战赛暨第四届

“多多农研科技大赛”的现场。在上海
崇明的光明花博邨，每一座集装箱都是
一个“小型农场”，集成了工业自动
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农业技
术，探索着设施农业最前沿的部分。

在植物工厂的科技探索背后，农业
产业迎来翻天覆地的重构，智慧农业未
来的模样正在显现——交叉的科学领
域，多元的人才结构，全新的产业链，
以及商业落地的巨大空间。

从集装箱里的生菜，到餐桌上的生
意，集装箱里的小小乾坤，或许会在不
远的将来，改变世界的面貌。

所谓植物工厂，是一种
全新的种植模式，它能够在
高度控制的环境中，实现作
物的高效、智能化种植。每
一个集装箱都充满了科技
感，也都是一方新农业探索
的“实验田”。

赛博农人队将冷源接入
系统与冷凝水回收技术结
合，采用了多源节能调控系
统。在集装箱内，他们通过
冷源接入降低温度，最大程
度减少空调能耗。在生菜生
长的明期，当箱外温度低于
箱内 10摄氏度以上，或者
在生菜生长的暗期，箱外温
度低于箱内 7 摄氏度以上
时，系统就会自动启动冷
源。

这一创新系统的价值在
寒潮来袭时得到了验证。通
过启动冷源接入系统，他们
成功将空调的日能耗环比降
低了 56%。最终，他们的
栽培面积和产量较上届比
赛分别增加了2倍多、6倍
多，而空调能耗占比却下
降了近 70个百分点，展示
了在节能与高效之间的巨
大突破。队长杨浩表示：

“如果将这套方案应用到大
型植物工厂，每公斤生菜
的用电成本可以降到行业
领先的 10度电以内，这让
我们看到植物工厂的可持续
发展前景。”

上海农科院团队设计了
一种可移动的垂直吊挂栽培
架，这个栽培架根据作物的
不同生长需求，可以逐步展
开，确保每一株生菜都能在
20 厘米的生长间距内茁壮
成长。整个集装箱内高达6
层的栽培架，为 1600 多株
生菜保障了充足的生长空
间。为了确保环境更加适宜
生菜的生长，上海农科院团
队还为集装箱配备了独特的
灯光系统。红光、蓝光和紫
外光分别对应着地上部分生
长、根系生长和维生素C的
积累。“经过50天的悉心照
顾，我们最终收获了302千

克生菜，超过预期一倍。”
队员们骄傲地说道。

叶菜侠队采取了一种更
具“人文关怀”的设计思
路，将植物生长的环境当作

“家”来打造。在他们的集
装箱内，每个种植单元都配
备了遮光帘，并精心设计了
空调风管和通风系统，让生
菜在人工线性控制的环境下
感受到“自然”的日出日落
和清风拂面。“我们把每一
棵菜都当做人来照顾，想方
设法让它更舒适。”叶菜侠
队的解晓巍说，最终的结果
超出了预期，单株生菜均重
超 300克，“这也证明了我
们的思路是可行的”。

绿叶先锋队从空间利用
的角度出发，突破性地省去

“操作舱”，极大提高了集装
箱的空间利用率。通过创新
的“新农田”模式，他们将
集装箱的空间利用率提高至
2.8，相较传统的田间种植
方式，栽培面积得到了显著
提升。最终，绿叶先锋队以
近290千克的总产量取得了
比赛的第二名。队员孙维拓
表示：“接下来，我们将进
一步优化结构设计，力求将
植物工厂技术做成世界领先
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队
伍种植的同一种生菜，也呈
现出了明显不同的口感。

室墨司源队队长熊元科
逐一点评了各队的成果：自
己种的生菜整体光强比较
弱，植物向上生长，叶柄有
点长，吃起来叶尖最甜，越
往下越脆，“有一点点苦
感，但主要是脆”；绿叶先
锋队的生菜是极致的脆，有
一点甜；上海农科院队的生
菜很均衡，哪里都是正常的
甜、正常的水；外形最显著
的是叶菜侠队的生菜，特别
大，口感也不错。“我很惊
喜，第一次认识到每个队伍
明明种的是同一种菜，但吃
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各
有各的侧重点。”

集装箱里的“实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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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商业的“一步之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