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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化植物工厂智慧种植模
式，通过新型栽培工艺、数字技
术、自动化装备等技术创新，丰
富应用类型，打造多种高性能植
物工厂，为我国植物工厂建设和
运营成本高、能源消耗大、自动
化程度低、技术管理复杂等突出
问题，探索出一系列性能更出色
的植物工厂解决方案。

做法及模式
一是提高光效、降低能耗。围

绕植物工厂光源及光环境等开展
技术研究，构建了多种作物的光
配方数据，优化植物光源选型，
并研制出光温耦合协同调温策略
及节能控制技术，同步结合栽培
层基于小苗—中苗—成菜的分段
式动态布光技术，显著降低植物
工厂能耗。

二是创制植物工厂自动化作业
系统。针对目前国内超高层植物
工厂成套自动化作业装备缺乏的
问题，开展作物—机器系统机艺
融合与防损机制研究，创制了高
层植物工厂自动化作业机器人及
配套装备，实现播种—移栽—搬
运—定植—采收等全流程无人化
作业。

三是建设植物工厂智能化管控
系统。结合环境控制、作物排
产、劳动力管理、能耗消耗等综
合要素管理，研发了植物工厂数
字化管理系统，利用深度学习技
术对数据进行分析融合，开发多
因子协同环境控制模型与植物生
长模型，实现植物工厂精准智能
化管控。

四是开发多种类型植物工厂解
决方案。针对不同作物品种、不
同使用场景开发都市农业生产型
植物工厂、基于组培或播种形式
种苗扩繁育苗植物工厂、科研用
的气候室型植物工厂、ViVi可呼
吸式便携装活体菜植物工厂等。

技术创新
一是优化栽培系统工艺设计，突

破土地和空间利用率。自主研发的栽

培种植盒，采用新型的栽培孔布置，

种植密度达到22株/平方米，并采用

了先进的灌溉工艺NFT(营养液膜)灌

溉方式，减少营养液的存积，降低栽

培架40%的重量，实现了最高可达32

层的超高层栽培，可进行多层设计布

局，成倍提高了植物工厂栽培容积

率。

二是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实现植

物工厂运营降本增效。根据不同作物

生长期对环境需求进行精准调控，

为作物定制专属的智能 LED 光配

方、营养液配方，构建精准环控模

型，通过环境耦合控制降低能耗，

实现投入最优、产出最大化。

三是开展模块化设计，减少建造

成本。采用栽培架、种植盒、植物光

源分体模块化设计，方便各类空间现

场组装，解决了传统栽培架组装费工

费时等问题，有效降低了植物工厂建

设投入。

四是自主研发设施作业机器人，

降低人工成本。创新六轴机器人、

AGV运输小车、超高层提升机等自

动化设备，实现移苗分栽、苗盘转

运、定植搬运、种植、采收等流程作

业无人化，大幅减少人工劳动和成

本，提高种植采收效率和自动化效

率，单位面积投入产出比提高2倍。

成本效益
生产型植物工厂，大幅提高了空

间利用率、作物品质，生产过程的部

分环节实现了无人化或少人化作业，

减少了用工成本，提高了作物种植

全流程高精准管控能力。植物工厂
中的自动化装备、栽培设施、数字
化管理软件及模型均实现了100%国
产化，同样产出下，可降低劳动力
成本 85%，综合能耗降低 30%，建
设成本降低40%。

编者按：智慧农业，也称精准农业或数字农业，是指利用先进技术、数据驱动的创新实践优化农作物和畜牧业生产的各
个方面。当前，我国智慧农业建设正迈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信息化技术与农业生产进一步耦合，智慧农业将为我国
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近日，农业农村部官网《智慧农业在行动》专题发布了一些智慧农业典型
案例，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为让大家对典型案例有所了解，《北方蔬菜报》将陆续摘编刊发。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供稿

MAP(ModernAgriculture-
Platform，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平台)
模式，通过数字农业技术及产品推
广应用，着重解决农业种植难、卖
粮难、管理难等问题，将现代化的
生产要素、经营模式传播给各类农
业生产者，帮助农业生产者增产增
收、农业提质增效。

做法及模式
一是种植生产服务。MAP针对

不同规模种植主体自主开发MAP智
农、MAP大师等数字农业系统，为农
户和大型农场提供遥感巡田、精准气
象、病虫害预警等服务。通过应用

“遥感巡田”，规模种植户巡田时间
可以从1天-3天降至30分钟，田间
出现异常时，系统将自动预警并及时
提供诊断和处方。通过“精准气象”，
农户可预知未来2小时到40天的天
气预报及 25种气象灾害预报，准确
率达到88%。通过“精准种植”，可识
别水稻、小麦、玉米、柑橘等作物的
122 种病害、326 种害虫和 419 种农
田杂草，准确度均高于85%。通过开
发数字化“精准水肥”算法，帮助农
户科学实现节水节肥。同时，MAP大
师APP具备农场管理、生产决策等功
能，可以满足千亩以上大农场管人、
管物、管事、管财需求，赋能农场高效
运营。

二 是 农 产 品 溯 源 服 务 。建 立
MAPbeSide全程品控溯源体系，实
现农产品生产全过程可追溯。从种
植、仓储、加工、质检、物流、销
售等 6 个环节采集信息，具有采
集、赋码、监管、溯源、查询等 5
大功能，确保上链数据不间断。在
信息展示上，创新采用时间戳、地
理戳、品质戳以及 MAP 绿色发展
指数的“三戳一指数”展示形式，消
费者通过扫描 MAPbeSide 二维码
即可直观了解农产品从田间到舌尖
的 全 生 命 周 期 过 程 。截 至 目 前 ，
MAPbeSide 全程品控溯源产品已

有 111 款，2022 年推广MAPbeSide
标签超过4000万枚。

三是农机服务。为缓解收获高峰
期可能存在的农机服务能力不足的
问题，MAP在不断强化自身农机配
备的同时，于2023年 7月上线“数字
化农机社会化服务平台”，通过明确
农机作业标准，整合农机订单资源，
着重解决农户与农机社会化服务组
织的供需错配与信任难题，降低行业
服务成本、提升服务质量。目前，平
台已入驻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 290
个，通过平台撮合形成订单，已在山
东、河北等地完成夏收作业超过 50
万亩。

四是政府决策服务。MAP围绕
农业生产、服务和监管痛点，结合数
字农业资源优势，与地方政府一道，
打造集农业生产、管理、政务于一体
的综合服务平台。一方面，可以助力
政府部门更加清晰地了解全域农业
产业情况，精准制定产业政策；另一
方面，可以围绕具体扶持的作物，制
定更有针对性的补贴政策，精准锚定
补贴对象。如，某地区水稻产业曾面
临品种多、品质杂、品牌乱等问题，水
稻种植效益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不
高。MAP 进入后，与地方政府的合
作，从100多个杂乱品种中精准筛选
出了3档、6大品种集中推广，并制定
了涵盖栽培、植保、植物营养的一站
式全程种植解决方案。当地针对这6
大品种出台了专项补贴，通过数字化
技术确保补贴发放精准到位。截至目
前，该地区20余万亩稻田中，6大品
种覆盖超过 15万亩，平均每亩增产
9.2%，每亩增收292元。由于品种统
一、品质有保证，大米品牌溢价效果
明显。

发展成效
MAP 模式通过良种+良法、线

上+线下、技术+产业相结合，在2022
年线下服务面积超过 2800万亩，实
现粮食增产24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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