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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收田里“无人忙”

又到一年夏收时，风吹麦田、鳞光四射的丰收景象
遍布中国大地。农民常说，“夏收就是龙口夺食”。在各
小麦主产区，一到每年五六月份，便可见到农民在田间
地头抢收时“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如今，夏收有
了新方法，科技与农业的结合让收割机的工作效率大大
提升。有的夏收田里甚至出现了“无人忙”的现象。乡
亲们足不出户，便可收获丰收的喜悦。

在河北邯郸磁县讲武城镇西陈村的麦地里，村民马
天强的手机里不断刷新着智能联合收割机实时传输的数
据，与此同时，在自家金灿灿的麦田里，一台台智能联
合收割机马达轰鸣，秩序井然地收获着新熟的麦子。

与传统的联合收割机不同，智能收割机上装有“金
匣子”——不同的部件上安有多种传感器，可以实时记
录收割机的运行时间、收割量、运动轨迹等数据。有了
这样的设备，马天强便可以坐在家里只用手机充分了解
当天田里的作业情况。他不禁感慨，过去一台收割机上
最少得 3个人，1个负责开车、1个丈量面积、1个收钱。
如今，几个人的活，一个人就干了。

随着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发展，农业也插
上了科技的“翅膀”。

6月份的山东诸城上庄村烈日当空，阳光照耀着一望
无际的麦田。此时，金山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服务队队
员徐金华正驾驶着一台大型联合收割机进行麦收作业。
面对眼下巨大的收割量，驾驶室里的徐金华却不慌不
忙。仔细一看便会发现玄机：收割机的方向盘正在自动
调整方向，带动整台机器向前行进。原来，这竟是一台
能够自己“看路”、自己“前进”的智能收割机。

这台长了“眼睛”的收割机拥有一颗高科技“智慧
大脑”——北斗导航农机自动驾驶系统。搭载着这一系
统的收割机，可以利用卫星提供的高精度定位信息，实
现自动行进和自动避障的精准作业。

徐金华驾驶的智能联合收割机刚刚驶过，一台圆草
捆打捆机便在雷沃 M1204 拖拉机牵引下，紧随其后，进
行打捆作业。打捆机可以用自己的“嘴巴”将收割过后

散落在地里的麦秸吸进机器里，紧接着，一个约250公斤
重的圆形麦秸捆就呈现在众人的眼前了。

相较传统农机，智能农机装有远程监控和卫星定位
设备，并对相关检测数据进行实时上传，对农机作业类
型、轨迹、深度等重要数据进行记录并上传至服务器。
播种、打药、收割等环节同一地块均可以实现数据共
享，通过分析数据，即可全面实时掌握农机使用和农业
生产情况。

大设备干“精细活”

夏收结束，夏种开始，智能农机继续大显身手。
在夏收完成的上庄村，玉米播种正在整齐有序地进

行着。一台自动驾驶的拖拉机牵引着一台4行气吸式精量
播种机，稳步行驶在田间地头。一个穴只播一粒种，这
款看上去粗犷的机器做的可是精细活。

“机器播下的玉米种子每穴只有一粒，能行吗？”现
场有些农民“老把式”不服气，“祖祖辈辈种地的经验可
是一穴双粒”。

“气吸式播种器由高速风机产生负压，传给排种盘的
真空室，排种盘回转时，在真空室负压作用下吸附种
子，并随排种盘一起转动。当种子转出真空室后，不再
承受负压，就靠自重或在刮种器作用下落在沟内，播种
精度大于98%。”诸城市农机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台沐云
耐心解释。

播种均匀、深度一致、出苗整齐、省时省力……技
术人员一口气列举了气吸式精量播种机的诸多优点，在
场农民连连竖起大拇指。如今，上庄村的玉米长势喜
人，超过预期。

科技发展让农活省时省力。无人驾驶播种机能识别
地块自动掉头、实现厘米级精准播种，让农民告别“面
朝黄土背朝天”。

6月12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姚家庄村赵县光辉
农业机械服务合作社的农田里，2019 年河北省 （赵县）
智慧农场夏季作业现场会拉开大幕，数台“互联网＋”
智慧农机装备向人们展示了“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

在现场，一台搭载北斗定位系统的无人驾驶播种机

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开启卫星定位导航系统后，技术人
员设定好数据，油门、方向盘都不用人来操作，机械即
可实现全程无人驾驶自动导航播种。此外，该机器还可
以根据设定轨迹进行自动掉头，智能识别、躲避障碍
物，播种效率较以往提高 3 倍以上，播种误差能精确到
厘米级别，完美解决以往人工操作机器“播行不直”的
问题。

赵县光辉农业机械服务合作社负责人姚凤娟说：“植
保无人机、精准灌溉注肥控制器、无人驾驶播种机等让
我们节省了大量人力成本。以前，每到春耕、夏收，我
们需要雇用六七十人进行作业。现在依靠智慧农机，10
个人就够了，还节约了 20%左右的肥料、30%左右的水，
可谓一举多得。”

北方播种，南方插秧。
近日，在江苏句容市郭庄镇种粮大户谢纪兵的万

亩良田里，几台插秧机正有条不紊地东西穿行，摆秧
盘、起步、前进……留下一行行绿线。走近一看，这
些灵活自如的插秧机上也没有驾驶员，只有一名工人
在摆放秧苗。

这是句容市今年新引进的无人插秧机。无人驾驶插
秧机操作人员只要在田间地头做好定位规划，机器就会
自动插秧，地块越大越规整。据了解，当地还同时引进
推广了测深施肥施药栽插一体机，可以实现缓控释肥与
插秧一体化开展，让种田更便捷。

“无人”插秧不仅让农民不再“累弯腰”，更大大提
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无人插秧机平均 8-10 分钟栽插一
亩，每小时可完成栽插8亩；还可根据水稻品种和栽插时
间调节种植间距，大大提高水稻机械化作业精准化程
度，也有利于作物生长和田间管理；一台无人插秧机一
季农忙至少可以节省一名人工和1万多元人工费。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浙江德清、陕西杨凌、
安徽巢湖……无人机作业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
开，智能农机正一步步改变农业作业模式。

农业管理的好帮手

5 月下旬，内蒙古迎来一年一度的稻米插秧时节，

在 当地科尔沁右翼中旗的阿里巴巴淘乡甜兴安盟大
米标准示范基地稻田中，出现一款新设备：智能墒
情仪。

科右中旗杜尔基镇双金嘎查村长韩玉亭说：“之前，
插秧育秧都是靠自身经验，存在很大局限性。有了这个
设备，就可以利用精准数据，更有效地施肥加水，还能
时刻把握土壤信息，我们农户的风险也降低了。”

据了解，这款智能农业设备，不仅可以实时监测稻
田中土壤体积水分含量和土壤温度，还能自动识别土壤
饱和含水量、持水量以及作物活动的根系深度。

在农作物管理阶段，当地还陆续启用了可以监测病
虫害并打农药的无人机。这种农用无人机只需在指定农
田上空飞行一圈，就能判断是否有病虫害、病虫害的密
度和严重程度，甚至可以以此预估产量。

除了智能墒情仪和无人机，智能水肥一体化设备也
是农业管理阶段的绝妙帮手。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属于干旱大陆性气候，降水量
少，但却是我国重要的棉花产地。当地的棉花播种面积
超过了经济作物播种总面积的2/3，近年来，这里逐渐实
现了棉田的智能化管理，不断增产增收。

“以前种地施肥顶着烈日，费时费力，如今在手机上
下载一个 APP，输入农田施肥量数据，在设备对农作物
进行滴灌时，液态滴灌肥与水一同滴入农作物的根部，
完成农田施肥作业。”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村民刘晓成这
样说。

智能水肥一体化技术和设备，可以提升农田生产效
率和化肥利用率，是保障粮棉安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的重要举措。

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研究员路振国评
价道：“这种系统在世界比较先进，可以在人力上节省开
支，智能控制模式，起到增产增效的作用。”

如今，不仅是新疆昌吉州，这种便利高效的水肥一
体设备在河北、四川等许多省份和地区都已推广开来。

各地多款智能农业设备和系统在今年三夏的应用只
是当代中国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现在，中国的农业生产机械化进入了新时期。“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样的画面正渐渐成为历史，如
今的中国正向着农业强国快步迈进。

近年来，智能农机成为备受社会
关注的热词。相对比于传统的农业机
械，智能农机具有智能安全、高效节
本、多能通用等诸多优势。现代农业
绿色优质、节本丰产、高效发展离不
开智能农机装备，通过众多智能化系
统应用，在耕种管收植保各环节，以
智能农业装备为基础的精准农业可以
做到科学决策、按需农作，实现对生

产资源的节约和对土地的更好利用，
兼顾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

自动导航、作业状态监测、作业
过程自适应调控和变量作业能力，则
进一步保障了大型农业装备的高作业
效率和作业质量的高稳定性。“机器
换人”实现的重要一环就是智能农机
装备的自动化作业，在自动控制系统
作用下，降低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

提高农业作业效率，为现代化农业规
模化发展打下基础。

畅想未来，当农业机械足够智能，
农民将不再需要面朝黄土背朝天，而
是面对着电脑或手机终端，控制机械
完成农业生产。那时，农民这一职业也
许会像现在的“码农”一样，成为21
世纪最时髦的工种。这就需要我们做
好准备，迎接农机智能化的趋势。

做好技术准备。智能农机要想大
规模投入使用，还得具备简单便捷、
可操作性强、性能稳定、环境适应性
强等特点。这就需要更成熟的技术支
撑。因此，发展智能农机，不仅催生
新技术，更要让已经研发出的技术和
设备稳定可靠，这就离不开踏实而专
业的技术准备。

做好人员技术培训。智能农机的

普遍使用离不开其操作者，这就需要农
业生产者学习操作智能农机的相关技
能。农机智能化趋势带来的必然是农
业生产者生产技能的革新，熟悉操作
各种无人设备、了解互联网的基本知识
并具备农机故障时的应急处理能力是很
必要的。这也需要我们培训出更多可以
适应农机智能化趋势的“码农”农民。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规范管理。

智能农机是一种高效便捷的工具，与其
强大能力相对应的是对环境有更强大的
改造和影响力。如何保证智能农机的环
保性和安全性、如何规范智能农机的操
作和使用、如何规避智能农机可能带来
的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在调研的基础上
做好管理方案并出台相关法规。这样
便可以从制度和管理上双管齐下，保
证智能农机用得舒心、用得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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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上“智慧大脑” 农民变身“码农”

智能农机收获智慧三夏
杨俊峰 雷杰如 洪君

装上装上““智慧大脑智慧大脑”” 农民变身农民变身““码农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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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联合收割机自动驾驶联合收割机、、无人插秧机无人插秧机、、免耕精量播种机免耕精量播种机、、植保无人植保无人
机……近年来机……近年来，，智能农机从田间试验步入夏收夏种一线智能农机从田间试验步入夏收夏种一线，，开启了开启了““三三
夏夏””无人作业新模式无人作业新模式。。

从曾经从曾经““黄金铺地黄金铺地、、老少弯腰老少弯腰””到现在到现在““只闻机器响只闻机器响、、不见人奔不见人奔
忙忙”，”，随着智慧农业和随着智慧农业和““互联网互联网++农机作业农机作业””模式的兴起模式的兴起，，农机装备应农机装备应
用正在向智能化转型升级用正在向智能化转型升级。。装备升级换代装上装备升级换代装上““智慧大脑智慧大脑”，”，农民也摇农民也摇
身一变成为身一变成为““码农码农”，”，科技发展正不断革新着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科技发展正不断革新着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

以充足准备迎接农机智能化新趋势
杨俊峰

5月 28日，海南省儋州市水稻统防统治现场，大疆农业植保机器人
T16正在田间进行施药飞行作业。 （资料图片）

5月 28日，海南省儋州市水稻统防统治现场，大疆农业植保机器人
T16正在田间进行施药飞行作业。 （资料图片）

5月 10日，新疆沙雅县钵施然智能农机有限公司内，产业工人正在
装配采棉机。 俞刘东摄（人民视觉）

5月 10日，新疆沙雅县钵施然智能农机有限公司内，产业工人正在
装配采棉机。 俞刘东摄（人民视觉）

6月 15日，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在福建福州的一家示范农场的大
棚内巡检。 新华社记者 林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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