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30 日，农业部印发《“十三五”全国

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提出在未来五

年，农业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应用比例

要达到 17%。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副司长

王小兵表示，随着国家信息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农业信息化的春天已经到来。

山东农业大学校长温孚江介绍，农业大数据

在生产环节、产品流通领域、管理决策等方面都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温孚江认为，生物信息数据库是特别能说明

问题的例子。山东农业大学建立了包括种质资

源、植物基因组、植物转录组等 4000余份，数据量

2TB 左右的生物信息数据库，基于此，已经定位

和克隆了高产、优质、高抗等主要农艺性状的基

因，构建了快速鉴定田间病害的试剂盒等，目前

已建数据库 9 个，在线使用软件 27 个，涵

盖物种多达 259个。

“未来农业大数据能否发挥作用，

关键在于大数据的架构是否规范，数据

来源是否可靠，海量是否能够保证。”杨宝祝

说，但是他发现目前有一些农

业大数据，或者是数据量较

少，达不到发现知识、智慧的

目的；或者是数据量足够大，但存在杂乱

无章的现象。

杨 宝 祝 认 为 ，目 前 在 农 业 领 域 ，

还无法做到银行系统、阿里巴巴购物

系 统 那 样 ，海 量 又 规 范 的 大 数 据 储

存，而这方面正是农业要努力迎头赶

上的地方。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道亮也认为，

未来我国农业大数据要在基础研究、海

量数据、精准预测上下工夫，现在存在

的技术不成熟、大型制造商接入程度

低、缺乏模式、缺乏规范、缺乏政策等

问题，要通过技术、商业模式、产学研

联合，共同建设完善农业物联网大数

据，推进农业现代化。

大数据既需架构又要海量大数据既需架构又要海量

近日，天津市首家食用农产品零售市场快检室在河西区
大梅江菜市场正式挂牌启用。快检室实验设备一应俱全，群
众最为关心的农药残留、注水肉、瘦肉精等食品安全问题，在
这里都可以进行快速检测，对不合格产品一律暂停销售。

图为 10月 28日，天津市河西区大梅江菜市场快检室工
作人员在测定肉品含水率。 新华社记者 白禹摄

菜场建实验室严守舌尖安全

10月 27日，亚洲规模最大的全地下再生水厂槐房再生
水厂正式通水运行，出水水质主要指标可达地表四类水体。
槐房再生水厂的建成标志着北京市污水治理3年行动计划全
面完成，北京市污水处理、再生水生产利用、防汛能力得到了
全面提升，中心城区水污染治理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亚洲最大地下再生水厂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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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河北省香河县引进高新机器
人企业落户，已有30余家来自京津地区的机器人相关企业签
约入驻香河县机器人产业港，其中，北京精波仪表有限公司、
汇天威科技有限公司等10余家企业已经投产，初步形成了涵
盖核心零配件、本体和系统集成在内的机器人产业体系。

图为10月28日，产业港一家企业工人在测试3D打印机。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承接京津机器人产业转移

10月20日，国务院印发了《全国农业现代化规

划（2016—2020年）》，提出了“创新强农着力推进农

业转型升级”的重大任务，从五大领域布局“十三

五”期间全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任务，并具体落实到

智慧农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等14项重大工程。

“智慧农业”正在成为一个潮词，农业智能化

已成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方向，智慧农业已

成为发展的路径之一。但是，10 月 28 日，智慧农

业发布三季报，公司 2016 年 1—9 月营业收入同

比下降 2.19%，公司本季度净利润环比上季度下

降 234%。实际上，不单单是这一家公司利润在

下降，从事智慧农业产业的不少公司，都感受到

了智慧农业在中国发展的并不顺利。

这一热一冷，让智慧农业如何发展似乎掉入

了“云里雾里”。

“智慧农业的概念由电脑农业、精准农业（精

细农业）、数字农业、智能农业等名词演化而来，

其技术体系主要包括农业物联网、农业大数据和

农业云平台等三个方面，智慧农业要实现跨越发

展，必须要在‘质量’上下工夫。”日前，在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研究员杨宝祝强调。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宋雪 张鹏 记者王建
高）近日，由世界 500强企业蒂森克虏伯集团投资

的德枫丹（青岛）机械有限公司与青岛西海岸新

区签署项目投资协议，大兆瓦风力发电机零部件

项目正式落户青岛。

此次签约落户的大兆瓦风力发电机零部件

项目，总投资 3150 万欧元，将规划建设大兆瓦风

力发电机零部件项目生产基地，拓展海上风电设

备等新领域，设计生产 6 兆瓦以上风力发电机环

件、法兰、大尺径海上风电回转支承以及世界上

最大直径的变桨和偏航轴承，并配备世界先进技

术、生产设备及最优化的管理。

早在 2006年，蒂森克虏伯集团便在青岛西海

岸新区投资设立了德枫丹（青岛）机械公司，主要

从事风力发电机、民用航空飞机所需高质量精密

轴承和回转支承的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蒂森

克虏伯集团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累计投资已达 1.3

亿欧元。

大兆瓦风力发电机零部件项目落户青岛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盖伦）近日，我国首批

具 有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的 5 兆 瓦 海 上 风 电 机 组

（H151-5MW），在江苏省如东县海装风电公司

下线。

该产品由中船重工（重庆）海装风电设备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装风电”）打造，是全球唯一

一款适应 3 类风区的 5MW 级别海上风电机组，

是我国第一个通过低电压穿越测试、第一个获得

设计认证和型式认证、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并批量生产的海上风电机组。海装风电研发中

心副主任张海亚说，一台 5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设

备，每小时可输出五千度电，供一万户家庭使

用。在其 25年的寿命期里，全自动运行的机组可

输出超过 3亿度电，相当于节约 4万吨标准煤，减

少 28.8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十二五”期间，国内海上风电发展缓慢。张

海亚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没有适宜的海上风电

主 机 产 品 。 经 过 行 业 专 家 团 的 鉴 定 ，

H151-5MW 机组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该机组在同等风速条件下，比国际上同级别机组

发电量提高 20%以上。海装风电董事长、党委书

记孙建中表示，海装风电公司首批 5 兆瓦产品的

成功下线，标志着我国装备制造业成功掌握了大

型海上风电设计制造技术、打破了国外设备企业

的行业垄断、为我国海上风电行业的“十三五”目

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

首批自主知识产权5兆瓦海上风电机组下线

科技日报讯（记者高博）日前，国家海洋环

境预报中心召开 2016 年拉尼娜事件滚动预测

会 商 。 中 科 院 大 气 所 、北 京 大 学 及 国 家 气 候

中 心 的 专 家 预 测 ：11 月 南 海 还 会 受 两 次 台 风

影响。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布：2016 年 7 月赤

道中东太平洋进入拉尼娜状态并持续至今，预计

11月份赤道中东太平洋将仍然处于拉尼娜状态，

并在冬季对我国近海海温、冬季海冰、台风及其

引发的灾害性风暴潮、海浪，及其他海洋环境产

生持续性的影响。

受拉尼娜影响，2016年我国秋季台风生成及

登陆个数较常年同期偏多，截至 10月 25日，今年

10月已有 4个台风生成，较常年同期（3.6个）略偏

多，其中 2 个已在我国南部沿海登陆。预计 2016

年 11 月将有 2 个热带气旋影响我国南海海域。

中国近海受台风活动引发的灾害性海浪、风暴潮

过程较常年同期略偏多。

海温方面，预计 11 月份，我国渤海、黄海南

部、北部湾海温略偏低，黄海北部、东海和南海大

部海温略偏高。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预计 2016 至 2017 年

冬季渤海及黄海北部海域冰情可达到常年平均

水平，2016年 11月底至 12月上旬为初冰期，2017

年 1 月中旬至 2 月中旬将进入严重冰期，随后海

冰将逐步融化，3 月中旬以后海冰影响将结束。

专家称，热带太平洋海洋大气发展演变尚有许多

不确定因素。

拉尼娜年，11月还有俩台风

科技日报讯（记者矫阳）记者从铁路部门获

悉，京张高铁引入北京铁路枢纽工程于 10 月 25

日正式开工，各标段工程也正在有序推进，确保

2019年全线开通。

作为国家规划实施的重点建设项目，北京至

张家口高速铁路（以下简称京张高铁）是“八纵八

横”京兰通道的东段。同时，也是 2022 年北京—

张家口冬奥会的重点配套交通基础设施。

据介绍，日前，为配合京张高铁北京北至清

河段引入北京铁路枢纽工程施工，同时满足施

工作业期间民众乘坐原北京北站始发（终到）列

车的出行需求，自 2016 年 11 月 1 日起，北京北

站、清河站暂停办理客运业务，清华园站停止办

理客运业务。

1909年通车的京张铁路，是中国人修建的第

一条干线铁路。百年后，京张高铁也全面开建，

2019 年全线开通后，届时速度将从百年前的 35

公里/小时飙升至 350 公里/小时。2022 年，北京

和张家口联合举办冬奥会，京张高铁将成为冬奥

会的主力交通工具。

京张高铁引入北京铁路枢纽工程开工

在位于首钢总公司内的北京静态交通研发示范基地内，
十三种不同类型的停车设备和立体车库使这里成为立体车库
的“样板间”。这些由首钢研发的停车设备和立体车库分别可
以适应小区、医院、学校、公交场站等不同场地的不同需求，缓
解“停车难”。图为 10月 27日，一名工作人员在演示将车辆
停入双环型智能圆形塔库内。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探访北京立体车库“样板间”

文·本报记者 马爱平

“从1994年起，我国农业工程科技界就开始研

究海外发达国家的精细农业技术，到如今，智能技

术与装备正在迅速融入到各种应用领域中。”10月

28日，在中国发展论坛暨第三届智慧农业创新发展

国际研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汪懋华介绍。

“目前，我国农业物联网技术已经比较成熟，过

去我们需要进口一些传感器和设备，但是现在我们

国产的好多设备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杨宝祝说。

传统农业在生产过程中，无论是农作物的种植

还是水产、畜禽的养殖，多凭农牧渔民的经验和感

觉进行生产，这样很难做到精准化和利益最大化。

对比传统农业生产，杨宝祝说：“物联网通过

对环境的实时监测、跟踪和控制，使得农事操作更

加便利和科学，大幅度降低劳力成本，提高农产品

的产量和品质，进而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目标。”

杨宝祝进一步解释，农业物联网的技术和产

品主要是通过传感技术、智能技术还有网络技术，

实现全面感知、可靠传递、智能处理、自动控制。

传感技术是对于动植物的生长环境和生育信息进

行采集；网络技术是通过移动互联技术来实现信

息的传输；智能技术是对动植物生长情况和环境

条件进行分析；自动控制则是根据动植物生长需

要对环境进行调节，使环境更加适合动植物生长。

杨宝祝呼吁，当智慧农业这场农业科技革命

悄然兴起的时候，还需要从“头”做起，踏实做好

物联网技术的普及与推广。“数据产生知识，知识

产生智慧，农业实时传感数据是智慧农业的基

础，低成本、易用可靠的物联网传感设备和控制

设备是智慧农业能否广泛应用和普及的关键。”

杨宝祝说。

农业物联网要从头做起

“十二五”期间，我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十

分迅速，应用领域和面积不断扩大，应用层次不

断加深，应用效果也得到了较好的显现，整体上

处于国际中等发展水平，个别方面已达到了国际

领先或先进水平。但是，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

同应用对象间差别较大，同时，农业信息化发展

的整体“质量”不高。

“相比其他行业，农业更需要建立云平台。

农业分布广、领域多、规模小、用户分散，很难也

没必要让每个用户都建立自己应用系统，应根据

地区或行业需要，建立特定区域或特定行业的农

业云平台。这样，一方面可以降低软硬件投入，

包括服务器、机房、操作系统等，另一方面，可以

通过集中开发和运行，降低各种应用系统的开发

成本，提高开发质量，缩短开发周期，减少运维成

本等。”杨宝祝说。

杨宝祝表示，“十三五”期间，随着国家在政

策、项目、资金等方面支持力度的加大，农业云平

台将迎来快速发展期，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

上都会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但同时必须在“质

量”上下工夫，否则，智慧农业发展的速度将受到

影响。

“所谓质量，就是计算机技术和农业业务的

结合程度，关键是如何让农业信息技术嵌入到农

业生产过程之中，成为农业生产的要素之一，做

到像种子、化肥、农药一样，让农业生产离不开

它，真正发挥平台服务的作用。”杨宝祝说。

同时，农业云平台是一个细分的产业，它是

云平台和农业业务的交叉部分，也有自身的发展

规律，有相应的研究、示范和产业化链条。其中，

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主要定位是研究和示范，

企业的主要定位则是产业化。杨宝祝说，遗憾的

是，现在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内部循环，没有形成

一个全局的大循环体系。

“所以，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

模式，按区域、按行业来建立云平台，为相应的

用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杨宝祝说。

农业云平台要形成大循环

智慧农业智慧农业

概念虽火现实仍然概念虽火现实仍然““骨感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