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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助力农业精准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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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颗浙江农业“芯片”交相辉映

沼虾，是今天人们餐桌上常见的一道菜肴，然而，曾经“育不成、
养不大、养不活”的问题，几乎给我国罗氏沼虾育苗及养殖产业造成
了毁灭性打击。浙江省淡水研究历经近十年的技术研发和品种创
新，先后突破人工选育、疫病防控等技术难题，培育出国内唯一的罗
氏沼虾养殖新品种——“南太湖2号”。如今，一亩罗氏沼虾的产量
提高了30%以上，现在可以达到200~250公斤，并且不易受到病害的
困扰。

从低产到高产、稳产，再到优质，一个个像罗氏沼虾产量演变的
案例，折射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实现了从“吃得饱”向“吃
得好”的历史性转变。用最少的投入，产出最优质的农产品，满足食
物安全、营养需求，让老百姓可以以同等的价格采购到性价比更高
的心仪农产品，一批批农业科技工作者正在将更多的农业科技应用
到农业生产中来，实现从“吃得饱”到“吃得好”的转变。

安全的农产品既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
的”。随着信息经济发展，人工智能、物联网、快速识
别、区块链等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建立食品等重要
产品追溯体系、从源头开始监控产品安全成为了可
能。

农产品质量追溯是基于“一物一码”的技术为农
产品建立身份标识，有了该系统任何一个农产品都将
是唯一的一个，农产品的种植从管理、生产、流通、仓
储到终端销售的整个过程在消费者面前都无所遁形。

为确保追溯体系的有序推进，浙江不断健全追溯
体系建设，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就是其中
之一。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按照全省统
一基本模块、统一追溯码编码规则、统一追溯标志标
识、各地特色开发的理念进行搭建，引导各地已有追
溯信息平台与省平台对接，实现数据互通共享，为产
地准出和市场准入打下基础。

截至 2018 年底，浙江省 85 个涉农县全部建成农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其中 32 个涉农县已经建成
覆盖县、乡（镇）、村三级的“智慧监管”网格体系，全省
4.5 万余家规模农产品生产主体纳入主体信息库管
理，2.2 万家生产主体实现二维码追溯，324 万余条定
性检测数据信息上传追溯平台，形成了颇具浙江特色
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浙江省农科院农产品质量标准研究所是省内专
业从事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科研机构，为了帮助消费者
更好地了解农产品产地溯源技术，副所长袁玉伟向记
者介绍了该所的最新成果——可以对农产品进行真
实性识别的“火眼金睛”。

据介绍，农产品产地溯源研究团队依托“农业农
村部农产品信息溯源重点实验室”，利用稳定同位素
和 25 种矿物元素等构建的指纹识别技术，开展了大

米、茶叶、枸杞、灵芝、杭白菊和有机蔬菜等产地溯源
与鉴别研究，目前可以成功实现对有机大米、东北大
米和浙江茶叶的产地溯源。

“以大米为例，根据构建的大米产地判别模型，对
黑龙江和吉林大米产地预测准确率达到99.8%，对浙
江、江苏、湖南和贵州产地大米预测准确率达到
99.6%，同时可以准确预测有无重金属超标的大米产
地。”袁玉伟称，今后，将检测溯源模型与信息追溯系
统对接，可实现源头倒查，增加消费者对产品信息的
信任度，从一定程度上保障消费安全。此外，使用该
模型在加大对企业产品品牌保护支撑力度的同时还
可服务于政府监管，进行快速预警和风险管控。

“建设完善产品追溯体系，有利于讲好产品‘故
事’，有利于推动产品信息公开，有利于挤压假冒伪
劣商品生存空间，对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氛围，促进
消费和产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袁玉伟说。

2018年，浙江省商务厅启动重要产品追溯“1+X”
建设模式，即将按照政企合作模式，多方共同推动浙
江省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按照“1+X”机制，政府
与市场各取所长、各负其责。政府主导建设一个全省
重要产品追溯平台（即“1”），同时发挥市场追溯服务
企业作用，搞好全省重要产品追溯平台与多家重要产
品追溯第三方服务平台共建对接（即“X”），搭建重要
产品追溯体系，为消费者提供产品追溯信息查询、追
溯知识宣传等服务。

此外，浙江建立了基于地理编码的生鲜蔬菜安全
生产与溯源技术，该技术设计了蔬菜安全生产标准化
档案记录规范，涵盖了八大方面35项内容，通过空间
定位，可查询某个农户的农产品产地分部和具体种
植、产品销售等信息，并可通过多媒体终端实现农产
品安全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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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溯源让虚假“无处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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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让我们“吃”得更好
——看舌尖上的浙江如何变迁

壮丽七十年 奋斗新时代

本报记者 陈路漫

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作方式成为农业
发展的“过去式”,当“无人机”“无人车”等黑科技成
为农民的“新宠”，当互联网+的浪潮席卷大地，建国
70 年来，数字化正在给传统农业带来巨大变革，农
业生产方式逐渐向“指尖上的农业”转型升级。

在金华市婺城区的美保龙种猪育种基地，最为
人称道的，不是花园式的猪场，而是“喝着咖啡挑种
猪”。底气就来自于这里精细化的管理方式：比如，
环境控制和空气净化采用智能化，供料、饮水、控
温、生产性能的测定则全都实现了自动化，猪群就
像生活在别墅里，不仅少生病、长得快，而且大大减
少了人工，养殖效益自然明显。

这样的例子在浙江乡村不胜枚举。记者了解
到，浙江省正在推进数字乡村行动，2019 年着力运
用地理信息技术，集成标准农田、土地确权、农业主
体、种养基地、农业特色小镇、渔业船舶、农业项目、
农机调度、土地流转、病虫害测报等元素，形成相互
叠加、互联互通、共有共享的乡村全域电子地图。

“定位查询到所站立的农田位置，屏幕上便会
跳出这块田的土壤类型、养分特性等信息，系统还
会出具一份推荐施肥的方案，建议农户种植单季稻
所用肥料数量和施肥时间。”浙江省农科院副研究
员麻万诸向记者所介绍的，就是由省农科院研发并
且已经投入使用的“测土配方施肥专家咨询操作系
统”。

2018年，浙江启动万家主体免费测土配方服务
活动，以进一步推进化肥使用量零增长，部署建立

“精准化测土、科学化配方、减量化施肥”绿色施肥
模式，实施万家主体“一户一业一方”专业化精准施
肥，力争到2020年，全省主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
技术覆盖率达 90%以上、肥料利用率达 40%以上，
基本遏制盲目施肥和过量施肥现象，化肥使用总量

比 2017 年下降 2%。“测土配方施肥专家咨询操作
系统”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介绍，该系统将农田土壤养分、施肥知识库、
专家经验和施肥模型集成于农业地理服务“一张
图”中，以智能手机、触摸屏和计算机等多种终端形
式，面向普通种植户、乡镇农技人员推送智能施肥
推荐服务。通过手机自带的 GPS 直接定位到野外
的具体田块上，可现场进行田块的养分信息查询、
评估以及精准施肥推荐；而触摸屏终端形式则以各
地农资店或公共服务中心为载体，可以便捷、直观
地为农户在购买化肥农资时提供肥料用量与配比
参考。

在传统小农经济的经营模式下，农业生产布局
分散、效率低下的问题突出，数字化生产的持续发
力将改变农业靠天吃饭的格局。“数字化农业”以物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AI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为支
撑，收集气候、种植、生产、农资、专家、销售、市场等
各类农业数据，帮助农户农企转型升级，实现农产
品更安全、更营养、更值钱。

据了解，通过发挥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力
量，浙江将加大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各个领域
的研究和推广应用，大力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加
大数字技术在作物栽培、畜禽饲养、水产养殖和种
子繁育等农业生产领域应用的研究和推广，加快建
设一批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数字农业示范基
地。

同时，浙江将推进智能精准掌握动植物生长、
调控环境温湿度、监测土壤肥力和病虫害等，实现
生产过程的智能化管理；加快农技服务平台的开发
和应用，着力打通农技推广服务链接基地的“最后
一公里”。

“这个米吃起来既柔软，又有嚼劲。”“吃起来偏糯
性，香甜可口。”在2019年浙江农博会4号馆浙江农科
院的展馆，一大批市民将一处展台围了个水泄不通，
争抢着品尝一锅刚烧好的大米——“华粳 308 号”。
该品种是由浙江省农科院病生所分子设计育种研究
所将“南粳 46 号”和“月之光”进行培育并筛选的“新
鲜出炉”的优质粳稻。

项目负责人王华博士曾在日本留学 8 年研究水
稻，他说，很多人觉得日本的米饭比中国的好吃，因
此，他一直在思考怎么可以种出产量又高、口感又接
近日本大米的品种？回国后，王华经过近 10 年的潜
心选育，这款味道不输日本“越光”的新品种诞生了。
据介绍，“华粳 308 号”目前亩产量可以达到 500~550
公斤，价格在 18 元一公斤左右，和动辄 100 元一公斤
的日本进口大米相比，口感及各项指标都不差。

如今，市场需求更加多元，从求数量到求质量、求
特色，高产已经不是农民增收的唯一途径，吃得饱也
不是老百姓唯一的诉求，有机、绿色等高品质成了新
发展方向，像“华粳 308 号”这样的优质新品种，每天
都在浙江的土地上“开花结果”。

东阳玉米研究所是浙江省农科院下属的17个研
究所之一，是一个全省性的玉米专业研究所。“十一
五”以来，东阳玉米研究所通过国外优异甜玉米种质
资源与国内丰富的糯玉米地方种质资源的基因聚合、
优势互补，选育出更适宜浙江省的鲜食甜糯玉米新品
种。迄今累计选育出浙甜系列、浙糯系列、浙单系列
等玉米新品种20余个，创建“浙江之最”春季甜、糯玉
米高产纪录。

在玉米的出苗期、拔节期、开花期、成熟期等，科
研人员都需要到田间观测植株的各种农艺性状，并记
录大量的相关数据，然后输入电脑，对产量、品质、抗
逆、抗病、抗虫等进行研究分析。之后通过每季的亲
本组培，不断改良，最终培育出符合市场需求和大众
口味的玉米品种。

作为一名中生代的技术人员，研究所的科研人员
谭禾平感受最深的是这些年的科技进步。“刚参加工
作时，病虫害的防治主要靠人工喷施农药，当时还未
禁用高毒高残的农药。如今，病虫害防治手段更加丰
富，如生物防治方法，通过性诱剂诱捕玉米螟雄性成
虫，以减少幼虫的产生；需要药物防治时，也多采取自
动化手段，如可电动喷施药剂，无人机的使用频率也
较高。”谭禾平坦言，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进步，助推
玉米的品质不断提升。

种子是农产品生命的源头，想要将最优质的农产
品端上餐桌，“育种工程”意义重大。国产优质种子的
成功推广应用，不仅利农又利民，也规避了我国种子
资源被日本、欧洲等跨国种业公司长期垄断的重大风
险和隐患。

记者从浙江省科技厅获悉，截至2018年底，浙江
省共育成新品种（组合）445个，其中通过国家审（认）
定60个、省审（认）定247个，获得品种权保护206个，
选育的优良品种已实现大面积推广应用。其中，共有
114个新品种列入2019年度浙江省主导品种，37项新
技术列入浙江省主推技术。

浙江省科技厅农村处处长钱玉红表示，浙江省育
种专项自“十二五”时期以来，坚持整合、协作、共享、
创新的原则，育成了一批优良品种，积累了一批重要
种质资源，集聚了一批专业育种人才，为浙江种业发
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为更好地推动下一阶段育种工作，钱玉红告诉记
者，浙江省建立了具有浙江特色的粮食、蔬菜、果品、
畜禽、水产、中药材等种质资源库、信息平台和数据库
查询系统，建成了一批种苗园、保种场或基因库，收
集、整理和保存了5万多份具有育种价值和经济价值
的种质资源、标本资源及种质遗传材料，并创制了一
大批具有优良性状的育种材料，为下一阶段开展遗传
育种储备了充足的种质资源。

浙江省淡水研究所科研人员检查罗氏沼虾种虾生长情况（图片由浙江省淡水研究所提供）

杭州市民在2019浙江农博会现场品尝“华粳308号”
本报记者 蒋闻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