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向奔赴

看似利用计算机来“遥控”番

茄生长，但在徐丹眼中，比赛带来

的思考和意义却更为深远。“传统

农业生产中，经验主义占据了很

大部分，如果我们将种植经验与

大数据、人工智能相整合，建立一

套标准和算法，将有机会在未曾

了解和熟悉的环境下也能实现农

业跨区域、跨季节、跨时间生产。”

AI所具备的修正能力给徐丹

留下深刻印象。据他讲述，在今年

2月时，团队还没有注意到植物的

叶片长短发生了变化，但AI系统

预判可能紫外线的强度增加后，

温度的变化会导致叶片变小。基

于此，“番茄快长”队将叶片从13

片增加至18片，保持了植物整体

的叶面大小。进入春季后，云南的

温度急剧上升，光照一下子变得

很强。由于前期干预，番茄依然处

于一个较好的平衡生长状态，产

量也较为稳定。

若是细数徐丹与数字农业结

下缘分，得回到2013年。彼时，他

从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硕士毕业，

随后在荷兰一家较大的番茄种植

企业工作了两年。除了学习工厂

化的番茄生产，他更是惊讶于管

理者和种植者对这套系统的理解

和应用，就连农场里养牛的工人

也很了解土壤微生物、土壤有机

质、地理遥感信息等内容。

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徐丹

的斗志。2015年，他将荷兰积累的

人脉资源带回国内，极星农业智

慧农业基地就此成形，并根据北

京的气候条件等进行设施优化，

还引入了荷兰无土栽培、番茄工

厂化育苗、水培叶菜等技术模式。

“我们花了3-4年消化这些技术，

还培养了一群年轻的技术骨干。”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们也

变了身份。在基地里，检验、采收、

打包、装车被切割为一个个环节，

农人不再全程参与劳作，而是成

为产业工人，曾经仰天鼻息的生

产压力和风险也转移至公司层

面，由后者设法提升经营和效率。

未来农业

“土地资源是有限的，但人口

还在增长，对美好食物的需求也

在增加，如何基于有限自然资源

去索取更高品质的食物，我认为

只能向科技求助，通过公司经营

来整合资源，实现规模高效生产。

当整个产业链都动起来，能够分

摊环境经营和市场的风险，农业

也就真正实现了稳定和可持续。”

徐丹说道。

从第一届的人机对抗、第二

届的质与量双赢，到第三届免去

土壤与光照，大赛的要求越来越

苛刻，迫使着来自全球的年轻科

学家们在资源有限的模拟环境中

专研出农业种植的数字密码。就

拿第二届比赛来说，入围决赛的

四支队伍中，“90后”成员占比约

八成。既有高校背景的学术研究

者，也有商业化种植的从业者。

“农业不应该是个孤岛。发展现

代农业，发力点可能不仅是种植端

本身，而是整个上游，工业配套得跟

上。”徐丹举例称，例如荷兰在温室

使用的一些材料结构很轻很微小，

但设计精良，既能起到同样的支撑

强度，还能减少温室边缘1%-2%的

光照。“看似是一个农业产业，背后

是有很多产业相融合的结果。未来

从事农业生产的新农人也不一定要

具备农业专业背景，材料专业的、学

工程的、学设计的，或者是互联网和

学习人工智能算法的，他们最终都

将服务于农业生产。”

如今，传统农业正在加速拥

抱数字化。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等技术为生产提效，也将进一

步丰富北京淡季农产品供应，并

加强“首都菜篮子”的高效性和安

全性。据了解，当前北京市已出台

《北京市高效设施农业用地试点

工作方案》，重点围绕六环路周边

区域，构建高效设施农业规模化、

园区化、集群化的发展格局，2022

年底规模达到2500亩，2025年将

达到5000亩。

北京更多温室正在变得越来

越“聪明”。据农业农村部介绍，位

于海淀的10万平方米玻璃温室成

为北京首个智慧设施农业试点，

也是京津冀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

国产智能连栋温室。首批产量预

计达到700吨，未来单位面积产量

将比传统设施高4至5倍。

Q：第一次看见荷兰的温室是

什么印象？

A：2013年毕业后在荷兰一家

很大的番茄种植企业工作了两年，

跟有着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一起

学习种番茄，才发现其实我们可以

在一个装备很精良的玻璃房子里

提供植物想要的温度、光照、二氧

化碳、水肥等，有着较高的生产效

率。从开始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

我每天都在问自己，有机农业能否

喂饱我们全人类。

2015年回国后，尝试将在荷

兰四五年积累的人脉资源带到中

国，最终根据北京的气候条件等搭

建了这个基地，也引入了荷兰比较

先进的无土栽培、番茄工厂化育

苗、水培叶菜等技术。后来，我们花

了3-4年的时间来消化这些技术，

培养了一群非常年轻的技术骨干。

Q：如何让这么多“95后”保持

对农业的热情？

A：团队现在大致有13-14人，

整体平均年龄不超过28岁，大部分

是本科或研究生毕业后直接来基

地。第一年我们会进行一些实操培

训，然后让他们慢慢接触生产，了

解现代农业的经营模式。

每天和植物打交道，会有一

些辛苦，但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

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我们能以

科技手段主动为植物创造它所需

要的环境，并掌握植物对环境的

反馈信息，如同“阅读植物”。传统

农业更多是看天，但现代农业是

看植物，对其进行按需定制。年轻

人了解到这种新方式时，是很好

奇和兴奋的。

Q：能成为第二届“多多农研

科技大赛”的冠军，您认为最重要

的因素是什么？

A：科研院校队伍的理论基础

比较强，我们算是实践经验丰富

些。在环境调控之外，我们也会进

行容易被忽视的农事操作，比如

剪叶子、调整密度等。每周我们会

与现场的工人视频沟通，详细交

代标准化的流程。而且会调控番

茄营养生长的平衡，不是仅奔着

产量去。最后就是一些植物、环境

等模型的支撑，来帮助我们修正

种植经验主义。

现代农业会对中国整个农业

生产模式产生深远影响，但现在还

有很多瓶颈，比如设备成本、观念

转变、人才短缺等。在智能设施下

生产的蔬菜需要匹配相应的供应

链体系，包括冷链物流、定价机制

等。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也较

为复杂，我们仅仅是开了个头。未

来国内发展现代农业，不止种植

端，工业配套也得跟上。

很多人认为种地的门槛极低，

不太需要人才、互联网前沿技术，

这让我们感觉农业就像一个孤岛。

事实上国内并不缺技术和设备，但

它们更需要很好地汇聚到农业中

来。如果能将跨学科的技术装备整

合，现有的农业生产方式能够有一

个飞跃。

北京极星农业总经理徐丹：

农业不应该是孤岛

青年科学家们利用作

物生长模型、卷积算法等AI

技术，将草莓产量提升至高

出农人组196.32%

第一届
看点：

人机对抗种草莓

“喜柿”队番茄果实

维生素C含量高于传统

栽培番茄80.8%

第二届
看点：

番茄种得多，也要种得好

第三届

看点：

更低能耗、更短时间

种出更高产量

更好品质的生菜

“番茄快长”队产量与

同期荷兰温室种植小

番茄的巅峰产量一致

前期，海选15支团队参
加初赛，得分最高的4支队伍
进入决赛，开展实际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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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荩“多多农研科技大赛”这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