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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蔬蔬蔬菜菜菜在在在“““说说说”””啥啥啥
全全全都都都“““听听听”””得得得懂懂懂
物联网技术让蔬菜生长指标一目目了了然然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晓霜 张牟幸子 本报通讯员 侯磊

曾经网络偷菜游戏“开心农场”风靡一时，大家打开
电脑轻点鼠标就可以为自己虚拟农场里的蔬菜浇水施
肥，还可以随时观察蔬菜的生长情况。现在这种情况已
经变为现实，蔬菜物联网的使用迈出了智能管理蔬菜大
棚的第一步。20日，记者来到滨州经济开发区里则街道
办事处的蔬菜基地，实地感受了一下物联网技术在有机
蔬菜种植上的应用。

以前几个人看一个棚

现在一人管两棚
20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开发

区里则街道办事处的万亩蔬菜园。
其中一个蔬菜大棚内，一名工作人
员正在为大棚里种植的西红柿喷
洒液体白糖。这名工作人员叫吕春
学，今年已经50岁，就是附近村里
的村民。吕春学告诉记者，他以前
一直种蔬菜，种过应季蔬菜，也种
过大棚蔬菜，“那时候种菜全靠经
验，大棚里的水分啊湿度啥的都是
自己估摸着来，收成有好有坏，而
且要一天到晚住在大棚里，可麻烦
了！”

就在和记者聊天的过程里，吕
春学手底下也没闲着，不到二十分
钟的时间他已经给一半的蔬菜喷
洒完白糖。“我们这个蔬菜基地里
管理大棚的也就十来个人，以前那
种大棚要好几个人来管才行呢，现
在一个人能管俩大棚！”吕春学还
给记者介绍，现在大棚里有了农业
物联网无线测控终端，棚里的温

度、湿度、土壤水分湿度都能检测
出来，一看外面的显示屏就知道，

“这样种菜心里就更有数了，而且
你看着大棚的墙都一米多厚，里面
都是保温材料，比以前的大棚可高
级多了，更有利于蔬菜的生长。”

因为大棚里安装有摄像头，吕
春学只需要定时为大棚里的蔬菜
喷洒营养液和通风浇水，不用每天
都住在大棚里。尽管现在管理两个
大棚，吕春学却更加轻松容易了。

种菜不再仅靠经验

有啥情况接着知道
“原来没安上物联网之前，这

个大棚里基本上是每时每刻都离
不了人啊，现在我三五天不来都没
事，非常智能。”管理1号棚的司家
村村民赵洪生说，原来采用传统方
法种植，靠技术员的经验来判断是
否需要浇水、施肥，出现失误的情
况时有发生。

“就拿我那个种黄瓜的大棚来
说，没安上蔬菜物联网之前，因为
我有事3天没去看，1亩的黄瓜里有

半数得了‘霜霉病’，叶子都黄了，
一下子就损失近5000元。”赵洪生
说，使用传统模式种植，有时候光
检查一遍一个大棚里的蔬菜就需
要3天。然而，使用物联网技术之
后，就可以精准地把握蔬菜的需求
了。“以前必须要到现场看才能知
道出了什么样的问题，现在物联网
技术运用之后，可以在电脑上检测
温度、湿度了，知道这些就可以知
道植物是否得病了，可以及时防
治，减少损失。”

下一步也要让消费者

自己通过手机“看菜”
一共20个大棚，分别种着西红

柿、黄瓜、茄子、辣椒、西葫芦五个
品种的蔬菜，每个品种的蔬菜只有
一个大棚里安装了物联网系统，

“同样的蔬菜施肥、浇水、管理都是
一样的，监控一个大棚就可以知道
其他大棚的蔬菜情况，没必要每个
都安装。”工作人员表示。

“通过传感器来传递植物的语
言，从而实现标准化种植。同时，有

了物联网技术后，不光节省了劳动
力，减少了用工成本，还可以实现
农田的远程管理。”滨州经济开发
区农工办副主任高令刚表示，安装
物联网系统的大棚从外表上看跟
普通的大棚一样，就是比普通大棚
外面多了一个LED显示屏，里面多
了一个传感器、摄像头。只要在手
机、电脑上安装了物联网软件，无
论走到哪里，打开软件就可以随时
监控，操作也很简单。

“大棚内所有的设施都是通过
物联网感知，将所有数据实时上传
至电脑中，通过电脑上的监控平台
和数据平台的匹配和比对，分析数
据。”高令刚介绍，进行数据分析之
后，可以通过人工控制的形式，来
控制大棚内的相关温度、湿度、光
照等。

实现物联网监测蔬菜的温湿
度及土壤墒情只是初步阶段，下一
步，滨州经济开发区将要在着力打
造的万亩玫瑰基地以及海棠基地
也建立同样的物联网监测系统，还
要实现物联网系统的升级，安装农
产品安全质量追溯系统，让消费者

也能自己通过手机“看菜”。“刚安
装上这个系统的时候我就提出了
这个想法，后来决定争取明年能安
装上。”赵洪生说，他也希望消费者
能监测到自己大棚里的蔬菜长势，
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大棚内，蔬菜物联网的传感器。

大棚外面挂着的LED显示屏，即时显示大棚内蔬菜的温湿度、土壤墒情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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