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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谷雨紧相连，浸种春耕莫迟

延。”眼下，春耕正自南向北陆续展开。

从南方的果园到中原麦田，从东北

林间到新疆棉田，“农忙不下地，只见机

器不见人”。无人机盘旋，打药、施肥、播

种、授粉、巡田巡园，最接地气的“黑科

技”正成为农民的“种田利器”。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

底，我国农业无人机保有量25.1万台，作业

面积26.7亿亩。农业无人机为什么这么受

欢迎？从“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天能吃二

两土”的耕作方式，到让“天空农人”助力

春耕“一键起飞”，跨越千年的生产力革

命如何重构农业？

一

在青岛莱西市马连庄镇的万亩麦田

里，一群“钢铁蜻蜓”在智能导航系统指

引下，“改写”着农业生产模式。

播种施肥的“空中农艺师”。设置参

数、倒入种子、启动无人机、精准飞

播……“有点像农场种植游戏”，农业无

人机以超过10米每秒的速度准确且均匀

地将种子撒入田里，一分钟就可以播种

一亩地。

播种得好，肥料也得上好。“一箱肥

料从开始喷洒到结束顶多30秒，两三分钟

就能给4亩地完成施肥。”采用无人机变量

追肥精准养分管理技术，可以节肥10%

以上。

精准用药的“空中医生”。无人机打

药用水量约是传统喷雾器的1/40，对农药

的使用量可以节省30%左右。很多农户

一开始不信，“打药用这么点水能有效

果？”事实是，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

机，对农田施肥的作业精度可提高到2厘

米左右；配合离心雾化喷头，可将药滴直

径控制在微米级别。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大场镇万亩绿色

增粮示范区小麦种植基地，7架植保无人

机沿着麦田低空飞行，均匀有序地向田

间喷洒农药。“1台植保无人机15分钟就能

完成7亩地的农药喷洒”。

农田数据的“智慧哨兵”。无人机

“精密的眼睛”比人工巡查更快也更准

确，还可以看到人眼看不见的问题。多

光谱无人机飞一趟，就是给农田做个

“CT”，它能感知到农田中氮素含量、叶绿

素含量及相关部位水分含量等重要信

息，进而监测作物长势、预测病虫草害。

农民依靠这些数据变量施肥，更能

保证农田的养分供给均衡、提升化肥的

使用效率。有农民说，“用上多光谱无人

机后，普通的田地有时候能省下20%的化

肥，个别时候甚至能省下一半肥料”。

应急响应的“农田卫士”。“过去看天

吃饭，现在无人机能赶在天时变化前完

成作业，农业生产也能无惧天时不定”。

青岛平度市“无人机+红外”立体巡检，使

得春灌期间故障报修平均到达时长缩短

至25分钟。

当极端天气突袭，无人机便化身风

雪中的守护者。干旱时，通过精准投放

增雨催化剂，实现“局部降雨”；寒潮时，

为蔬菜大棚、厂房播撒融雪剂，利用螺旋

桨产生的强大气流，吹落作物上的积雪。

二

作为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吃饭是

天大的事，过去几千年我们常常要“靠天

吃饭”。当无人机参与春耕，科技如何

“一键上天”，撕掉农业“靠天吃饭”的

标签？

从“人扛牛拉”到“天-空-地协同”。

从最早的“刀耕火种”到耒耜的产

生，再到汉唐时期曲辕犁、筒车等农具的

出现，使农业生产力不断得到显著的提

高。然而，几千年的农业生产工具发展

始终离不开“人扛牛拉”，也将大量劳动

力紧紧“拴”在了土地上。

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农人进

入城市，农村出现“人少地多”、劳动力短

缺等情形。当科技遇上农耕，卫星遥感

提供宏观的、大面积的农田数据，无人机

在微观层面进行精细化作业和监测。“天

-空-地”一体化农业信息采集与应用体

系，让“开着飞机去种田”成为现实，一人

也能管理上千亩土地。

从“经验主义”到“数据驱动”。

以前，何时浇水、浇多少，何时施肥、

施哪种，何时打药、打多少等等，全靠一

年又一年的试错、一辈又一辈传下来的

经验。

当无人机盘旋而上，凭借着传感器、

摄像头等配置，精准检测农事状态，农业

便从“手感农事”向“像素农艺”跨越。北

斗定位替代了“步量田亩”，光谱分析解

构了“看天脸色”，算法模型重塑了“农时

法则”，海量数据编就了一套全新的“丰

收公式”。

从“掠夺式耕作”到绿色可持续。

大水漫灌、随意喷洒农药、过度施

肥……过去的农业生产模式费水、费药、

成本高，给土地带来伤害。农业无人机

的应用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智能化和精细

化水平，减少了农药、化肥使用量和生产

中的碳排放。

据大疆农业发布的《农业无人机行

业白皮书（2023）》显示，大疆农业无人机

累计作业面积90亿亩次，实现节水2.6亿

吨，相当于4.7亿居民一年的饮水量；减碳

3087万吨，大约是14.4亿棵树一年的固

碳量。

当每滴农药、每度电、每立方米水都

被纳入生态会计体系，农业无人机已不

仅是生产工具，更成为生态系统的调

节者。

三

2010年以前，我国还没有一台自主研

发的植保无人机。短短十几年，我国农

业植保无人机已经完成了从“表演级”到

“实用级”、从“跟跑”到“领跑”全球行业

发展的转变。

农业无人机让春耕“一键起飞”，而

年复一年的播种耕耘，也应使得农业无

人机发展得越来越好。

让飞手“起飞”。

2019年，无人机飞手被列为13项新职

业之一，科技的力量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

人回到农村成为一名飞手。而一名合格

的飞手，不但要熟练掌握无人机操控技

术，还应掌握农作物栽培、农药、病虫害、

气象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在青岛，一粒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作

为国内首家将无人机飞行执照合格证培

训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相结合的企业，已

累计培训民航局认证无人机飞手20 0

余人。

同时，作为国内首个植保无人机服务

的C2C平台——— 一粒粟无人机智慧农业

服务系统，“就像滴滴打车，可以一键呼叫

无人机服务”。平台现有活跃飞手300余

人，开展服务6.2万次，帮助解决飞手无活

可干、农户找不到无人机的难题。

技术永远会有进步空间。

几年前，农业无人机时常发生“炸机”

事件，被不少人视作质量令人担忧的“大

玩具”。几经迭代，如今的农业无人机已

然脱胎换骨，稳定性得到极大改善，载重

和续航实现突破，成为值得信赖的“好伙

伴”。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农

业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到要拓展人工智

能、数据、低空等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场

景。这也意味着，未来农业无人机要继

续在智能化与自动化深入探索，注重多

技术的深度融合。例如，配备先进的人

工智能技术，使其能够进行更加复杂的

任务，如自动避障、自主飞行及数据分

析等。

不断“开疆拓土”。

我国耕地有超过1/3是在丘陵山区，

这些地区的农业无人机覆盖率远低于平

原地区，果树等经济作物的飞防应用占比

还很低。

随着无人机在农业中更多应用场景

的开拓，可以预见，未来它将在林业、渔

业、畜牧业等领域大显身手。此外，也会

有越来越多的无人机“飞”出国门，持续擦

亮中国农业的科技招牌。

从植保作业到农田测绘，从智能监测

到精准播种施肥，农业无人机在颠覆传统

农业模式的道路上，飞往下一个春天。

（转自青岛宣传）

“只见机器不见人”，当春耕启动“飞行模式”……

春耕备耕期间，专业人员对农民进行农用无人机培训。

智慧无人机在段泊岚镇进行喷防。马志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