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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锡文和南方农业机械与装备关键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员的合影罗锡文和南方农业机械与装备关键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成员的合影。。

（上接3月7日本版）

5.创新研究成功农用无人飞机精准
作业技术，为我国农业航空产业发

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大力发展农用无人飞机对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和作业质量，应对突发性农业灾害，
保障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罗锡文带领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展了农业航
空作业平台、低空遥感监测作物长势和病
虫害、航空专用喷施助剂及精准喷施、精准
播种、航空辅助授粉等研究，突破了低空遥
感监测作物长势快速解析技术和机载式变
量施肥技术，首创了点射播种技术，创新了
植保飞防作业质量评价及参数优选方法。
优选了水稻、玉米、棉花、柑橘等作物的喷
施作业参数，为指导精准施药提供了支撑，
农药利用率提高10%以上。集成创制了低
空遥感监测、植保、施肥、播种等4类农用无
人飞机作业装置，实现了高效减量与标准
化的田间作业，比传统作业方式提高工效
50倍以上，最高可节约 50%人工成本，农药
和肥料利用率提高10%以上，特别是植保作
业，实现了人药分离，可节水80%以上，显著
促进了行业的技术进步，为现代农业生产
提供了一种智能化的高效作业工具，引领
了全国农用无人飞机产业的发展。

罗锡文在国内最早提出“我国必须加
快发展农业航空”的思路，发起并组织成立

了“国家农业航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推动成立了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农业航
空分会等组织。发起并组织 31位中国工
程院士联名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加快推
进我国农业航空植保产业创新发展的建
议”，为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发
展农用航空”做出了重要贡献，促进农业航
空植保技术成为我国农业植保的主导技
术，2023年全国农用无人飞机作业面积累
计超过21.3 亿亩次；推动深圳大疆创新科
技有限公司和广州极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合作企业快速发展，成为国际上农用无
人机行业的主导企业，产品国际市场份额
达 90%以上。

罗锡文点开一个“无人飞机精准施肥
作业”的视频：一架无人机从水稻田上空飞
过，即可得到不同位置的水稻长势情况，然
后针对长势进行差异性施肥。“任何一束光
打到物体表面，一部分是入射光，一部分是
反射光，我们要的就是反射光，作物长得好
与长得不好，反射光不一样。”不同波段的
反射光经过光谱数据解析后可代表不同的
生长状态，用以确定它的长势。采用这项
技术，通过无人机遥感对水稻“察颜观色”，
与传统技术相比，具有无损、快速、大面积
等特点，可快速获知水稻生长的营养丰缺
情况；根据获得的长势信息，结合专家知识
及决策支持系统生成施肥处方图，用肥方
案精准可靠；采用变量施肥无人机执行施
肥处方图，结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肥
料“补缺”精准到位；无人机可航线飞行和
自动变量作业，能自主起降，断点续航，可
大幅度减少劳动力投入，且肥料撒施均匀、
用量精准。2019年在广东罗定的早稻生产
中采用无人飞机精准施肥技术进行了生产
应用示范，结果表明，在平均减少氮肥 28%
的条件下，产量比传统施肥方式提高 5%以
上。多地应用示范对比试验的测产结果表
明，采用无人飞机变量施肥作业的水稻田
块，水稻生长整齐一致，青枝蜡秆，籽粒饱
满，产量与传统施肥处理相比增产 6%-

10%，亩均增收节支可达100元，达到了稳
产、节本、绿色环保的效果，发展潜力巨大。

罗锡文还特别提到，2012年，他曾跟随
袁隆平院士在海南三亚进行杂交稻制种无
人机辅助授粉试验。当时，罗锡文在田边
上向袁隆平请教：“我问他需要几级风，袁
老师说4级吧。后来我们做了大量试验，证
明袁老师提出的 4级风确是最适宜的选
择。”让罗锡文特别欣慰的是，如今，杂交稻
制种无人机辅助授粉已得到广泛应用。

6.创新研制成功再生稻低损联合收
获机械，被列为农业农村部重点推

广机型

再生稻具有生育期短，可以一种两收，
节约种子、水、药、秧田以及增产增收等优
点，近十年来发展迅速。但再生稻头季多
采用人工收获方式，作业效率低，劳动强度
大；采用普通履带式收获机收获头季稻碾
压率高达40%以上，影响再生季的产量。

针对再生稻头季收获存在的问题，罗
锡文带领团队从 2014年开始对再生稻低
损收获技术及机具进行了系统研究，基于
多体动力学-离散元耦合方法建立了收获
机-土壤-再生稻相互作用模型，对不同收
获机行走机构与土壤的相互作用及受力情
况进行了分析，探明了不同收获机行走机
构与土壤互作影响机理，以再生稻收获机
履带沉陷量、碾压率和接地比压为目标，突
破了再生稻收获机行走机构关键技术，研
制了轮式和履带式两种再生稻收获机行走
底盘。

罗锡文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再生稻
低损收获方法”，再生稻收获机采用宽度
26厘米的窄履带，履带间距增加到150厘
米，通过收获机作业路径规划，两次收获路
径仅形成 3条压痕，有效降低了碾压率；创
制了再生稻收获机割台留茬高度调节装
置，具有高度及水平自适应调整功能，留茬
高度一致，提高了再生季水稻的产量。创

制了刚柔耦合再生稻收获机脱粒分选装
置，通过对比分析三种脱粒分离装置的破
碎率、未脱净率和夹带损失率，确定了刚柔
耦合杆齿脱粒装置的最优结构和参数，为
再生稻低损收获机设计提供了依据。

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窄履带
（轮）+高地隙+宽轮距”的技术方案，研制
了 2 种再生稻低损联合收获机，可实现原
地差速转向，割台自适应调平、低损脱粒分
选等功能，一次完成收割、输送、脱粒和清
选等作业。该成果已转让给国内农机企业
批量生产，在国内再生稻主产区进行了大
面积应用示范，与普通履带收获机相比，降
低碾压率 20%以上，增产15%以上，增产效
果显著，被列为农业农村部重点推广机型。

7.积极参加战略咨询研究，为我国农
业机械化发展出谋献策

罗锡文先后主持了中国工程院重点咨
询项目“我国农业全程全面机械化发展面
临的新挑战和应对策略”、“我国农机装备
现代化战略研究”和“中国保护性耕作发
展战略研究”，向中国工程院提交的《关于
加快推进我国农业全程全面机械化发展的
建议》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其中许多
观点被国务院 2018 年发布的《关于加快
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
的指导意见》，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布的《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
农”工作的若干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
纲要》，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 2021年发布
的《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意见》等重要文件采纳，同时被农
业农村部的多个文件采纳，对于促进我国
农业全程全面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发挥了
重要作用。

2020年疫情期间，罗锡文通过微信等
形式向湖北等 6省了解疫情对春耕生产的
影响，向中国工程院提交了关于减少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春耕生产的影响的
建议。

坚持深入田间地头，身体力行，为推广
农业机械化先进技术做出了重大贡献。

1.深入田间地头推广农业机械化先
进技术

一年中罗锡文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农
村，他深入田间地头，了解农民的需求，推
广先进农机技术。为了推广水稻机械直播
技术，他先后到广东等 26个省市和泰国等
4个国家进行指导，推广面积超过 2000万
亩。2013年他 8 次去新疆推广机械水稻
直播技术，春寒料峭，土壤尚未完全解冻，
他卷起裤腿下到田中察看泥脚深浅，这是
罗锡文多年养成的习惯，每到一地，他都坚
持要赤脚到田中走一走，亲自探探耕作层
的深度和土壤的松软程度。他说：“只有两
只脚踩在泥中，才能判断你设计的机器下
田后的作业情况，才会知道应该怎样改
进。不下田，我们设计不出最好的机器。”
在他的努力下，新疆水稻机械直播三年亩
产超过1000公斤。为了推广水田耕整机，
15个月中他 13次到湖南进行试验示范。
为了指导革命老区的水稻机械化生产，
2018年他 8次赴江西赣南等地示范和推
广。高州市石鼓镇加强七彩田园家庭农场
刘家强一开始时不相信水稻直播技术，罗
锡文去到他家中，打开计算机给他介绍“三

同步”直播原理，刘家强信服了，第二年刘
家强采用直播技术种的水稻长得很好，带
动了水稻直播技术在当地的推广应用。

罗锡文是南方农业机械与装备关键技
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带头人，他所在的
实验室获 2021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活动优秀团队和 2019-2021年度全国
农牧渔业丰收奖农业技术推广合作奖。

2.心系南粤助力广东农业机械化快
速发展

早在 2002 年罗锡文就主持了“进入
21世纪广东农业机械化发展战略研究”，促
成了广东省人大《扶持农业机械化发展》议
案的通过，使广东省成为全国以省级拨款
支持农业机械化发展的第一省。针对华南
稻区双季稻种植特点及农艺技术，在广东
省农业农村厅的支持下，罗锡文及其团队
在全省建设了 38 个水稻机械化直播技术
示范点，开展了机直播高产高效栽培技术
试验示范，构建了广东双季稻机械化直播
技术生产模式，并参与制定了《广东省水稻
机械精量穴直播技术指引》，指导全省水稻
机械化直播技术推广应用，提高了广东省
水稻机械化种植水平。他主持了中国工程
科技发展战略广东研究院咨询研究项目

“广东省农业机械化发展战略研究”，分析
了广东省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加快发展的对策建议。他是“广东
省‘十四五’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的主要
参与者和执笔人。2004年至 2022年，他获
得了3个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一等奖。

2020年 3月，广东进入春耕忙季，但新
冠疫情非常严峻，罗锡文先后 20多次去廉
江等地指导春耕生产。当他了解到廉江市
安铺镇农机合作社因缺少水稻直播机而影
响了春播，立即将实验室的水稻精量穴直
播机运去廉江，并驱车近500公里赶到廉江
亲自指导，在直播机上为用户介绍穴距和
播量的调整要点以及播后水肥管理技术。
为了抢农时，中午他就在田头吃盒饭，一张
他坐在田头吃盒饭的照片曾在媒体上广为
传播。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曾经是罗锡文的
学生，现在是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硕士
研究生导师、研究员王在满。“这样的场景
对我们来说，是再平常不过了。与往常一
样，我只是随手拍了一张，回来后发到网
上，没想到就火了。其实，出差时我们经常
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吃泡面。”王在满说。

在罗锡文的指导下，安铺镇农机合作
社成为当地水稻种植机械化的领头羊，
负责人陈超被评为全省十大最美合作社理
事长。

3.广泛开展科普宣传

作为全国农业机械化工程学科首席科
学传播专家和广东省科技特派员，罗锡文
通过线上线下形式积极开展科普宣传。应
邀在央视《开讲啦》《经济半小时》《中国经
济大讲堂》《对话》和广州科普大讲坛《“智
慧农业”助力全面小康》等栏目介绍智慧农
场关键技术，近10年来，每年他都要为不
同层次的农机人员讲解农机先进技术20场
以上。

2002年，中国农业机械学会授予罗锡
文“中国农业机械发展贡献奖”。2015年，
罗锡文带领的“水稻生产机械化技术与装
备创新团队”获中华农业科技创新团队
奖。2022年 7月，罗锡文被评选为 2021年
度广东“最美科技工作者”。

“我用牛犁过田，后来成功设计了无人
驾驶拖拉机；我插过秧，后来成功设计了无
人驾驶插秧机；我打过农药，后来成功设计
了无人驾驶喷雾机；我打过谷子，后来成功
设计了无人驾驶收获机。”罗锡文说，中国
的农机 1.0到 4.0，就是从无到有，从有到
全，从全到好，从好到强的发展过程。这是
一部中国农机的科技进步史、创新史。

“可以说我见证了1.0，做了 2.0的事，
努力再做 3.0的事，争取向 4.0过渡。”罗锡
文说，与发达国家的农业机械化发展相比，
目前我国还有较大差距，并面临差距拉大
的严峻挑战。为进一步缩小这一差距，提
升我国农机科技创新能力，促进我国农业
机械化又好又快地发展，罗锡文提出了我
国农业机械化和农机科技创新的“3-2-3”
发展思路。明确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两项发展原则和三项重点任务。“三步走”
指:（1）到2025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农
机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2）到 2035年，
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农机科技创新能力
基本达到发达国家先进水平；（3）到2050年
农业机械化达到更高水平，实现自动化和
智能化，农机科技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并
跑，部分领域“领跑”。

两项发展原则指全程全面机械化同步
推进和农机1.0至农松4.0并行发展。三项
重点任务指补短板，攻核心和强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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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锡文向袁隆平院士汇报水稻精量穴直播技术研究进展。

开
直
播
机
的
老
头

开
直
播
机
的
老
头

文
艺
评
论

一
山
二
水
三
文
化

风
光
满
眼
识
铜
仁

风
光
满
眼
识
铜
仁

拾梦拾梦 春到龙蟠寺

在玉屏在玉屏
当当““吃货吃货””

残
缺
而
来
，

完
美
人
生

野游野游

开春开春

思南思南
史记史记
雪纷纷雪纷纷

废
纸
三
千

好
书
几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