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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二届中国农业绿色发展产业大会专题研讨内容概览 

专题一 农业资源高效利用与产业空间布局优化 

6 月 7 日下午 

1.新时期农业资源高效利用宏观政策体系研究 

梳理新时期农业资源高效利用的政策及依据，构建政策逻辑体系及历

史体系，总结国外政策经验对我国农业资源高效利用的启示，提出农业资

源高效利用政策发展方向与建议。 

报告人：谷树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2.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研究 

阐明推进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现实背景和意义，介绍相关概念与

内涵、总体思路及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分类提出不同类型农业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的具体路径。 

报告人：尹昌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

农业资源利用与区划团队首席、研究室主任 

3.农业生产“三品一标”与农业绿色发展的关系研究 

明确农业生产“三品一标”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内在机理，总结国外

经验对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启示，提出农业生产“三品一标”促进农业绿

色发展的基本思路与政策建议。 

报告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4.绿色农产品优质优价实现机制研究 

分析实现绿色农产品优质优价的新形势，诊断障碍因素，明确实现机

制，提出保障绿色农产品优质优价机制平稳运行的对策建议。 

报告人：金书秦，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经济体制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5.农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布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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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我国农业生产空间分布格局现状特征，统筹考虑多重目标耦合情

景提出未来我国农业生产空间布局优化方案，评估并比较不同优化方案的

可持续发展潜力。 

报告人：罗其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 

6.中国畜禽粪污还田利用区划研究 

基于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现实背景，诊断畜禽粪污还田影响因素，

分析利用潜力，研究区划方法，科学制定全国畜禽粪污还田利用区划，提

出促进我国粪污还田的对策建议。 

报告人：周振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副研究

员 

7.中化农业绿色发展的探索和实践 

基于中化现代农业平台 MAP与数字农业，谈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报告单位：先正达集团中国 

6 月 8 日上午 

1.全球变化下哈尼梯田时空演变规律与未来保护情景 

报告人：许建初，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2.绿肥生态价值评估与适宜性评价研究 

界定不同地区不同种植模式下绿肥的生态服务功能,构建绿肥生态价

值评估理论模型，核算绿肥的生态价值；依据气候、土壤、灌排等因素，

开发绿肥种植适宜性评价算法，实现对区域绿肥种植的适宜性评价，完成

绿肥种植区划工作。 

报告人：李福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 

3.区域作物生产肥料投入施用量标准 

梳理区域农作物施肥现状，构建养分投入、农作物产量、耕地质量关

系模型，明确农作物生产养分管理调控路径，制定区域农作物合理施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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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开展不同养分管理模式下环境—经济效益综合评价。 

报告人：王强，浙江农科院环境资源与土壤肥料研究所研究员、黄岩

试验站技术顾问 

4.功能农业与绿色发展——河南发展富硒功能农业的绿色实践 

阐明功能农业的现实意义，辨析功能农业与绿色发展的内在关系，开

展河南富硒功能农业绿色实践的经济、生态价值评估，分析富硒功能农业

绿色发展潜力，提出功能农业推动绿色发展的基本思路与政策建议。 

报告人：杨四震，河南省富硒农产品协会名誉会长、平顶山市二级巡

视员 

5.优质麦绿色高产高质（一绿三高）技术模式与应用 

阐述优质麦绿色高产高质（一绿三高）技术模式的详细实施规程，提

出关键技术特征，介绍该技术模式的适用场景，探讨潜在经济、生态效益，

提出促进该技术模式推广应用的对策措施。 

报告人：宁鹏，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 

6.马铃薯单倍型 T2T 基因组完成图 DM8.1 

对马铃薯单倍型 DM的基因组进行了全序列组装，获得了包含 24个端

粒和 12 个着丝粒完整序列的马铃薯单倍型 DM 的端粒到端粒（T2T）的基

因组完成图（DM8.1），并在之前马铃薯基因组未能完整组装的高度重复

序列区域中，发现了调控重要农艺性状的大量串联复制的基因簇。 

报告人：李广存，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 

7.马铃薯品种高效栽培技术体系 

分别从选种、施肥、种植模式、病虫害防治、收获等多个方面入手,

探讨有益于提高马铃薯产量和品质的栽培技术,评估不同栽培技术模式对

马铃薯种植效益的影响，提出以马铃薯高效栽培为基础，促进农民增收、

产业增效的措施。 

报告人：李小波，广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马铃薯研究室主任 

8.马铃薯晚疫病精准防控技术模式研究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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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晚疫病人工智能诊断系统和数字化监测预警系统，集成创新马铃

薯晚疫病精准防控技术模式，解决马铃薯晚疫病“识别难、选药难、防控

难”的“三难”问题，提高马铃薯产业发展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报告人：赵志坚，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 

专题二 新时期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 

6 月 7 日下午  

主持人：田冰川 国科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研究院理事长、华智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行业报告 

1.绿色高效智能化温室装备技术研究进展 

报告人：毛罕平，江苏大学教授、农业工程重点学科带头人、教育部

《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 

2.设施蔬菜机械化现状与思考 

从设施蔬菜机械化面临加快发展新机遇、技术研发取得新进展、机械

化推广有新进展三方面介绍我国设施蔬菜机械化发展现状。指出要着重推

进研推用一体化，加快提高蔬菜机械化水平。 

报告人：陈永生，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研究员、农业资

源开发与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3、西北非耕地设施园艺发展概况及模块化日光温室研究进展 

介绍近年来西北非耕地地区设施农业发展的历史、现状及趋势，并就

西北地区近几年应用较为先进的土模块、石模块、水模块墙体日光温室技

术展开介绍。 

报告人：邹志荣，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园艺学院原院长、教授 

4、新时期设施农业发展的机遇、挑战、对策—— 设施园艺绿色技

术产业化分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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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介绍设施园艺分会情况，从设施农业行业背景、政策、发展趋势

等产业基础情况中，分析行业发展思路及设施园艺分会未来工作规划，并

提出相应保障措施。 

报告人：田冰川，国科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研究院理事长、华智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行业交流座谈会 

交流话题 

1.新时期设施农业绿色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2.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在推进设施农业绿色发展中遇到的困难 

与问题 

3.推动设施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 

交流形式：农业信息化、温室工程、农业物联网、智能农机、育种、

植保、农产品加工与销售、设施园艺规划等领域企业代表、与会领导、专

家就交流话题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6 月 8 日上午  

主持人：龙晓波 华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大数据应用中心负责人 

1.我国蔬菜机械化移栽机技术及装备分析 

介绍我国蔬菜移栽机械机型、应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比分析国内

外自动移栽机技术特点及发展趋势。结合团队自动移栽机创新研发情况，

重点介绍了自研自动移栽机关键核心技术及应用前景，提出加快推进蔬菜

自动移栽推广应用的几点建议。 

报告人：胡建平，江苏大学农业工程学院耕种机械研究所所长、教授 

2.清洁能源技术助力设施园艺产业绿色发展 

主要介绍设施园艺发展与能源利用的关系，分别就光伏新能源、空气

源热泵、相变材料等技术在温室上的节能应用展开介绍，并就未来设施园

艺节能化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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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鲍恩财，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设施与装备研究所设施种植

环境工程与装备创新团队负责人、副研究员 

3.数字设施农业全球趋势与智能装备研发 

围绕设施园艺的数字技术需求，依托国家数字设施农业创新中心和中

国农科院华东中心开展的研究与实践，分享关于植物工厂、智能连栋温室

等设施农业场景中利用自动化、大数据、机器视觉、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开

展的数字模型与智能装备创制研究。 

报告人：魏灵玲，中国农业科学院华东农业科技中心主任、研究员/

北京中环易达设施园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4.我国蔬菜种业创新与发展趋势分析 

通过分析我国蔬菜种业发展现状、与国际发展形势的对比，分析优劣

势，通过实例解读我国蔬菜种业急需建立创新型的管理与技术体系，为如

何打赢种业翻身仗、振兴民族种业发展提出主要对策建议。 

报告人：丁海凤，京研益农（北京）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研

究员 

5.用植物表型技术为数字农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以植物表型为核心的 AIoT+DT 技术，赋能农业绿色发展 

报告人：韩志国，慧诺瑞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6.种苗产业和种苗工厂 

基于园艺产业链和设施农业角度分析我国种苗产业未来发展前景，并

针对不同经营主体管理水平，提出集约化种苗场和种苗工厂两种可盈利的

系统集成解决方案。 

报告人：周涛，北京华农农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市场总监、一级建造

师 

专题三 种养循环绿色技术产业化 

6 月 7 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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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散养殖区畜禽污染治理之探索 

介绍中小规模或散养区畜禽粪污收集、治理和资源化利用的难点与经

验，探索因地制宜、合作共赢的治理模式和对策建议。 

报告人：刘宏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农业

农村部面源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 

2.四川畜禽粪污区域化高效种养循环研究与实践 

分析不同畜禽养殖场粪污的产排特点，归纳粪污在收集、处理与利用

等环节的能源与养分流失规律，研究粪污区域化高效种养循环的经济价

值、施用效率和碳排放提升策略和实践方案，并结合四川崇州等地畜禽粪

污转运合作社的实践，提出适于处理与利用全过程优化的机制与政策建

议。 

报告人：罗涛，农业农村部成都沼气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3.以绿色标准和第三方服务，推动粪肥还田利用的实践和思考 

在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高标准种植政策的支撑下，国家通过实施一系

列国家农业项目，推动了粪肥还田利用的长足发展。北京丹青诺和作为一

个以生态技术标准为导向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企业，通过在黑龙江 8年的粪

肥还田服务实践证明，行业政策、运行机制和市场环境对种养循环有着深

刻的影响。 

报告人：申海梅，北京丹青诺和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4.沼液精准高效利用 

针对沼液肥料化利用中认识不到位、装备不配套、施用不精准、叫好

不叫座的突出问题，从沼液质量检测评估、工程化装备开发、精准化应用

指标构建、农学及环境效应分析角度介绍沼液肥料化利用的相关信息，并

对沼液利用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研讨。 

报告人：邹国元，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营养与资源环境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5.农业碳排放监测、碳汇价值评估及农业减排固碳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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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业碳排放监测、碳循环模型模拟以及区域可持续生物质能源发

展等研究。 

报告人：杨雪青，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农业研究所农业绿色

发展中心副主任 

6.以农业废弃物处置中心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分析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农废中心的

模式构建，分享正合公司在各环节的关键节点技术所做的探索和尝试，提

出引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报告人：万里平，江西正合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6 月 8 日上午 

1.葡萄套种西红柿立体种植技术 

葡萄套种西红柿立体种植技术，让有限的土地资源发挥出更大的经济

效益，利用温室种植，让两种果蔬提前上市，巧打时间差占领市场，提高

收益。 

报告人：张秀霞，天津市宝坻区民盛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2.废弃果树枝干基料化应用和香菇菌糠肥料化应用 

以当地果、菇、畜等特色优势产业为重点，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相关技

术的研发与推广，集成了苹果废弃枝干优质高效栽培香菇、香菇废弃菌棒

塑料薄膜分离、香菇菌糠和畜禽粪污高效堆肥化处理、苹果秋施基肥等技

术。 

报告人：王肖龙，万荣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3.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进展与成效  

总结 2021 年以来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工作进展与成效，分析畜禽

粪污收集处理及合理施用的难点堵点，探索种养对接、粪肥还田的运行机

制，提出进一步促进种养循环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 

报告人：杜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肥料技术处处长、推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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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员 

4.畜禽粪污和秸秆资源化利用绿色低碳循环农业模式 

围绕畜禽粪便和秸秆资源化利用，研究并突破了废弃物低排高效处理

与高值利用、耕地质量和产能双提升等核心技术，打通“污染源”向“营

养源”转变的通道，形成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特色鲜明的绿色低碳循环

农业模式。 

报告人：马艳，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5.有机粪肥农田施用技术模式研究 

深挖有机粪肥还田利用存在的问题与现状，分析耕地质量提升与有机

粪肥科学施用的技术、政策需求，构建“有机粪肥-土壤-作物”体系养分

耦合模型，建立适宜区域特点施肥与耕地肥力提升技术模式与评价方法，

开展有机粪肥精准施用技术集成与创新，研究制定基于养分管理计划的粪

污农田利用技术规程，提出适宜区域特点的有机粪肥施用技术模式及对策

建议。 

报告人：孟海波，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员 

专题四 耕地智能监测与评价 

6 月 7 日下午 

主持人：吴文斌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1.耕地质量空地立体监测技术及应用 

耕地质量监测数据分析技术及应用 

报告人：潘瑜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研究

员 

2.基于遥感数据的耕地占补平衡评价方法研究 

报告人：陈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3.耕地非粮化遥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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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邱炳文，福州大学教授 

4.大数据时代的作物分布信息快速提取 

报告人：董金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5.天空地一体化耕地监测智能装备 

报告人：史云，中国农科院华东农业科技中心（苏州）长三角智慧农

业研究院院长 

6.土壤普查信息化平台建设研究 

利用数字技术开展土壤普查信息化平台建设 

报告人：钱建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 

7.耕地信息众包采集技术及应用 

利用众包技术开展智慧耕地监测与数字耕地建设 

报告人：余强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8.遥感大数据助力耕地保护及用途管控 

报告人：林国添，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6 月 8 日上午 

主持人：李召良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

员、欧洲科学院院士 

1.黑土地耕地质量评价探索与实践 

报告人：汪景宽，沈阳农业大学教授 

2.黑土地农田绿色标准研究 

诊断黑土地农田现状与问题，分析黑土地绿色农田建设需求，研究制

定黑土地绿色农田建设和保护标准的指标体系，创设测度方法、完成评估

测度，提出黑土地绿色农田保护与利用对策建议。 

报告人：易小燕，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副研究

员 

3.绿色/高标准农田建设及其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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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新时期农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分析绿色/高标准农田建设限制因

素，因地制宜阐明建设路径，提出创新投入机制、完善绿色农田“建—管

—维”体系的思路，并探讨绿色/高标准农田建设对社会、经济、生态的

多重影响。 

报告人：李荣，农业农村部耕地质量监测保护中心副主任 

4.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智能监测技术及应用 

利用遥感技术开展高标准农田工程设施智能监测技术及应用 

报告人：胡琼，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 

5.高标准农田建设中耕地质量普探与修复工程实践 

报告人：张扬，陕西地建土地工程技术研究院院长 

6.农田建设上图入库技术标准研究 

利用数字技术开展农田建设上图入库 

报告人：段玉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副研究

员 

专题五 农业防灾减灾与风险管理 

主持人：霍治国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6 月 7 日下午 

农业防灾减灾理论与方法 

1.葡萄旱涝灾变过程解析方法与应用 

报告人：霍治国，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2.农业防灾减灾的新形势与新任务 

报告人：李茂松，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 

3.从水热耦合视角看灾害的形成与发展 

报告人：潘志华，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4.南瓜疫病拮抗菌筛选及生防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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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李柱刚，黑龙江农科院耕作栽培所研究员 

5.高标准农田气象防灾减灾的河南实践路径 

报告人：姬兴杰，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农业灾害风险管理与农业保险 

6.多灾种重大农业气象灾害综合风险动态评价技术研究与应用 

报告人：张继权，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7.新时期农业保险气象服务 

报告人：杨太明，安徽省农村综合经济信息中心研究员 

6 月 8 日上午 

区域农业防灾减灾与提质增效 

1.区域尺度茶树主要气象灾害指标构建及动态监测技术 

报告人：王培娟，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2.气象科技在福建现代农业防灾减灾和提质增效中的应用服务 

报告人：陈家金，福建省气象服务中心研究员 

3.长江流域油菜气象灾害关键防控技术 

报告人：揭雨成，湖南农业大学教授 

4.玉溪地区烟叶产量预测与气象灾害风险评估 

报告人：景元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 

5.主要粮食作物应对气象灾害智慧适应技术与应用 

报告人：杨晓光，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 

6.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与应用 

报告人：刘红侠，天津保农仓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专题六 秸秆绿色技术的利用与发展 

6 月 7 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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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秸秆综合利用展望 

基于农作物秸秆资源台账数据，介绍我国秸秆资源情况和秸秆利用总

体进展情况，并对秸秆还田、秸秆禁烧、秸秆离田利用、秸秆收储运体系

建设等技术应用和行业发展的热点问题进行解读和展望。 

报告人：严东权，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站长 

2.秸秆还田利用技术现状与展望 

介绍国内外作物秸秆直接还田现况，并对秸秆还田后的生态环境热点

进行探讨，提出推动秸秆科学还田的思路措施。 

报告人：张卫建，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绿肥产业

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 

3.秸秆饲料化利用技术现状与展望 

介绍秸秆黄贮、青贮、颗粒等饲料化利用技术前沿动态、产业发展现

状及潜力，以及秸秆全混合颗粒饲料加工与饲喂技术，提出未来秸秆饲料

化利用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思路措施。 

报告人：屠焰，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研究员、反刍动物营养与

饲料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 

4.秸秆能源化利用技术现状与展望 

介绍秸秆成型燃料、秸秆打捆直燃、秸秆沼气、秸秆热解气化等能源

化利用技术前沿动态，介绍国内外秸秆能源化产业发展现状，提出未来秸

秆能源化利用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思路措施。 

报告人：姚宗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所研究员 

5.秸秆原料化利用技术现状与展望 

介绍秸秆制非木浆纸、人造板材、复合材料等原料化利用技术前沿动

态，介绍国内外秸秆原料化产业发展现状，提出未来秸秆原料化利用技术

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思路措施。 

报告人：孟海波，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员、玉米产业技术

体系岗位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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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秸秆基料化利用技术现状与展望 

介绍秸秆制食用菌基质、育苗基质、栽培容器等基料化利用技术发展

现状及前沿动态，提出未来秸秆基料化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思路措施。 

报告人：潘君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副研究

员 

6 月 8 日上午 

邀请秸秆分会企业会员，聚焦秸秆离田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原

料化、基料化产业化利用途径和其他高效利用方式开展交流研讨。 

演讲主题包括：秸秆利用产业发展的挑战与机遇、秸秆利用产业模式、

秸秆利用技术升级增效、秸秆利用先进设备研发、秸秆产品供需信息对接

交流、可持续的秸秆产业链打造等。 

专题七 农业绿色固定观测试验站绿色技术研讨会 

6 月 7 日下午 

观测技术及观测站建设经验借鉴 

主持人：张会民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绿色技术固定观测试验管

理分会副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 

报告题目及主要内容介绍 

1.专题报告：国家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网络平台建设与运行 

以国家生态站采集的和从其他渠道收集的有关我国生态系统、资源、

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的数据、资料进行综合与分析，在区域和区域以上层

次对生态系统、资源和环境的现状及动态进行研究。 

报告人：何洪林，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2.专题报告：湖北省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建设经验 

建设水土保持监测网络是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基础，监测网络可

以提供准确可靠的水土保持监测预报数据，为政府制定水土保持规范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F%E6%80%81%E7%B3%BB%E7%BB%9F/457895?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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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规划计划和宏观决策等提供科学依据 

报告人：高超，湖北省水土保持检测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3.专题报告：农业智能感知技术发展及其在观测试验中的应用 

根据农业生产环境复杂，多目标监测需求，通过多个传感器单元，高

度智能化下控制单元具备对传感器数据进行数字转换、数据处理、数据存

储等功能。 

报告人：郑文刚，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农村部软硬件产品质量检测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 

4.专题报告：农业观测数据的利用与共享 

建立观测试验站，开展长期、持续、系统的观测，获取农业绿色发展

原始资料和基础数据，感知动植物不同时期的表型特征和生长信息，研发

多源数据支撑的智能作业装备，实现数字技术、生物技术、装备技术协同

下的绿色发展 3.0升级。 

报告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6 月 8 日上午 

观测试验站工作推进及模式总结 

主持人：钱建平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绿色技术固定观测试验管

理分会副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 

1.丰城市大力推广小水系麻鸭生态养殖技术 

通过开展小水系麻鸭生态养殖，有效解决了麻鸭养殖环境差、异味重、

鸭蛋脏等问题，可有效提高了饲料转化率和抗病能力，节省劳动力、节约

养殖空间、节约管理成本，有利于复制推广。 

报告人：吴洪国，丰城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2.北方农田氨减排技术 

报告人：刘学军（曲周试验站），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3.沼液农田清洁安全利用与环境风险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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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技术模式对比试验设计，规模化养猪场、中小型养猪场粪污循环

安全利用技术为绿色技术模式处理，一般技术模式为对照处理。 

报告人：郭世伟（颖上试验站），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副院长、

教授 

4.粮食绿色增产与节粮减损综合应用技术 

贯彻“节粮减损等同于粮食增产”理念，扎实推进粮食全链条节粮减

损，通过实施减肥减药、技术服务推广、统防统治等举措，建立各种形式

的统防统治与绿色防控融合示范基地，集成示范农药减量增效综合技术模

式，提升农机装备水平。 

报告人：张永太（齐河试验站），齐河县农业农村局分管副局长 

5.橘园健康土壤培育技术研究与模式集成 

针对橘园土壤板结、酸化、盐渍化、养分失衡、有机质匮乏等土壤退

化现象，开展土壤质量摸查、障碍消减、综合培育、果品评价等系统性工

作，研发与施用有机（菌）肥、生草栽培、施用配方肥等健康土壤培育技

术。 

报告人：田生科（黄岩试验站），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研究员 

6.河套灌区轻中度盐碱地葵前套复种绿肥技术模式 

该技术主要针对河套灌区向日葵播前农田长时间裸露造成的盐碱表

聚和光热水土资源浪费的问题，在保障向日葵生产的基础上，推广集带型、

品种、播期、水肥管理优化和刈割还田技术为一体的河套灌区轻度盐碱地

葵前套复种绿肥技术模式。 

报告人：曹巨峰（杭锦后旗试验站），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农牧业科学

研究所副研究员 

7.冬小麦-夏玉米墒情监测与灌溉预报技术 

该技术有效解决了北方地区普遍存在的农田用水管理粗放，灌溉水利

用效率低以及困扰灌溉管理中“何时灌、灌多少”的问题。为充分利用不

同来源信息进行灌溉管理提供了新思路，是“互联网+”理念在农田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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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的具体体现，对我国“智慧农业”建设，互联网与灌溉管理的融合

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报告人：王广帅（商丘试验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副

研究员 

8.观测站绿色发展数据管理平台 

平台突破了大理市农业管理多类型、多站点、多平台监测的壁垒，将

多源多维数据整合，解决了多个平台并行、数据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多渠

道信息的监控预警，面向前端监测站采集的实时数据；打破传统的纸质采

样记录方式，以任务的形式对采样工作内容进行规范化设定，监督采样人

员是否按照采样方案执行；平台的区域标绘可视化，通过点线面的标绘工

具，实现辖区内种植类型、种植区域的标绘。 

报告人：庄佳宝（大理试验站），农业绿色发展数字平台技术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