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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3月3日讯（记者 利声
富）智能设备的引入与应用，加速育种进

程。3月3日，三亚崖州区棉花育种基地，

一人拿着电脑，一人手持操控器，来回穿

梭棉花田的机器人多角度，精准捕捉棉花

的表型特征，一组组数据详细记录下来。

在三亚南繁育种基地，AI赋能让育种焕

发新活力的新质生产力不在少数。

眼下，正值南繁季。位于三亚市崖州

区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棉

花基地，上百亩棉田正处花铃期。此时的

各种生长数据，对于分析、研究新一季棉

花育种尤为重要。

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智

慧化数字化南繁技术团队执行首席张建

华带领团队成员，有的带着电脑，有的操

控田间作物表型智能获取机器人，在棉田

里穿梭作业。“这台配备6个摄像头的智

能设备，能多角度、精准地捕捉棉花的株

高、茎粗、病害等关键表型特征。”张建华

介绍，机器人顶部的摄像头负责捕捉棉花

的开花数量和磷元素分布，下方摄像头则

专注于测量茎秆粗细和植株结构。

为提高育种进程，精准分析育种数

据，去年11月该批棉花育种材料种下去

后，张建华及团队成员就开始利用机器人

对棉花育种材料进行采集影像。一周采

访一次，每次采集7至10个视频，每个视

频时长约30秒到90秒。随后，育种科研

人员对数据进行标注与AI训练，记录不

同苗期、不同地块、不同品种的棉花生长

信息。

棉花南繁育种，辛苦采集各种生长数

据后，后期的海量田间数据筛选是艰苦的

过程，这就是科研人员常说的“南繁，又难

又繁”。

随着智能设备的引入与应用，育种材

料数据采集不再依赖人工整天待在地里

采集。传统育种十几人半个多月筛选的

田间数据，AI模型一个晚上就搞定。上

百亩的棉花育种材料数据采集，传统育种

模式要近10人花费近半年时间才能完

成。如今，科研人员只需带着电脑，在田

里操控机器人就“轻松”迅速完成数据采

集和分析。“有机器人帮手后，工作效率提

高了许多。”张建华介绍，智慧育种不仅减

少亲本用量和组配组合数，还在相同用地

面积下培育出更多品种，实现更快、更高

效的材料筛选。大幅节约资源成本的同

时，提升了育种效率，缩短了育种周期。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

的试验田里，缓缓移动的轨道式高通量植

物表型采集平台正采集 84个品种、近

4000株玉米植株的各类性状数据。

“这套表型采集设备，集成了多光谱

等6种高精度的图像采集传感器，实时采

集植物表型数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

南繁研究院作物表型组学研究团队科研

助理李艺超说。通过该台设备，科研人员

在实验室中就能通过摄像头感应器收集

各种作物信息，利用大数据模型筛选作物

基因进行配组模拟，开展育种工作。

谈及这台设备给南繁育种带来的好

处，李艺超赞不绝口。由于这台设备可实

现全天候、自动化的数据采集，即使在夜

间或恶劣天气条件下也能持续工作。因

此，与传统育种人工采集相比，这台设备

不仅大幅提高数据采集效率，还降低人力

成本。数据采集的体力活有了新装备助

力，培育筛选出一个新品种的周期可以从

10年缩短到4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从

机器人到高通量设备，从表型采集到精准

决策的新质生产力让南繁不再又难又繁，

而是更“智慧”。刚发布的2025年中央一

号文件首提“农业新质生产力”，目前，三

亚崖州湾科技城正集中资源推进智慧育

种，让育种焕发新活力。

南国都市报3月3日讯（记者 苏桂
除 通讯员 杨春华）近日，中建一局承建

的三亚国际玉米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中

心建设项目正式投入使用。

据三亚国际玉米技术创新与成果转

化中心建设项目经理张禹介绍，项目挑

空屋顶设置“空中花园”，实现科研空间

与自然景观的灵动交互。采用蜂窝铝

板、玻璃结合打造建筑外立面，采用折线

幕墙系统，窗墙比不超过60%，玻璃幕墙

配置中空低辐射玻璃，夏季将阻隔大量

紫外线辐射，全方位打造种质资源“保险

箱”，支撑玉米育种全周期研究。全方位

采用节能材料，配备光伏发电系统、雨水

收集系统，利用BIM技术优化光伏板倾

角，实现日照效率最大化，多层次打造生

态建筑，着力打造农业科技与可持续发

展相结合的国际领先的科研基地。

据悉，项目总建筑面积 5.7 万平方

米，建设内容包括大数据中心实验室、玉

米遗传材料库及配套设施，打造融合玉米

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应用研究为一体的玉

米种质资源国际交流中心，助力“南繁硅

谷”打造国际玉米种业创新发展平台。

三亚国际玉米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中心

正式投用

三亚金谷产业园“金谷
苑”安置区项目工程开工

拟建2014套安置房

南国都市报3月3日讯（记者
沙晓峰）3月3日上午，三亚金谷产

业园“金谷苑”安置区项目开工。

该项目建成交付后，将有效解决金

谷产业园区及周边居民的住房问

题、改善民生福祉，同时推动区域

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为三亚市天涯

区及金谷产业园进一步开发建设奠

定基础。

据介绍，三亚金谷产业园“金谷

苑”安置区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169993平方米，项目总投资17.9亿

元，拟建 25 栋安置房（共计 2014

户）、12栋租赁住房、商业、配套服务

设施、地下车库、人防工程、地下设

备房，以及配套建设室外水电、燃

气、消防等。

当日，三亚市天涯区相关负责

人在开工奠基仪式上表示，“金谷

苑”安置区项目是三亚市重要民生

工程，该安置区项目的开工，标志着

园区从“产城分离”向“产城共生”迈

出关键一步。项目建成后，这里将

不仅是两千多户居民的美好家园，

更是人才、技术、资本汇聚的创新热

土，既为园区职住平衡“破题”，也为

区域能级提升“筑基”。

未来，居民不仅能在家门口共

享产业发展的红利，更可通过技能

培训参与园区建设，让“安置”与“就

业”无缝衔接，实现“居住有品质、就

业有保障、生活有温度”，真正让群

众感受到“家门口的幸福升级”。

工作人员拿着电脑，手持操控器采集育种数据。（中国农业
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供图）

轨道式高通量植物表型采集平台。（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
究院供图）

AI赋能三亚南繁育种焕发新活力
1台设备6个摄像头给棉花精准“体检”

南国都市报3月3日讯（记者 鲁启
兰）农贸市场作为城市生活的重要场所，

一直以来承载着市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3月3日上午，昌江中心农贸市场项目开

工仪式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海汽广场举

行。作为昌江截至目前规模最大的农贸

市场，该项目预计今年6月竣工投用，项

目的建成将进一步激发城市消费活力，

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据了解，昌江中心农贸市场位于海

汽广场一层，建筑面积6400平方米，作为

全业态型现代农贸商超，项目规划农贸

摊位225个、铺面31个，汇聚本土时令生

态优质农产品，经营品类涵括蔬菜类、果

品类、蛋品类、畜禽肉类、豆制品类、腌腊

制品类、熟食卤品类、家禽类、水产品类、

粮油制品类等。项目还将在广场原有基

础上进行优化完善，配套建设5800平方

米超大型停车场，新增50个充电桩（超

充），停车位超170个。

据介绍，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为一

站式生活食材采购中心，通过电商平台

智慧化管理，让居民足不出户就能买到

新鲜菜品，为消费者提供舒适、便捷的购

物体验，进一步提升城市生活品质。

“昌江中心农贸市场是惠及民生的

重点工程，作为项目投资建设单位，我们

将以高度的责任感，统筹协调各方，严抓

质量、严控进度、严守安全红线，确保项

目高标准落地，将项目打造成便民利民、

绿色智慧的标杆工程。”海南益佳坊管理

有限公司招商经理刘海燕说。

昌江最大规模农贸市场开工建设

预计今年6月建成投用

昌江中心农贸市场规划图。（项目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