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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消费一包产自植物工厂、新鲜健康，但

比普通叶菜贵 10 多倍的生菜吗？不，这不经

济。那就试一试，把价格打下来。

3 月底，2024 光明多多垂直农业挑战赛暨

第四届“多多农研科技大赛”开赛，未来一个月

将向全球公开招募15 支参赛团队。作为国内

最大农产品上行平台拼多多牵头打造的农业科

技创新平台，本次大赛揭晓的新赛题，与以往一

样聚焦AI种植，但又不限于AI种植。大赛要求

参赛队伍自己动手，在规定的预算范围内，将一

个20英尺的标准集装箱改造为“新农田”，并设

计智慧种植方案进行生菜生产。最终，产量高、

品质好、花费少的团队获得胜利。

这是“多多农研科技大赛”第二次比拼集装

箱种生菜。去年，拼多多与光明母港种业创新

区合作，联合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两所高

校，在统一改装的集装箱植物工厂中举办了一

场“没有日照和土壤”的生菜种植大比武。

在去年的基础上，本届比赛针对投入大、成

本高这一阻碍植物工厂发展的行业难题，首次

将集装箱改成植物工厂的设计方案与建设成本

纳入比赛内容。考核维度上，生菜品质与产量

依旧是两大重点指标。不同的是，去年考查的

能源消耗变为今年的集装箱建设成本控制及合

理性考量。

“与上一届相比，此次大赛新增了集装箱硬

件设计和智能环控等考核内容，将农业生产技

术的较量从产中延伸至产前，考查的能力维度

更多，难度也明显增加。”大赛评审组副组长、中

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贺冬仙鼓

励具有创新思维和跨学科研究能力的青年学者

踊跃参赛、挺膺担当，为植物工厂的降本增效和

产业化发展贡献聪明才智，以科技创新助力乡

村振兴。

种一棵普通人买得起的智慧菜

春雨贵如油，多了又发愁，农业的发展是一部

与自然抗争的历史。现代农业即便拥有高效的化

肥、农药、育种、农业机械等，但气候、地形、土壤等

自然条件的制约依然使之无法摆脱“看天吃饭”的

命运。

而在设施内进行农事生产，为农业“逆天改

命”提供了一种可能。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设施农业面积达4270万亩，占世界设施农业总面

积的80%以上，是设施农业第一大国。不过，超过

一半的设施农业以简易型为主，正处于提质转型

的关键时期。

多多农研科技大赛自2020 年开办以来就一

直围绕设施农业展开攻坚克难。前两届以云南高

原温室为种植场景，比赛AI种草莓、番茄；自上一

届始，赛场升级为集装箱植物工厂。这一种植形

式是垂直农业的最新代表之一，而垂直农业相对

大棚、温室而言，是设施农业的“高阶版本”。

不过，植物工厂在国内至今仍处于产业发展

初期，其中一大重要原因便是“贵”。相比传统农

业，植物工厂的前期投入与运营经费都是不小的

开支，例如，阳光免费，但人造光不免费。而叠加

各种成本，植物工厂种植的蔬果，价格往往是市面

上同类产品的十多倍乃至几十倍。

“我们一直希望把比赛办到田间地头，深入

产业一线，面向农业发展中遇到的实际痛点、难

点，广泛集结一线青年科学家合力攻克，利用最

前沿的农业、生物科学等技术，探索更多突破性

的创新成果。”拼多多高级副总裁、首席发展官朱

政说。他认为，往届赛事的创新成果和影响力说

明这一活动可以吸引更多农业创新人才和优秀

的现代农业企业参与农业领域的科技创新，推动

农业技术升级和转型。

招募启事显示，新赛季由拼多多、光明母港现

代种业创新区的运营方上海花卉园艺（集团）有限

公司光明花博邨科技分公司、中国农业大学、浙江

大学联合主办，旨在角逐出设计科学合理、建设快

速便捷、种植节能高效、可复制推广的智能化集装

箱植物工厂方案。

根据赛制，初赛阶段，参赛团队需提交涵盖集

装箱改装、智慧种植等在内的项目整体方案，其

中，硬软件、自动化系统等集装箱改装费用上限为

40万元。经公开选拔后，初赛得分最高的四支队

伍晋级决赛，进行实际改装与作物种植。此后，专

家团队会从集装箱植物工厂的设计与制造、作物

产量、生长一致性、商品化率、营养价值等维度进

行评比。其中，经费控制是重要的考核项目，评委

将根据实际花费进行梯度打分，敦促选手从市场

可复制性和推广性的角度展开科研创新。

“光明食品集团始终秉承专注农业与食品科

技发展的理念，长期关注高科技农业、未来农业的

发展，希望通过比赛突破一些高科技农业的技术

瓶颈。这项挑战需要长期积累和集体智慧，因此

我们期待吸引具备交叉学科背景的顶尖科技团

队，汇聚人工智能、作物科学、设施园艺等领域的

专业知识，探索解决垂直农业中可能遇到的痛点

与难点，共同推动垂直农业的产业化进程。”上海

花卉园艺（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诸伟琦表示，“我们

希望比赛使大家更加注重实际运营，打造出可持

续复制和推广的集装箱植物工厂方案，更利于中

国未来垂直农业产业的发展。”

◀本次比赛将在

光明花博邨的花

艺馆中举行。

赛事主办方供图

农研赛事长尾效应持续释放

自2020年首次开赛以来，多多农研科技大

赛已走出 10 余支成绩优异的科研队伍，并将

农业科技创新的种子撒进了很多青年学者的

心里。

在上届比赛中带领团队夺得第三名的上海

交通大学博导鲍华教授拥有深厚的工科背景，

对植物工厂使用的装备技术等研究颇深，但在

参赛前没有种过菜。

“比赛让我意识到自己掌握的专业理论知

识和实操经验可以给智慧农业赋能，这令我非

常欣慰且兴奋。”鲍华表示，赛后，团队持续研究

比赛所用方案的可操作性和可实现性，不仅发

表了2篇相关学术论文，目前还在试验一种有

望推向市场、惠及大众的智能植物栽培架模

型。不止于此，鲍华还决定将农工交叉作为其

未来学术研究的重点方向。

比赛的结束也是新一轮研究的起点。“比赛

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植物工厂软硬件技术、环境

调控技术、智能化技术等方面的复杂性，发现了

更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何立中博士去年带领上

海农科院队夺得大赛冠军。以此为契机，上海

农科院整合院内相关团队和资源，搭建了垂直

农场创新研究平台，目前开展了一些绿叶菜、草

莓、大麦草以及西红花等中药材的植物工厂栽

培技术研究。

作为企业队代表，曾两度参赛的北京极

星农业创始人徐丹将比赛中积累的部分经验

运用到了实际生产中。例如，该团队提出的

动态密度策略，被持续应用于公司基地的实

际生产中。其间，他们不断寻找生菜各个生

长阶段最适合的种植密度，以达到产量、能耗

和品质之间的最佳平衡。“我们将这套动态密

度调整的水培系统进行了对外展示和示范推

广，收到了来自同行和农户的良好反馈。”徐

丹表示。

截至目前，已有多项多多农研科技大赛的

赛事成果被写成论文或进入专利实审受理阶

段，涉及植物工厂环境优化技术和调控方法、营

养液配方动态调整技术等。与此同时，包括基

于日累积光照量的植物补光方法、增加空气流

动降低生菜烧边症状发生率的方法、番茄产量

预测模型等一系列比赛过程中形成的创新种植

技术，经赛后实践论证后也开始运用和推广至

农业生产一线。此外，还有团队在比赛过程中

看到“技术产品化”的场景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由此开启了将科研成果应用于田间地头的创业

之路。

农业是拼多多的初心。去年，拼多多连续

第二年研发投入突破100亿元，其中，农研投入

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此，拼多多集团执

行董事、联席首席执行官赵佳臻表示：“今年，我

们将加大对农研赛事、农云行动等农业重点项

目的投入，继续推动各地打造更具韧性的数字

化农产带，助力乡村振兴与农民增收。”

▶光明花博邨的工作人

员正在为新赛季做种苗

等方面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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