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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牧场现代化、管理智能化的大
趋势，如何在牧场实现万物互联、高效挤
奶？作为一家成立已有 75年的科技企
业，莱力始终秉承“以奶牛为核心”的理
念，以自动挤奶机器人和智能数据系统
为主要产品，信心满满，剑指未来，帮助
世界奶农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更丰厚
利润、更加愉悦的未来牧场体验。

活动现场，荷兰莱力总部亚太地区
总裁赫尔特通过视频方式对与会嘉宾的
到来表示了欢迎；莱力中国办事处总经
理亨瑞克·乔志森致开场辞；荷兰王国驻
华大使馆农业参赞卡雷尔·范博梅尔在
致辞中对荷兰奶业发展现状进行了简要
介绍，他表示，挤奶机器人是荷兰使用最
多的挤奶系统，大约三分之一的奶牛场
都在使用这些挤奶机器人，而且这个数
字每年都在增长。而荷兰每升牛奶的低
温室气体排放量应归功于高效的生产过
程和优化的饲养方式。荷兰农业食品部
门不仅面向国际，而且在数字化领域也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奶制品等农产品的
生产、贸易和物流能够处于最高水平，其
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采用了数字化管理模
式，数字化已经成为支持农业食品部门
创新的基础设施的重要部分。

中国奶业协会副秘书长陈绍祜表
示，莱力作为全球农牧业知名企业，引领
奶业智能化设备研发，打造出全世界第

一台挤奶机器人，是促使奶业发展变革的
引领者，对中国奶业智能化发展起到一定
的促进作用。北京奥耐尔、京鹏、中机通
达作为奶协的长期合作伙伴，携手莱力在
中国的拓展，共同打造国内智能化牧场建
设，为未来中国奶业的发展再辟新路。中
国奶业协会也将持续关注奶业智能化、科
技化和现代化发展，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探
索发现全新的奶产业模式，指引未来科技
化奶业发展方向，打造一条智慧化牧场前
进之路，为现代化奶业发展助力。

会上，包头市久元牧业有限公司与
莱力中国进行了签约。

研讨会上，七位中外专家就智慧牧
业这一核心议题同与会嘉宾进行了精彩
分享与讲解。

莱力国际全球出口经理马塞尔·范
列文就莱力的企业历史及未来发展方向
同与会嘉宾进行了分享。他首先介绍了
莱力的愿景——“打造可持续，利润丰
厚，且乐在其中的未来农场体验”，并以

“创新”为关键词，对莱力七十余年特别
是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指
轮式搂草机、第一台挤奶机器人系统
……时间长卷缓缓打开，秉承科技与创
新，不断发展迈进的莱力赢得了嘉宾们
的一致喝彩。同时，马塞尔还就莱力的
主要产品——自动挤奶机器人和智能数
据系统、自动推料机器人、牛体刷、超级
牧场计划向与会嘉宾作了讲解与介绍。

莱力中国办事处总经理亨瑞克·乔
志森介绍了莱力在中国的服务政策。他

首先就莱力的服务原则进行了阐述，随
后对莱力中心的构成与功能、在中国的
市场情况及未来目标进行了介绍。最
后，亨瑞克向嘉宾们详细介绍了莱力中
国向客户提供的两个服务级别与服务流
程、价格等大家关心的问题。

会上，北京三元种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畜牧研究院副院长、正高级畜牧师
马慧分享了题为《挤奶机器人应用及趋
势》的专题讲座，介绍了国内应用机器人
挤奶的背景，并将机器人挤奶对奶牛的
行为、健康状况以及生产性能的影响等
相关研究成果同与会嘉宾进行了分享。
通过研究，马慧认为应用挤奶机器人可
显著提升奶牛的产奶量，亦可降低奶牛
在挤奶过程中的应激反应。

莱力中国牧场管理顾问刘雷带来
了题为《莱力智能机器人赋能未来牧
场》的专题讲座。他以“奶牛才是核心
客户”这一论点切入，从“自由开放式
牧场设计”“大数据分析”“挤奶机器人
性能”三个方面分别展开，对其优势进
行了阐述。在“自由开放式牧场设计优
势”方面，刘雷向大家展示了莱力的
Dairy XL布局方案，并提出自由开放式
的牛舍设计首先实现了贴合奶牛的六
大需求，通过给予奶牛充足的阳光、空
气、水及饲料，以及保证每头奶牛都能
够拥有充足的活动与休息空间，在做到
了高效化的同时，还大大提升了产奶
量、提高了饲料转化率并减少奶牛应
激；在“大数据分析的优势”方面，刘雷则

表示大数据赋能的智慧牧场较传统牧场
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在根据大数据理念
设计的莱力Horizon管理系统将所有产品
工作时收集到的数据汇总分析，实现精准
管理，为牧场的管理提供更多数据参考与
管理建议；在“机器人挤奶性能的优势”方
面，刘雷向嘉宾们介绍了莱力挤奶机器人
的作业效率以及部分参数。

睿保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奶业事业
部方案经理谭伟卓作了题为《可视化动态
监测引领奶业未来的发展方向》的专题讲
座，他首先向与会嘉宾介绍了睿保乐的发
展历程及成就，并围绕奶牛繁育管理，奶
牛行为监测模式及数据分析应用等进行
了探讨，并对未来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德国福斯特技术公司中国区代表徐
茂山带来了题为《智能犊牛饲喂的应用
及未来趋势》的专题讲座，他从如何让犊
牛更有活力、繁殖性能更好、更健康、成
年后产奶量更高等问题出发，强调了犊
牛强化培育的重要性。同时，进一步对
犊牛培育阶段如何加强饲喂、营养与犊
牛乳房发育间的关系以及对犊牛加强饲
喂的直接效果及长期回报进行了分享，
并以智能犊牛系统为核心，就牧场如何
实现犊牛加强饲喂提出了解决方案。

包头市久元牧业有限公司信息主管
祁利杰向与会嘉宾介绍了包头久元牧场
自动挤奶机器人使用的相关经验。久元
牧场现奶牛存栏总数4200头，日产奶量

47—48吨。2022年，牧场成功启动并运
行了四台莱力机器人，目前平均单产36—
37千克。祁利杰从牛舍设计对奶牛舒适
度的提升、莱力系统及设备运行稳定度、
Horizon管理系统的应用以及精准饲喂如
何提高生产性能四个方面分别进行了介
绍，并对牧场后续发展进行了展望。

2月 26日，与会嘉宾前往包头久元
牧场参观，现场就牧场莱力设备的使用
情况进行讲解问答与经验交流。

科技赋能智慧牧业，创新驱动行业
发展，相信已走过 75年的莱力，也会在
未来与客户携手共进，打造一条智慧化
牧场前进之路，让更多牧场迈入智能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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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由莱力中国主办的“科技引领 智慧先行”研讨会暨牧场开放日活动

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拉开帷幕。莱力在中国的授权经销商、来自全国各地七十

余家企业的代表、行业专家、牧场主等14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大会围绕自动化

挤奶、自动牧场运营管理、奶牛养殖、卫生防疫、动物营养等主题展开，共同探究智

慧牧业前沿成果，分享智慧牧业知识动态，畅谈智慧牧业无限未来。

挖掘边际土地食物潜力挖掘边际土地食物潜力

□扈永顺

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必须同时兼顾
现有耕地质量提升和后备耕地资源的
合理开发利用。

“我国现有 11.7亿亩（7800万公顷）
边际土地，是耕地的战略后备资源，是国
家粮食安全战略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
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曹晓风告诉记者。

边际土地是指由于土壤障碍限制
突出、水热资源约束强、地形条件局限
大导致农业产能和经济效益低下、生态
脆弱的土地。当前，利用植物—土壤—
微生物互作机制协同提升边际土地产
能和生态功能已经成为国际研究新趋
势。包括选育耐逆作物品种，筛选可利
用的根际促生菌，强化微生物提升土壤
质量的功能等。

曹晓风认为，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
了饲草生产不能与粮争地，利用边际土
地发展草牧业是填补我国优质饲草需
求缺口、减轻对进口优质饲草依赖的重
要途径。落实大食物观，需要协同突破
边际土地的改良工程体系与牧草育种
技术体系，开展边际土地品种选育、水
肥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研
究，通过理论与技术突破促进我国边际
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边际土地发展畜牧业前景可期
记者：我国边际土地主要利用方式

是什么？
曹晓风：边际土地主要包含东北苏

打盐碱土、西北内陆盐碱土、滨海盐碱
土、南方山地丘陵红壤等多种土壤类
型。我国的边际土地总面积约 11.7亿
亩，包括 8.5亿亩尚未开发的耕地后备

资源和 3.2亿亩现有低等耕地。边际土
地一般会面临土层浅薄、盐碱度高、有
机质低、养分瘠薄及缺乏灌溉等各种不
利因素，致使主粮作物无法在未经改良
的边际土地中正常生长。绿色、高效地
改良和利用边际土地是亟待解决的重
大问题。

当前，在边际土地上发展畜牧业是
最具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措施。增
加优质饲草供应、降低畜牧业对玉米等
粮食的消耗和对进口豆粕等的依赖，可
以更好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提升人民
生活品质。开发耐逆性强、品质优异的
新型饲草资源，将边际土地对农作物生
产的劣势变为发展牧草种植的优势，能
建立起与土地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
的生态农业新格局。

2020年，中科院院士李振声提出了
利用环渤海地区的滨海盐碱荒地建设

“滨海草带”的设想。长穗偃麦草是多年
生冷季型禾本科牧草，豆科田菁则在夏
季生长迅速，两者都具有耐盐碱、耐涝、
耐旱和生物量大等特点。此外，还有一
些优质牧草，例如燕麦也具有较高的耐
逆性。通过建立禾本科与豆科牧草混种
的“滨海草带”和“盐碱地牧场”、商品草
生产和畜牧养殖示范农场，带动草产业
发展，打造边际土地畜牧业的完整产业
链，对确保我国牛羊肉和奶源自给率分
别保持在85%和70%以上以及避免草粮
争地的目标十分重要。此外“滨海草带”
还可提供生态屏障，保护生态环境。

记者：在改良利用边际土地方面，
你带领团队做了哪些工作？

曹晓风：盐碱地是我国主要的边际
土地类型。种植耐盐碱植物是盐碱地
生物改良的前提，因地制宜培育和种植
适生的耐盐碱植物对盐碱地改良利用

极为重要。我们与黑龙江省农业科学
院等多家科研单位合作，筛选了 800余
份植物资源，获得了耐逆性强、生物量
大、蛋白含量高的豆科绿肥植物田菁，
并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400余份田
菁资源，建立了全国最大的田菁种质资
源库。经过我们筛选改良后的田菁，不
仅适宜在盐碱地种植，而且对土壤具有
显著的修复作用，例如降低了土壤 pH
值，提高了土壤有机质，改善了土壤结
构和肥力。通过在全国多点种植，我们
发现田菁对于各种生长环境具有广泛
的适应性，而且田菁可以作为模式植物
进行耐逆机理研究，也可以开发成肥饲
兼用的新型豆科牧草，有着十分广阔的
应用前景。

针对松嫩平原盐碱化草地及盐碱
荒地亟待生态修复和利用的现状，中科
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团队以田菁和
耐盐碱禾草为核心，创建了松嫩盐碱化
草地“一优三改”的生态修复模式。“一
优”是选用优良、耐盐碱牧草品种，“三
改”分别是改变传统的单播模式，采用
多种牧草优化组合的混播模式；改变传
统的深翻深松整地措施，采用轻耙浅旋
的土壤低扰动技术；改变传统的平播种
植方式，采用大垄多行播种技术。

我们构建了田菁—羊草—老芒麦
—星星草等多种耐盐碱牧草优化组合
的混播模式，结合轻耙浅旋的土壤低扰
动耕作技术及大垄多行播种技术，良种
与良法结合，促进新牧场的创建。2021
年和 2022年，该技术模式在黑龙江省
安达市和肇源县示范改良盐碱化草地
120 亩 ，种 植 当 年 田 菁 的 盖 度 可 达
75%。土壤 pH值平均降低 7.35%，有机
质增加 30%以上，土壤改良效果十分明
显。种植第二年，多年生羊草、老芒麦、

星星草快速扩繁，植被盖度由改良前的
20%—30%提高到 90%以上，植被恢复
效果显著。

总的来看，种植田菁比苜蓿节省了
三分之一土地与三分之二种植时间，且
刈割后可再生，对牛羊来说田菁是营养
丰富、口感较好的饲料。目前，我们在
各地进行种植和青贮试验，初步取得良
好效果，得到了相关企业的关注。

选育耐逆饲草品种“藏粮于技”
记者：在选育耐逆饲草品种方面还

需要做哪些工作？
曹晓风：我们团队在中科院前期

“边际土地产能扩增机理与藏粮于地技
术模式”和目前正在进行的“创建生态
草牧业科技体系”“黑土地产能和质量
提升的现代生物学技术”项目支持下，
开展了多年生羊草和一年生田菁的研
究，目前完成了田菁和羊草基因组测
定，建立了基因组编辑体系，为深入研
究和利用相关草资源提供了技术保障。

从整体上看，我国主粮作物科研投
入较林草大，而且林草管理内部林强草
弱的局面长期存在，草业发展相对落
后。乡土草科学研究长期被忽视，牧草
生物学的基础研究还十分薄弱，主要体
现为基因组信息匮乏、基因功能研究不
足、生物技术体系未建立及调控牧草重
要性状的关键基因未知，我国草品种培
育存在技术瓶颈，草种资源和草产品供
应远不能满足需求。

为振兴草业，自 2015 年起国家有
关部门出台了多项政策。建议继续加
强适合我国生长的乡土草种基础生物
学研究，构建现代高效牧草育种体系。
从生理学、生态学、遗传学、发育学、分
子生物学等角度系统深入开展优良牧

草耐逆、高产、优质等重要性状形成的
分子基础研究；快速挖掘与鉴定牧草优
良性状的分子调控网络，研发牧草高通
量定向分子选育新技术，筛选和创制优
异新品种；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和遗传转
化体系，快速高效地对牧草优异性状进
行改良和选育。

此外，建议设立国家草业技术创新
中心，汇聚整合国内优势研究力量，聚
焦草种业、草牧业、草原生态修复产业、
国土绿化及草坪产业的科技需求，从优
质草种创新创制、优质草产品加工利
用、高效草原生态修复、高质量草坪建
植养护等理论和技术研发上协同攻关，
构建国家草业技术创新体系，发展创制
高产优质、耐逆适生、具有特异应用价
值的草业优异新品种分子设计育种理
论和技术体系，突破限制草业发展的种
源创新和边际土地利用关键技术瓶颈，
提升我国草业技术创新能力，为我国草
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
态安全、提升草原生态系统碳汇潜力和
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扩增边际土地产能“藏粮于地”
记者：你对扩增边际土地产能有哪

些建议？
曹晓风：我国在“十三五”期间启动

了与边际土地相关的重点研发项目，包
括七大农作物育种、粮食丰产增效科技
创新、化学肥料和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
术研发、典型脆弱生态修复与保护研
究、水资源高效开发利用、智能农机装
备等。有些项目中关于边际土地的研
究相对分散，针对性和系统性不足。建
议设立边际土地专项任务，以培育和挖
掘我国大面积边际土地的生产潜力和
生态效益为出发点，系统性突破理论和

技术模式，促进边际土地相关学科融合
发展。

一是制定边际土地治理规划。以
我国不同类型、成片分布的边际土地为
重点对象，基于空地一体化立体调查、联
网定位试验、分子生物学和现代分析方
法，明确我国不同类型边际土地分布规
律及特征、建立边际土地清单，评价开发
潜力、生态风险和生态经济效益，制定边
际土地保护和治理区域规划。

二是研究边际土地生态农业相关技
术。针对生态脆弱区的干旱、盐碱、侵蚀
胁迫，阐明边际土地水分、盐分、养分迁
移转化和作物利用原理，研发边际土地
水、肥协同利用与障碍调控技术，建立保
护与产能增效的协同发展机制。

三是开发植物根系微生物组装配技
术。在选育耐逆品种和消除土壤障碍的
同时，发展沃土生物群落构建理论和生
物多功能调控技术，揭示微生物—土壤
—植物互作关系，筛选适应植被演替、促
进植物抗逆境胁迫的功能菌株，突破植
物根系微生物组装配的关键技术难题。

四是制定连片分布边际土地利用模
式。聚焦黄河滩地和滨海盐碱土、东北
苏打盐碱土和西北内陆盐碱土、西北黄
绵土，集成耐逆品种、水热资源高效利用
技术、土壤障碍消减技术，以及植物—土
壤—微生物互作培肥技术，构建边际土
地分类利用技术模式，为我国开展大面
积边际土地改造提供示范样板。例如，
集成微域地形改造、咸水灌溉和种养技
术，建立滨海盐碱地生态农场模式，在坡
顶建立咸水灌溉经济植物模式，在坡面
建立生物降盐牧草种植模式，开沟喷灌
种植羊草、碱茅、田菁等耐盐植物，配合
接种根瘤菌、高效纤维素降解菌等沃土
微生物，促进田菁等生长改良土壤。

——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晓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