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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大棚，可以实现大棚中大气、土壤环境的

实时监测以及大棚内人员出入和农作物生长状态的全

天候监控，并实现依据监测信息自动灌溉和报警提

示。实时监控农作物生长环境和状态，利用智能化，

设定管理目标，设备自行运转。通过智能化的系统对

大棚中的环境实现精准控制，比如温度、湿度、光

照、二氧化碳浓度、pH值等，确保大棚里的农作物

都能得到充足的营养，实现稳定增产增收。各地不断

引进和开发大规模的智慧大棚项目，同时对智慧大棚

内的化肥农药污染防控也提出更高的目标和要求。

1　智慧大棚中化肥农药的危害

1.1　过量使用化肥的危害

第一，大量施用化肥，易使蔬菜中硝酸盐含量

超标，与胺类物质结合形成名为N-亚硝酸基化合物

的强致癌物质；第二，造成土壤中某些元素的过分积

累和土壤理化性质的变化及环境的污染；第三，造成

土壤养分失调，部分地块的有害重金属和有害病菌量

超标，使果蔬生长性状低劣，并且容易腐烂、不宜存

放，影响作物品质；第四，土壤团粒结构遭到破坏，

造成土壤板结、农作物产量下降。第五，使蔬菜瓜果

营养失调，导致作物品质下降，失去原有的香甜；第

六，还会造成土壤的有益菌、蚯蚓的大量死亡，地力

下降；地力越下降，就越使用化肥，形成恶性循环；

第七，使庄稼抗病虫害能力减弱，易遭病虫的侵染，

继而会增加农药用量，直接威胁食品的安全性；第

八，农产品品质低劣，最终会导致农民收入增加缓慢

甚至降低收入。

1.2　农药对人体和环境的危害

农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治病虫害，但是

农药的危害众所周知。农药不仅会污染环境，还会破

坏土壤。被农药长期污染的农田土壤会出现明显酸

化；土壤养分（氮、磷、钾等）随污染程度加重而减

少；土壤空隙度变小，从而造成土壤结构板结。被有

机磷农药污染的土壤中，微生物种群的种类和数量明

显减少。而且更重要的是，农药在农作物上的残留并

不容易彻底去除，往往会伴随农产品的食用进入人

体，长期食用受污染蔬菜，是导致癌症、动脉硬化、

心血管病、胎儿畸形、死胎、早夭、早衰等疾病的重

要原因。绝大多数人食用有害蔬菜后并不马上表现出

症状，毒物在人体中聚集，时间长了便会酿成严重后

果。

2　智慧大棚中化肥农药污染防控的措施

2.1　利用物联网报警系统，提早发现病虫害

在智慧大棚中可以利用物联网报警系统，采用

全新的物联网技术，数据的传输采用无线自主网，对

大棚内的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大棚环境感知子系统采

用新型传感器，可以监测大棚内CO2含量、CO含量、

大气的温湿度以及光照强度；同时可以监测土壤的温

湿度、pH等环境参数。对于病虫害，可以通过对植

物本身进行监控，比如叶子的薄厚、茎水分的多少、

根有无萎缩等，视频实时监控子系统采用无线高清视

频监控技术实现区域全天候监控，一旦出现有病虫害

的苗头，通过传感器和无线网络，管理人员第一时间

就会掌握大棚内病虫害的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

应对措施。每个智慧大棚作为一个系统实施子单元，

所有从大棚来的信息通过自主建网的无线Mesh宽带网

络上传到数据处理中心，集中由数据中心处理显示与

反馈控制。另外，也可以利用Mesh网络节点上WiFi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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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扩展，实现大棚内移动终端实时访问数据中心信息

并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以这样的方式来提早发现病

虫害，相应地降低了农药的使用量，适时适量用药，

避免了用药的盲目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智慧大

棚中农药的污染。

2.2　废物利用，自制环保肥

既然化肥的使用会造成智慧大棚内环境的污

染、土地的破坏，那么我们可以使用无害的肥料来代

替化肥，将粪肥和大棚内落叶秸秆等废弃物充分腐

熟，变成有机肥。在大棚内施足有机肥的同时，增施

磷、钾肥。既废物利用，减少了化肥的污染，又清理

了大棚，保持了大棚内干净整洁，同时还降低了成

本，可以说是一举多得。除此之外，当然也可以收集

一些其他的垃圾，比如动物的粪便、烂掉的果实、生

活垃圾等等，通过发酵等工艺变废为宝。通过这种方

法，能够有效的防控智慧大棚内化肥农药的污染。

2.3　将农药防治病虫害的方式转为物理方式来防控

污染

智慧大棚中农药的使用，主要是为了防治病虫

害，但要防治病虫害，并非只有使用农药这一种方

式。我们可以根据病虫害的种类，多措并举，减少农

药的使用。采用物理的方式便是一种既环保又廉价的

措施。具体有以下方法：如选用抗病耐病品种就是最

经济的防治措施；还可以采取培育壮苗、实行轮作、

土壤消毒、采用生物菌剂防治、熏蒸灭菌等方法。有

些害虫害怕某种颜色的光，一旦接触到这种颜色的

光，身体就会发生病变，不再有繁殖能力，甚至慢慢

死去。对于这种害虫，就可以不用农药而用带颜色的

光来防治。以此类推，可以根据害虫的喜好以及它的

弱点，来设置陷阱，比如隔虫网、杀虫灯、吸虫器以

及喷施葱蒜、辣椒、烟草、蓖麻等来防治病虫害。这

样一来，通过利用太阳能高温闷棚消毒、用防虫网阻

隔害虫、挂色板诱杀害虫等方式就可以有效的防治大

棚内的病虫害，大棚内的病虫害减少了，农药的使用

自然也就相应的减少了，智慧大棚中农药的污染也就

得到了有效的防控。

2.4　高效施肥、提高化肥利用率

要想减少化肥的使用，同时又不降低化肥的效

用，那么就需要提高化肥的利用率。直接将化肥撒在

农田等这些传统的施肥方式不仅会造成土地的污染，

而且化肥的使用率也不高，效果自然也不好。要做到

合理高效施肥，就要首先了解土壤中肥料的种类和含

量以及农作物对肥料的需求。在此基础之上，根据掌

握的情况合理施肥，避免只用单一化肥而使用复合

肥，重视农作物所需微量元素，注意分层施肥，控制

底肥和追肥。同时，在施肥方式上，也要摒弃传统的

施肥方式，采用现代化的手段，将人工施肥改为用机

械来施肥，例如采用滴灌施肥等技术，大大提高化肥

的利用率。根据农作物生长期分期施肥，同时深施肥

及混合施肥也能减少化肥使用。加强用水管理，合理

灌溉，使所施肥料更好发挥作用，另外还可以使用叶

面喷肥提高肥料吸收率。同时注意在肥料混合施用时

要注意不能将混合时会产生不良作用的肥料混在一

起。如磷酸铵不能和草木灰等碱性肥料混合，尿素和

氯化钾混合后应尽快施用，不宜久放等。采用这种方

式，智慧大棚中化肥农药污染将会得到有效的防控。

智慧大棚中化肥农药污染的防控，直接关系到

人们的身体健康，关系到农产品的食用安全以及智慧

大棚种植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做好化肥农药污染的防

控，不仅能减少农药化肥对土壤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而且能降低资源的浪费。对智慧大棚中化肥农药的污

染进行科学的防控，有利于提高大棚种植的管理水

平，减轻种植者日常管理工作量，利用集约化和现代

科技给种植者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为种植

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确保提供更多高效安全的农产

品，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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