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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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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植物工厂”

这个词，同学们能想象

出它是怎样的一座“工

厂”吗？观察近年来

“植物工厂”相关应用

案例，可以发现它的形

态是非常多样的。

比如，2024年成都

世界园艺博览会出现

的农业物联网智能集

装箱，就是一个高度集

成的微型移动植物工

厂。走进其中，可以看

到两侧立体种植架上

是一排排正在生长的蔬

菜，有的看起来已经成

熟，有的还是幼苗状态。

据这座“蔬菜集装

箱”的工程师介绍，它

虽然不大，但功能齐

全，能实现对种植区域

内环境因素的全方位

控制，为蔬菜营造出最

适宜的生长条件。

而去年，在天府新

区成都片区，由中国农

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

究所（以下简称都市

所）自主研发的首座无

人化垂直植物工厂投

入使用，其规模很大，

被称作“植物大厦”也

不为过。

据了解，都市所的

研发团队创立了植物

光配方与光效提升理

论方法，解决了多种科

学难题，建立了这座栽

培层数世界最高的 20

层垂直植物工厂。在

这座“植物大厦”里，通

过采用自主培育的作

物新品种、垂直立体栽

培系统、营养液自动供

给系统、人工模拟节能

光源以及基于AI的智

慧管控系统，能实现垂

直空间内作物的稳定

生产。

植物不仅能种在自然土地上，还能种在没有阳光雨露甚至没有土壤的“工厂”里，这就是科技发

展下，出现的新兴农业生产方式——“植物工厂”。

为什么“工厂”中的植物没有阳光、土壤也能生长？建设“植物工厂”有啥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

走进这类神奇的“工厂”。

看到这里，同学们心里可能会

藏着一个疑惑：为什么要在“工厂”

里种植物？

与传统种植方式相比，在植物

工厂种植的农作物，生长发育可以

不受或少受自然条件影响，实现一

年四季“想吃啥有啥”。植物工厂通

过智能化调节，可大幅缩短作物生

育期，单位面积产量可以达到传统

种植的几十倍。由于“工厂”中的植

物是在相对密闭、清洁的环境中生

长，天生就具有节约水资源、减少化

肥和农药使用的特点。

而且许多植物工厂不仅有低成

本、高效率、环保安全等优点，还具

有一个很重要的潜力——可以在许

多特殊地方进行蔬菜、水果等植物

的种植。

比如能建在室内的植物工厂，

就有助于城市空间更好地利用。它

们可建在地下或楼房中，不仅可以

保障城市居民的饮食健康，满足人

们日常的蔬菜和水果需求，还能弥

补耕地面积短缺等问题。

而集装箱式植物工厂适应力更

强，可以随着人们的需求到处移

动。比如在戈壁、沙滩、岛礁、高

原等不适于甚至无法种植植物

的恶劣环境中，它们都可以大展

身手，生产出新鲜蔬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谭羽清

综合央广网、人民日报、科普中国等

神奇“植物工厂”里如何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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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在植物工厂

里，种子会被播种在营

养基质内。通过对植物

生长的温、光、水、气、液

和二氧化碳进行精准调

控，使之符合植物生长

需要。再定时加入营养

液，植物就可以顺利地

在“工厂”里生根、发芽、

结果啦。

其中，人工光源扮

演着重要作用。我们都

知道，作物生长离不开

光合作用。“植物工厂”

中的设备通过精准控制

光的亮度和颜色，模拟和

替代了自然光，能加快作

物发育和育种过程。

比如，都市所就为

他们的“植物工厂”精心

准备了“光配方”。如果

有机会进去参观，会发

现其中有许多不同颜色

的光。根据都市所科学

家介绍，他们会根据不

同植物的生长需求，从

七色光中截取片段，组

合搭配照射植物，从而

促进植物生长。

目前，中国农业科

学院科研团队已经汇总

了72类作物、1300多种

光配方的数据库，对作

物基础研究、生理研究

等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人工光源配合人

工控制的适当温度、湿

度、二氧化碳以及根际

营养，能使作物在最优

环境和营养条件下获

得 生 长 ，而 且 速 度 更

快，生育期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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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的世界首座无人化垂直植物工厂。图据四川省科技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