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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概 况 

项目名称 冬暖式日光温室设施蔬菜优质、高效、安全、生

态智慧技术集成示范 

申报单位 乌审旗赛哈白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 

所属技术领域 

A、农牧业  B 生态 C、能源 D、化工  E、装备

制造 F、材料 G、信息 H、生物医药  I、环保 L、

社会发展 M、创新平台载体 N、其他 

农牧业 

项目类别 
A、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B、科技合作 

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 

指南代码 902 

项目内容摘要 

（300 字以内） 

    普通的设施蔬菜基地以温室大棚为主，设施少，靠人

工经验种植，大棚只具有基础的保温的功能，而不具备高

效智慧化能力。本项目位于乌审旗嘎鲁图镇达布察克村，

占地 590亩，采用生态模式设计，利用本地太阳光热资源

与保护地栽培技术，通过建设多拱拼装式钢结构冬暖式日

光温室，集成 5G 网络技术、传感器技术、音视频技术，

实现对蔬菜生长环境（温湿度、土壤水分、二氧化碳等）

的精准控制，通过自动控制卷帘、灌溉等设施遥控功能，

利用水肥一体化技术提高设施蔬菜管理水平，引进荷兰无

土栽培科学种植技术及新品种，实现蔬菜从选种、育苗到

生产管理、订购销售、质量安全追溯等产、供、销全过程

的高效可控，解决乌审旗周边蔬菜市场供应关系。 

 

联系人 杨玉斌 电 话 15047732345 

经费概算（万元） 总投资 200.00 其中申请财政资金 80.00 

实施年限 2 申报年度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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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意义及国内外研究进展 

（一）项目背景意义 

我国设施农业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还存在较大差距。

90％以上的温室设施仍以简易型为主，有些仅具简单的防雨

保温功能，一旦受到恶劣气候条件的影响，蔬菜产量和品质

即受严重冲击。同时，设施栽培的作业机具和配套设备尚不

完善，缺乏量化指标，生产仍以人力为主，劳动强度大，劳

动生产率低，按人均管理面积计算仅相当于日本的 1／5，西

欧的 1／50，致使产品的产量和品质始终在一个低水平上徘

徊。另外，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 40％以上，要满足如此

众多的城市人口对农副产品的需求，利用有限的土地创造出

更多的农产品，必然要求在面积和技术上得到高速发展。为

贯彻国家十四五规划、落实 2020 年 12 月 17 日自治区关于

印发《农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0年—2022年）》

的通知（内政办发〔2020〕40 号），优化区域布局中关于设

施蔬菜优势区提升标准化生产水平；因地制宜建设西红柿、

籽用西葫芦等特色种植基地。鼓励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保

鲜、储藏、分级、包装等初加工设施建设,提高特色农产品

产地商品化处理能力。 

国内外研究进展 

随着现代工业向农业的渗透和微电子技术的应用，集约

型设施农业在美国、荷兰、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得到迅速发

展。其中，荷兰的现代设施更具鲜明的特点，荷兰设施温室

采用自动化控制系统，将环境控制、水肥管理、数据检测等

设施设备进行统一管理。以Red Harvest 为例，该农场温室

自动化控制系统将加热系统、CO₂增施系统、灌溉系统、通风

降温系统、营养液回收利用系统等进行了集成，方便在一台

电脑上可以控制整个温室正常运转；现代化栽培是核心，荷

兰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包括品种选择、植株管理技术、无土栽

培技术、嫁接技术等。我国设施农业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还

存在较大差距。虽然我国设施栽培面积已达 2092.5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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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90％以上的设施仍以简易型为主， 

本项目研究思路 

本项目采用生态模式设计，利用本地太阳光热资源与保

护地栽培技术，通过建设多拱拼装式钢结构冬暖式日光温

室，集成应用计算机与 5G网络技术、传感器技术、音视频技

术，实现对蔬菜生长环境（温湿度、土壤水分、二氧化碳等）

的精准控制，通过自动控制卷帘、灌溉等设施遥控功能，利

用水肥一体化技术提高设施蔬菜管理水平，应用无土栽培科

学种植技术，实现蔬菜从选种、育苗到生产管理、订购销售、

质量安全追溯等产、供、销全过程的高效可控。 
 

 

二、项目主要内容 

该项目位于乌审旗嘎鲁图镇达布察克村，占地 590 亩，

采用生态模式设计，利用本地光资源与保护地栽培技术，通

过建设多拱拼装钢构冬暖式日光温室，集成应用计算机与 5G

网络技术、传感器技术、音视频技术，实现对蔬菜生长环境

（温湿度、土壤水分、二氧化碳等）的精准控制，通过自动

控制卷帘、灌溉等设施遥控功能，利用水肥一体化技术，提

高设施蔬菜管理水平。同时，结合乌审旗地理环境气象等自

然条件，借鉴国外先进种植技术，应用土壤栽培、反季节栽

培、越夏栽培等科学种植技术，引进一批蔬菜新品种，做好

病虫害及生理障碍的防（矫）治，实现蔬菜从选种、育苗到

生产管理、订购销售、质量安全追溯等产、供、销全过程的

高效可控，提升蔬菜的质量和安全标准，解决乌审旗周边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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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产量与市场供应的关系。 

该项目实施地达布察克村土地肥沃、自然环境、人文环

境、地理位置因素皆有利于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的建设，为

此发展设施农业，扩大设施栽培、节水灌溉、肥水同灌等设

施与互联网智能应用，起到向智慧农业方向发展的示范作

用。 

 

 

三、项目创新点 

普通的设施蔬菜基地以温室大棚为主，设施少，靠人工

经验种植，大棚只具有基础的保温功能，而不具备高效智慧

化能力。而本项目以安全高效的多拱拼装式钢结构建设。 

在节能保温的基础上，安装智能控制系统，采用不同的

传感器节点和具有执行机构的节点(风机、低压电机、阀门

等工作电流偏低的执行机构) 构成无线网络来测量、采集土

壤湿度、土壤成分、PH 值、二氧化碳、温度、空气湿度和

气压、光照强度、浓度等，来获得蔬菜生长的适宜条件, 从

而通过自动调控温室环境、控制灌溉和施肥作业，实现温室

蔬菜种植集约化、智能化管理； 

借鉴国外种植技术，应用蔬菜无土栽培技术及各种新型

栽培模式，引进蔬菜新品种，津优 40 号黄瓜，预计该品种

亩产量可达 6510 公斤/亩，产值可达 9144 元，比普通品种

增产 865 公斤/亩，增产量为 15.3%；斯洛克番茄，预计预计

该品种亩产量可达 6162公斤/亩，产值可达 14000 元，对照

金刚石头番茄增产 1294 公斤/亩，增产量为 26.6%，达到最

佳生产效应。 

综上所述，该项目实施后可提高当地设施蔬菜科学化、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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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态化、智慧化水平，提升农业素质和农产品竞争力。 

 

 

四、项目目标 

1．项目的综合目标 

本项目首先建设 15 座多拱拼装式钢结构日光温室，通

过应用蔬菜无土栽培技术及各种新型栽培模式，用椰糠条种

植西红柿，引进德奥特、斯洛克、旺达三个品种利用熊蜂授

粉技术，提高西红柿品质；引进津优 40号、津优 25 号、津

优 10 号黄瓜品种，提高黄瓜产量；水培蔬菜，利用水介质

种植蔬菜，培育叶菜、茎杆菜； 

应用温室智能控制系统，实现温室集约化、智慧化管理。

最终建设成 500亩高标准设施蔬菜示范基地，预计项目完成

后 3—5年内在嘎鲁图镇辐射形成 2000亩的现代农牧业科技

示范园。 

2．项目的绩效目标 

二级指

标 

指标名

称 
指标值 

二级指

标 

指标名

称 
指标值 

数量指

标 

改造建

设高标

准冬暖

式日光

温室及

拱棚 

改造建

设高标

准冬暖

式日光

温室 15

栋 

数量指

标 

改造建

设高标

准冬暖

式日光

温室及

拱棚 

改造建

设高标

准冬暖

式日光

温室 15

栋 

质量指

标 

西红柿

亩产量 

 

8000kg 

质量指

标 

西红柿

亩产量 

 

80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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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

益指标 

提供就

业岗位 
50 个 

社会效

益指标 

提供就

业岗位 
50 个 

  

3．项目的评测目标 

（1）制定完成适合乌审旗的设施蔬菜冬暖式温室建设技

术标准 1 项； 

（2）申请专利成果 2 项； 

（3）建立示范基地 1 座。 

届时将新技术推广并应用到当地农民，为建设鄂尔多斯生态

智慧农业提供科技支撑，促进地方农牧业发展。 
 

 

五、项目主要方法、技术路线 

（一）项目方法： 

1．温室建设：三面墙体采用保温被进行防护，节约土

地；骨架严格选用国标 30×80×2.0mm镀锌椭圆管骨架，各

个固装点定位准确；棚膜采用 10丝 P0 无滴消雾膜，使用寿

命长。安装自动卷帘、水肥一体化灌溉、风机，利用温室智

能控制系统，实现温室的优质、高效。。 

2．种植方法：采用土壤栽培、反季节栽培、越夏栽培

技术，根据不同蔬菜、季节需要的生长环境及栽培要求，采

用以上方法科学种植。 

3．智慧化管理：利用互联网和 5G技术，通过传感器技

术、音视频技术，实现对蔬菜生长环境（温湿度、土壤水分、

二氧化碳等）的精准控制，通过自动控制卷帘、灌溉等遥控

功能，利用水肥一体化技术，提高设施蔬菜智慧化管理水平。 

（二）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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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计划进度安排 

项目建设期为 2022 年 1 月-2023年 12月；  

2022年 1月-2022 年 3月，制定项目规划，组织方案

实施。 

2022 年 3月—2022 年 10月，项目建设 1 座示范性多拱

拼装式钢构智慧型日光温室，14座标准型多拱拼装式钢构冬

暖式日光温室，改造 13座高标准冬暖式温室大棚；  

2022 年 10月-2023年 5月，开展新品种种植技术培训，

聘请科研部门专家，制定技术规范，在冬暖式日光温室进行

栽培技术总结，并推广应用。 

2023 年 5月-2023 年 12 月，建成 500 亩设施蔬菜示范

基地，辐射带动乌审旗蔬菜种植户科学种植、高效发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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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专利成果 2项，编制技术标准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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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经费来源及申请资金预算 

（一）经费来源                                   单位：万元 

分  类 总额 自筹 贷款 申请财政资金 

金  额 200.00 120.00 0.00 80.00 

（二）经费预算（申请财政资金部分）     单位：万元 

预算科目名称 预算数 备注 

总    计 80.00  

直接费用合计： 75.00  

1.设备费 30.00  

       （1）购置设备费 30.00 

放风机 23 台，每台

5800，合计 133400 元；

水肥机 1 台，每台

39200；卷帘机 13台，

每 台 9800 ， 合 计

127400；总计：30 万

元。 

       （2）试制设备费 0.00  

       （3）设备升级改造与租赁费 0.00  

2.材料费 20.00 

滴灌材料 500平米，荷

兰模式 300 平米，A字

架 200平米，水培 150

平米，总计：20万元。 

3.测试化验加工费 0.00  

4.燃料动力费 4.00 
设备用水、电、油料等

费用合计 4万元 

5.会议/差旅/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6.00 组织会议 6场，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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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人，费用合计 6万

元 

6.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2.00 编制技术规范 2万元 

7.劳务费 4.00 劳工工资 4万元 

8.专家咨询费 6.00 
专家咨询费合计 6 万

元 

9.其他 3.00 其他 3万元 

间接费用合计： 5.00  

1.仪器设备房屋使用或折旧 1.00 仪器设备折旧 1万元 

2.水、电、气、暖 0.00  

3.有关管理费用 0.00  

4.绩效支出 4.00 
科研人员绩效支出 4

万元 

预算科目开支范围说明 

直接费用：指在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与之直接相关的费用。 

（一）设备费，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设备、对现有

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以及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费用。 

（二）材料费，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消耗的各种原材料、辅助材料、低

值易耗品等的采购及运输、装卸、整理等费用。 

（三）测试化验加工费，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外单位（包括项目

承担单位内部独立经济核算单位）的检验、测试、化验及加工等费用。 

（四）燃料动力费，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相关大型仪器设备、专用科学

装置等运行发生的可以单独计量的水、电、气、燃料消耗等费用。 

（五）会议/差旅/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是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发生的差

旅费、会议费和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会议费，指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组织召开学术研讨、咨询以及协调项目等会

议而发生的费用； 

差旅费，指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开展或参加科学实验（试验）、科学考察、

业务调研、学术交流等所发生的外埠差旅费、市内交通费等费用；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指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项目研究人员出国（境）参加学

术交流活动及国（境）外专家来我市所需要的费用。 

（六）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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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支付的出版费、资料费、专用软件购买费、专业技术购买费、文献检索费、

专业通信费、专利申请及其他知识产权事务以及科普宣传等费用。 

（七）劳务费，指支付给参与项目实施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生、访问学者以

及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劳务费，以及临时聘用人员的社会保险

补助费用。项目聘用人员的劳务费开支标准，参照所在地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务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根据其在项目研究中承担的工作任务确定，其社会保

险补助纳入劳务费科目列支,劳务费不设比例限制，由项目承担单位和科研人员

据实编制。 

（八）咨询费，指在项目研究开发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 

（九）其他支出，指与项目研究开发相关且不能列入上述科目的其他必要费

用。 

间接费用：是指承担项目承担单位在组织实施项目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

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包括项目承担单位为项目研究开发提供的现有仪

器设备及房屋使用折旧，水、电、气、暖消耗，有关管理费用的补助支出，以及

绩效支出等。其中绩效支出不设比例限制。间接费用使用分段超额累退比例法计

算并实行总额控制，核定比例提高到不超过财政资金扣除设备购置费的一定比

例：500万元以下（包括 500万元）不超过 20%；500万元至 1000万元（包括 1000

万元）不超过 15%；1000万元以上不超过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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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承担项目的技术力量 

（一）项目负责人情况 

姓名 曹美霞 性  别 女 年  龄 31 

政治面貌  职  务 
项目负责

人 
职  称 初级 

所学专业  学  历 学士学位 

主要成就 

  本人作为当地果蔬负责人，具备专业技术，拥有多年实

操经验，对设施农业、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应用、育苗、病

虫害防止都有深入的研究，在推广应用中取得良好的效果，是

农民果蔬种植的带头人。 

（二）项目参加主要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专业及程度 职称 工作单位 

杨玉斌 男 61  初级 
乌审旗赛哈白果

蔬农牧合作社 

李树浩 男 49 园艺 高级 
寿光市嘉盛农业

设施有限公司 

李国涛 男 26 工商管理 初级 
寿光市嘉盛农业

设施有限公司 

王凤祥 男 63  初级 
乌审旗赛哈白果

蔬农民合作社 

（三）项目参加人员总体情况 

总人数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博士 硕士 其它 

5 1 0 0 1 4 

 

九、项目支撑条件 

乌审旗嘎鲁图镇达布察克村地处嘎鲁图镇西南郊，属城

乡结合村，土地肥沃，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是全旗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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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专业蔬菜村。全村总面积 4600 亩，有温室 300 余座，

全村蔬菜种植面积达 2000 亩，主要承担乌审旗及周边的蔬

菜供应。 

乌审旗赛哈白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创建于 2010 年，拥

有十余年经营经验，作为本项目的承担单位，提供强有力的

人力、物力、财力保障；寿光市嘉盛农业设施有限公司是此

项目的合作单位，负责人李树浩是国家高级农艺师，中央教

育电视台《冬暖放风大棚建设方法》教学视频制作人，全国

党员远程教育农业科技终端教学视频制作人，作为嘉盛农业

设施公司经理，对设施农业的温室建设、无土栽培、水肥一

体化应用、育苗都有深入的研究，在推广应用中取得良好的

成果；因此通过双方资源、技术优势互补，确保本项目高质

量、高标准按期完成。 

 

 

十、项目实施组织措施 

项目申请单位乌审旗赛哈白果蔬农民合作社和寿光市

嘉盛农业设施有限公司根据法律法规要求，成立项目领导小

组，对项目的设计、施工、种植、培训等环节进行管理。做

好项目建设管理的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制、安全控

制和合同管理等一系列工作，所需人员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

能力，并严格执行绩效考核，保证项目的正常健康运行。同

时，为保证本项目的技术推广，专门成立培训组，制定培训

目标、确定培训手段和培训形式，最终形成适合乌审旗的设

施蔬菜冬暖式温室建设和蔬菜新品种栽培技术 2项，届时将

新技术推广并应用到当地农民，为乌审旗打造一个高效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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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基地。 

 

 

十一、申请单位意见 

 

申请单位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字或签章）：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十二、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字或签章）：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十三、相关附件（与项目相关的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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