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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鸡郎”正在巡检。
（资料图片）

数字化浪潮已渗透到了产业经济的方
方面面，其中也包括农业产业。与其他产业
不同，传统农业具有明显的“看天吃饭”属
性，高度依赖经验决策。数字化与农业产业
深度融合，注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如何消除从业者对“数字化有用吗”的
疑虑？如何为产业链上的痛点与难点提供数
字化解决方案？如何通过数字化赋能再造农
业产业生态？

我们以福建蛋鸡产业为例，剖析从业者
的心路历程，解码农业产业数字化趋势。

数字化有用吗？

多年以前，福清人余劼一直纠结的问题
是：数字化能帮我解决什么实际痛点？

余劼说，他曾在自家养殖场做了几年数
字化改造，投了不少钱，却看不见效果，“像
花架子”。

1995 年入行创办福建光阳蛋业有限公
司时，余劼并不养鸡，主业是蛋品加工。2011
年，为了从源头把控蛋品质量，他决定向产
业上游开拓。

当时，福建蛋鸡产业正经历一场洗牌和
变革。作为全省蛋鸡养殖重地，福清蛋鸡存
栏量最高峰时达到 450 万羽，但以几千羽、
一两万羽的散户占主导。之后，在环保等政
策驱动下，散户大量退出市场，规模化养殖
逐渐成为主流。

在这样的背景下，余劼在福清市渔溪镇
投建了全省第一家现代化蛋鸡养殖场。所谓
现代化，包括规模化和自动化两方面。光阳
蛋业从德国“大荷兰人”公司引进了一套自
动化养殖设备，在养殖环节实现了“机器换
工”——自动饲喂、通风、温控、清粪，同时还
配套了自动集蛋、分拣、包装流水线。经过几
轮增资扩产，渔溪养殖场存栏量达 60 万羽，
年产鸡蛋 1亿多枚。

规模化和自动化，节本增效显著，也成
为最近十年福建蛋鸡产业最大的驱动力。来
自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显示，全省现有蛋鸡
存栏 2857 万羽，规模化率 82.6%。规模化、标
准化率走在全国前列。

但增长曲线的斜率，并不会一直保持不
变。在光阳蛋业，蛋鸡高峰产蛋率近 98%；500
日龄最高产蛋纪录是 327 枚。这已接近行业

“天花板”。能否再进一步？可以！但在现有养
殖模式下，投入产出比不高。用余劼的话说，

“60分到90分很容易，90分到100分很难”。
数字化，或许能带来新的解法。2012年，

光阳蛋业投资 300 多万元，并于 2014 年初步
完成了蛋鸡养殖物联网工程建设。这一年，
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建设以农业物联网
和精准装备为重点的农业全程信息化和机
械化技术体系”。

披上了数字化外衣的蛋鸡养殖场，配
备 了 温 湿 度 传 感 器 和 监 控 摄 像 头 ，环 境
数 据 和 鸡 舍 场 景 能 够 实 时 传 输 到 中 控 平
台 ，呈 现 在 终 端 大 屏 上 。数 字 化 似 乎 改 变
了 传 统 养 殖 场 的 样 子 ，又 似 乎 什 么 都 没
有改变——“该怎么养鸡，还是怎么养鸡”。

“大量数据并没有给生产流程带来什么
变化，我们也不知道这些数据有什么用，物
联网系统更像是一个升级版的安防系统。”
余劼说，这套系统反倒成了企业的负担，“要
花很多精力和时间去维护硬件和软件，只见
投入不见产出”。

这其实是数字化浪潮下，新农人的普遍
困惑。省农科院数字农业研究所研究人员李志
鹏长期从事数字农业研究，他在调研中总结了
从业者的两大心态——不相信和不放心。

“不相信数据是准确的，不相信数据是
有用的。”李志鹏说，这与数字农业的上游
市场缺少规范有关。在硬件市场，一个传感
器便宜的几十元，贵的几千元，质量参差不
齐，数据采集的准确性自然无法保证。尤其
是一些项目，为了在政策补贴之外少花钱，
从业者在采购环节尽可能压低预算。

更重要的原因是，数字化系统未能与
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近年来，由于政策
利好、劳动力成本上涨、信息技术的普及，
数字农业逐渐成为投资热点。但一些数字
农业项目仅仅实现了信息采集、传输与显
示，一些从业者因此产生了“数字化无用”
的偏见。与此同时，数据安全问题也引发从
业者担忧。

余劼开始对前期数字化实践进行复盘
和思考：产业数字化不能止于概念，不能成
为摆设，必须实实在在帮助企业提高生产
效率，提升管理水平，改进养殖技术，减少
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只有真正形成了
生产力，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需要什么样的数字化？

“木鸡郎”出现了，终于让“数字化是否
有用”的疑问柳暗花明。

2019年，福州木鸡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在光阳蛋业的推动下成立，开始研发蛋鸡养
殖机器人技术。

2021 年，经过多次迭代，“木鸡郎 4”在
渔溪养殖场投用。这一次，余劼坚信“数字
化真的有用”。

之所以说它有用，是因为“木鸡郎”做到
了人工很难做到，甚至做不到的事。

传统养殖模式下，饲养员很大一部分工
作量是在找死鸡。“一栋鸡舍5万羽蛋鸡，每天
死鸡可能就四五只，但如果不及时清理，极易
发生疫病，危及整个鸡群健康，还可能引发堵
蛋，影响自动集蛋。”渔溪养殖场场长李国彬
说，一名饲养员每天至少要花半天时间，在一
栋鸡舍内排查死鸡。大海捞针式作业，极大考
验身心，难免出现漏网之鱼。到了某一批次的
蛋鸡要淘汰时，一核对，饲养员上报的死鸡数
量与实际可能有一两千羽的误差。

集成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木鸡郎”，拥有
一双“火眼金睛”。

“死鸡在形态上有许多特征，比如活鸡
鸡 脚 是 抓 地 的 ，死 鸡 则 是 僵 直 的 。”余 劼
说 ，通过深度学习 ，“木鸡郎 ”对死鸡的识
别率已达到 99%以上。完成一栋鸡舍的巡
检，只需要一个半小时，其间能精准识别并
定 位 死 鸡 位 置 ，实 时 反 馈 到 后 台 。被“ 解
放”了的饲养员只需按图索骥，及时清理死
鸡即可。

比起识别死鸡，准确找出病鸡、弱鸡、低
产鸡、绝产鸡，难度更大。只有相当有经验的
饲养员，才能通过鸡冠、肛门、羽毛、粪便、采
食量等加以判断，工作难度可想而知。“木鸡
郎”同样可以派上用场。由此带来的节本效
果显著，最明显的就是节省饲料。按照当前
光阳蛋业的养殖规模，及时淘汰这些光吃粮
不下蛋、少下蛋的鸡，平摊下来，每只鸡全周
期可节省 0.5 公斤饲粮。养 10 万只鸡，每年
就能省下 20万元饲料钱。

这些仅仅是“木鸡郎”十八般武艺中的
一小部分。在每次例行巡检中，它能够巨细
靡遗地捕捉每一只鸡的行为细节：频繁张
嘴，是不是因为鸡笼温度不均，气味太浓了？
鸣叫异常，是不是出现应激反应了？粪便过
稀，是不是消化系统出毛病了？体温波动，是
不是生病了？对鸡舍中的粉尘、微生物、温湿
度、光照、二氧化碳等环境，“木鸡郎”均能识
别出细微的变化。

“木鸡郎”获取的这些信息和原有物联
网数据全面打通，汇成了大数据池，形成数
据闭环，最终生成一张张直观的环境云图、
死鸡分布图、行为异常图，为管理人员提供
决策参谋。这些曾经看似无用的数据，如今
却成了把鸡养好的抓手。

找到了确定的答案后，余劼又开始新的
思索：这些数据还能为蛋鸡养殖带来什么？

作为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福州综合
试验站依托单位，光阳蛋业正联合体系内的
专家，专注于这些数据要素的挖掘与利用，
以期建立一套数学模型，真正实现数字化精
准养鸡。

在蛋禽领域，该不该强制换羽，什么时
候强制换羽，没人能说得清。

所 谓 强 制 换 羽 ，就 是 减 产 蛋 鸡“ 凤 凰
涅槃”后恢复高产的过程。蛋鸡 150 日龄进
入 产 蛋 高 峰 ，产 到 一 定 阶 段 后 ，产 蛋 率 和
产蛋质量便逐渐降低，到了 500 日龄左右
就 该 淘 汰 。这 时 候 ，若 进 行 断 料 等 人 工 干
预，减产鸡将在短时间内停产、换羽，随后
逐渐恢复体质，重回产蛋率和产蛋质量的
高峰。这个过程大概需要 20 多天。这也就
意 味 着 ，比 起 重 新 培 育 一 批 新 蛋 鸡 ，通 过
强制换羽延长利用周期的方法，能够省下
大量养殖成本。

可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淘汰鸡也是
可以进入肉用市场卖钱的，市场行情是波动
的。”余劼说，强制换羽并非绝对划算，要综
合考虑饲料成本、养殖管理水平、淘汰鸡市
场等因素。很难有人能算得清这笔账。

而基于海量数据构建的数学模型，却能
给出明确的答案。

从迷茫到确信，如今的余劼对于农业
数字化，有了自己的看法：数字农业的核心
是以数据要素作为驱动力，对传统农业进
行流程再造，变“经验主义”为“精确主义”。
他以饲喂环节为例，勾勒了理想中的数字
化场景：多喂一克浪费，少喂一克不够，一
切刚刚好。

我们都需要数字化

从看似无用到切实有用，再到必不可少，直
到深度融合，余劼的数字化实践与心路历程，相
当程度上反映了农业数字化的发展过程。眼下，
数字化逐渐成为福建农业现代化新的驱动力。

莆田天顺利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当
地第一家现代化规模化蛋鸡养殖项目。项目
总投资 1.2亿元，于去年 10月全面达产，现有
蛋鸡存栏量 64万羽。该公司的母公司——福
建省新兴达饲料开发有限公司是福建最早的
饲料生产企业，成立于 1992 年。深耕上游市
场多年，他们对产业下游有着多年深度观察。

“从千羽到万羽，再到十万羽，甚至百万
量级，我们见证了福建蛋鸡产业的规模化变
迁，也见证着自动化、数字化开始成为行业
新标配。”天顺利邦负责人熊毅超说，当自己
真正向下游进发时，同样选择拥抱数字化新
浪潮。公司从以色列引进的智能化养殖设
备，能够按照设定好的参数，实现自动控温、
喂料、调光、集蛋、清粪。数字化时代的“鸡
倌”，与数据打交道已是他们必备的技能。分
析采食量、产蛋率、死淘率等指标不同时间、
不同阶段、不同批次的变化曲线，从中剖析
原因，动态改进养殖方案……

数据与饲料、疫苗一样，已成为蛋鸡养
殖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

“我们积极推动数字赋能，加快实现产业
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省农业农村厅市场与
信息化处处长陈洪说，福建正重点围绕果蔬、
茶叶、食用菌、畜禽等特色优势产业，集成应
用农业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5G、人工智
能、卫星遥感等新技术新装备，打造一批数字
农业创新应用基地，推动农业信息化技术与
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深度融合。

刚刚结束的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上，来自福建的数字农业成果，多维度展现
了数字化带来的赋能效果：农产品地理标志
信息化数字平台，将全省 30 个国家地理标
志农产品纳入管理，构建了全程质量控制数
字化信息服务系统；数字农机综合服务平
台，实现了对辖区内农机的数据采集、统计
分析、数字化管理、远程作业订单等在线服
务；数字农田综合管理云平台，建立了“天罗
地网”一体化农田数字化监管体系……

当然，与一只蛋鸡有关的数字化思考，
也仍在继续。

“蛋鸡产业链具有典型的数据不对称特
性。”汇链通产业供应链数字科技（厦门）有
限公司董事长陈丽园说，蛋鸡养殖端与销售
端高度分散。从全国来看，排名前十的养殖
企业，市场份额不足 5%；排名前十的客户，
需求量占比不足 1%。与此同时，产业链冗
长、环节众多、行业缺乏标准，由此导致的是
行业信任与信息错配问题。对于生产者而
言，优质优价难以实现；对于消费者而言，买
到安全可靠性价比高的产品并不容易。

基于多年的供应链运营经历，陈丽园于
2016年创办了晶链通产业数字化平台，旨在
以数字化手段对农业产业进行全产业链整
合。有感于产业痛点和巨大的改造空间，她
将蛋鸡产业作为第一个目标。2021 年，公司
总部由上海迁往厦门。

这是一个全链路拉通的数字化进程。纵
向上，连接蛋鸡产销两端；横向上，汇聚饲料、
耗材、动保产品、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服务商。

以蛋鸡养殖企业为例，通过交易数字化，
它们能够跟晶链通销区合作伙伴进行信息协
同，让不同规格、不同品级的鸡蛋，都能找到最
合适的买家与渠道；通过营销数据能够及时了
解销区需求变化，反向指导养殖；通过数字化
集采，能够买到更具有性价比的饲料、疫苗；通
过晶链通体系下全程可溯的农产品物流调度
平台，能够解决找车不及时、过程不可控、异常
无法处理的痛点，享受更有保障的物流服务。

如今，晶链通蛋鸡数字化产业平台已覆
盖全国超过 100 个城市。无独有偶，在本届
数字峰会上，有着多年工业互联网运营经验
的中海创科技（福建）集团有限公司，发布了
一款蛋鸡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数蛋联”。

为解决行业痛点，“数蛋联”提出以“两
网融合”的方式，推动蛋鸡产业数字化。

“通过工业互联网，对蛋鸡养殖场进行
数字化改造；通过产业互联网，汇聚更多资
源要素。”中海创公司数蛋联事业部负责人
马涛说，平台将通过资源整合，为入驻企业
提供交易、运输、仓储、在途监控、结算等
一体化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引入金融机
构，开展精准供应链金融服务，解决养殖户
贷款额度小、周期短、门槛高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