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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孢蘑菇采摘机器人》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规定》

等文件要求，为满足双孢蘑菇智能化采收的实际需求，由中

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牵头于 2025 年 2 月向中国农

业机械流通协会提交《双孢蘑菇采摘机器人》团体标准项目

建议书，经中国农业机械流通协会组织评审，根据《关于 2025

第一季度立项团体标准的公示》，下达了《双孢蘑菇采摘机

器人》团体标准制定任务。

（二）制定背景

双孢蘑菇是全球栽培最广、产量最高的食用菌品种之一，

我国年产量超过 400 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 60%以上。传统

采收主要依赖人工，面临很多突出问题：① 劳动力短缺造

成季节性用工缺口达 30%-50%；② 人工采收成本占生产总成

本的 35%-40%，且每年以 10%-15%的速度增长；③ 熟练工人

日均采收量约 200-300 公斤，但个体差异导致损伤率

（15%-25%）和漏采率（10%-20%）居高不下。随着工厂化种

植的普及（全国层架式菇房占比已超 70%），标准化、连续

化的采收需求迫切，亟需通过自动化设备解决行业痛点。

近年来，农业机器人技术取得显著突破，为双孢蘑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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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自动化提供了可行性。然而，目前国内尚无统一的技术规

范，在采收成功率、采收效率以及关键部件的接口标准等方

面均缺乏统一的作业标准，导致设备兼容性差、性能评价缺

乏依据，制约了采摘机器人的规模化生产和应用。本标准的

制定，将明确机器人采收成功率、采摘速度等核心技术指标，

规范技术门槛，形成统一的机械接口等，促进模块化开发，

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为双孢蘑菇种植企业提供有效的性能评

价依据，降低企业选型成本，加速其商业化落地，从而助力

我国双孢蘑菇产业进一步向标准化和智能化发展。

（三）主要起草过程

1、预备阶段：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制定工作方案

项目立项以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牵头，

联合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国农机器人产业创新研究院

（江苏）有限公司，浙江隆宸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农业

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单位专业人员成立标准起草

工作组，制订工作方案，明确目标和任务、工作计划、人员

分工和进度安排等。

2、准备阶段：收集相关资料，调研交流

标准起草工作组针对双孢蘑菇种植、采摘、作业以及果

蔬采摘机器人等技术规范相关内容进行了资料收集整理工

作，检索了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查阅了大

量相关资料，并对这些标准和资料进行了系统的归类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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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开展实地调研，了解目前双孢蘑菇采摘机器人研发作

业的实际情况。

3、起草阶段：开展试验验证，形成标准草案

标准起草工作组在收集资料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经过

分析研究，确定了本标准的结构框架，依据工作计划和人员

分工，进行标准的编写，召开 3 次工作组会议进行内部研讨

和修改，形成标准草案。

（四）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标准起草单位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联合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国农机器人产业创新研究院（江

苏）有限公司，浙江隆宸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农业农村

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主要起草人所做工作如下：

1、工作方案拟定与前期资料搜集阶段

标准项目下达后，组织起草单位技术骨干成立了标准起

草工作组，工作组成员由具有较丰富的软件、硬件及食用菌

种植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熟悉业务、了解标准化工作的相

关规定且具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的人员组成。工作组成立

后，制定了标准编制工作计划，明确人员内部分工及进度要

求，责任落实到人，并按照工作方案展开标准制定工作。前

期结合搜集的资料和实地调研分析，最终起草组讨论分析确

定以下标准为本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并进行了仔细研读，

明确标准的采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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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参考的相关标准

序号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1 GB/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2 GB/T 4768—2008 防霉包装

3 GB/T 4879—2016 防锈包装

4 GB/T 5226.1—2019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

术条件

5 GB/T 9480—2001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使用

说明书编写规则

6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

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7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8 GB/T 16754—2021 机械安全 急停功能 设计原则

9 GB/T 16855.1—2018
机械安全 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 第 1部分：设

计通则

10 GB/T 37109—2018 农产品基本信息描述 食用菌类

2、撰写与讨论阶段

为顺利完成标准制定工作，标准起草工作组组织人员分

别赴浙江桐乡、江苏淮安等地进行实际调研，广泛听取生产

企业以及种植大户的意见，邀请农机、人工智能、机器人制

造等方向学者专家听取建议，讨论双孢蘑菇采摘机器人生产

制造技术规范、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广泛查阅了相关资料，

在此基础上，起草了标准讨论稿，并经多次线上和线下讨论

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的来源和依据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坚持科学性原则

标准起草过程中涉及到的相关技术指标，以实验数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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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实践为依据，确保了标准技术要求的可验证，同时，参

考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并进行不少于 100 次的对比试验验

证关键参数的可行性。

2、保持先进性原则

结合相关政策规程采用国内先进标准，在深入调查研究

分析的基础上，比照国内同类技术规范标准的水平，在预期

可达到的条件下，设定高于现行人工操作水平的技术要求，

吸纳前沿技术，并预留技术升级空间以保证标准的高水平及

先进性。

3、符合实用性和协调性原则

标准起草过程中，从实际出发，着眼于现阶段双孢蘑菇

采摘的实际需求、作业规范、生产实际中环境、场景等限制，

起草标准适配主流工厂化种植场景，成本可控，且操作简单，

符合农业从业人员习惯，与《双孢蘑菇工厂化生产技术规范》

等产业标准形成配套体系，在内容、术语、分类号上尽量与

其他标准保持协调一致。

（二）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1、范围：明确了标准文本的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根据标准文本内容，明确了规范

性引用文件。

3、术语与定义：明确了双孢蘑菇采摘机器人的关键术

语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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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型号编制规则：明确了本产品的型号编制规则，包

括产品分类代码、主参数代码、改进序号。

5、技术要求：明确了本标准的基本要求、配套装置、

性能要求、安全要求、使用信息等。

6、试验方法：明确了本标准的试验条件、试验用仪器

设备要求、基础要求检查、配套装置检查、性能指标检查等。

7、检验规则：明确了本标准的检验项目分类、抽样方

法和判定规则。

8、包装、运输和贮存：明确了本标准对应包装、运输

和贮存的要求。

三、标准验证情况

为确保本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在典型双孢蘑菇种

植工厂开展为期不少于 6 个月的试验验证。验证内容包括深

度识别误差、成熟度识别精度、采摘成功率、采摘速度、无

故障工作时间、设备稳定性等核心指标，并形成《双孢蘑菇

采摘机器人技术验证报告》。

1、 试验验证分析

在浙江隆宸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浙江桐乡的双

孢蘑菇种植菇房（环境温度 16-22℃，湿度 85%-90%）的测

试中，机器人平均深度设别误差 2.45mm（标准要求≤3mm），

平均成熟度识别误差 95.3%（标准要求≥90%），非复杂成簇

双孢蘑菇平均采摘成功率达 94.6%（标准要求≥90%），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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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簇双孢蘑菇采摘成功率达 56%（标准要求≥50%），单台机

器人单臂采摘速度 3.7s/个（标准要求≤4s/个），接近熟练

工人的 1.5 倍。通过 1000 小时耐久性测试，关键部件（如

视觉识别系统、柔性机械手）故障率低于 0.5%，满足连续作

业要求。

2、 技术经济论证

与传统人工采摘相比，机器人采摘可降低 30%-40%的人

力成本，按年产 1000 吨的菇房计算，年节省人工费用约 50

万元。设备投资回收期约 2-3 年（按单台设备 30 万元、日

均作业 16 小时测算）。此外，标准化采摘可减少蘑菇碰伤，

提升优质菇比例，增加经济效益。

3、 预期经济效果

本标准的推广应用预计可推动我国双孢蘑菇产业机械

化率提升 20%以上，减少劳动力依赖，提高生产稳定性。规

模化应用后，采摘机器人市场年需求量提升，带动智能装备

产业产值提升。同时，标准化作业可降低采后损耗约 5%，有

效节约行业成本，对推动食用菌产业智能化升级具有重要意

义。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

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通过查阅国际 ISO 等标准化组织，未查到涉及双孢蘑

菇采摘机器人的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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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

通过查阅国家标准全文公开、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

台、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等，与食用菌、双孢蘑菇、采摘

机器人等相关的标准，集中在种植技术操作规范、检验检疫、

流通运输等方向，如《食用菌鲜品流通技术规范》、《食用

菌日光温室栽培技术规程 双孢蘑菇》等，未发现有与《双

孢蘑菇采摘机器人》高度相关的标准。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实施建议

建议采取"试点先行、分类推进、配套支持"的阶梯式推

广策略。首先，建议选择长三角等双孢蘑菇主产区的现代化

菇房开展 6-12 个月的标准应用试点，重点验证采摘成功率、

采摘速度等核心指标在实际生产环境中的达标情况，同步建

立标准动态修订机制。针对不同规模生产企业，建议实施差

异化过渡期：大型工厂化菇房应在标准发布后 6 个月内完成

设备改造和标准贯标，中小型种植户可设置 12-18 个月的缓

冲期，期间通过建立区域技术服务中心提供设备共享服务。

技术支撑方面，建议成立由人工智能研究团队、农机鉴

定站、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和龙头企业等组成的标准实施工作

组，开发配套的检测认证工具包，包括双孢蘑菇成熟度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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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标准测试卡、机械手抓取力测定装置等专用工具。

产业配套政策上，建议将符合本标准要求的设备纳入农

机购置补贴目录，对开展标准化改造的菇房给予 30%的技改

资金补贴。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九、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