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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项目团队突破了机采籽棉水杂快速检测的技术难题，研发

了棉花水杂检测及收购一体化物联网系统，可在 3 分钟内完成单批次

棉样水杂的检测。同时我们草了籽棉回潮率与含杂率快速检测技术规

程和籽棉收购信息采集技术规程。” 

10 月 26日，在农业农村部西北农业装备重点实验室和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郑州棉麻工程技术设计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棉花水杂智

能检测与控制技术研讨暨棉花加工标准化技术体系建设研讨会上，石

河子大学机械电气工程学院教授、农业农村部西北农业装备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张若宇关于“棉花水杂智能检测与控制技术研究”的报告

引起了现场专家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近些年，我国机采棉的面积不断扩大，但由于棉花品种繁多、机

械采收技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棉花的含杂率和回潮率相对较高，严

重影响了我国棉花产业的发展和整体水平。目前，棉花加工厂在收购

过程中含杂率检测主要通过衣分试轧、棉花杂质分析等环节进行杂质

分离检测，一个棉样的检测时间为 20 至 30 分钟，速度慢、效率低，

严重影响棉花收获期间的生产销售效率。 

  为了解决机采籽棉收购过程中含杂率检测工序繁杂、速度慢等问

题，项目团队提出采用先去除大杂然后进行双面成像检测的方法，研

发了籽棉水杂一体智能检测系统，实现收购环节机采籽棉水杂一体快

速检测。同时检测的回潮率和含杂率数据通过物联网技术实时上传至

云平台和手机 APP终端，当回潮率和含杂率超标时，会自动在管理员

手机上进行告警提示，监管部门和企业管理部门也可以实时了解收购

籽棉回潮率和含杂率动态变化。 

  该项成果还与项目团队研发的籽棉收购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了无



缝对接，检测结果实时上传收购系统，有效提高棉花收购的工作效率。

此外，籽棉水杂检测和收购信息管理系统中采用的条形码检验技术、

一卡通技术、过磅实时监控技术，确保了籽棉收购过程公平、公正。 

  张若宇表示，团队将进一步完善技术规范，为新疆及全国籽棉收

购标准检验提供依据，并研发定量在线水杂检测装备，不断优化棉花

水杂在线检测及智能调控技术装备。 

  在当日的研讨会上，石河子大学副校长李兆敏致辞时向与会的专

家、学者和企业家们表示欢迎。他说，棉花是重要的战略物资，近年

来，我国棉花产业在生产、流通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著。本次会议以“棉

花水杂智能检测与控制技术装备研发和新疆机采棉加工标准化技术

体系建设”为主题，旨在通过技术交流、产业发展研讨以及现场应用

演示，促成与会各方开展真诚而务实的多视角畅谈、零距离接触，进

而凝聚棉花产业相关领域领导、专家学者和企业朋友的智慧，共同推

动机采棉加工标准化技术体系建设，促进我国棉花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总工程师刘雪莲说，项目团队研究项目成果

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将极大地解决当前兵团棉花水杂的检测问题，

既方便了加工企业，又为监管部门有效监管提供了抓手。同时，希望

项目团队进一步完善相关技术，降低项目成本，努力推动项目成果更

大范围的应用和推广。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教授希望研究团队进一步做好顶层设计，

规划好目标，围绕重点，注重合作，不断加强产业技术攻关，着力解



决影响机采棉质量的瓶颈问题，全面提升中国棉花产业的整体质量和

发展水平。 

 

  期间，全国棉花加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胡春雷、石河子大

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张杰还分别围绕机采棉加工标准化技术体系

建设、新疆棉花生产流通标准化体系建设作了专题交流，与会的专家、

学者和企业家还分别就棉花种植、采摘、加工、存储、物流等方面关

注的问题作了深入地交流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