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翱翔田野高山！无人机女飞手的“飞驰人生”

( 下转 05 版 )

覃娇操控无人机，在田野播撒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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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周雅婷 欧阳婷

拍摄节目、邮政快递、电力巡检、工程测绘、森林防火……近年来，无人机在各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催生了新的就业岗位“飞手”（无
人机操控员），引领了新一拨“低空经济”的发展。

据中国民航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 月，全国实名登记的无人机达 188 万架，新注册无人机超过 61 万架，较去年增长了近 50%。“低空经济”
蓬勃发展，持证“飞手”数据却不乐观——数据显示，我国仅有 23 万人拥有无人机操控员执照，行业就业人才缺口高达 100 万人。

无人机操控员执照的考证难点在何处？近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特别采访了 3 位不同领域的“女飞手”，她们是乡村振兴田野上的播种者、
“高空走廊”上的守护者，也是森林防火战场上的逆行者！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无人机，成为公司

的第一个女飞手，后来开始深化运用、深入研究无人

机技术。”说这话的是国网湖南超高压输电公司无人

机巡检中心副主任杨嘉妮，她是无人机巡检工作的行

家里手，总能看到她在一线奔忙的身影。

有时，遇到突发情况，杨嘉妮得充当“应急抢险”

的角色。

“叮——”一段悦耳的手机铃声打破了夜晚的宁

静，一次，周末在家休息的杨嘉妮收到某线路发生跳

闸的信息，当她整理调试好无人机及配套设备，马不

停蹄赶到当地时，时针已经指向了凌晨 4点。

由于故障线路地处高寒山区，车辆行驶道路的左

侧山体随时可能出现滑坡，而右边就是悬崖峭壁。“崎

岖的山路让我头晕恶心，但心里始终惦记的还是随身

所带的设备。”下了车，还有一段狭窄陡峭的道路要走，

即使是熟悉这条路段的设备主人都心存畏惧，但作为

同行的唯一一名女性，杨嘉妮毫不退怯，携带着无人

机，在密林覆盖的山道上疾步而行。

无人机在极端寒冷天气下旋翼会结冰，电池利用

率急速下降，导致飞机动力不足，飞手需要到达离导、

地线更近的高地才能让无人机进行作业。面对恶劣

天气，当时杨嘉妮顾不上生理期带来的腰酸与腹胀，

毅然向更高的山上前行。“我当时脑子里只想着赶紧

把故障找出来，没顾其他。”

后来，为顺利完成无人机自主快速巡视航迹规划

研发工作，一有时间杨嘉妮就和班组成员去巡检现场

进行试飞，成功实现了无人机快速航迹全自动规划、

巡视现场全自动作业。  

随着无人机技术的深度运用，杨嘉妮还带领她的

团队融合高精度地图、点云数据处理分析等技术，构

建了输电线路全景数字三维模型，能够自动生成树障

报告、交跨报告、近地点报告和树倒模拟报告等；开

发了基于树种分析的年度砍伐计划、历史砍伐记录对

比等功能，全面提升了公司线路通道管理的综合水平。

穿梭在稻田上空，播撒秋收希望

故事 >>

空中悬停、拉升爬坡、调头

转向，伴随着一阵旋翼的轰鸣声，

一架大型植保无人机在覃娇的

操控下，丝滑地在空中飞行，向

地面的稻田施撒化肥。

“我学习无人机最初的目的

是帮助丈夫减轻劳动压力。”11

月12日，32 岁的覃娇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丈夫成胜武在

长沙宁乡市坝塘镇南芬塘村承包

了500 亩水稻田，每到水稻需要

喷药杀虫时，他总是需要扛着原

始的喷药器在田里来回穿梭，既

辛苦效率还不高，有时甚至需要

忙到凌晨两点才回家。2022 年，

覃娇辞去了在长沙酒店的管理工

作，回到了南芬塘村。

看着电视新闻中，种田大户

都用无人机等现代化农业机械

辅助进行田间劳作，覃娇心动了，

成胜武也意识到了纯靠人力忙

完 500 亩水田的施肥、洒药工作

是一项繁重的任务。夫妻两人商

量后，决定花 7万元买一架大型

植保无人机。

看着成胜武操控无人机的样

子，覃娇也心动了，“这也不是很

难，为什么我不可以做呢”。于

是，覃娇在丈夫的指导下，花了

两天时间，掌握了无人机的基本

技能。之后，她又陆续掌握了无

人机的保养和简单的维修技能，

“这是为了防止在田间劳作时，无

人机突然炸机无人修理的情况”。

但学习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

顺，植保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需

要飞手标注出飞行区域内的各种

障碍物，同时，还要避开田间地

头零散的菜园，“有些地方不用

撒肥施药”。为此，覃娇很是下

了一番功夫，跟在成胜武的身后，

把村里的稻田都走了一遍，在脑

海中构建了一幅地图。

“我用的无人机系统是飞行

到一定时长，就可以领取无人机

驾驶证，为他人提供服务。”一

到空闲时候，覃娇就带着无人机

在空旷无人的田野练习飞行，积

攒时长。

2023 年，覃娇终于拿到了无

人机驾驶证，正式成为一名飞手，

不仅可以在自家的水田劳作，也

上高寒山区抢险，保障城乡用电

可以为其他村民提供服务。

因此，覃娇成为南芬塘村的首个

无人机飞手。如今，即使在宁乡，飞

大型植保无人机的女飞手也仅覃娇一

人。

女性操作大型植保无人

机，还能喷药杀虫，当

时不仅成了南芬塘

村的新鲜事，更

是在坝塘镇轰

动一时。

覃 娇 记

得，去年4月，

她在自家承

包 的 500 亩

稻田上 第 一

次正式飞行喷

洒农药时，听到

消息的村民们都赶

来看新奇，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现场格外热闹。

有村民当面质疑：“那架飞机只怕

有百把斤吧，还要吊个装了100 斤药

水的桶，飞上去不会掉下来吧？”

覃娇选择“屏蔽”这些声音，紧

紧注视着成胜武。

“预备，3、2、1，起飞！”随着

成胜武的一声号令，只见大型植保无

人机在覃娇的操纵下腾空而起，拉升、

俯冲、悬停，药水成雾均匀喷洒在禾

苗上，平时一片 20 亩禾苗的喷药工

作，靠人工一个人需要 20 个小时才

能干完，而植保无人机仅用了20分钟，

这让围观的村民感受到了覃娇精湛的

技术，也看到了无人机的高效率。

因此，当植保无人机稳稳落地时，

大家纷纷围上覃娇，想要将自家水稻

喷药杀虫的活委托给她。原本只是为

了给丈夫减轻负担，没想到给自己招

揽了大量的“客户”，不仅是附近村民，

当地的种粮大户也找到了覃娇，将自

家稻田的农药喷洒作业活包给了

她。

“去年，我从 4月

份忙到了10月，‘双

抢’的时候有好

几天都是通宵

工作。”覃娇解

释，操控大型

无人机对环境

也有要求，使

用植保无人机

喷药的时候不仅

气温不能太高，而

且对风向也有要求，

三级风以内才可以作业，

所以覃娇都是凌晨四五点起床，

喷到上午十点，再从下午四五点喷到

凌晨一两点。

去年，她承接服务的稻田农药喷

洒面积达到 2000 亩，因为早稻、晚

稻需要多次喷药杀虫，所以作业面积

有 1万多亩，收入达到了20 多万元。

“这不但减轻了我老公种田的劳动负

担，而且赚回了买植保无人机的钱后

还有剩余！”

不仅如此，覃娇在宁乡市乡村工

匠技能竞赛暨植保无人机飞手技能大

赛上还获得了三等奖，“我本来是去

看我老公比赛的，没想到被领导推荐

参赛，还拿了名次”。

她是农业“女飞手”

她是电网“女飞手”

我国无人机操控员人才缺口高达 100 万人

操作无人机，需要体力和耐力。

从传统的人工巡视到手动无人机巡视，再到现

在的全自动无人机巡视，工作几年来，杨嘉妮授权发

明专利1项、发表论文 5 篇，同时 2020 年团队还申

请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3项、软件著作权4项。

“时代在变化，巡检方式会越来越智能，覆盖面也会

越来越广，这也鞭策我不断学习新技术，为公司智能

运检的转型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