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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稻机械化生产技术

A. 71<稻机械化育秧技术

技术概述:水稻机械化育秧技术是在育秧过程中使用机械以及温度调节和自动控制等手

段，将种、土、肥、水、温度、湿度等条件置于人工控制之下的一项技术。 采用这种技术所

育出的秧苗均匀、整齐、规格统一，便于机插，移栽后返青快、分藤早 ， 产量高。 水稻机械

化育秧技术主要有 : 带土育秧机械化技术、 双膜育秧和软盘育秧技术、水稻工厂化育秧

技术。

( A ) 带土育秧机械化技术

增产蜡烛情况 : 该技术通过精量播种，降低播种量， 壮秧培育 ， 提高机插效果，确保水

稻栽植密度，显著降低水稻种植成本，实现高产稳产。

技术要点: 带土育秧机械化技术也叫规格化青秧技术，按选用的机械设备不同，又可分

为工厂化硬盘育秧、框架育秧、隔膜育秧、嵌条育秧、切块育秧、模盘育秧等方式。

(1)床土配制 : 要求土质疏松，通透性好，肥力较高，床土颗校直径不宜太大，不得有

石块等杂物， pH 应在 5. 5---7 . 0 ，对床土还要进行药肥混拌。

(2) 种子的处理:主要包括晒种、脱芒、 选种、消毒、 浸种、催芽、脱水等工序。

(3) 播种 : 包括装底土、浇水、播种、覆土等工序。

(4) 育苗管理 : 主要包括增温出芽和绿化炼苗两道工序，出芽时最适宜的温度是 320C ，

达到出芽要求后，要逐渐降低温度到 20---25
0

C ，再经过 10 小时左右即可出室。

( 5 ) 绿化期管理:遮光保温、浇水、防病、灭草，秧苗 l 叶 1 心后炼苗，秧苗出室时 ，

视情况施肥。 移栽前 2---3 天排水，控湿炼苗，促进秧苗盘根，增加l秧块拉力，便于卷秧与

机捕。

注意事顶:做好种子的精选，发芽率 90%以上，精量均匀播种，减少机桶漏秧。

适宣区域:东北稻'区、长江中下游单季稻区、南方双季稻区及西南稻区等。

(8) 双膜育秧和软盘青秧技术

增产蜡烛情况: 双膜育秧和软盘育秧技术与工厂化育秧技术相比，具有投资成本低 、 经

济效益好、操作简便等特点。每亩增产 10 千克，节省劳动成本投入 30 元左右。

技术要点:

(1)秧田准备:按照 1 : (80--- 1 00) 比例留足秧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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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种子准备 : 选择主推品种，按每亩 3~4 千克备种;发芽率 90%以上、发芽势 85%

以上 。

(3) 精细播种 : 按照秧龄 18.......， 25 天推算播期，播种前要准备好秧床，秧盘与地面要密

合，秧盘与秧盘之间不能留有间隙，四周要用土培-实。

(4) 苗期管理:根据育秧方式和茬口的不同，采取相应的增温保湿措施 ， 确保安全

齐苗。

(5) 秧苗要求 : 苗高 15 .......， 20 厘米，秧苗直立，茎轩粗硬 ， 秧块土层厚度应均匀一致，

秧块四角垂直方正，不应缺边、缺角，苗齐苗匀，根系盘结好，提起不散。

注意事顶:双膜育秧是指在秧板上平铺有孔地膜，再铺放 2~2. 5 厘米厚的床土 ， 酒足

底水，播种覆土后加盖农膜， 保温保湿促齐苗的育秧方式。 软盘育秧仅改双膜育秧中"平铺

有孔地膜" 为"平铺软盘"，其他工序与双膜育秧相同 。

适宣区域:主要适合在江苏、湖北等省水稻生产区的应用。

( C) 水稻工厂化育秧技术

增产增娘情况 : 工厂化育秧技术是减轻劳动强度，加快发展机插秧的关键，也是实现水

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关键环节。可增产 30~50 千克/亩，对推进粮食生产增产高效有积极

意义 。

技术要点: 水稻工厂化育秧在环境控制条件下 ， 按照规范的工艺流程， 进行机械化或半

机械化作业，其过程可分为播前准备、播种、苗期管理等阶段。

(1)床土准备:取水田土，晒干粉碎过筛，直径 2~3 毫米为床土， 1~ 2 毫米为盖种

土，然后拌人营养剂 ， 对土壤进行消毒，调酸 pH 在 5 . 5~7 . 0 。

(2) 种子准备:晒种、选种、浸种、破胸，破胸后适当补水，注意通风增氧。

(3) 秧盘准备 : 最好选用硬盘。

(4) 育秧生产 : 床土厚度调试、洒水量调试、播种草调试、盖土量调试。 播种整个程序

完成后送进催芽室催芽。

( 5) 催芽 : 催芽最好是使用加湿加热器蒸汽催芽，做到适温催芽，温度控制在

30~360C 。

(6) 苗期管理:苗盘土要保持湿润，苗叶要保持有水珠， 若禾叶出现卷叶要及时洒水，

晴天温度过高大棚边膜要经常打开通风，傍晚把膜盖好注意保温。 揭膜要求 : 晴天傍晚揭，

阴天上午揭; 小雨雨前揭，大雨雨后揭。若揭膜时最低温度低于 1 2
0

C时可适当推迟揭膜时

间 。 晚稻育秧秧苗管理要注意保湿，防止暴晒 ， 一天洒两次水 ， 上午 10 时洒 l 次，下午4~

5 日才洒 1 次为好。

注意事顶: 一是双季水稻品种要搭配好，两季水稻品种的生育期之和不能超过 230 天;

二是要推算好播种时间 ， 一般早稻在 20~25 天秧龄、晚稻 16~21 天秧龄; 三是整个播种批

数不能超过 5 个周期 。

适宣区域: 适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水稻生产区域。

8 . 71<稻机械化插秧技术

技术概述: 水稻机械化插秧技术是使用插秧机把适龄秧苗按农艺要求和规范，移捅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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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的技术。 该技术具有栽插效率高 ， 捅秧质量'好，用机械代替了人工 ， 减轻了劳动强度 。 水

稻机械化捅秧技术是继品种和栽培技术更新之后进一步提高水稻劳动生产率的又一次技术革

命。 目前，世界上水稻机插秧技术已成熟，日本、韩国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省的水稻生产全

面实现了机械化插秧，中同大陆开发研制的具有世界先进技术的高性能捅秧机， 实现了浅

栽、宽行窄株、定苗定穴栽桶， 并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应用。

增产增娘情况:水稻机械化插秧技术具有栽插效率高，减轻劳动强度等优点 ， 可实现水

稻生产节本增效、高产稳产增加农民收入。 同时与人工插秧相比，水稻机械化插秧技术育苗

较晚，苗量均匀，同时如果配合水稻防虫网育秧，可大大降低水稻黑条矮缩病、条纹口十村病

的发生 。

技术要点:

(1)机械插秧农艺要求:插秧深度1. 5~2 厘米，每穴 3~4 株 ， 相对均匀度二二85% ; 漏

插率ζ5%，伤秧率ζ4%，行距 30 厘米左右， 株距1l~20 厘米。 行要直 ， 不漂秧。

(2) 机械插秧对大田的要求:田块要整平并沉淀，达到上细下粗， ~IÐ而不糊，上烂下

实，沉淀不极结，插秧作业时不陷机不璧泥。 泥脚深度小于 30 厘米 ， 水深 1~3 厘米 。

(3) 机械插秧对秧苗的要求 : 苗壮、茎粗、 叶挺，叶色深绿，苗高1O~20 厘米，秧苗

叶龄 2. 0~4 . 5 叶，插秧前床土含水iïl: 35 %~45%，秧根盘结不散。 盘育秧苗要求四边整

齐。 运送不挤伤、 压伤秧苗。

(4) 机械插秧操作要求:作业前要将插秧机安装调试好，先空运转， 保证工作可靠 、 运

转平稳。 可先进行试插，调整好取秧蓝、人土深度，确认各操作手柄在正确位置， 检查机组

运转情况和插秧质量，如不符合要求应进行再调整直至达到要求。行走方法一般采用梭形走

法。 机手和装秧手要密切配合， 首次装秧，秧箱应在最左或最右端，秧块应展平放置，底部

紧贴秧箱，不要在秧门处拱起。 压苗器压紧程度应适度，达到秧块能在秧箱上只允许滑动，

不允许跳动。

( 5 ) 捅秧质量检查:插秧过程中要经常进行插秧质量的检查。 检查项目主要有 : 插秧深

度、每穴株数、漏插率 、 勾伤秧率等 ， 检查结果都应在规定范围内 ， 超过范围应找出原因，

及时进行调整和处理，以保证插秧质量。

注意事项:机插秧采用中小苗移栽，与常规手插秧比，其秧龄短，抗逆性较弱 。 采取前

稳、中控、 后促的肥水管理措施，前期要稳定，保证早返青 、 早分藤，分黯期注意提早控制

高峰苗， 中后期严格水层管理，促进大穗形成。

适宣区域: 适于水稻机械化插秧的各稻区和季节，在插秧期间温度较低的地区增产效果

更明显。

技术依托单位:

1.江苏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

联系地址: 南京市南湖路 97 号

邮政编码: 210017 

联系人:陈新华，唐莉莉

联系电话: 025-86468735 , 86468736 

电子邮箱: pandatang@sina. com 

2. 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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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南京市中山门外柳营 100 号

邮政编码 : 210014 

联系人: 吴崇友

联系电话 : 13605195485 

电子邮箱: cywu59@sina. com 

c. 稻谷干燥机械化技术

技术概况: 谷物干燥是农业生产中的关键环节。 稻谷干燥机械化技术是以机械为主要手

段 ， 采用相应的工艺和技术措施，控制温度、湿度等因素，在不损害稻谷品质的前提下，降

低谷物含水盘，使其达到国家安全储存标准的干燥技术。

增产增烈情况:机械化烘干技术是通过控制温度、湿度，在不损害粮食品质的前提下 ，

降低粮食含水量，使其达到国家安全储存标准的干燥技术。 它除了能有效地防止连绵阴雨等

灾害性天气所造成的损失外，还有其他明显的优势。 一是减轻劳动强度，改善劳动条件.提

高劳动生产率，为实现农业产业化、集约化、现代化提供有效手段。二是提高粮食品质、耐

储性和加工性。 三是可以防止自然干燥对粮食造成的污染，杜绝农民因占用公路晾晒粮食而

造成的交通伤亡事故 。 机械化烘干技术能够减少粮食损失，降低粮食翻晒劳动强度， 1111快推

进粮食生产规模化、专业化水平，促进农民增收，保障糊食生产安全。

技术要点:

1.技术规范 粮食干燥品质与一次降水幅度、粮食湿度及谷物的缓苏过程有关，因粮

食种类和用途不同，干燥工艺和参数设定也有所不同 。 对于循环式低温热风干燥机热风泪度

具体确定如下 : 稻谷在干燥过程中容易爆腰，其外壳对湿热传导又有显著延缓作用。 稻谷的

爆Jl要率不但与初始含水量有关，而且与干燥时的热风温度关系密切，因此在干燥时， 一般热

风泪度以 45
0

C左右为宜。

2. 技术实施要点

(1)被烘干的稻谷里如混有大量稻秤等杂物时，将影响稻谷的流动，引起干燥不均匀 ，

因此在进行干燥之前需粗筛。

(2) 收割后的稻谷尽快装入干燥机。 在未装到一批所需烘干量之前， 最好先进行通风循

环，暂不给燃烧器点火 。

(3) 烘干含水量不均的稻谷时，需尽量多一些时间通风循环，然后再给燃烧器点火。

(4) 当烘干易爆腰品种和已出现爆腰现象的稻谷及遇冻害稻谷时，应降低干燥速度。

3. 技术操作规程 稻谷的干燥不同于其他粮食的干燥，它是一种热敏性粮食，十燥速

度过快或参数选择不当容易产生爆腰。 韬谷的硬度比小麦和玉米高，它的外壳对于干燥过程

有显著延缓作用，故在烘干和冷却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爆腰。使用固定床干燥或其他静置千燥

设备烘干稻谷时， 一般炉气温度以 450C为宜 ; 使用流化床干燥的烘干设备烘干稻谷时 ， 一

般炉气涌度应小于 160
0

C ，出机谷温低于 60
0

C ，稻谷原始含水量保持 17%~ 18%，机内降

水应为 1%~ 1. 3% ，静态缓苏冷却降水 1%~ 1. 2% 。 在这种情况下，稻谷基本上不会产生

爆腰。 实践证明，使烘干后的稻谷堆放静置 4 小时左右缓苏，再利用机械通风冷却，不仅有

利于确保稻谷品质，而且还有可能使它表层水分的气化速度与内层水分向外层转移的速度相

协调，从而避免它的表层产生毛细管收缩和硬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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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顶:

(1)使用的电源电压应在允许范围内 。

(2) 使用燃油设备，在启动燃烧器前先检查燃油箱是再有油，浦路有再漏1，1:， (主要检查

过滤阀、油管、燃烧器等〉 。

(3) 所周燃油料必须符合设备要求 ， 当燃烧器工作时，勿给油箱加油 。

(4) 启动干燥后，先检查空运转声音是否正常(提升机、送风机、上下部搅龙等处) 。

(5) 干燥工作时要检查燃烧是再正常，有无异味。

(6 ) 干燥不同品种的粮食更替时，要将残留在设施内的粮食清扫干净 ， 防止混淆。

(7 ) 做好机具设施的维护，机具有许多电器件、运动件，要定期做好维护与保养t作 ，

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设备。

(8) 定期清扫干燥机的干燥部网板，不让网板小孔堵塞，以免影响干燥机干燥效果。

(9) 检查、清扫千燥机时， 应先切断电獗，避免发生人身安全事故。

(] O) 干燥机的操作人员市耍经专门培训，专人负责。 按照操作规程使用干燥机。

(11)粮食干燥点的经营规模要与当地实际需求相适应，选用的机型要适合干燥的粮食

种类， 设点位置要便于运输，尤其要考虑雨天运输的方便。

(1 2) 谷物干燥机一般安装在室内， 要通风良好井有足够的作业场地，保证在阴雨天、

夜间都能正常作业;机体庞大无法在室内安装的机型(如塔式干燥机)也应尽盘选择在通风

良好、比较干燥的场所。

技术依托单位: 江西省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

联系地址 : 江西省南昌市省府东二路 2 号:省农业厅 1 5 楼

lUI~政编码 : 330046 

联系人:董琪

联系电话: 0791-86225631 

(二)玉米机械化生产技术

技术概述: 玉米机械化生产技术主要包括播前准备、精量播种、田间管理和收获等环

节 ， 每项技术措施都应该落实到位。

技术要点:

1.播前准备 东北、西北地区提倡前茬秋收后、土壤冻结前做好播前准备，包括深松、

灭在、旋耕、 粗地、施基肥等作业，有条件的地区应采用多功能联合作业机具进行作业，提

倡和1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 深松作业的深度以打破犁底层为原则， 一般为 25~35 厘米;深

松作业时间应根据当地降雨时空分布特点选择， 以便更多地蓄纳自然降水;建议每隔 2~3

年.ìtt行 l 次深松作业。 当地表紧实或明草较旺时，可利用圆盘祀、 旋耕机等机具实施浅把或

浅旋，表土处理不超过 8 厘米。 实施保护性耕作的区域，应按照保护性耕作技术要点和操作

规程进行作业。

黄淮海地区小麦收获时，采用带秸秤粉碎的联合收获机，留茬高度低于 20 厘米，秸忏

粉碎后均匀抛撒，然后直接使用免耕精盐播种机进行玉米播种，不提倡旋耕后再播种。

西南和南方玉米产区，在播前可进行旋耕作业。 丘陵山地可采用小型微耕机具作业， 平

坝地区和缓坡耕地可采用中小型机具作业。 对于勃重土壤，可根据需要实施深松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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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精量播种 适时播种是保证出苗整齐度的重要措施，当地温在 8~120C 、土壤含水量

14%左右时，即可进行播种 。 合理的种植密度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各地应

按照当地的玉米品种特性，选定合适的播种量，保证亩株数符合农艺要求 。 应尽量采用机械

化精盐播种技术，作业要求是:单粒率二三90% ， 空穴率<3%，伤种率ζ1. 5 % ; 播深或覆土

深度根据土壤含水量而定， 一般为 5~8 厘米，误差不大于 1 厘米;株距合格率二~90% ; 种

肥应施在种子侧下方，与种子相隔 5 厘米以上，且肥条均匀连续;苗带直线性好，种子左右

偏差不大于 4 厘米，以便于田间管理。

东北地区垄作种植行距采用 60 厘米或 65 厘米等行距，并逐步向 60 厘米等行距平作种

植方式发展;黄淮海地区采用 60 厘米等行距种植方式，前茬小麦种植时应考虑对应玉米种

植行距的需求，尽量不采用套种方式;西部地区采用宽窄行破膜种植的地区，也应尽量统一

宽窄行距;西南和南方种植区，结合当地实际，合理确定相对稳定、适宜机械作业的种植行

距和种植模式， 选择与之配套的中小型精量播种机具进行播种。

3. 田间管理

(1)中耕施肥:根据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成果，按各地目标产量、施肥方式及追肥用盘，

在玉米拔节或小喇叭口期，采用高地隙中耕施肥机真或轻小型田间管理机械，进行中耕追肥

作业， 一次完成开沟、施肥、培土、镇压等工序。 追肥机具应具有良好的行间通过性能，各

排肥口施肥量应调整一致，追肥作业应无明显伤根，伤苗率<3% ，追肥深度 6~ 10 厘米，

追肥部位在植株行侧 10~20 厘米，月巴带宽度>3 厘米，无明显断条，施肥后疆土严密。

(2) 植保:根据当地玉米病虫草害的发生规律，按植保要求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合理选

用药剂及用盘，按照机械化高效植保技术操作规程进行防治作业。 苗前喷施除草剂应在土壤

含水量较大时进行，均匀喷洒， 在地表形成一层药膜;苗后喷施除草剂在玉米 3~5 叶期进

行，要求在行间近地面喷施，以减少药剂漂移。 玉米生育中后期喷药防治病虫害时，应采用

高地隙喷药机械进行植保作业，提高喷施药剂的精准性和利用率，严防人畜中毒、作物药害

和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

4. 收获 各地应根据玉米成熟度适时进行收获作业，根据地块大小和种植行距及作业

要求选择合适的联合收获机、 青贮饲料收获机型。玉米收获机行距应与玉米种植行距相适

应，且尽量使播种机与收获机行数成整倍数关系，以防止由于衔接行的较大行距偏差而加大

收获损失，行距偏差不宜超过 5 厘米。 机械化玉米收获时，植株倒伏率应<5% ， 否则会影

响作业效率，加大收获损失。 作业质量要求 : 玉米果穗收获，籽粒损失率~2%，果穗损失

率ζ3%，籽粒破碎率ζ1%，果穗含杂率ζ5%，苞叶未剥净率<15% ; 玉米脱粒联合收获，

玉米籽粒含水量ζ23% ; 玉米青贮收获，秸秤含水量二三65% ，秸轩切碎长度ζ3 厘米，切碎

合格率二三85 % ，割茬高度~15 厘米，收割损失率~5%。玉米秸轩还田按 《秸轩还田机械化

技术》要求执行。

适宣区域:全国农业产区。

技术依托单位: 中国农业大学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 17 号

联系人:张东兴

联系电话: 010-62737765 , 62737995 , 62737294 

电子邮箱: zhangdx~cau. edu.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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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豆机械化生产技术

技术概述: 大豆机械化生产技术包括描前准备、精盘播种、田间管理和收获 4 方

面内容。

技术要点:

1.播前准备

(1)品种选择及其处理 :

①品种选择:按当地生态类型及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地选择通过审定的耐密、 秤强、抗

倒、 丰产性突出的主导品种，品种熟期要严格按照品种区域布局规划要求选择，杜绝跨区

种植。

②种子精注:应用清选机精选种子，要求纯度二三99% ，净度二三98% ， 发芽率二三95% ，含

水量运13. 5% ，粒型均匀一致。

③种子处理:应用包衣机将精选后的种子和种衣剂拌种包衣。 在低温千旱情况下，种子

在土壤中时间长，易遭受病虫害，可用大豆种衣剂按药种比 1: (75 ~ 100) 防治 。 防治大

豆根腐病可用种子量 0. 5%的 50%多桶合剂或种子iìJ: 0. 3 % 的 50%多菌灵拌种 。 虫害严重的

地块要选用既含杀菌剂又含杀虫剂的包衣种子;未经包衣的种子，需用 35%甲基硫环磷乳

油拌和jl ，以防治地下害虫，拌种剂可添加锢酸锁，以提高固氮能力和出苗率。

(2) 整地与轮作:

①轮作 : 尽可能实行合理的轮作制度，做到不重茬、不迎在。 实施"玉米一玉米一大

豆"和"麦一杂一豆"等轮作方式。

②整地 : 大豆是深根系作物 ， 并有根瘤菌共生。 要求耕层有机质丰富 ， 活土层深厚 ， 土

壤容重较低及保水保肥性能良好。 适宜作业的土壤含水量 15%~25% 。

对于以下 3 种情况，需要注意 :

一是保护性耕作。 实行保护性耕作的地块，如田间秸忏 (经联合收割机粉碎)覆盖状况

或地表平整度影响免耕播种作业质量，应进行秸轩匀撒处理或地表平整，保证播种质量。 可

应用联合整地机、 1齿杆式深松机或全方位深松机等进行深松整地作业。 提倡以间隔深松为特

征的深松耕法，构造"虚实并存"的耕层结构。 间隔 3~4 年深松整地 1 次，以打破犁底层

为目的，深度一般为 35~40 厘米，稳定性二三80% ，土壤膨松度注40%，深松后应及时合楠 ，

必要时镇压。 对于田间含水量较大、不宜实行保护性耕作的地区，需进行耕翻整地。

二是东北地区 。 对上茬作物(玉米、高粱等)根茬较硬，没有实行保护性耕作的地区，

提倡采取以深松为主的枪旋翻粗，深浅交替整地方法。 可采用螺旋型犁、熟地型犁、复式

犁、心土?昆层犁、联合整地机、齿杆式深松机或全方位深松机等进行整地作业。深松:间隔

3~4 年深松整地 1 次，深松后应及时合楠，必要时镇压。 整地:平播大豆尽量进行秋整地，

深度 20~25 厘米，翻把精结合 ， 无大土块和暗坷垃，达到播种状态 ; 无法进行秋整地而进

行春整地时，应在土壤"返浆"前进行，深度 15 厘米为宜，做到翻、祀、 粉、 压连续作业 ，

达到平播密植或带状载培要求状态。 垄作 : 整地与起垄应连续作业 ， 垄向要直 ， 100 米垄长

直线度误差不大于 2. 5 厘米(带 GPS 作业)或 100 米垄长直线度误差不大于 5 厘米(无

GPS作业) ; 垄体宽度按农艺要求形成标准垄形，垄距误差不超过 2 厘米 ; 起垄工作幅误差

不超过 5 厘米，垄体一致，深度均匀，各钵人土深度误差不超过 2 厘米;垄高一致，垄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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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后，垄高不小于 16 厘米(大垄高不小于 20 厘米) ，各垄高度误差应不超过 2 厘米;垄形

整齐，不起堡块，无凹心垄，原垄深松起垄时应包严残在和1肥料;地头整齐，垄到地边，地

头误差小于 10 厘米 。

工:是黄淮海地区。 前在一般为冬小麦，具备较好的整地基础。 没有实行保护性耕作的地

区 ， 一般先撒施底Jl巴，随即用圆盘把灭茬 2~3 遍，把深 ]5~20 厘米，然后用轻型钉齿把浅

祀 l 迎，和!!细粗平，保障播种质量 ; 实行保护性耕作的地区，也可无需整地，待埔情适宜时

直接播种。

2. 精量播种

(1)适期播种:东北地区要抓住地温早春回升的有利时机，耕层地温稳定通过 5
0

C时 ，

利用早春 "返浆水"抢埔播种。 黄淮海地域要抓住麦收后土壤埔情较好，的有利时机，抢

嘀早擂。

在播种适期内， 要根据品种类型、土攘嘀情等条件确定具体播期。中晚熟品种应适当早

播，以便保证箱前成熟;早熟品种应适当晚播，使其发棵壮苗。土壤埔情较差的地块，应当

抢埔早擂，播后及时镇压;土壤埔情好的地块，应根据大豆栽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栽

培制度及大豆生态类型具体分析，选定最佳播期。

(2) 种植密度:播种密度依据品种、水肥条件、 气候因素和种植方式等来确定 。 植株高

大、分枝多的品种，适于低密度 ; 植株矮小、分枝少的品种，适于较高密度。 同一品种， 水

fl巳条件较好时，密度宜低些;反之，密度高些。 东北地区， 一般小垄保苗在 2 万株/亩为宜;

大垄密和平作保苗在 2. 3 万~2. 4 万株/亩为宜。 黄淮海地域麦茬地窄行密植平作保苗在 2

万~2. 3 万株/商为宜。

(3) 播种质量 : 播种质量是实现大豆一次播种保全苗、高产、稳产、节本、增效的关键

和前提。 建议采j书机械化精量播种技术， 一次完成施肥、播种、覆土、镇压等作业环节。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罔农业行业标准 NY/ T 503- 2002 (( 中耕作物单粒(精密)播种机作

业质量标准>>，以夜土镇压后计算，黑土区播种深度 3~5 厘米，白浆土及盐碱土l豆播种深度

3~4 厘米，风沙土区播种深度 5 ~ 6 厘米，确保种子插在湿土上。 播种深度合格率

二三75 . 0% ，株距合格指数二三 60 . 0% ， 重播指数<30. 0%，漏播指数ζ 15 . 0% ， 变异系数

三三40.0% ， 机械破损率ζ1. 5% ，各行施肥盘偏差<5%，行距一致性合格率二三90% ， 邻接行

距合格率~90% ， 垄上播种相对垄顶中心偏差<3 厘米，播行 50 米直线性偏差ζ5 厘米，地

头重(漏)播宽度王三5 厘米，捕后地表平整、镇压连续，晾籽率ζ2% ; 地头无漏种、堆种

现象，出苗率二~95% 。 实行保护性耕作的地块，播种时应避免播种带土壤与秸轩根在1昆杂 ，

确保种子与土壤接触良好。 调整播种量时，应考虑药剂拌种使种子质量增加的因素。

播种机在播种时，结合播种施种肥于种侧 3~5 厘米、种下 5~8 厘米处。 施肥深度合格

指数二三75% ，种H巴间距合格指数二三80% ，地头无漏肥、堆肥现象，切忌种肥同位。

随播种施肥随镇压，做到覆土严密，镇压适度(3~5 千克/厘米勺，元漏无重，抗旱

保埔。

(4) 播种机具选用:根据当地农机装备市场实际情况和农艺技术要求，选用带有施肥、

精量播种、破土镇压等装置和种肥检测系统的多功能精少量播种机具，一次性完成播种、施

肥、镇压等复式作业。夏播大豆可采用全秸轩覆盖少免耕精量播种机， 少免耕精量播种机应

具有较强的秸轩根茬防堵和种床整备功能，机具以不发生轻微堵塞为合格。一般施肥装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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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月巴能力应达到 90 千克/亩以上，夏播大豆用机的排肥能力达到 60 千克/亩以上即可。 提倡

选用具有种床整备防堵、侧深施肥、精量播种、覆土镇压、喷施封闭除草剂、秸轩均匀覆盖

和利1月巳检测功能的多功能精少量播种机具。

3. 田间管理

(1)施肥 : 残在全部还田 ，基肥、种肥和微肥接力施肥，防止大豆后期脱肥，和I')j巴增

~(、保磷、补押 -耍素合理配比; 反大豆根据具体情况， 种肥和微月巴接力施肥。 提倡视IJ土配

方施肥和机械深施。

①底月巴 : 生产 AA 级绿色大豆地块，施用绿色有机专用肥; 生产 A 级优质大豆 ， 施优

质农家)1巴 1 500~2 000千克/亩，结合整地一次施人; 一般大豆苗施尿素 4 千克/丽、磷酸二

镀 7 千克/亩、钥1 ft巴 7 千克/亩左右 ， 结合耕整地， 采用整地机具深施于 12~ 14 厘米处。

②种JI巴 : 根据土壤有机质 、 速效养分含盘、施肥实验测定结果、肥料供应水平、品种和

前在情况及栽培模式， 确定各地区具体施肥量。 在没有进行测土配方施肥的地块， 一般纯、

磷、钥l纯养分按 1: 1. 5 : 1. 2 比例配用，肥料商品盘种肥每亩尿素 3 千克、磷股二锁 4 . 5 千

克、钊1 ft巴 4. 5 千克左右。

③追月巴: 根据大豆话肥规律和长势情况 ， 动态调剂肥料比例，追施适i主营养元素 。 当

纸、磷肥充足条件下应注意增加例肥的用量。 在花期啧施叶面肥。 一般喷施 2 次 ， 第 1 次在

大豆初花WJ . 第 2 次在结英初期，可用尿素力n磷酸二氢钊喷施 ， 用 ß:一般每公顷用尿素

7. 5~1 5 千克加磷酸二氢仰 2. 5~4.. 5 千克兑水 750 千克。 中小面积地块尽盐选用啧雾质量

和防漂移性能好的喷雾机 (器) .使大豆叶片上下都有HEi 大面积作业， 推荐采用飞机航化

作业方式。

(2) 中耕除草:

①中耕培土 : 垄作春大豆产区 ， 一般中耕 3~4 次。 在第 1 片复叶展开时，进行第 l 次

中耕 ， 耕深 15~ 1 8 厘米，或于垄沟深松 18~20 厘米 ， 要求垄沟和垄帮有较厚的活土层;在

株高 25~30 厘米时，进行第 2 次巾耕， 耕深 8~ 12 厘米，中耕机市高速作业 ， 提高蕴土挤

压苗问草效果;封垄前进行第 3 次中耕，耕深 15~18 厘米 。 次数和1时间不阳定 ， 根据商情 、

草情和天气等条件灵活掌握， 低涝地应注意培高垄，以利于排涝。

平作密植春大豆和豆大豆少免耕产区，建议巾耕 1 ~3 次。 以行间深松为主 ， 深度分别

为 18~20 厘米、第 2 、 3 次为 8~ 12 厘米，松土灭草。

推荐选用带有施肥装置的中耕机，结合中耕完成追肥作业。

②除草 : 采用机械、化学综合灭草原则，以捕前土壤处理和播后苗前土攘处理为主，苗

后处理为辅。

一是机械除草。 封闭除草，在播种前用中耕机安装大鸭苹:齿，配齐翼型齿，进行全面封

闭浅耕除草。 粗地除草 ， l:111用轻型或中型钉齿把进行苗前把地除草 ， 或者在发生严重草荒

时， 不得已进行苗后把地除草。 苗间除草 ， 在大豆苗期(1对真叶展开至第 3 复叶展开 ， 自11

株高 10~ 1 5 厘米时) .采用中耕苗间除草机，边中耕边除草，锄齿人土深度 2~4 厘米 。

二是化学除草 。 根据当地草情 ， 选择最佳药剂配方，重点选择杀草谱宽 、 持效期适中 、

无残效、对后茬作物无影响的除草剂， 应用g;滴直径 250~400 微米的机动l质算机、 背负式

l喷雾机、 电动喷雾机、农业航空植保等机械实施化学除草作业，作业机具要满足压力 、 稳定

性和安全施药技术规范等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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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病虫害防治:采用种子包衣方法防治根腐病、胞缉线虫病和根姐等地下病虫害，各

地可根据病虫害种类选择不同的种衣剂拌种，防治地下病虫害与到马 、 跳甲等早期虫害。 建

议各地实施科学合理的轮作方法，从源头预防病虫害的发生。 根据苗期病虫害发生情况选用

适宜的药剂及用量 ， 采用喷杆式l质算机等植保机械，按照机械化植保技术操作规程进行防治

作业。 大豆生长中后期病虫害的防治，应根据植保部门的预测和l预报，选择适宜的药剂 ， 遵

循安全施药技术规范要求 ， 依据具体条件采用机动喷雾机、背负式l质罢手喷粉机、电动啧算机

和农业航空植保等机具和设备，按照机械化植保技术操作规程进行防治作业。 各地应加强植

保机械化作业技术指导与服务，做到均匀喷洒、不漏l质、不重l质、无滴漏、低漂移， 以防出

现药害。

(4) 化学调控:高肥地块大豆窄行密植由于群体大，大豆植株生长旺盛，要在初花期选

用多效l哇、 三腆苯甲酸等化控剂进行调控，控制大豆徒长，防止后期倒伏;低Jl巴力地块可在

盛花、鼓粒期叶面喷施少量尿素、磷酸二氢仰和棚、锦{放肥等，防止后期脱肥早衰。 根据化

控技术要求选用适宜的植保机械设备，按照机械化植保技术操作规程进行化控作业。

(5) 排灌 : 根据气候与土壤埔情，播前抗涝、抗旱应结合整地进行，确保播种和出苗质

量。 生育期间干旱元雨，应及时灌溉;雨水较多、田间积水，应及时排水防涝 ; 开花结英、

鼓粒期，适时适量灌溉，协调大豆水分需求，提高大豆品质和产盘。 提倡采用低压l愤激、微

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

4. 收夜 大豆机械化收获的时间要求严格，适宜收获期网收获方法不同而异。 用联合

收割机直接收割方式的最佳时期在完熟初期，此时大豆叶片全部脱落，植株呈现原有品种色

泽，籽粒含水量降为 18% 以下;分段收获方式的最佳收获期为黄熟期，此时叶片脱落

70%~80% ， 籽粒开始变黄，少部分豆英变成原色 ， 个别仍呈现青绿色。 采用"深、窄、

密"种植方式的地块，适宜采用直接收割方式收获。

大豆直接收获可用大豆联合收割机，也可借用小麦联合收割机。 由于小麦联合收割机型

号较多，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但必须用大豆收获专用割台。一般夜筒转速为 500~

700 转/分钟，应根据植株含水盘、喂人蓝、破碎率、脱净率情况， 调整滚筒转速。

分段收获采用割晒机害IJ倒铺放，待l琼干后，用安装拾禾器的联合收割机拾禾脱粒。 削倒

铺放的大豆植株应与机组前进方向呈 30。角，并铺放在垄台上，豆轩与豆轩相互搭接。

收获时要求制在不阳底英，不丢枝，田间损失率ζ3%，收割综合损失率~l. 5% ，破碎

率ζ3%，泥花脸ζ5% 。

适宣区域: 东北地区、黄淮海地区。

技术依托单位: 东北农业大学

联系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木材街 519 号

联系人:陈海涛

联系电话 : 13766835198 

(四)油菜机械化生产技术

油菜生产机械化技术主要内容包括大田耕整、开沟、种植、植保、排灌、收获、秸轩还

田、烘干等机械化技术，其中种植和收获机械化技术为主体技术，耕整、开沟、排灌等环节

采用的机具和技术与其他作物的相应环节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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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机械化种植技术

( A) 机械化直播技术

a. 撒播机开沟覆盖播种机械化技术

技术概述:油菜撒播机开沟覆盖播种机械化技术是在前茬收获后，按农艺要求将一定量

的种子、肥料直接撒施于土壤埔情适宜的贴茬地上，然后按一定沟距用开沟机开沟，将沟土

均匀抛撒覆盖在睦面上的一种油菜轻简化栽培技术。 撒播机开沟作业不仅提高了作业效率、

减少了用工盘、利于实现油菜生产的节本增效，同时撒播油菜的主根系直接扎人板土层中，

根系抓土力强 ， 不易倒伏， 井可实施早播，有效利用更多的光热资源， 延长了油菜的营养生

段期，促进油菜籽产量的提高。

增产增娘情况:该技术省去了育苗、耕整地、移栽等环节，商节约工时 2~3 个，亩节

约戚本 200 元左右。

技术要点 :

(1 ) 机具选配 : 用于开沟覆土的开沟机要求抛土帽宽大于1. 4 米。目前油菜机开沟作业

模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 8~15 马力①手扶拖拉机配套单开沟机进行开沟，此机结构简单 ， 操

作方便， 既适合大田作业，也适合小田和不规则田块开沟作业; 50~60 马力大拖拉机配套

双开沟机进行开沟作业，该机动力强， 工作效率高，适合大田作业。 配套的开沟机型号可选

择 1 KL-18 、 lSK-22 、 1 KSQ-25A 、 1K]-35 型 。

(2) 适时早播， 合理密植 : 一季稻收获后即可进行播科 ， 一般在 9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

为适宜播种期。 亩播种量为 150~250 克，将油菜种子与-元复合肥拌匀，均匀撒播，撒播

要求到边到角 ， 无明显漏撤。 后期及时间苗、定苗，商基本苗保证在 1. 5 万株左右。

(3) 开沟与覆土 : 土壤含水量在 70%左右为最佳作业期。 开沟时一般睦面宽 140 厘米，

沟宽 20 厘米、沟深 15 厘米 ， 沟土均匀抛撒覆盖在睦面(盖住种子和肥料) ，覆土厚度 1~2

厘米，覆土均匀 ， 开沟要做到沟底平整、沟壁坚实、 "三沟"相通，方便排灌。

注意事顶 :

(1)撒播机开沟属免耕种植方式，易导致田间杂草较多，形成草害，所以应进行两次除

草 ， 第 1 次是在开沟结束后进行封闭除草 ， 第 2 次是在间苗结束后进行化学除去禾本类和阔

叶'类杂草 。

(2) 由于撒播油菜密植，所以易生病虫害。 苗期主要防治菜青虫、跳甲和甥虫，可利用

大功臣、虫杀净等药剂防治 ; 春后主要防治菌核病、箱每病和l甥虫， 其重点是防治菌核病，

在油菜主茎开花达 95%时，喷施药剂进行防控。

b. 浅旋耕机条播机械化技术

技术概述:浅旋耕机条播机械化技术是利用油菜条播机将油菜籽按照一定的行距直接播

到大田的一种种植技术。 浅旋耕机条播属于免(少)耕播种技术，先是在田面撤施基肥并用

① l 马力"，=，0. 735 千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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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沟机开沟 ， 然后用油菜直播机一次性完成浅旋碎土、播种、施肥 (部分复合肥拌利， ) 、慎

用等t序。 该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减少了作业成本，同时讪菜分

校少、节位高， 便于机械收获。

节本增娘情况:油菜浅旋耕机条播作业省工省时，作业效率是人工移栽的 10 倍以上 ，

大大节约了用工成本，且条播油菜适合机械化收获，收获损失率比人工移栽的减少 30%"""

50% ，实收油菜籽产量;提高 。

技术要点:

(1)机具选配: 一般选用 8.....， 1 5 马力手扶拖拉机配套油菜直播机进行播种，也可以对稻

麦浅旋耕条播机进行隔行封堵实施种肥?昆捕 。 与大中型拖拉机配套的油菜旋耕施肥播种机近

年来也开始投入使用，用该机作业落籽均匀 ， 工作效率较高。 适宜机型有 2BGY-4 、 2BGF-

68、 2BF-4 Y 、 28GKF-6 型油菜旋耕播种机。

(2) 种肥j昆播:播前预留部分复合肥用于拌种，其余基月巴先均匀撒于田面。 种 、 Jl巴要拌

匀后再放入利1月巴箱巾，便于落籽均匀，避免漏播。

(3) 机具调整:插前应对机具进行各行排量均匀性、行距、播种量的调整，然后进行

闺播种盐调整 ， 播种量 150 .....， 250 克/亩，根据茬口、 土质 、 整地质量及描期可作微量

调整 。

(4) 播种质量:播种时应下种均匀，元明显断条，行距相间，行向尽量笔宦 ， 插深 1 .....，

2 厘米 ， 行距 3 .....，40 厘米。 要根据地块大小和形状选择最佳行走路线和播种方法。 作业中不

能随意停机，播种机未提升起来时， 不能倒退 。 注意机具转弯不播种，转弯不宜过急。

( 5 ) 田 间管理 : 关键是汕菜的间定苗 ， 在油菜 4 .....， 5 片真叶时一次性问定苗。 宦插 1111菜

追月巴应掌握 "早施、轻施提苗肥，腊肥搭配磷、饵肥， 甚H巴重而稳"的原则 。 同时苗期要注

意防治菜青虫、跳甲和甥虫， 春后主要防治菌核病、届毒病和甥虫。

C. 机械化精量播种技术

技术概述:油菜机械化精盐播种技术是指在前茬作物收获后 ， 按照农艺要求的最佳播种

盘、行距、穴距(或粒距) ，以精盘播种技术为核心，集成开峰沟、旋耕、 灭在、施肥、程

上等多项技术的油菜联合直播机直接将汕菜种子擂于大田土层巾理想位置的油菜高效种植方

式。 我同讪菜分冬1få菜和1春袖菜区，其中春油菜区不'Jj开盹沟 。 这种技术可减少油菜和l'植作

业工序、缩短耕作时间，确保农时;减轻劳动强度 、 改善劳动环境;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增

加农民收入， 有利于推动油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节本增煎情况: 采用该技术可省工、省和l'、省肥，每亩节本增效 120 元以上 ; 同时 ， 可

使前在秸秤还田，增加l土壤有机质含量、培肥地力 。

技术要点:

(1)田块准备 : 回块地表要相对平整， 坡度不大于 15
0

;前在为水桶的地块表面罔茬高

度应不大于 300 毫米 ; 待播种土壤含水量适中，为 40% .....， 60% 。

(2) 种子准备:根据当地生态条件和生产特点 ， 选择适宜当地环境种植的生育期短 、 出

苗快、花期集中、抗性好的优良品种。 播前精选种子，清除批、碎、病粒和杂质， 符合机械

作业要求 。

(3) 肥料准备:肥料应采用颗粒肥料，以防止化肥在11巴箱内结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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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播期选择 : 冬训l菜直播， 9 月 1 5 日 至 10 月 25 日为直播油菜的可擂'期，推荐在 9

月 20 日 至 ] 0 月 1 5 日之间适期雨前早播。 春油菜根据当地气候条件确定。 机械直播用种ii1

一般控制在 ] 50~250 克/亩，推荐使用 2BFQ-6/4 型油菜精盘联合直播机。

注意事顶: 一是播种完成后应及时清理与完善沟渠，做到"兰沟"齐全、排水畅通。二

是适时查苗即采用油菜精量联合直播机播种， 一般不需间苗和l定苗。二是化学除草即应在播

种后选用除草剂进行土壤封闭处理。 四是土壤含水量在 70%时可不灌水， 长江流域一般秋

冬干旱比较普遍，应注意抗旱保苗。 五是注意田间追肥和防治病虫害 : 根据袖菜生产农艺规

程要求 ， 合理施用氮、磷、仰和棚肥。 六是机具操作严格按照油菜播种机具的操作使用说明

书的要求执行。

( ß) 机械化移栽技术

技术概述: 长江流域稻一油两熟和l地区 ， 1111菜生产受 |现稻收害IJ较迟的影响，仍有 60%

左右的油菜需要育苗移栽来解决茬口矛盾。 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劳动

力紧缺，劳动力价格高 ， 劳动力成本占油菜生产成本的比例越来越大 ， 农民难以做到精耕细

作。 栽培措施不到位，油菜产量和l效益下降，种植面积有所减少。 为此，推广油菜机械化移

栽技术，对于减轻劳动强度，降低油菜生产成本，对促进劳动力转移，稳定和扩大油菜种植

面积，提高油菜产量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 油菜育苗移栽机械化技术是在前在作物( I现稻) 收

获后，先对大田进行机械耕作，然后在适宜移栽期内将预先培育好的油菜秧苗用移栽机械移

栽到大田中的一种轻型种植方式。

增产增娘情况:油菜机械化移栽一般比人工移栽可提高工效 3~5 倍。 移栽油菜一般比

直播1[1菜早播 25~30 天 ， 油菜籽产韭可提高 20%~30% ， 且稳产性好。

技术要点:油菜机械化移栽是用油菜移栽机械将在苗床上培育好的油菜裸根苗或钵体苗

移栽到经过整理的大田中的作业方式， 其中育苗和移栽环节是关键， 其他田间管理措施女11施

肥 、 防治病虫草害等 ， 与常规油菜种植的田间管理基本相同。

(1 ) 培育壮苗 : ①种子准备 : 选用适宜机械化收获的矮轩、株型紧凑、 二次分枝较少 、

结角相对集中、成熟期基本一致、角果相对不易炸裂 、 生育期适合当地种植的双低优质、高

产油菜品种。②育苗方法 : 根据移栽机的要求采J-H甫床育苗、营养钵育苗和l穴盘育苗 3 种形

式。 半自动移栽机是采用苗床育苗， 即将汕莱利I子直接擂'撒在平整好的苗床上，在秧苗 2~

3 叶期做好间苗定苗，待秧苗长到 15~20 厘米高度时拔出秧苗进行移裁。 生产上一般先选

大苗移栽，小苗补肥后过 2~3 天再移。 全自动移栽机，贝IJ市要营养钵育苗或穴盘育苗。

(2) 适期移栽 : ①移栽苗龄:训l菜机械移栽秧龄以 30~ 35 天为宜，机械打洞移栽秧龄

30~40 天为宜。②移栽方法:主要有两种 : 一是裸苗移栽， RP直接将秧苗从苗床拔出 ， 使

用江苏富来戚 2ZQ 型移栽机进行移栽，但缓苗期较长 ; 另一种方法是根系带营养土移栽机，

这种方法对秧苗的根系伤害小， 移栽后返青快。 营养钵育苗和穴盘育苗可采用日本井关移栽

机移栽，这种机械移栽活苗快。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发明的机械打洞移裁，是先机械旋耕开沟

打洞，再将裸苗或钵苗栽植大田的一种方式。

(3) 合理密植: 每瞪开深沟， 6 行种植， 密度8 000~9 000株/亩，有利于机械收获。 在

雨水多的地区 4 行种植，利于排水。 大田施肥、 病虫草害防治和田间管理与一般栽培技

术相同 。

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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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机械化收获技术

油菜收获机械化技术按作业方式的不同分为分段收获和联合收获两种。

( A) 分段收获机械化技术

技术概述:油菜分段收获是一种先割晒再捡拾、脱粒的收获方式，是针对我国南方稻一

油或棉一油两熟或三熟轮作地区，由于在口紧张，油菜生产仍以育苗移栽为主(占 60%以

上)的现实情况而研究开发的新技术。 该技术具有损失率低、适收期长 、 腾地时间早优点，

特别对于株型大、分枝多、成熟度一致性差、 一次收获难度大的育苗移栽油菜以及直播高产

油菜具有很好的适应性，仍能做到高效低损失收获。

增产增娘情况: 采用该技术可增加实际收获产量 5%以上， 综合经济效益增加 10 元/亩

以上 。

技术要点:

(1)收获方式选择:对于直播油菜或株型适中、无倒伏的移栽YfB菜应选择联合收获;对

于移栽油莱特别是植株高大、高产的移栽油菜或倒伏油菜应选择分段收获。 另外，收获期有

大风、 大暴雨等极端天气的地区 ， 采用分段收获安全性高;而常阴雨寡照的地区:在采用联合

收获。

(2) 收获时机的把握 : 采用分段收获方式时 ， 应在油菜 70%~80%角果外观颜色呈黄

绿色或淡黄色， 大部分种皮也由绿色转为红褐色时，进行割晒机作业 ; 削倒的油菜晾晒 4~

7 天， 成熟度达到 95%后，用捡拾收获机进行检拾收获作业。

(3) 机具调整 : 作业前话对割台主割刀位置、拨禾轮位置和转速、脱粒滚筒转速 、 清选

风蓝、清选筛等部件进行适当调整 。

(4) 作业质量要求:分段收获作业质量应符总损失率~6. 5%、含杂率ζ5%、破碎率

ζ0. 5%的要求 。 削晒铺放整齐，便于捡拾作业。

注意事顶:

(1) 收获时机的把握对于降低油菜收获损失 ， 提高作业质量和效率至关重要 ， 尽量按照

上述要求进行。

(2) 分段收获的油菜籽含水盐低，便于存放， 联合收获后的油菜籽含水iJ:高，极易发生

每变 ， 应采用烘干机及时烘干，没有条件的地区应及时晾晒，以防霉变。

( B) 联合收获机械化技术

技术概述: 油菜机械化联合收获是将收割、脱粒、 清选等几个作业环节一次性完成的收

获方式， 即在油菜的角果成熟后期，用油菜专用联合收割机或经改装的稻麦联合收割机一次

性完成所有的收获作业环节。 该技术收获作业过程简捷，效率高 ， 有利于抢农时。

增产增娘情况: 油菜联合收获效率高 ， 省工省时， 可比人工收获降低油菜籽损失 20%

以上，作业效率提高 20 倍以上 ， 节省生产成本 50%以上 。 尤其在气候条件不好的情况下 ，

有利于抢收 。

技术要点 :

(1)联合收割机在收割油菜时，要适当将清选风扇的风速调低，防止吹走籽粒，脱粒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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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与凹根之间的间隙要适当调小。 按逆时针回旋方向进行收割;遇到油菜稍倒伏时， .最好逆

倒伏方向收割，以免增加油菜籽的损失。

(2) 采用联合收获方式时，应在 90%以上油菜角果外观颜色全部变黄色或褐色，成熟

度基本一致的条件下进行。 作业质量应达到总损失率小于 8%，破碎率ζ0. 5% ，含杂率

ζ5% ， 割茬高度符合当地农艺要求，应在1O~30 厘米范围内 。

(3) 油菜联合收割机应力n装秸轩粉碎装置，油菜秸轩的切碎长度应ζ10 厘米，便于秸

秤的还田，避免秸轩焚烧造成的环境污染等问题。

适宣区域: 油菜主产区。

技术依托单位:

1.华中农业大学

联系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南湖狮子山街一号

邮政编码 : 430070 

联系人: 廖庆喜

联系电话: 027-87282120 

电子IIJlS箱 : 90362 1 239~qq. corn 

2. 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联系地址: 南京市中山门外柳营 100 号

邮政编码 : 210014 
联系人: 吴崇友

联系电话: 13605195485 

电子邮箱: cywu59~sina. corn 

(五)花生机械化生产技术

A 麦茬全秸轩覆盖花生机械化免耕播种技术

技术概述: 麦在全秸轩覆盖花生机械化免耕播种技术是指前茬小麦收获后 ， 按照农艺、

机械化收获等要求的最佳播种行距、穴距、肥量直接进行播种、施肥作业的一种复式作业技

术，尤其适用于山东、河南等花生一小麦轮作区麦收后种植花生需求。 麦茬全秸轩覆盖花生

机械化免耕播种机主要由秸轩粉碎清理装置 、 浅旋机构、施肥播种机构和秸轩抛撒机构等组

成。 秸轩粉碎清理装置先将田间小麦秸轩进行捡拾、粉碎， 给后续的浅旋、施肥、播种作业

创造无秸轩影响、"洁净" 的工作环境，减少事堵、架种问题， 浅旋机构对种床进行浅旋 、

整平，减少晾种现象，秸秤抛撒机构将粉碎后的秸轩均匀覆盖于播后地表，起到保楠、增肥

和抑制扬尘等作用。 该技术可显著提高生产效率，保障农时，降低劳动强度，减少用工戚本

和解决秸轩焚烧难题。

增产增娘情况: 全秸秤覆盖麦茬花生机械化免耕播种技术省工省时， 无需人工清理小麦

秸轩，生产率 5~8 商/小时， 且播种后的花生适合机械化收获作业， 产量较人工播种无显著

差异 ， 综合效益明显高于人工或传统半机械化作业方式。

技术要点:

(1 ) 田块要求 : 前茬小麦种植时， 尽量将地整平，灌溉用所起小垄垄距尽量为麦茬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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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免耕播种机宽度的整数倍。

(2) 种子准备 : 根据当地生态条件和生产特点，选择适宜当地环境的生育期短、产量稳

定、结果范罔集中、株型直立的优良品种。 播种前精选种子，清除税、碎、病粒和杂质，进

行种子包衣。

(3) 肥料准备 : 肥料应采用颗粒肥料，以防止化肥在肥箱内结块。

(4) 播期选择 : 根据当地气候、土壤含水量适期播种，埔情不足时，捕后及时灌溉

补摘。

注意事项:

(1)播种作业时，配套动力~足， 一般选用 73. 5 千瓦以上轮式拖拉机进行播种。

(2) 注意及时排灌，防治控病虫害，实时l愤洒叶面肥，防止低温阜衰。

( 3) 严格按照机具说明书要求操作，严禁秸轩清理装置入土作业。

B. 半眼入花生联合收获技术

技术概述 : 半 11良人花生联合收获是将挖掘、夹持输送、清土、果秧分离、情选、如果等

几个作业环节一次性完成的收获方式，自11在花生成熟后，用半喂人花生联合收获机 -1欠'问:完

成所有收获作业环节。 半喂入花生联合收获采用半喂入摘果原理，具有功耗少、做~ 4t1 :t:~低 、

夹带损失小等特点，收获后花生秧茧完整元损可用作饲料。 该技术可大大提高花生111t: 1}di :业

放率、降低作业成本、减轻劳动强度。

增产增娘情况: 半11良入花生联合收获生产效率高 ， 为 2~3 亩/小时，是人工 1&众的 30

倍以上，节省生产成本 60%以上 ; 尤其在气候不好的情况下，有利于抢收。

技术要点:

(1 ) 种植要求 : 较适j忖于沙土和沙壤土条件下收获， 且采用宽窄行种植模式 . ~:)长:"j-::行

距ζ30 厘米、宽行距二三50 厘米、株高>30 厘米为宜。

(2) 收获时机 : 收获时机的把握对于降低花生收获损失、提高收获作业质盐豆天币怪 ，

应注意在土壤较为松散时且花生未完全成熟前适当提前收获。

(3) 机具调整 : 作业前街先调整挖掘铲深度及花生秧夹持位置，确保高摘净率和较低含

杂率。

(4) 联合收获机作业时， 应根据花生长势、土壤条件等，以 o. 6~1. 0 米/秒的.ìili J立作业

为宜;遇到植株倒伏时，最好逆倒伏方向收获。

注意事顶:

(1)该技术对花生种植要求较高，推广对象应以规范化种植的直立型花生为主， I(fj不适

用于监生型花生。

(2) 联合收获后的花生英果含水量高，易发生莓变，应及时晾晒、 干燥。

(3) 市对驾驶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 要根据花生生长状况和土壤条件，选定适宜的作业

参数。

技术依托单位:

1.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联系地址:南京市玄武区中山门外柳营 100 号

邮政编码 : 210014 



联系人:胡志超

联系电话: 025-84346246 

电子Itnl箱: zchu369@163. com 

2. 山东省花生研究所

联系地址:青岛市李沧区万年泉路 1 26 号

邮政编码: 266100 

联系人:禹山林

联系电话: 13953211437 

电子邮箱: yshanlin1956@ 163. com 

3. 青岛农业大学

联系地址:青岛市城阳区长城路 700 号

邮政编码: 266109 

联系人:尚书旗

联系电话: 13884956252 

电子ltnl箱 : sqshang@qau. edu. cn 

(六)棉花机械化生产技术

二、农机。

棉花生产机械化技术是指从棉田耕整地、化肥深施、棉种加工处理、铺膜播和1 1 、巾耕追

肥、田间管理、棉花采收、棉秤(收获)粉碎还田、 残膜回收为止的全过程实现机械化的一

项综合性增产技术。

A.棉花播种机械化技术

( A) 机械铺膜播种技术

技术概述:机械铺膜播种可一次完成平整地形、做|峰、施肥、镇月二、铺!附注土、播种、

盖土等多项作业的技术。

增产增娘情况:棉花种植采用地膜槌盖栽培技术可以增温保楠、蓄;j(防'手 、 仰 11，IJ杂草生

长，保护和促进根系生长发育，提早成熟，增加产量和改善棉纤维品质。

技术要点:

(1)铺膜平展，紧贴地面;埋膜严实、膜边入土深度 5 厘米士1 厘米 ， 漏植率小于 5% ，

破损率小于 2% ， 91占合度大于 85% ; 采光度窄膜大于 40% ，宽j膜大于 80% 。

(2) 穴播播种草每穴 2 ....._3 粒的大于 70% ; 地膜棉窄膜每商保苗株数一般要达到 1 万~

1. 2 万株，宽膜保苗株数耍达到 1. 2 万....._ 1. 3 万株;种子机械破损率小于 1% ; 行距偏差小

于::!::2 厘米 ， 穴距偏差小于士o. 5 厘米，空穴率小于 3% ; 播深符合农艺要求;孔穴错位率

小于 5% 。 条抹要求下籽均匀，覆土良好，镇压严实。

(3) 施肥要达到规定的施肥盐和施肥深度，下肥均匀一致。 深施种肥要求在播种同时，

将化肥施到种子下方或侧下方，肥种之间 3....._5 厘米厚度的土壤隔离层，达到种肥分层。

(4) 孔穴覆土厚度1. 5....._2 厘米，孔穴漏覆率小于 5% 。

( 5 ) 常规的机械化植棉模式多采用一膜四行、 二膜八行、 三膜十二行、 一膜六行、 二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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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行 5 种宽窄行配置的宽膜或超宽膜高密度覆膜栽培法。 机械采棉的种植模式多采用一膜

四行、 二膜八行、 三膜十二行的宽膜或超宽膜高密度覆膜栽培法，其种植行距必须是 (66+

10) 厘米配置，交接行必须是 66 厘米， 偏差不得超过士2 厘米，以适合采棉机的采收行距。

(B) 精量播种机械化技术

技术概述:棉花精量播种技术是在膜上进行点播的播种技术 ， 能精确实现一穴一粒或两

粒的农艺技术指标。 棉花机械化精盐播种可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精量播种、覆膜、铺设

滴管带、镇压、覆土等多项作业。

增产增颊情况 :

(1)节约种子: 采用精盘播种技术可使棉种的播种量由原来的半精盐播种 4. 5 千克/亩

左右降到如今的 2 千克/面，平均节约种子 2. 5 千克/面。

(2) 减轻了劳动强度 : 便于在棉花产前、产中、产后实行全程机械化。 棉花精盘播种的

种植模式为今后实现机采棉创造了良好条件。

(3) 具有良好的增产效益 : 精盘播种技术的应用可有效改善棉苗单株的生长环境，使棉

株的生产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促棉苗早发、苗壮，从而使棉花增产 3%以上。

(4) 节省人工， 降低成本: 每亩省去人工放苗、 封土、定苗工序的费用约为 60 元。

技术要点:

(1)适时播种。 当地表或膜内以下 5 厘米深土层温度稳定达到1O~120C时，即可播种。

(2) 播种准确，下籽均匀，播深 3~4 厘米， 精量播种为一穴一粒， 空穴率小于 3% 。

(3) 播行端直 ， 行距一致。

( 4 ) 地头铺膜播种整齐，起落一致 ， 不漏播，不重播。

(5) 地膜符合技术要求，厚度为 0. 008 毫米以上 。 地膜两侧埋入土中 5~7 厘米，铺膜

平展， 紧贴地面，埋膜严实，覆盖完好，漏覆率小于 5% 。 为增大膜边棉行的采光膜面和利

于机械化回收残膜， 一般多为宽膜 (指一膜四行以上)最外侧棉行距膜边一般不少于 10 厘

米宽。

B. 机械化采棉技术

(A) 水平摘绽式采棉机采棉技术

技术概述: 用机械化手段对棉花主产品(籽棉与青僵棉挑) 进行采收的综合技术。 其核

心技术是效能优良的采棉机和先进的机采棉成套清理加工设备。

增产增颊情况: ①节约成本:目前机采棉每亩的价格为 180 元 ， 如果以亩产 300 千克棉

花和 2. 2 元/千克的拾花费计算， 每亩将节约拾花成本 480 元。 并且机采棉可以大量减少拾

花人工数，从根本上解决拾花劳动力紧缺的问题。一台采棉机年采收量相当于 500 个人工采

摘茧 ， 大幅降低了拾花人工数，避免由于每年雇佣大量民工而给本地区带来诸多社会问题。

机采棉的推广，将大量减少拾花戚本 ， 井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劳动力。②带动其他相

关产业的发展:棉花收获机械化技术是涉及棉花育种、栽培、纺织等多学科的一项综合技

术。 该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可极大地椎动棉花育种、栽培和纺织等方面的技术进步， 带动了相

关产业的效益提高和产品的升级 ， 这将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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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点:

(1 ) 机械采收时，采棉机行走路线要正确，严禁跨播种机播幅采收。 做到不错行、不隔

行、行距中心线应与采摘机中心线对齐。

(2) 严格控制采收作业速度 ， 在棉株正常高度 (60~80 厘米)时，作业速度 5~5. 51 

千米/小时，当采收 50 厘米以下低轩棉花时，作业速度要放慢，不能超过 3. 5 千米/小时，

若速度过快，下部棉花很容易漏采，增加损失率。

(3) 在保证采收籽棉含杂率不超过 10%的前提下，适度调整采棉工作部件，以提高采

净率。

(4) 及时掌握机采棉田棉花的成熟程度，合理安排采收时间，对已成熟的棉田调集采棉

机集中采收。

( B) 指杆式采棉机采棉技术:

技术概述:自走指杆式采棉机是针对棉花生产对收获机械化的需求，结合我国棉花生产

区的经济水平，研发的一种新型棉花采收机械，可适应不同的棉花种植模式，具有不对行收

获、结构简单、性能优越、造价低的特点。 在农艺和l生产的方式上适宜我国广大棉区中小种

植规模及轻简型棉花栽培收获的需求。

增产增娘情况: ①指杆式采棉机改变了原有其他采棉机的采摘原理，采棉装置的加工制

造简单，大大降低了在采棉装置制作上的生产成本，购机戚本大概在 30 万元左右，适合现

有农村的经济水平和购买能力。②人工手采棉以 2. 2 元/千克的拾花费及以商产 300 千克棉

花计算采收成本，人工手采棉每商的拾花费为 660 元，水平摘链式采棉机采棉每商的价格为

180 元，指杆式采棉机采棉每亩的价格为 120 元。 指杆式采棉机比人工手采每商节约拾花费

540 元，比使用水平摘键式采棉机每亩节约拾花费 60 元。

技术要点:

(1)为了提高采棉机生产效率， 一般要求采摘地块长度在 100~200 米，面积在 20~30

商以上，就可进行机具作业。

(2) 要求采收的棉株直径能通过指杆间隙，主茎基部直径不超过 18 毫米，采摘点直径

不超过 14 毫米，否则会将棉株连根拔起， 导致收获不畅。

(3) 株高控制在 90~100 厘米，不超过 110 厘米;果枝短、含絮力大、株型要紧凑;脱

口十率和l吐絮率>90% 。

(4) 提高采摘效果，应适当选择采棉机进地收获角度，一般以机具与种植模式成 90。或

45。角进地进行收获为最佳。

C. 机械化采收籽棉预处理技术

技术概述: MQZ-4 型场地籽棉预处理机可有效去除手采棉中的但瓣、 n-~屑 、 尘土 、 不

孕籽等杂质;除去机采棉中的铃壳、棉秤、叶屑 、 尘土等杂质提高籽棉品级， 完成机采棉在

进入手采棉轧花加工厂前的清花工作，实现机采棉与手采棉轧花加工厂的有效对接。

增产增娘情况: 该机应用在机采棉工艺时， 1 台多功能籽棉清理机可完全替代由提净式

籽棉清理机、回收式籽棉清理机、倾斜式籽棉清理机 3 台单机组成的机采棉籽清理生产线。

能有效减少各设备之间籽棉风运流通环节、减少设备安装成本和安装费用 、 减少车间设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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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空间和减少设备管理人员 。

技术要点:

(])该机既可安装在新建轧花车间内 ，也可作为"机采棉籽棉清理预处理机" ly1独使

用，适应机采棉在进入手采棉加工厂轧花前进行提前清理。

(2) 该机通过简单调整可适用于机采棉、人工快采棉、 手摘籽棉力Il工清础 。

(3) 处理量: 4 '咆/小时， 一次清理可降低含杂率 77% ， 二次清理可降低含杂率 88% 。

注意事顶: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在实施过程中需加强农机与农艺技术的相 7( ~r'i 合 ，

在棉花品种、种植模式、田间管理、统一采收等方面一定要做到农机与农艺技术的 l印度融

合。 棉花栽培技术不仅要保证棉花丰产，而且应适应棉花收获机械化的作业要求 。

适宣区域: 全罔范阴内适宜棉花种植的区域。

技术依托单位:

1.新疆农牧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

联系地址:新砸乌鲁木齐市新医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830054 

联系人:刘 辰，张友腾

联系电话: 099 ]-4331 141 , 4313306 

电子邮箱: xjnjtgz@163. com 

2. 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联系地址 : 南京市柳营 100 号

邮政编码 : 210014 

联系人:石磊，张玉同

联系电话: 025-4346235 , 4346229 

电子邮箱 : shileij snj @ 126. com 

(七)大棚蔬菜机械化生产技术

A.大棚蔬菜种植机械化生产技术

技术概述:大棚蔬菜种植在我国占有重要地位。 主要作业环节包括耕整地、 ~ )I马 、铺

膜、移栽等。

增产增娘情况: 大棚王拖拉机配套旋耕机与传统微耕机对比作业效率提高 5 倍 . 竹、11'成

本可降低 33. 48 元/亩; 机械起垄与人工对比作业效率提高 50 倍，作业成本可降低 2:{ 1. 7 

元/亩;机械铺泊j管带、 铺)琪、移栽与人工作业对比作业效率提高 10 俏 ， 作业成斗、 IIJ 降低

250. 33 元/商 ; 实现上述机械化配套模式后较之前的传统作业模式节约成本 500 元/ ,ìi 0 

技术要点:

(1)大棚两端结构改造:将大棚两端固定结构，改装成中间两扇推拉门和两侧可拆~:fJ活

动门 。 推拉门便于工作人员进出作业，卸下两侧可拆卸活动门和推拉门便于机械作业。

(2) 机械深耕 : 35 马力大棚王拖拉机配套旋耕机完成设施深耕作业，作业深度， 1 5~ 25 

厘米，耕宽 1. 3 米，生产率 2~3 亩/小时。 打破犁底层，利于储水保埔。

(3) 机械起垄: 35 马力大棚王拖拉机配套液压升降起垄作业机具。控制垄形，赳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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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宽度可调，垄高1O~ 15 厘米，垄底宽 90~1l0 厘米 ， 垄顶宽 70~90 厘米，生产率 3~

4 商/小时。

(4) 机械铺膜移栽: 35 马力大棚王拖拉机配套铺膜移栽机， 完成蔬菜铺脱移栽作业。

一次完成起垄、铺滴管带、铺j惧、打1I~、移栽、浇水多项作业，符合蔬菜生产农艺要求 。 行

数 2 行，行距 40 厘米，株距 25~ 40 厘米可调，栽植深度 5~ 12 厘米可调，生产率 1 亩/

小时。

注意事顶: 对大棚两端结构改造，提高机械作业利用效率。

适宣区域: 蔬菜大棚(北京) 。

技术依托单位:北京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站

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甲 60 号

邮政编码: 100079 

联系人:张艳红，刘晓明

联系电话 : 010-59198682 , 59198675 

电子邮箱 : yhzh08~163 . corn 

B. 大棚温室自动化卷版膜技术

技术概述: 大棚温室的卷膜和放膜主要靠人工手动操作，费时、费力 ， 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大棚l泪室的大面积推广应用。温室自动化卷放膜技术通过电机运转带动卷膜轴转动，使

塑料膜一层一层地卷起，实现了卷膜和放膜作业的自动化，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

了劳动强度 。 目前已在北京密云、房山、顺义等区县得到广泛应用 。

增产增娘情况: 使用自动化卷放膜技术， 一次卷膜作业仅帘 5 分钟，效率比人工卷膜提

高了 3 倍。 每棚每年可节省劳务费 620 元。 另外，自动卷放j膜技术能够做到适时卷放，比人

工卷l民缩短了作业时间，这样就相对延长了光照时间，增加了室内积温。 在同等条件下，间

接挺高了蔬菜的产盐和品质。

技术要点:

(1)卷膜温度设置:先将"电源适配器"按钮切换到中间 "0"，再将"主控制器" 上

的"自动、手动切换按钮"切换到"一"状态、切换开关切换到最上位置;按住"主控制

器"上的"温度控制器"上的 SET 键 2 秒钟左右，直到 "温度控制器"显示面板上出现

AL1;按一下"温度控制器"上的跳动按钮，即显示温度值(原设置的温室上限值) ; 通过

调节 ..掘度控制器"的"加减键" 来调整卷膜温度(温度上限) 。

(2) 放膜温度设定 : 卷)膜温度设定后，按一下 SET 键， 直到"温度控制器" 显示面板

上 :-H现 AL2 。 按一下 "温度控制器"上的跳动按钮 ， 即显示温度值(原设置的温室下限

值) ;通过调节"混度控制器"的"加减键"来调整放膜温度(温度下限) ; 设定完后将"电

源适配器"按钮切换到"一"即可(若卷、放膜方向反了则切换到"=勺 。

(3) 风扇开启温度设定(风扇为选装配件) : 放膜温度设定后，按一下 SET 键 ， 直到

寸且度控制器"显示面板上出现 AL3 ; 按一下"温度控制器"上的跳动按钮，即显示温度值

(原设置的风扇开启温度值);通过调节"温度控制器"上的 "加减键"来调风扇开启泪度 。

(4) 人工强制电动卷膜设置 : 当自动卷帘功能失灵 ， 或由于特殊需要打算人工强制电动

岳膜时，可进行如下操作 : 先将"电源适配器"按钮切换到中间 "0"，再将"主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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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自动、手动切换按钮"切换到 "0" 状态、切换开关切换到中间位置。 将"电源适配

器"按钮切换到中间"一"，则可完成卷膜器向上(或下)卷动;反之，将"电游、适配器"

按钮切换到中间"二"，则可完成卷膜器向下(或上)卷动。 "人工强制卷膜"完成后，原

"自动开、关膜温室设置"的上下限温度值不变，按"1.开膜温度设置 "中的第 " (1)"条

搬动一下相应按钮即可恢复到自动控制状态。

技术依托单位:北京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站

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甲 60 号

邮政编码: 100079 

联系人:张艳红，刘晓明

联系电话: 010-59198681 , 59198676 

电子邮箱: yhzh08@ 163. com 

C. 大棚温室果蔬运输技术

技术榄述: 大棚温室广泛用于各种蔬菜、瓜果的周年生产，生产产量高，果蔬采摘后需

投入大量的人力进行搬运作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大棚温室大面积发展。 采用简易机械

运输装备，可解决日光温室内果蔬采摘后人力搬运的问题， 减轻劳动强度，提高运输效率和

作业环境的舒适性。 该项技术已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目前在北京的昌平、延庆、密云等

9 个郊区推广了近 300 套。

增产增娘情况: 采用运输轨道仅需一个人轻轻推动，就能将 50 千克黄瓜轻松地从温室

最里头运输到温室口，省时省力 。 以运输黄瓜为例，轨道运输车单次运输重量是人工的 4

倍，运输效率提高了 4. 5 倍，年可节省劳动力成本 800 元/亩 。

技术要点:

1.吊轨式省力运输车

(1)先安装挂接板与加强筋板，板与温室的钢梁用 U形螺栓连接，安装时要调整好高

度和纵向平整度，逐个安装 ， 先预紧 ， 待调整好后拧紧。

(2) 每安装两个挂接板后，安装一个轨道，轨道间用连接板连接，安装轨道要保证水平

高度一致，纵向平整。

(3) 按照设计罔纸要求数量逐个安装完，边安装边调整。

(4) 安装滑轮组，保证其在轨道内能自由滑动，在轨道的两端分别安装保险îßl定，以防

滑轮组冲出轨道。

( 5 ) 用铁链或绳子挂接储物筐架。 加载一定量重物调试， 最大可加 50 千克。

2. 地面轨道输送小车

(1)使用前根据物料运输区域，将限位挡板放置于轨道中间物料装卸处。 按下电源按

钮，指示灯亮后，前后拨动方向控制按钮，设定运行方向 。 按下启动按钮，运输车可以战照

既定方向行走 。 当到达预定位置，由传感器检测到限位挡板后停车，进行该位置相应物料装

卸操作。

(2) 移除与军行走方向同向的限位挡板后，运输车继续行走;反向拨动方向控制按钮，

运输车反向行走 。

(3) 运输作业完成后，需要依次按压启动、电源按钮，使其弹起， 从而切断电源，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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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额外耗电。

注意事顶:

(1 ) 吊轨式省力运输车:机器长时间不工作， 需清理干净，待完全干燥后，再给轴承部

位和其他旋转部件加注润滑油 。

(2) 地面轨道输送小车:注意使用安全，非专业人员，请勿拆筒l各种配件。

适宜区域:设施蔬菜生产同区(塑料大棚、日光温室) 。

技术依托单位:北京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站

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甲 60 号

邮政编码: 100079 

联系人:张艳红，刘晓明

联系电话: 010-59198681 , 59198676 

电子邮箱 : yhzh08~ 163. com 

(八)草原复壮机械化生产技术

A 牧草切根复壮机械化技术

技术概述: 多年生羊革在自然环境中以无性繁殖(依靠根茎繁殖)为主，有性繁殖(种

子)为辅，要求土壤疏松，透气性强。天然羊草草地由于由于长期无养息、过载放牧和粗放

式管理，使得土壤容重变大，空隙度下降，土壤紧实呈现板结性退化，根结层厚度 15~20

厘米;人工建植的羊草草地在种植 5~6 年后，因根茎生长稠密致使土壤耕层板结造成透性

不良 。 土壤根结阻碍空气进入土层，不利于好气性土壤微生物的活动，使表层淋榕的氧化物

大多还原成亚氧化物，不能为植物所吸收，而大量根系的繁殖使营养向根部聚集，难以从分

藤点生长出新的植物体，因此极大地抑制了羊草的无性繁殖，使得草地植被植物群落逆向演

替，部分地区羊草由建群种退化为伴生种，草场质量和产草草严重下降。 此时进行破土切

根，打破草场土壤亚表层的板结，增加土壤与空气的接触面，使氧气进入土壤，可为好气微

生物的活动创造有利条件;土壤板结容易形成地表径流， 7.1<分在土壤表层聚集而难以向更深

的土层渗透，将极结的土层破开形成一道道沟缝，既能够使地表水分快速向土层深处渗透，

沟缝又同时起到蓄水保埔的作用;切断羊草盘根错节的横走根茎 ， 一方面改善因根茎生长稠

密造成土壤透水、透气性差的问题，另一方面使老根老化同时增强根茎新根分攘，进而生长

出新的植株。 这样 ， 在好气微生物的活动下，有机物和亚氧化物被迅速分解为氧化物，不断

提供给新生的植物群落，地表降水能够渗透到土层深处，调节各土层含水茧，为植物生长提

供合理的土壤、水分条件，实现草地的向我复壮和促生扩繁。

踵产增娘情况: 该技术突破了传统改良草地方式影响产草草的弊端，实现了在机械化作

业中对土壤的扰动，无翻堡、不扬沙，作业后草地平整，对草地原有植被没有破坏。 因此，

应用该研究成果实施机械化破土切根复壮促生作业当年，或秋季作业后的第 2 年，保证羊草

返青期禁牧就会实现增产，对牧民正常草业生产安排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2007 年秋季和

2008 年春季，在国家草地生态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利用 9QP-830 型草地盘齿式破土

切根机对站内的天然草地和人工草场进行了改良作业和耕作试验。 2008 年秋季，对比改良

草地与非改良草地产草茧，使用该机具进行改良的草地增产约 100%以上，亩产超过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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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克。

技术要点:

(1)应用于以羊草为代表的具有横走根茎或疏丛根茎特征的天然退化草地和人工建植草

场的草地改良， 从而提高草场综合生产能力，实现环境保护和畜牧业发展良性互动 。

(2) 切根深度调整控制在 1O~20 厘米 。 对于严重退化的草场可采用较大的切根深度，

将切根深度控制在最大水平 20 厘米;对于中度退化的草场，将切根深度控制在 1 5 厘米;对

于轻度退化的草场，将切根深度控制在 10 厘米。

(3) 配套动力 60 千瓦 。

注意事顶: 切根深度控制在 1O~20 厘米(限深轮调节耕深) ，翻堡率须为 0，牧草切根

率应在 39%~54% 。

适宣区域 : 黑龙江，内蒙古、新砸、甘肃。 宁夏、西藏等干旱少雨的羊草草地。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大学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口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联 系人 : 赵建柱

联系电话 : 010-62736732 

电子邮箱: zhjzh@cau. edu. cn 

2. 石家庄鑫农机械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河北无极北苏镇工业同

邮政编码 : 052463 

联系人: 陈振庄

联系电话 : 0311-85571783 
电子邮箱 : 1458768851@qq. com 

B. 牧草切根施肥补播复壮机械化技术

技术概述: 该技术主要应用于羊草草地的切根施肥补播。 通过切根施肥补播实现对羊草

草地的改良与增产:对于天然退化的羊草草地通过切根施肥补播防止其生态植被进一步破坏

而沙化，促使其生态植被缓慢恢复;对于一般的天然羊草草地或人工种植的羊草草地，根据

草场的长势与土攘肥力综合采用切根、切根施肥、切根施肥补播 3 种方式扩繁促生，提高草

产量。 眩技术也适用于其他通过根茎无性繁殖的植物植被的改良与产量的增加;可以用于在

土攘强度较大的环境中实现施肥播种的场合;可以实现棍擂，即在羊草草地上播种茵稽、黑

麦草等其他种类的草， 也可以实现其他小颗粒作物的精微量播种。 该技术集成了羊草切根自

我复壮促生繁育工艺与免耕施肥补播工艺。充分利用羊草主要依赖带有分藤点的根茎繁殖实

现自我繁育的生物学特性，提出切根手段促进羊草复壮促生;充分利用羊草切根过程中产生

的沟缝实现免耕施肥补播，最大限度地减小对草场植被的扰动与破坏。 该技术能够同时完成

切根、施肥、补播工艺，切根工艺能够起到增殖促繁的作用、补播工艺能够实现保护性耕作

扩大植株密度、施肥工艺能够为上述两种工艺下新增的植株提供萌发生长所需的足够养分。

增产增娘情况: 该技术能够有效改良不同程度退化的羊草草地，组合式覆土开沟既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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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开沟的目的又能达到减少功耗与对草场植被扰动率的功效，为牧草的增产增收奠定了基

础，多信号输入的电驱电控排种控制装置自动化程度高，既保证了小颗粒种子的精盐播种又

简化了整机的机构。 该技术是改良草场保护生态的重要手段，其改良的草地增产超过

100% ，亩产超过 300 千克。

技术要点:

(1) 草地切根施肥补捕复式作业工艺:该技术集成了传统的草场改良的破土切根、施

肥、播种单一工艺技术，创新性地建立了以切根施肥补播、切根施肥、切根补播的复式改良

工艺改良草场的技术工艺，不仅能够提高单一工艺模式的改良增产效果，而且能够拓展单一

改良模式的改良范围，该技术工艺的复式改良技术能够适用于不同程度退化的草场，可以根

据草场的退化程度 (轻度、中度、 重度) 选择不同的复式改良方式(切根施肥、切根补播、

切根施肥补插)，既能最大限度地改良草场，又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对草场的扰动与破坏。

(2) 草地切根施肥补播复式作业机具: 9QFB-2.4 型切根施肥补播复式改良机不仅能同

时实现切根施肥补播 3 种功能，还能分别实现切根施肥、切根补播两种功能。 达到松土深度

1O~20 厘米 (可调) 、播种深度 0~5 厘米(可调)、施肥深度 O. 5~5. 5 厘米的作业效果。

实际工作巾，还可以根据草场的退化程度、草场的肥力因素合理方便快捷地选择上述 3 种功

能的一种。 该机集成低扰动、无翻堡、不扬尘的切根耕作技术与扰动浅开沟、在i土深开沟的

低扰动低功耗的开沟技术，能够以最低的土壤扰动率、最小的开沟亨J耗、最稳定的开沟效果

与疆土效果完成整机功能。

( 3) 草地分层交错式土壤开沟覆土技术 : 该技术成果的原理在于:和11沟开沟器位于距离

切根沟 20 厘米的一侧， 在以主动方式强力划破草皮与切根过程中造成邻近土壤松动的共同

作用下有效实现浅开沟(1厘米) ， 并将一部分土壤回填至切根沟缝中;肥沟开沟器位于种

沟开沟器之后，且与切根沟缝在一条直线上，肥沟开沟器将由种沟开沟器回填至切根沟缝巾

的土壤压至指定深度 (5 厘米) ， 实现深开沟 (5 厘米) ，最终形成上下分层、前后交错的开

沟截面。 该原理中实际上并未开肥沟，而只是通过覆土方式形成了肥沟，节约了J}J耗，提高

了开沟深度的稳定性。

(4) 多信号输入的牧草种子电驱电控排种技术 : 该技术通过单一大功率电机分别驱动利1

轴和肥轴，带动 6 个排种器与 6 个排肥器排种排肥， 结构简单;通过转速JJt;配控制都调节电

机转速，从而调节排量， 调节精准，简易方便。 通过转速传感器分别采集左右地轮的转速，

并将这一信号传输致信号筛选器，信号筛选器筛选出转速最快的信号 ， 并将这一信号传递给

转速匹配控制器，转速匹配控制器根据这一信号可以输出不同信号来控制驱种电机和1耳目肥和11

电机转动排种排肥。 调节控制器的参数，可以改变电机转速与地轮转速的转速比。 该技术

下，只有当两个地轮同时不转时，才会导致转速vr;配控制器没有信号输出，以至于排种排肥

梢轮不转。

注意事顶: 不同程度的退化草场宜选用不同的作业方式， 且应选择不同的播种深度，施

肥深度，播种量，施肥量为，种肥沟间距为，且播种深度不宜过深。

适宣区域: 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甘肃、 宁夏、西藏等干旱少雨的羊草种植区域。

C. 牧草马莲碎根复壮机械化技术

技术概述: 9Q5-2.2 型马莲碎根机，能够实现基本的碎根功能。 该成套装备适用于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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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毒杂草一一马莲的深层碎根剔除工艺。 该成套装备主要由主传动轴、减速箱、主动旋转

轴、刀盘道具、隔板及机架等主要结构组成。 采用纯机械式传动， 以万向节辑1I、齿轮等传统

的机械方式实现动力的传输。刀辄l带动刀盘刀具旋转实现对土壤一马莲根系复合体的滑切，

从而实现对马莲深层碎根的工艺流程。

增产增娘情况: 纯小时生产率 13~ 18 商;作业阳宽 2. 0 米 ;切根深度 19. 18~ 1 3 . 7 厘

米;切根率 : 天然草地 39. 43% 、人工草地 54.04% ;增产效果 : 天然草地 110. 52% 、人工

草地 29.1 4% 。

技术要点: 该技术通过马莲碎根机，高效剔除马莲，划破羊草根，提高来年羊草 L~势，

确保草原牧草生长旺盛，显著改善草原环境 ， 实现牧草高产稳产。

(1)形成深层碎根剔除马莲的工艺。

(2) 对草地低扰动、无翻堡、不扬沙的机械化耕作技术，可以逐渐消除土壤板结，增加

土壤透气、透水性，使土壤朝着利于植物生长的条件改善。

(3) 使用马莲碎根机，改良退化草场。 退化草地土壤坚实度(有的地方达到 40~45 千

克/厘米2 ) 较高，土壤板结层深 15~20 厘米，为满足机械化破土切根复壮促生技术要求 ，

应使用新型破土切根专用改良机具。

(4) 对比改良草地与非改良草地产革茧，改良后的天然草地增产约 110% ，人T草场增

产近 30% ， 经济效益显著。

注意事项:操作要根据土壤坚硬程度选择合适的切沟宽度，通过调节刀具组数来调控切

沟宽度。 按照切沟宽度安装刀具，确保安装槽部分的螺栓预紧充分，同时对机具其他部分的

螺栓进行检查，以减少机具运行过程中的故障。

适宣区域: 天然草地、人工草场。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大学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 17 号

邮政编码 : 100083 

联系人: 赵建柱

联系电话: 010-62736732 
电子邮箱: zhjzh@cau. edu. cn 

2. 石家庄鑫农机械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河北无极北苏镇工业园

邮政编码: 052463 

联系人: 阵、振庄

联系电话 : 0311-85571783 
电子邮箱: 1458768851@qq. com 

D. 牧草狼毒剔除复壮机械化技术

技术概述: 狼毒剔除技术是通过调查、研究狼毒的生长特性，在进行药效试验的基础

上，提出雷达测距识别，定点喷洒除草剂，配合切根机的设计方案。 对于狼毒危害严重的区

域，能够高效地去除毒草促使草原良性植被缓慢恢复;对于狼毒危害一般的天然或人工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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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草地，基本能够去除全部狼毒，大大提高了牧草产盘。

增产增娘情况: 经过 3 年多持续的实地调研和多轮样机的试验与考核，证明本狼毒去除

机具结构简单、成本低、安全可靠、易于调节，根据工作需要，设置多路同时工作，在去除

狼毒工作的同时有效地降低了对草地土壤的破坏。 工作效率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可广泛

应用于草地优势毒草的去除，填补我国草原在灭除优势杂草方面的空白 ， 具有很好的推广潜

质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技术要点:

(1)采用中间齿轮传动方式，使整机结构更加紧凑、实用 。

(2 ) 为满足液泵的工作转速要求，需要从中间齿轮箱一侧输出轴上连接一级增速链传动

至液压泵的输入轴。

(3) 切根入土深度 20 厘米 ， 要满足规定的人土深度要求。

(4) 成行作物进行带状对靶施药，根据施药目标的有元，间歇对靶施药。 采用雷达进行

高度识别精盐定点啧洒除草剂 ， 并配合切根机的方案去除狼毒。药液配比对灭除狼毒效果的

影响较明显。 试验证明 ， 配比为 1 : 90 时，对狼毒花、 茎 、 叶畸形程度和根部腐烂程度

较好。

适宣区域: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退化草场。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大学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 17 号

邮政编码 : 100083 

联系人:赵建柱

联系电话: 010-62736732 

电子邮箱: zhjzh@cau. edu. cn 

2. 石家庄鑫农机械有眼公司

联系地址:河北无极北苏镇工业园

邮政编码: 052463 

联系人:陈振庄

联系电话: 0311-85571783 

电子邮箱: 1458768851@qq. corn 

(九)高效节水灌溉机械化技术

A 愤灌技术

技术概述:喷灌技术是指利用专门的设备将水加压，或利用水的自然落差将有压水通过

压力管道送到田间，再经喷头喷射到空中散成细小的水滴， 均匀地散布在农田上，达到灌溉

目的的技术。 喷灌适用于灌慨所有的旱作物，如谷物、蔬菜、果树等，既适用于平原也适用

于丘陵山区;除了灌溉作用，还可用于喷洒肥料与农药、防冻霜和防干热风等。 机械化喷灌

技术地形适应性强，灌溉均匀，灌溉水利用系数高，尤其适合于透水性强的土壤。 现阶段适

合在我国大面积推广的主要有固定式、半固定式和机组移动式 3 种喷灌形式。

• 1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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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产增般情况: 与地面灌溉相比，大田作物l质灌一般可省7j( 30% ~50% ， 榄;j(均生j度

80%~90% ，在透7}(性强、保水能力差的土壤上，节7}(效果更为明显，可达 70%以上 。 采

用l质灌技术，与沟灌等简单灌?既方式相比，可使作物增产 10%~30% 。

技术要点:

(1)喷灌系统形式的选择应根据当地的地形、作物、经济及机械设备条件，考虑各种形

式喷淄系统的优缺点，选定适当的I质槛系统形式。 在 l愤地次数多 ， 经济价值高的作物或地形

坡度大的丘陵山区可优先考虑采用阴定形式;大田作物l质灌次数少，贝IJ宜采用移动形式和半

|萌定形式;在有自然落差的地方，尽量选用自Æ式喷灌系统，以降低机械设备的投资和l运行

费用。

(2) 确定喷洒方式和喷头组合形式。 喷头的l喷洒方式有全回jI质洒和扇形i愤汹两种 。 I喷头

布置形式可选择正方形、正三角形、矩形和等腰三角形等 4 种 。

(3) 选择啧头首先要考虑、喷头的水力性能是否适合啧耀的作物和土壤特点，其次jX根据

农业要求、现有机械设备条件以及喷头型号综合考虑确定。 在山丘斜坡地 ， 1喷榄系统内的压

力是随地形高低而变化的， 在最高处压力最小，应选用低j王喷头;在中间，选Jfl巾吓 n贞头;

在最低处压力最大，选用高压喷头。 如果压力过高，还需装置减门-器，降低管内) k力 。

(4) 管阿布置(也称管网规划)，应根据实施I质灌的实际地形、水源等条件，提:1\儿种可

能规划的方案，然后进行技术经济比较 ， 择优应定。 管网布置应遵循六点原则J: 一是它;网布置

应使管道总长度最短、管径小、造价低，有利于水管防护。二是管网布置应考虑各H-Jlj(单位的

d，f耍，方便管理，有利于组织轮灌和迅速分散流盘。三是支管一般应与作物种植方向一致. 丘

陵坡地的支管一般应沿等高线布置，在可能的条件下，宜使支管垂直主风向 。 四是仑的纵剖面

应力求平)1顷，减少折点。 五是支管上各喷头的℃作压力要求接近一致，或在允许的羔但他围

内。 六是供水泵站应尽量布置在整个l愤灌系统的巾心地点， 以减少输水的水头损失。

注意事顶: 在风大情况下，喷洒会不均匀，蒸发损失增大。 为充分发挥i愤榕的节水增产

作用 ， 应优先应用于经济价值较高且连片种植、集中管理的作物;地形起伏大 、 土t;.J~透水性

强、采用地面灌溉闲难的地方;水师、有足够自然落差适合修建向月二啧挫的地方 ; i&概率古风

小的地区 。

适宣区域: 北方干旱或半干旱地区以及南方季节性缺水地区 。

B. 微灌技术

(A) 滴灌技术

技术概述: 滴灌是一种通过安装在毛细管上的滴头，把水一滴滴均匀而又缓但地滴入植

物根区附近土壤的局部灌概技术。 它能借助土蝶毛细管力的作用，使水分在土展'1 '渗入和1扩

散，供植物根系吸收和利用 。 滴人作物根部附近的水，使作物主要根区的土展经常~持最优

含水量状况，且透气性强，利于植物生长 。 滴滥不仅具有较高的节水增产效果，而且可以结

合施肥，能够提高肥效 l 倍以上 ， 是目前干旱缺水地区最有效的节水槌溉方式，可使水的利

用率提高到 95 %以上。

增产增娘情况:

(1)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灌溉保证率 : 管理定额提高 2~3 倍;水量一定，应用滴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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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灌溉面积是常规灌溉的1. 5 借左右。

(2) 提高肥料利用率: 运用滴灌随水施肥，不仅实现了水fJ巴一体化管理，而且氮肥不'JJ+J

率提高 30%以上，磷肥利用率提高 18%以上。

(3) 提高土地利用率:膜下滴灌系统采用管道输水，田间不话'修斗、农、毛渠及田埂，

节约了土地，土地利用率提高 5%~7% 。

( 4) 抑制杂草生长 : 滴灌水通过过滤器进入管道传输到田间，杜绝了渠道输水过程rll草

种的传播，同时因滴滥属局部灌溉，作物行间始终比较干燥，有效抑制了杂草种子的萌发和

生长 。

(5) 有利高产优质 : 滴灌技术可及时对缺埔土填补给水分，使作物出苗整齐集中，促苗

早发，作物生辰健壮，有利作物的高产优质。

( 6) 挺高经济效益:滴槌较常规模溉亩增纯收入为 : 棉花 35 2 元、刘1 1:番茄 714. 2 元 、

小麦 1 98 元、玉米 400 元。

技术要点:

(1)水质达到农业灌溉用7)(7}(质标准 ， 专用过滤器过滤后达到滴灌工程水质标准。 输水

管网材质选用农用 U-PVC 或 PE 管材 ， 工作压力达到滴灌系统工作压力要求 ;

(2) 工程设计执行罔家《微灌工程设计规范》。

注意事顶: 灌水器堵塞是当前滴灌应用中最主要的问题，因此， 一般用水应经过过滤 ，

必要时还需经过沉淀和化学处理。 此外，滴灌可能引起盐分积累。 当在含盐iIJ:高的土壤上进

行滴灌或是利用戚水滴灌时，盐分会积累在湿润区的边缘，若遇到小雨，这些盐分可能会被

冲到作物根区而引起盐害。 在没有充分冲洗条件的地方或是秋季无充足降雨的地方，不要在

高含盐量的土壤上进行滴灌或利用戚水滴灌 。 滴灌还可能限制根系的发展。 由于滴准只j显汗毛!

部分土壤，加之作物的根系有向水性，这样就会引起作物根系集中向湿润区生长。 另外，在

没有灌溉就没有农业的地区(如我国西北干旱地区)采用滴灌时，应正确地布置准水器。

(8) 微喷灌技术

技术概述: 微喷灌技术是介于l质灌与滴地.之间的一种节水灌溉技术。 采m低月二管道~句: Jj(

送到作物根部附近，通过微啧头将水喷洒在土填表丽或作物上面进行灌溉。 它兼具喷耀和摘j

准的优点，又克服了两者的主要缺点。 l愤灌是全面灌慨，湿润整个灌慨面积，而微11嘘一般只

温润作物周罔局部面积土壤;在灌水器出水方式上，滴准以水滴状湿润局部面积土壤 ， 而微

l质是以雨滴喷洒，湿润局部面积土壤，微I境还可以提高空气湿度，起到调节田间小气候的作

用;微l院头的孔径较大，比滴灌抗堵塞能力强。 ~I是低压运行，旦大多是局部灌慨， ，性 比l质

灌更为节水。 用于一些经济作物，增产、节水效果十分显著。

增产增娘情况:据调查，使用微喷灌可使蔬菜等作物增产 15%左右， 与温灌相比，可

节约用水 50%~80% 。

技术要点:

(1)水质符合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要求 ， 但水中含有细沙， 需采取过滤措施方可满足

微漉要求。 主干管和分干管选用 PVC 塑料管材，支管和毛管选用 PE 塑料管材。

(2) 工程设计执行国家 《微灌工程设计规范))，根据所灌溉作物及自然条件设计计~Î~槌

水量、灌水周期、水泵及动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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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顶:

(1)喷头的堵塞是当前微l质灌应用中最主要的问题，堵塞后会出现有些地方lt贞不 11\水的

现象。因此，微喷灌对水质要求较严， 一般均应经过过滤，必要时还需经过沉淀和化学

处理。

(2) 铺设多孔微l愤管的地面应平整，山区或坡地应按等高线铺设。 微喷管制i设在地丽上

要平直，避免阻碍物，喷水孔口朝上，并适当固定。

(3) 灌溉水源要求清洁干净， 一般设置 60 目 的丝网进行过滤。 定期打开微l愤管尾部接

头，冲洗管道，避免堵塞。

(4) 供水压力和流量应符合要求， 一般流量偏差应小于 10%，压力偏差应小于 20% 。

否则应采取分流或增压措施，如通过增减微啧管的数量;进行调整。

C. 渗灌技术

技术概述:渗灌技术是通过埋在地表下的管网和渗灌槛水器对植物根部进行灌溉.水在

土壤中缓慢地湿润和l扩散湿润部分土体，属于局部灌溉。 这种灌水方式能克服地而i毛竹易于

老化的缺点，防止毛管的人为损坏或丢失，方便田间耕作，主要适用于果树灌溉和l设施农作

物灌溉。 目前工程上的做法是将灌溉水通过低压渗灌管管壁上的微孔(裂纹、发地孔)由内

向外呈发汗状渗出，随即通过管壁周罔土壤颗粒，颗糙间孔隙吸水作用向土体扩散，给作物

根系供水， 一次连续性实现对作物灌溉的全过程。 渗槛水进入土壤后，仅湿润作物根系层 ，

地面没有水分，故蒸发盐更少，比其他灌水方式更为节水。

增产增颊情况:

(])节水 : 渗灌比沟槛节水 80%以上，比滴灌节7)< 30%以上，灌溉水利剧率 IIfj占 95%

以上，节7)<节能效果显著，肥料利用率提高 30%以上 。

(2) 节支 : 渗灌相对湿度比膜下低 10%以上，比睦灌降低 30%以上，降低病虫害的发

生 ， 农药的使用次数和使用盘减少，农药投入降低， 农产品质量提高。节省用工、用电，增

产增效。

( 3) 增产 : 同地面灌溉相比，在保护地应用渗灌技术，可有效提高温室大棚内泪度 2~

3
0

C ，提高地混 1~20C 。 同时，渗灌有助于土壤团粒结构的保持，有效解决传统榄溉造成的

土壤艇结问题; 与瞪灌相比， 产品提早 7~ 10 天上市，坐果率提高 20% ， 结果蜡l延长 1 5 天

以上，增产 30%~50% 。

技术要点:

(1)挖槽:按作物栽培的垄向要求， 一般渗槛管间距与作物行距相同 ， 长度同垄长 。 确

定好渗灌管间距后，面线，按放好的线开挖土槽，深度 30 厘米左右。 然后对沟底进行平整 ，

并踏实，同时，开挖埋设输水支管的土槽。

(2) 铺管 : 将渗灌管(毛管)铺在挖好的土槽内，其上的出水孔要朝上，官'要平直，保

持水平，且找准水平与垂直位置;调整好方向与位置后 ， 应将其先固定，以防其后在阿填土

掩埋过程中发生渗灌管位置移动或渗灌管自身扭曲而使出水口转向下侧。 铺管'后 ， 将渗灌管

(毛管)与输水支管用专用接头相连 。

(3) 防堵处理:由于渗灌管埋在地下，直接接触土壤，在灌水过程中 ， 特别是当灌水结

束时土壤中的水分倒流回渗灌管，这样就会把土壤颗粒等杂物带入到出水口或渗灌管内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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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堵塞，进而降低灌水质量。 为此 ， 当将渗灌管铺好后，要在其上的出水口处，覆盖 2~

3 厘米的锯末或稻壳作为防护层 。

(4) 回土 : 盖好保护层后，开始覆土，应注意防止渗灌管移位和变形，动作要轻、

尽量不用大的土块 。 等回填至土槽 1/2 深处时，可以适当踏实;然后填平，再踏实;再

覆土并使之略高出地面，以保证在以后的耕作与灌水过程中，土壤进一步下沉而使地面

保护平整 。

注意事顶:

(])管道埋设深度:主要决定于土壤性质、耕作情况及作物种类。适宜的埋设深度，应

能使灌概水借毛管作用使计划湿润层得到充分湿润，特别是表层也达到足够的湿润，且深层

渗漏最小。一般蒙古质土埋深大，沙质土较小。 同时，埋设深度要深于深耕深度，且不致被农

机具行走而压断， 应在冻层以下。

(2) 管道间距: 管道间距应使两条管道的湿润曲线重合一部分，因此它主要决定于土壤

性质和供水情况。 土壤颗粒越细，供水水头越大，灌水湿润范围越大，间距可大一些。 反

之，间距宜小些。 有压管道间距为 5~8 米，无压管道间距一般为 1~3 米 。

(3) 管道长度与坡度 : 有月二管道的适宜长度，应按管道首尾两端土壤湿润均匀，而且渗

漏损失较小作为确定依据。 目前我国采用的管道长度一般为 20~50 米 。 管道坡度与管道伏

度及地面坡度有关， 一般为 O. 0010~0. 005
0

。

(4) 管道的渗水量 : 管道适宜的单位长度渗水量与土壤性质有关，对重壤土以 9~10

升/ (小时 · 米)为宜，中 、 轻壤士以 12~16 升/ (小时 · 米)为宜，沙壤土以 16~20 升/

(小时 · 米〉为宜。

( 5 ) 土壤性能 : 渗灌湿润表层土壤较差，对幼苗生长不幸11; 在底土透水强的土壤上，容

易产生深层渗漏，损失水量多。

适宣区域:北方干旱或半干旱地区以及南方季节性缺水地区 。

技术依托单位:农业部农业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

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南方庄甲 60 号

邮政编码: 100079 

联系人:徐振兴，张园

联系电话: 010-59198627/ 29 

电子邮箱 : tgztgc@126. com 

(十)保护性耕作技术

技术概述: 保护性耕作又叫做保护性农业，是在地表有作物秸轩或根茬覆盖情况下，采

用免耕或少耕方式播种，并通过轮作减少病虫草害的一项先进农业技术 。

保护性耕作的主要目 的: 一是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 ， 增加土壤蓄水、保水能

力，增强土壤抗旱能力，提高粮食产量。二是增强土壤抗侵蚀能力，减少土壤风蚀、 水蚀 ，

保护生态环境。 三是减少作业环节，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保护性耕作的

基本特征是 : 不翻耕土地，地表有秸轩或根茬覆盖，采用轮作等方式防控病虫草害。

实际应用中，可根据区域特点，在遵循本技术要点的前提下，与其他技术进行集成，创

新适合本区域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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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东北垄作区(含东北71<田区)

该区域的主要问题是:季节性干旱;长期翻耕形成犁底层，使耕层变浅;黑土地士填肥

力下降、土地退化等。

1.关键环节的技术要点

(1)休闲期:尽量减少动土，最好免耕 ; 秸轩覆盖，以多蓄纳雨雪，减少水分蒸发。 如

果采用阳茬覆盖 ， 应尽量留高茬;如果在休闲期进行深松，须有合埔器，以减少水分蒸发。

(2) 播种期:鼓励采用免耕方式直接播种。 在秸轩:最大、秸轩覆盖不均匀、士靡不平整

的情况下，为了提高播种质量，可采用适当的少耕法以减少地表秸轩覆盖ilt或平整土地。

(3) 田间管理期:根据当地生产实际，进行间苗、追肥、病虫草害防治等。 为了打破犁

底层、减少土壤板结、蓄纳雨水，在不影响作物生长的情况下，可进行深松。

(4) 收获期 : 可在收获的同时进行秸轩粉碎还田作业，粉碎后的秸轩应均匀抛撒。

2. 推荐技术模式

(1)原垄少耕灭在播种: 秸秤或留茬覆盖越冬，春季在原垄进行少耕播种 ， 少耕时应尽

量减少动土盘，以减少水分蒸发和作业能耗。

(2) 原垄错行免耕播种 : 秸轩或留茬覆盖越冬，春季播种时，错开原有根茬免耕播种。

(3) 原垄免耕播种 : 碎轩或留在覆盖越冬，春季在原垄上直接免耕播种。

(4) 东北水田少耕栽植 : 秋季稻田免耕贴茬越冬，插秧前，采用水田带状旋耕机ill行带

状旋耕、施肥镇压作业，经过泡田后，在旋耕带进行插秧。

B. 长城沿线农牧交错区

该区域的主要问题是:春季千阜严重，影响适时播种，并易造成露籽和出苗难、成苗率

低;农田风蚀严重、荒漠化趋势加剧等。

1.关键环节的技术要点

(1)休闲期:免耕。 尽量多用秸轩覆盖，以多蓄纳雨雪，减少水分蒸发;如果:采)-H留茬

却盖，应尽量留高在。

(2) 播种期:鼓励采用免耕方式直接播种 。 在极其干旱的情况下，可配合采m坐水播种

等捎施。

(3) 田间管理期 : 根据当地生产实际，进行间苗、追肥、病虫草害防治等。

(4) 收获期:可在收获的同时进行秸轩粉碎还因作业，粉碎后的秸轩应抛撒均匀。 在风

大区域，可采用适当方式同定粉碎后的秸轩。

2. 推荐技术模式

(1)免耕覆盖播种:秸轩或留高在覆盖越冬，春季免耕播种，尽量避开原有根在.以提

高播种后的地表秸轩覆盖率，以保证种子顺利发芽、保护幼苗生长。

(2) 免耕坐水播种 : 秸轩或留高茬覆盖越冬，在春季极端干旱、土壤埔情不能保证播种

的情况下，配合补水技术，进行免耕坐水播种。

(3) 带状免耕覆盖播种:针对马铃薯种植动土量大、农田裸露易风蚀等问题，可采用带

状免耕覆盖播种技术。其技术要点是 : 马铃薯按照常规种植方式，其他作物采用免耕施肥播

种机在秸秤或根茬覆盖地免耕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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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牧草免耕补擂Î : 主要适用于草原的改良和退耕地、撂荒地免耕种植牧草。 雨季采用

牧草免耕补播机免耕补播〈播种)牧草，增加地表覆盖度，减少水分蒸发，促进草原植被

恢复 。

c. 西北黄土高原区

该区域的主要问题是水土流失严重、干旱缺水、有机质含量下降等。

1.关键环节的技术要点

(1)休闲期: ①夏休闲:免耕或少耕，秸轩:或根茬覆盖。可选择性进行深松，以增加苔

纳雨水的能力，深松的同时应合埔。 根据土壤肥力、含水量、秸秤留存量等条件，选择性采刷

少免耕方式和11植覆盖作物，收获后，覆盖地表，不得进行翻耕掩埋。②冬休闲 : 免耕或少耕，

秸轩或根茬覆盖。 如果采用留茬覆盖，应尽量留高茬。根据土壤肥力、含水量、秸秤留存量等

条件 ， J韭择性采用少免耕方式种植覆盖作物，收获后，覆盖地表，不得进行翻耕掩埋。

(2) 播种期:①冬前播种:少耕或免耕播种。 播种前，根据地表状况，可采用机械或化

学方式灭除杂草或改生麦等。②春季播种:免耕播种。 如果秸秤覆盖量较大， 在播种前可适

当采用少耕方式，减少地表秸轩覆盖率，以提高播种质量;在极其干旱情况下，可配合采用

坐水播种等措施。

(3) 田间管理期:根据当地生产实际，进行间苗、追肥、病虫草害防治等。 为了打破犁

底层、减少土壤板结、蓄纳雨水，在不影响作物生长的情况下，可进行深松。

(4) 收获期 : 可在收获的同时进行秸忏粉碎还田作业，粉碎后的秸轩应抛撒均匀 。 在风

大区域，可采用适当方式固定粉碎后的秸秤。

2. 推荐技术模式

(1)免耕覆盖播种:休闲期秸忏或根茬覆盖，免耕方式播种。

(2) 少耕覆盖播种:根据地表秸秤覆盖量和土壤状况，选择性进行深松、粗地等少耕作

业后 ， 进行播种 。

(3) 带状免耕覆盖播种:针对马铃薯种植动土量大、农田裸露易风蚀等问题，可采用带

状免耕覆盖播种技术。 其技术要点是 : 马铃薯按照常规种植方式，其他作物采用免耕施肥播

种机在秸轩或根茬覆盖地免耕播种。

一年两熟区的技术模式，可参考黄淮海两茬平作区的有关要求。

D. 西北绿洲农业区

眩区域的主要问题是:水资源紧缺 ， 没有灌溉就没有农业，灌溉水利用率低 ; -F阜少

雨，冬春季节风大，土壤风蚀严重;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等。

1.关键环节的技术要点

(1)休闲期:休闲期最主要的要求是少动土，多留秸秤，多蓄水分，减少风蚀、水蚀。

任水分条件较好的情况下，根据土壤肥力、秸秤留存量等条件，选择性采用少免耕方式种植

缸盖作物，收获后，覆盖地表，不得进行翻耕掩埋。 采用节水技术进行灌慨。

(2) 播种期 : ①冬前播种:少耕或免耕播种。 播种前，根据地表状况，可采用机械或化

学方式灭除杂草或次生麦等。②春季播种:免耕播种。 如果秸轩覆盖量较大 ， 在播种前可适

呜采用少耕方式，减少地表秸轩覆盖率，以提高播种质量;在极其干旱情况下，可配合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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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7jc播种等措施。

(3) 田间管理期 : 根据当地生产实际， 进行间苗、追肥、病虫草害防治等。为了打破犁

底层、减少土壤板结、蓄纳雨水，在不影响作物生长的情况下，可进行深松。 采用节7jc方式

进行灌溉。

(4) 收获期:可在收获的同时进行秸轩粉碎还田作业，粉碎后的秸轩应抛撒均匀。 在风

大区域，可采用适当方式固定粉碎后的秸杆。

2. 推荐技术模式

(1)免耕覆盖播种:休闲期秸秤或根茬覆盖，免耕方式播种。

(2) 少耕覆盖播种 : 根据地表秸轩覆盖量和土壤状况 ， 选择性进行深松、粗地等少耕作

业后，进行播种。

(3) 秸轩覆盖沟灌垄播种植:将沟灌节水技术与保护性耕作技术融合，沟内灌水，垄上

采用保护性耕作方式种植作物。

E.黄淮海两茬平何区

该区域的主要问题是:前后在作物之间没有休闲期，农时紧张; 干旱缺水 ; 作业t序

多，生产成本高;秸秤量大，秸轩焚烧严重 ， 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等。

1.关键环节的技术要点

(1)秸秤覆盖: ①夏季:小麦收获后，秸轩粉碎，抛撒均匀，覆盖地表;或秸忏检拾

后，留茬覆盖。②秋季:玉米收获后，整秸秤覆盖或秸轩粉碎抛撒均匀覆盖;如果采用青贮

收获， 可留在覆盖。

(2) 播种期: ①夏插作物应采用免耕方式播种，在秸秤:量较大情况下，可采用少书|方式

播种。②对于秋播作物，在大量玉米秸秤覆盖地，可采用少耕或免耕方式播种;如果在青贮

玉米地，应采用免耕播种方式。

(3) 田间管理期 : 根据当地生产实际，进行间苗、追肥、病虫草害防治等。为了打破犁

底层、减少土壤板结、蓄纳雨水，在不影响作物生长的情况下，可进行深松。采用节水方式

进行灌溉。

(4) 收获知] : 可在收获的同时进行秸轩粉碎还田作业，粉碎后的秸轩应抛撒均匀。

2. 推荐技术模式 夏季免耕秋季少耕播种。 夏季小麦收获后，秸轩或根茬覆盖条件下，

免耕播种玉米;秋季玉米收获后，根茬或秸轩覆盖条件下，少耕播种小麦。

两季作物免耕覆盖播种。 夏季小麦收获后，秸秤或根茬覆盖条件下，免耕播和11玉米;秋

季玉米收获后，根茬或秸秤覆盖条件下，免耕播种小麦。

F. 南万71<旱连作区

该区域的主要问题是: 一年多熟，水旱连作，无休闲期 ; 作业工序多，生产成本高;秸

秤量大且焚烧严重;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高温高湿，旱涝兼有，病虫草害严重。

1.关键环节的技术要点

(1)水稻收获早作物播种:水稻收获后，秸秤粉碎，抛撒均匀 ， 覆盖地表;或秸忏检拾

后，留茬覆盖。 油菜、小麦播种采用免耕或少耕方式播种，同时开出"三沟" (厢沟 、 腰沟 、

围沟) ，便于抗旱排涝。



二、农机。

(2) 早作物收获水稻种植:小麦、 油菜收获后，秸轩或留在覆盖，7}(田适度耕整，埋压

秸轩。 水稻秧苗采用捅秧机栽插，或水稻芽种采用直播机带状直播。

(3) 田间管理期 : 根据作物生长实际，进行追肥、除草、喷药、排灌、或油菜间苗等。

(4) 收获期 : 水稻收获时，采用秸忏粉碎，秸轩长度应较短，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 且抛

撒均匀 。 油菜、 小麦收获时，可不采用秸轩粉碎。

2. 推荐技术模式

(1)油(麦) 一稻水旱连作:油菜(小麦)收获后， 水田适度整地， 埋压秸秤或杂草，

;]<稻机械插秧或机械直播;水稻收获后，灭草，油菜(小麦)少免耕播种。

(2) 肥一稻水旱连作:水稻收获后，秸轩覆盖还田，免耕播种绿JJE ; 绿肥收获后 ， 适度

耕整，埋压绿肥或杂草等; 水稻机械插秧或机械直播。

技术依托单位: 农业部保护性耕作研究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海淀清华东路中国农业大学 46 号信箱

联系人: 李洪文

联系电话 ; 010-62737631 , 13911366681 

电子邮箱 ; Ihwen@cau. edu. cn 

(十一)农作物秸秤综合利用机械化技术

A.农作物秸军干综合利用机械化技术

技术概述: 农作物秸秤可用作肥料、饲料、生活燃料及工业生产原料，是一种宝贵的可

再生资獗。 农作物秸秤用作肥料主要是直接利用和加工利用两种方式。 直接利用一般采取秸

杆机械化粉碎直接还田的方法 ， 加工利用主要是利用秸秤;唯制有机肥料。 农作物秸秤作为饲

料除了直接饲喂外 ， 还有青贮、 黄贮、微贮等方法，利用窑、池、或塑料袋等，都可以实现

集中规模化加工。 近几年利用专门的机械设备或秸轩饲料生产线， 把秸秤加工成颗粒或块状

千饲料发展较快。 秸轩的燃料利用主要有生产沼气、秸轩气化和用秸轩作为生物质进行发电

3 种方式。 农作物秸秤还可用做培养基栽培食用菌、造纸， 生产纤维密度板 、 植物地膜、餐

饮具、包装材料、 育苗钵等， 以及用秸秤制造酒精 、 淀粉等化工原料。

增产增娘情况 : 经济效益方面 ， 一是秸轩机械化收贮收获或秸秤还田作业可降低作业成

本， 比人工作业亩成本降低 15 元左右。 二是将作物秸轩粉碎还田，不仅可以大大减轻劳动

强度，提高作业效率， 同时可促进劳动力向第二、 主产业转移进行副业创收。 三是采用专用

秸轩根在收割检拾打捆机一次性完成高留茬秸轩的收割、捡抬、挤压、捆扎或用秸秤捡拾打

捆机完成联合收获机抛撒在田间的秸丰干的检拾、 挤压、 捆扎等多道工序，高效 、 省工、抢农

I付 。 四是损失少， 机械收获和切碎力[1工秸轩比人工作业可以减少损失 5% 。 五是效益高， 机

械揉碎、裴·包后销售，利润率可达 50%以上 。 用于发电的秸轩收储， 每亩秸秤农户可获得

30 元以上的收益。 此外，田间秸轩根在处理后 ， 为下在作物的播种创造了有利条件， 减少

缺苗断垄现象的发生，可亩增产粮食 15 千克，经济效益显著。

技术要点:

(1)农作物秸忏收获还田机械化技术 : 水稻'秸轩还田是在使用联合收割机收获水稻'后，使

用拖拉机配带驱动圆盘犁、水田旋耕和或埋草旋耕机进行作业，均匀撒放田里。 小麦秸秤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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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回是在使用联合收割机收获的同时，使用安装在联合收割机上专门装置粉碎秸秤. 抛撒于地

表。 玉米秸轩还田， 一是应用玉米联合收获技术，在收获玉米果穗的同时实现秸轩粉碎还田 ;

二是应用玉米青贮收获技术，在玉米摘除果穗后或连带果穗直接进行田间收获粉碎后剧作青贮

饲料， 实现过腹还田; 气是在人工摘除玉米果穗后，应用秸忏还田机械将秸轩粉碎-还 LU 。

(2) 农作物秸轩饲料加l工机械化技术:该技术的应用以玉米秸轩的青贮加工为主.有塑

料袋背贮和窑式青贮两种，即将蜡熟期玉米通过青贮收获机械一次性完成摘穗、秸非r 切碎、

收集，或人工收获后将青玉米秸轩侧碎至 1 .......， 2 厘米长，含水盘一般为 67 % .......， 75% ，装入塑

料袋或告:中， 压实排除空气以防每菌繁殖，然后密封保存， 40.......， 50 天即可饲暇。

(3) 农作物秸轩气化技术:将，玉米葱、棉柴、玉米秸、麦秸等干秸轩粉碎后作为原料，

经过气化设备(气化炉) 热解、氧化和还原反应转换成可燃气体， 经净化、除尘、冷却、 储

存JJU斥，再通过输配系统送往用户，用作燃料或生产动力 。

(4 )农作物秸秤颗粒饲料加工成套技术:以玉米秸、稻草、麦秸、 葵花秤、高粱杆之类

的农作物秸轩等低值粗饲料，加转化剂后压缩，利用压缩时产生的温度和斥力 ， 使秸忏氨

化、碱化、熟化，使秸轩木质素彻底变性，提高其营养成分，制成品质一致的颗粒状饲料，

成为反色动物的基础食粮。 经力11T处理后的农作物秸秤粗蛋白质含量从 2 %"""" 3%提高到

8% ......., 12 % ，消化率从 30 %""""45 %提高到 60%"""" 65% 。 该技术适用于公司加农户悦式，能工

厂化生产，商品化流通，生产成本低。

( 5 ) 农作物秸轩有机}j巴生产技术:利用大型侧草机将秸轩粉碎，用水把枯利;浸透，分层

在秸杆上撒上畜禽粪便和腐熟剂，堆制过程中用机械均匀翻动，再堆成半困体进-JjJ腐熟 ，

数日}刑的千粉碎，由秸轩有机月巴造糙机加工制成颗粒状肥料，再装袋运输和销售 。

(6) 农作物秸轩栽培食用菌技术 : 利用秸秤作为基料栽培食用菌，剩余的蘑菇糠是优质

有机JI巴可还田 。

(7) 农作物秸秤工业用品加工技术:以玉米秸、 麦秸等各种秸轩为原材料，不IJ}刊商店模

ÆVL械设备， 经碾!若处理后的秸秤纤维与树脂I昆合物在金属模具中加压成型 ， 制成各种高质

量的低密度、中密度和l高密度的纤维板材制品 ， 具有广泛的应用范罔 。

(8) 秸秤收加储运机械化技术:秸秤综合利用的第 1 车间是在田间，农作物秸轩 IU间机

械化收集、加工、储藏、 运输是秸轩综合利用运行过程工艺路线的关键环节。 重点推广农作

物秸杆田间机械化检拾、打捆、储藏、运输等技术 ， 重点解决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与秸杆综合

利用连续性之间的矛盾。

适宣区域: 粮食作物主产区。

技术依托单位:农业部农业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

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南方庄甲 60 号

邮政编码: 100079 

联系人: 徐振兴，张同

联系电话 : 010-59198627 , 59198628 

电子邮箱: tgztgc~126 . com 

B. 71<田秸秤机械化还田技术

技术概述:机械化秸轩还田是采用将收获后的稻草切碎翻埋、 整轩翻埋还田或整手r编压



二、农机。

还阻 。 可一次完成多道t序，具有便捷、快速、低成本、大面积培肥地力的优势，不仅争抢

了农时 . 而且减少了环境污染，增强了地力， 提高了粮食产量，是一项较为成熟的技术。

增产增娘情况:降低成本，争抢农时。

技术要点:

1.工艺流程 稻茬回槛水漫泡一旋耕或把地一埋革作业(两遍) 一 (机械或人工简单

整平) 一后续栽种作物。

2. 水田秸秤还田的主要模式及使用机具 秸轩还田机械化技术有 3 种模式， 一是稻草

切碎还田， 二是团絮状稻草还田， 三是整根稻草还田 。 第 1 种又分为带有切草装置的半喂入

联合收割机或割前脱粒联合收割机收割，切碎的稻草均匀撒放田里; 或将人工收割后稻草集

中切碎，再由人工均匀撒放田里，然后由旋耕机进行埋草整地作业。第 2 种是由全喂入联合

收割机收获后，将田里的成条堆放的团絮状稻草搅散，用驱动圆盘犁、 lGB5-65 型水田旋耕

把或埋草驱动把进行埋草整地作业。第 3 种是由半喂人联合收割机收割后均匀排放的整根稻

草，或是人工收割后，将整根稻草直接均匀撒放田里，再用 1GB5-65 型水田旋耕靶或埋草

驱动把进行埋草整地作业。

3. 操作规程 水稻秸轩还田时，秸秤抛撒田中后应先泡71< 1 ~2 天，水深以 3~5 厘米

为宜， 补施氮肥后立即旋耕或把地，使切碎稻轩埋入耕层内 。 若进行深耕翻埋时，耕深应不

小于 23 厘米。 作业后不应出现成团残草，每平方米残草量应低于 100 克。当稻草切碎还田

采用直在耕机或驱动把在水田进行埋草作业时， 需用慢速和l中速按纵向和横向作业 2 遍。主与整

轩稻草还田采用旋耕把进行埋草作业时， 需用慢速和中速作业 3 遍 ， 第 1 遍用慢速，耕深应

小于 5 厘米，再按一般旋耕要求调深耕深，纵向和横向作业两遍。

4. 机械耕整作业田块条件和伟业质量要求

(1) 旱耕型 : ①前作留茬田 。 田面基本平整，高度差 3~5 厘米，前茬早稻稻在高度 15

厘米以下，且无秸轩等杂物。 如果不是机械旱直播， 允许留茬高度在 25 厘米以下，且可以

有少盐杂草或机收获的抛撒秸秤。②机械直播前不进行灌溉， 土壤含水量在 30% 以下。

③利用原有的脏 、 沟，直接旋耕播种， 旱浅旋深度 3~5 厘米， 种子覆土厚度 O. 5~ 1. 5 厘

米，表土层细平 ， 全回高度差 3 厘米左右。④播种后及时清理旺沟和横头沟，疏通内外沟的

连接点，确保灌排7}<.1肠涵。⑤插秧时，田面采用平哇，开明沟 ， 沟宽 1 1 - 1 8 厘米，明沟间

距 ftP旺宽应是插秧机幅宽的倍数。

(2) 71<耕型 : 前作阳茬田田面基本平整，高度差 3~ 10 厘米，允许前茬留茬高度在 25

厘米以下，且可有杂草或机收获的抛撒秸轩，但要铺撒均匀 ， 总量 300 千克/亩左右。 71<田

耕整地机械化技术作业要求可简单归纳为 5 个字 : 平、光、 实、适 、 清。①平 : Rll 田面平

整 ， 全田高低差不超过 3 厘米，捅秧或直播后达到寸水棵棵到。②光:即田面整洁 ， 达到无

杂草、无杂物 、 无浮渣等。③实:即田块沉实，巳埋秸轩、 留在无成堆现象，土层上细下

扭 ， 细而不糊，上烂下实， 机械作业时不陷机、不辈泥。④适 : 即表土硬软适中。 用锥形穿

透针测定，标准深度 8~10 厘米。⑤清:即泥浆沉实达到泥水分清， 沉实而不板结，水清而

不浑浊。

适宣区域: 江西省等南方稻区。

技术依托单位: 江西省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工程研究所

联系地址 : 江西省农业厅 15 楼江西省农业科学院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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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陈绪红，药林桃

联系电话: 0791-86225631 , 87090041 

电子邮箱: chenxuh@jxagri. gov. cn 

(十二)残膜回收利用机械化技术

技术概述: 残膜回收机械化技术是针对覆膜栽培技术发展起来的配套技术 ， 是指使用残

膜回收机械对农田当年地表残膜以及历年存留在耕层的残膜进行回收。残膜回收按照农艺要

求和作业时间基本可分为三类 : 一是苗期地表残膜回收， 二是耕前地表残膜回收， 式是耕后

的耕层残膜回收(也可再分为耕层内残膜回收与播前整地残膜回收两种) 。

增产增颊情况:机械回收残膜可一次完成多项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残膜回收率;减

少残膜对土壤结构、作物生长发育造成的不良影响;方便了播种、 施肥、田间管理等环节机

具的作业，提高了机械化作业效率和质量 ， 为农作物增产创造了有利条件;有效降低了土壤

地膜残留茧，对保护耕地及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巨大生态效益。

技术要点:

(1)秋后残膜回收技术:秋后收膜是在作物收获后、耕整地前，将田间的残地膜收起。

北方地区受气候影响，秋后收膜常常与灭茬、耕地作业结合在一起形成复式作业，残膜回收

率应达 80%以上。

(2) 作物苗期(头水前)残膜回收技术:苗期收膜是根据农艺需要，在作物挠头水前将

地膜揭去， 以便于中耕除草、施肥和灌溉。 此时地膜使用时间短、未老化、井有一定强度，

而且膜上积土少，起膜容易，有利于收膜。 主要适用于玉米、棉花等作物中耕作业前的地膜

回收，残膜回收率应达 80%以上 。

(3) 耕层内残膜回收(清检)技术 : 针对历年耕层内的残碎膜，结合秋翻、春耕犁地作

业(作物播前)进行残膜回收作业。 主要采用搂膜机、配置有搂膜齿的犁和整地机等机型 ，

可将地表及耕层 10 厘米内的残碎膜搂起或捡拾，当年残膜回收率应达 20% (指占耕地中历

年累计残碎膜总量的比例) 。

回收的残膜可加工成颗粒等塑料制品，推进废旧地膜的资源化利用。

注意事顶:

(1)膜与茎秤、 叶片、 杂草棍杂及裹土问题:如果能将地膜与杂草分开， 干净的地膜可以

回收再利用，从而提高经济效益，而且可减轻机具作业的负荷，提高集膜箱的有效容积，如无

法分离，再次抛弃残膜，会造成二次污染。 因此，机具选用应考虑、残膜与杂草的分离问题。

(2) 缠绕问题:应尽量使各工作部件表面光滑，同时应在易发生缠绕处放置刮刀和卸膜

机构，以便及时刮断缠绕的残膜，将收起的残膜卸掉，送入集膜箱。 这些措施都可以有效地

防止残膜的缠绕和返带。

(3) 农膜质量和规格的影响 : 我国地膜非常薄 (0. 006~0. 008 毫米) ，抗拉强度不高，

不利于整片回收，为防止破损，覆膜时要压很多土，这样给残膜机械回收带来很大的闲难。

如果地膜厚度从 0.008 毫米增加到 0. 01 毫米，地膜抗拉强度可增加 25% ，因此， 应尽量规

范农膜质量与厚度，避免过多使用超薄膜，给残膜回收带来困难。

适宣区域: 田块地势平坦、集中连片的地区，尤其是东北、西北等大面积地膜覆盖裁培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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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依托单位:

1.甘肃省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靖远路街道北滨词中路 820 号

邮政编码: 730046 

联系人:石林雄，刘鹏霞

联系电话: 0931-8320419 , 8320303 

电子邮箱 : gsnjtg@ 126. com 

2. 新疆农牧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总站

联系地址 : 新砸乌鲁木齐市新医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830054 

联系人 : 刘晨，张友腾

联系电话: 099 1-4331141 , 4313306 

电子邮箱: xjnjtgz@163. com 

3. 农业部农业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

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南方庄甲 60 号

邮政编码 : 100079 

联系人:杜友，徐振兴

联系电话: 010-59198631 , 59198627 

电子邮箱: tgztgc@126. com 

二、 农 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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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稻' .

(一)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技术

A. 71<稻机械化毯状秧苗育插秧技术

技术概述: 水稻机械化毯状秧苗育插秧技术针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及

老龄化，稻作技术转型等，通过培育标准化秧苗，插秧机栽楠，大田管理及其农艺配套梢施

等，实现水稻种植机械化生产，从而显著减轻种植劳动强度，实现水稻生产节本增效 。 水稻

机械化毯状秧苗育捅秧技术通过精确精盐播种，基质育秧，培育壮秧，降低机插播利， -{，，: . 提

高秧苗素质和机插效果。 在政策扶持下，以及机插秧机械装备的改善，水稻机插秧高产成培

技术近年发展较快， 有效地缓解了我罔水稻种植劳动力紧张等问题 ， 且机械作业可靠性行了

较大程度提高， 随着我罔不同类型、季节水稻的机插秧群体调控技术等研发与集戚， 有不IJ于

实现高产稳产，水稻机械化毯状秧苗育插秧技术在我同的发展潜力和应用前景:广阔。

蹭产增娘情况: 水稻机械化毯状秧苗育插秧技术目前已在东北稻区、长江中下游单季稻

区、南方双季稻区及西南稻'区等不同稻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 与传统手工栽桶技术比较 . 采用

该技术可确保水稻栽植密度，显著降低水稻种植戚本，实现高产稳产。 每商可节约种植成本

80~ 120 元，通过保障种植密度，实现每亩增产 5% ，增产稻谷 30 千克左右。 随着经济枕会

发展 ， 劳动力转移及用工费用增加，该技术的节本省工效果将更为明显。

技术要点:水稻机械化毯状秧苗育插秧技术选用适宜水稻品种和组合 ， 通过标准化育

秧，培育机捅壮秧，选择适宜插秧机，适期移栽，宽行稀植，井根据其特点配套农L:Æ戈珩措

施，实现高产高效。 主要技术要点 :

1. 床土制作 采用调配的育秧基质或床土，育秧苗基质可直接播种。 如l床土;后洲般培

肥 ， 育苗床土过筛除去石子、枯枝烂叶等。做好调酸、消毒和施肥，调酸可用壮秧齐IJ !.!X I ;'n体

硫酸调酸，床土的适宜 pH4 . 5~5. 5 . 防治立枯病等发生，培育壮苗。 阜育秧一般力11豆什肥

5~ 1 5 克/盘，其中早稻 10~ 1 5 克/盘，单季稻和晚稻 5~ 10 克/盘。 也可采用壮秧剂 IJ床土

混合育苗，注意覆盖土不能添加壮秧剂和肥料。

2. 精量播种 选择适宜当地机插秧种植的水稻优良品种，根据机捅秧特性合理安排播

种期，在播种前按要求进行发芽试验，要求种子的发芽率在 85%以上 。 杂交稻一般川市水

选种，北方常规梗稻用比重(相对密度) 1. 1 3 的盐水选种或机械选种。 播种前做好H州利'和

种子处理，用和l'衣剂包衣、浸种灵、施保克+天然芸苔素等杀菌剂浸种 48 小时(北方低温

地区，如黑龙江一般在 11 ~ 12
0

C 温度下浸种 5~7 天) ，预防苗期病害。 催芽要求 l句温

(30~32.C) 破胸，露臼后种子堆温度控制在 25~280C .适温催芽，芽长 2 毫米以内， I晾芽

后可播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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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稻o

采用精量播种器播种， 实现稀播壮秧。 中稻和晚稻:杂交稻播种量控制在 60---80 克/

盘，常规稻播种量 80--- 100 克/盘，北方梗稻播种量可适当提高。早稻 : 杂交稻播种最控制

在 70---90 克/盘，常规稻播种量 90~ 120 克/盘。

3. 出苗管理 播后及时覆土， 注意不能用拌过壮秧剂的营养土覆盖。 摆盘，泥浆育秧

要求做好种子塌谷 ， 一定使秧盘床土吃透水分， 忌床土发白影响出苗，力求保齐苗和全苗。

南方早稻和寒地稻作区育秧做好保温工作，可采用地膜覆盖等增温保温措施，遇 35.C 以上

的泪度， 应及时打开秧制]两侧通风降温，在下午 4---5 时关闭通风口，保证棚内强度在 32.C

以下，陆低温度尽可能不低于 10.C 。 出苗后棚内温度要控制在 22 --- 25.C ，最高不超过

28.C 。 捅秧前要根据天气及棚内温度情况，多设通风口，及时炼苗。 炼苗白天温度一般不超

过 20.C ，夜间一般不低于 10.C 。 单季稻和连作晚稻育秧可采用遮阳网或无纺布覆盖，可以

防止暴雨冲乱种子及防止雀害，出苗后揭网 。

4. 培育壮秧 做好调温和控水，培育适合机插秧苗，秧苗应根系发达、苗高适宜、 茎

部粗壮、叶挺色绿、均匀整齐。 插秧机秧苗多为中苗， 一般南方早稻要求秧龄 30 天， 11十龄

4 叶左右，适宜苗高 15 --- 1 8 厘米 。 南方连作晚稻和单季稻要求秧龄 20 天左右，叶龄 3 . 5~ 

4. 0 叶，适宜苗高 18---22 厘米 。 北方寒地水稻秧龄 30 --- 35 天， 叶龄为 3 . 1 ---3 . 5 叶，株高

为 ] 5 厘米左右。 连作晚稻由于育秧期间气温高 ， 秧苗生长快，采用多效l些等生长调节剂控

制苗高。 机插秧苗要求均匀整齐、根系盘结、提起不散。 2 叶 l 心时看苗施断奶肥，促使苗

色青绿， 叶片淡黄褪绿的秧苗，亩用尿素 4 千克(或硫酸镀 8 千克)左右 ， u十色较正常亩施

尿素 2---3 千克(或硫酸锁 4---6 千克) 。 秧田期间注意防治立枯病、恶苗病、 稻翻马等。 提

倡带药机捕。

5. 机械插秧 机插前做好整地工作，田面力求平整， 一般沉实 1 ~2 天后机桶，有机质

含量高的田块沉实 3~5 天后机捅。 根据水稻品种与组合选择适宜种植密度 。 常规稻机插行

距 30 厘米，株距 12~ 1 6 厘米，每丛 4 株左右 ， 每亩大田1. 4 万 --- 1. 8 万丛， 每亩栽秧苗

20~30 盘。 杂交稻机描行距为 30 厘米，株距 17~20 厘米， 每丛 2 株左右 ， 每亩大田1. 1

万--- 1. 3 万丛，每亩栽秧苗 15 ，__ 20 盘。 机插漏秧率要求低于 5% 。 机捕后槛好扶苗水，防败

苗促进秧苗早返青。有条件地方双季常规稻可采用 7 寸 (23 厘米)插秧机插秧，有利于提

高种植密度，保证高产。

6. 肥水管理 根据水稻机插秧生长特点合理施肥和控水，培育机捕秧高产群体， 实现

机捅高产。 根据水稻目标产量及稻田土壤肥力，合理制定施肥茧，黑龙江省肥沃土壤商施纯

氮 7~8 千克， 一般南方杂交剌l稻每商施纯氮 12 千克左右，南方梗稻可适当增加施肥盘，分

黯肥提倡分多次施用，以达到合理控制群体目标，双季稻注意多施分藤肥，以保证有效穗

数。 水分管理采用好气灌溉，即插秧时灌寸水，便于返青、活棵;施肥除虫时灌寸水，以水

带氮提高肥料利用率， 提高除虫效果; 孕穗开花期灌寸水，防止颖花退化;分黯期间、穗形

成期和结实期以浅水和湿润灌溉， 干干湿湿;够苗时排水搁田 。 根据当地植保部门的病虫测

报，做好化学防治，控制病虫害发生。

注意事顶:根据机插进度分批合理安排播期; 注意做好种子精选， 发芽率在 85%以上，

精量均匀播种，减少机插漏秧影响产量。

适宣区域:适合于北方常规梗稻、南方早和lJ稻、南方单季常规稻和杂交稻中应用。连作

晚稻由于育秧期间气温高，秧苗生长快， 要注意做好与早稻品种的季节衔接，通过喷施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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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剂如多效嗖等调控秧苗株高，延长机插秧苗弹性。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水稻研究所

联系地址 : 杭州市体育场路 359 号

邮政编码 : 310006 

联系人:朱德峰，陈惠哲

联系电话: 0571-63370373 

电子邮箱: cnrice@qq. com , chenhuizhe@163. com 

2. 江苏省作物栽培技术指导站

联系地址:南京市草场门大街月光广场 8 号江苏农林大厦 1 312 室

邮政编码: 210036 

联系人:杨洪建

联系电话: 025-86263332 

电子邮箱 : hj yang@jsagri. gov. cn 

3. 安徽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联系地址: 合肥市徽州大道 193 号

邮政编码: 230001 

联系人: 杨惠成，孔令娟

联系电话 : 0551-62672539 , 62651473 

B. 7)<稻钵茵机插与摆栽技术

技术概述: 随社会经济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传统手工插秧种植不适应水稻生产发展

需求，我国水稻生产迫切需要以机插秧为主的机械化种植技术。 我国现有的毯状秧苗机捕技

术存在播种量大、秧苗素质差、秧龄弹性小、低播种盘成毯性差、伤秧伤根严重、漏秧率较

高、每丛苗数不均匀及返青慢等问题， 无法发挥机插水稻增产潜力 。 水稻钵苗机插及摆栽技

术，针对传统毯状秧苗机插存在问题，通过钵形毯状秧苗或钵苗培育，利用普通插秧机或摆

栽机按钵精确取秧，实现钵苗机插或摆栽，秧苗根系带土多，伤秧和伤根率低，栽后秧苗返

青快， 发根和分藤早，能充分利用低位节分藤， 有效分藤多， 从而有利于实现高产 ， 同时按

钵苗定量取秧，取秧更准确，机插漏秧率降低，机插苗丛间均匀一致，从而有利于高产群体

形成，实现机插高产高效。 近几年在不同稻区和季节示范比普通毯状秧苗机插增产 5%~

10% ， 深受稻农欢迎。

增产增娘情况:水稻钵苗机捅及摆栽技术在黑龙江、浙江、宁夏、 江西、 江苏、广东、

湖南等 20 多个省份示范推广，从各地试验示范表现看， 与普通毯状秧苗机捅相比， 该技术

具有秧苗素质好、机插伤秧伤根率低、机插秧苗均匀、漏秧率低 、 插后返青快、 早发等优

点。比普通机插秧技术增产效果显著。 2013 年该技术在黑龙江、 吉林等地年种植面积超过

2000多万商。通过大面积推广应用可实现比普通机插亩增产 20~40 千克 ， 商增效 50~

100 元。

技术要点: 水稻钵苗机插及摆栽技术通过钵苗培育，适期移栽，群体调控、肥水管理、

病虫害防治等技术配套，实现高产高效。 主要技术要点 :



式、水稻o

1.秧盘选择 钵苗机插采用钵形毯状秧盘培育水稻钵形毯状机插秧苗，根据插秧机型

号和水稻类型选择适宜的秧盘， 一般单季稻、杂交稻选择横向 16 或 18 行秧盘，双季稻、常

规稻选择横向 18 或 20 行秧盘。 钵苗摆栽黑龙江多采用 448 孔专用钵盘培育摆栽秧苗。

2. 培育壮秧 根据机插秧特性合理安排播种期，培育机插秧苗，秧苗应根系发达、苗

高适宜、茎部粗壮、叶挺色绿、均匀整齐。 要求秧苗叶龄 3. 0~3. 5 叶，适宜苗高 12~18

厘米 。

选择适宜田块做秧田 。 秧苗培育可采用泥浆育秧或旱地土育秧 ， 床土准备与传统机插育

秧相同 。 播种前用清水选种，用浸种灵等杀菌剂防病浸科' 48 小时，预防苗期病害，催短芽、

催短根均匀播种 。 为实现稀播壮秧，中稻和晚稻播种量，杂交稻控制在 60~80 克/盘 ， 常规

稻播种量 80~ 100 克/盘;早稻播种量，杂交稻控制在 70~ 90 克/盘，常规稻播种盘 90~

110 克/盘。 选用半自动播种机或全自动播种机进行播种作业，播种效率高 ， 播种密度均匀，

有利于机械捅秧。 秧盘平铺要求使秧盘床土吃透水分，忌床土发白影响出苗 ， 力求保齐苗和

全苗。 整个秧田期保持秧板湿润，机插前 3~4 天，适时控水炼苗，增强秧苗抗逆能力 。

1 叶 l 心期l质施多效瞠等调节秧苗株高。 2 叶 1 心时看苗施断奶肥，促使苗色青绿。 如

秧苗叶片淡黄褪绿，亩用尿素 4 千克左右 ， 叶色较正常亩施尿素 2~3 千克。 秧田期间注意

防治立枯病、恶苗病、稻前马等。

3. 适期机插及摆栽 钵苗机插选择横向取秧量对应的捅秧机，根据秧盘类型调整机插

取秧量实现钵苗机捕。 钵苗摆栽币;选用专用摆栽机。 根据水稻品种与组合的生长特性，选择

适宜种植密度，改善群体光照和通风，浅水移栽，促进早发。 双季稻行距为 30 厘米、株距

12~ 16 厘米，每丛 4 株左右 ， 每亩大田 1. 6 万~ 1. 8 万丛，每亩栽秧苗 24~30 盘。 南方单

季杂交稻每亩大田1. 1 万~ 1. 3 万丛，每丛 2 株左右 ， 每亩栽秧苗 18~24 盘;南方单季梗

稻每丛 2~3 株，每亩大田1. 4 万~ 1. 7 万丛;北方单季梗稻每丛 3~5 株，每亩大田 1. 6

万~2. 0 万丛。 机插行距为 30 厘米， 株距根据密度调整。 机插漏秧率要求低于 5% 。 手工摆

栽采用行距 30 厘米，株距 15~22 厘米，每亩摆秧丛数1. 0 万~ 1. 5 万丛，每平方米 15~22

丛，每丛摆一个钵苗。 栽后灌好扶苗水 ， 防败苗促进秧苗早返青。

4. 精确施肥，节水灌溉 定量控苗。 根据水稻目标产盘及稻田土壤肥力，因地因土施

肥。根据水稻植株不同时期所帘的营养元素盘及土壤的营养元素供应量 ， 一般南方单季杂交

和h稻每亩施纯氮 12 千克，基肥、分藤肥和穗H巴比例分别占 50% 、 30%和 20%，梗稻可适当

增加施肥盏，并增加穗肥施用比例;双季稻注意多施分藤肥，以保证有效穗数。 施肥结合水

稻品种不同生长期植株的生长状况和气候状况适当调节。 水分管理采用"三水三湿一干" 的

好气灌慨，插秧时灌寸水，便于返青、活棵;施肥除虫时灌寸水，以水带氮提高肥料利用

率，提高除虫效果;孕穗开花期灌寸水，防止颖花退化;分藤期间、穗形成期和结实期以浅

水和湿润灌溉，干干湿温;够苗时排水搁田 。

5. 病虫草害综合防治 坚持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治。 利用宽行稀植，控氮增饵 ， 好气

灌溉的基础农艺措施的防治技术，根据当地植保部门的病虫测报 ， 做好化学防治，控制病虫

害发生。

注意事顶:通过精量均匀播种，降低机插或摆栽漏秧对影响产量。 在出苗期喷施多效瞠

等控制秧苗株高，培育壮苗，延长秧苗弹性。分藤期根据苗数及时排水控苗。

适宣区域:适于水稻机械化机插的各稻区和季节。

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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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水稻研究所

联系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59 号

邮政编码: 310006 

联系人:徐一成，陈惠哲，朱德峰

联系电话 : 0571-63136702 

电子邮箱: chenhuizhe@163. com 

2. 黑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站

邮政编码 : 150090 

联系人:芦玉双

联系电话 : 0451-82310804 

电子邮箱 : dongguozhong18@163. com 

(二)水稻旱育栽培技术

技术概述:水稻旱育栽培技术采用旱地育秧方法，秧苗较耐寒抗病，比湿润育秧可提早

5~20 天播种，秧本比高。 通过扩大苗床面积，培肥床土，稀播减少播种量，扩大秧苗生氏

空间，增大秧龄弹性 ， 培育根系发达、低位多藤矮壮秧，有助于物质积累和锻炼秧苗对内低

温变化的适应性 ， 提高秧苗素质。 秧苗移栽后缓苗期短，分藤发生早 ， 分藤增多，士的Jm穗

数，而且分藤节位低，有利于形成大穗，从而提高产量。 该技术在我国南北方稻区大面积推

广应用，并形成不同育秧模式。

增产增娘情况: 旱育栽培技术与传统湿润育秧技术比较，具有秧苗抗逆性强 ， 素质好等

特点 ， 单株白根多，分藤期根总量增加，分冀成穗率提高 ， 从而提高产量， 一般每商增产稻

谷 30~50 千克 ， 省工省本效果显著，商增收 100 元左右。

技术要点:

1.苗床准备

(1)苗床选择与培肥:选择土壤肥沃、 排灌方便、背风向阳、地下水位低的微酸性或酸

性菜园地、旱地或稻田做苗床。按厢宽 1. 2 米 ， 沟宽 30 厘米，长 10 米的开厢。 采剧提前或

临时培肥苗床。

(2) 床土调酸、消毒 : 每平方米苗床施腐熟有机肥 8~ 10 千克，尿素 20 克、磷酸二镀

50 克 ， 硫酸饵 25 克， 均匀撒施并把入置床 3~5 厘米土层内 。 摆盘播种前用 1 %硫酸水调

酸，使土壤 pH 达到 4. 5~5. 5 , 5 小时后用 70%土菌消可湿性粉剂每平方米1. 3 克、 1111水 3

升进行消毒，或使用壮秧剂或育秧专用肥培育壮秧。

2. 播种 根据移栽期和秧苗移栽类型确定播种期 ， 一般以气温稳定在 12
0

C 以上可以播

种。 播前一般进行晒种、选种、 消毒和浸种催芽，可 25%施保克乳油或 35% 11悲苗灵悄毒，

芽长半粒米左右播种。按移栽叶龄或秧龄分厢定量播种，严格控制播种量。 叶龄 4 . 1 ~ 4. 5 

叶，秧龄 35~40 天，苗高 17 厘米左右，每平方米常规稻播芽谷 200~250 克，杂交韬播芽

谷 100 克左右。钵盘育秧一般植用每盘 462 孔秧盘或更大孔秧盘，调好营养土，准备秧床 ，

一般一盘可装1. 4 千克左右的土，均匀摊开 ， 厚度一致 ， 按每盘干种 60 克 ， 湿种 80 克的种

子，均匀地撒在土表面。 播种后覆盖过筛细泥土 ， 不见种子外露，稻田可覆盖黄泥土调酸。



二 、 水稻。

禁用煤灰、沼渣 、 千粪盖种。 播种前用辛硫磷等防治土壤地下害虫;盖种后用杀草丹或早秧

净等专用除草剂除草 ， 按比例兑水喷洒苗床，及时覆膜封闭 。 播后先盖地膜，地膜与大树l

膜、小棚膜芝膜覆盖增泪。

3. 秧苗管理 州苗期保植保湿为主，北方和南方早稻， 一般 10~ 15 天密闭 ， 膜内泪度

不超过 35
0

C不揭膜。 南方单季稻、连作晚稻育秧期间温度较高的地区，可用无纺布覆盖保

泪保湿。 出苗前苗床干裂，则喷水温润苗床。 出苗后及时揭去地膜留拱膜， 1 叶期控混 25 0C

以内保温 ， 2 叶期通风干燥促根，无寒潮低温白天控温 20
0

C左右 ， 只要土不干旱变白，秧苗

早晚现露珠 ， 不浇水。 3 u十期炼苗控水， 叶肥促根。 4~8 叶期严格控水， 叶不卷曲不浇水。

遇高温及时揭膜通风。 苗期倒春寒频繁发生，遇寒及时盖膜。

适时用药、追肥 : 1 叶至 2 叶 1 心期，用敌克松 2. 5 克/米2 稀释 ] 000 倍液喷秧苗防立

枯病，用 5%的烯效l哇] 000倍l质苗 1 次促矮壮防徒长。 1. 5 叶期喷施藻类活性细胞肥 1~2

毫升/米20 2 . 5-2. 8 叶期追 "断奶肥"，用 1 %尿素和 0. 3%硫酸饵混合喷施， 并清水洗苗。

4~8 叶期视苗长势追肥 2-3 次，每次用尿素 10-20 克/米2 ，加沼液 2 千克兑水泼施. 并清

水洗苗。

4. 移栽 大田湿润翻耕后结合施用把面肥把平稻田，把平根据土攘情况沉实 1-2 天 ，

可以浅水桶秧。 起苗时尽量少伤根多带泥土移裁， 可在前一天下午用清水浇透苗床。 带土移

栽，浅桶。 移栽密度根据稻区、品种类型每商1. 0 万~1. 5 万丛。

s. 大田管理

(1)大田肥料管理 : 氮肥总用盘，早晚稻和I1稻品种一般每亩 10 千克纯氮，单季稻和h稻

类每亩 12~14 千克纯氮 ， 长江中下游单季梗稻每亩 15- 18 千克纯氮 ， 东北地区地力较高的

每亩 7~9 千克纯氮。 亩施过磷酸钙 30~40 千克，做基肥;亩施氯化御肥 1O~ ] 5 千克， 基

肥和秘月巴各 50% 。 基肥亩施有机肥 1 OOO~ 1 500 千克，尿素 5~ 1 0 千克 ; 分藤期商施尿素

7~10 千克促进分骤 ; 在穗分化期亩施尿素 7- 10 千克;抽穗开花期亩施尿素 2-3 千克 ，

结合叶面l质施 0. 3%磷酸二氢例增加粒重。

(2) 大田水分管理 : 分藤期以湿润灌溉为主，够苗后排水晒田抑制无效分蝶，孕穗至抽

穗期保持湿润水，抓!穗扬花期保持 3 厘米左右浅水层，灌浆成罢~~Wj好气灌溉。

( 3) 病虫草害防治 : 以生物、物理防治为主。 清除病惊、虫源，加强田间病虫监测及预

测预报 。 重点防治纹枯病、稻Iltr病、稻瘟病、稻飞虱、 二化蟆、稻纵卷叶膜等。

注意事顶: 东北稻区大棚秧苗在 2. 5 叶期期间棚温不能超过 250C ，杏则会出现早穗现

象。 南方稻区注意苗床地选择和培肥，加强苗床期立枯病防治。

适宣区域: 适用于我国东北稻区及南方大部分稻区 。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水稻研究所

联系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59 号中国水稻研究所

邮政编码 : 310006 

联系人 : 林贤青，朱德峰

联系电话 : 0571-63371376 

电子邮箱 : cnrice@qq. com 

2. 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 195 • 



2第二部分 67 项主推技术 • 

联系地址 :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莲江口农垦水稻研究所

邮政编码: 154025 

联 系人 : 解保胜

联系电话: 0454-8195203 

电子邮箱: nksbs@263. net 

3. 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联系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香桶路 10 ] 号

邮政编码: 150038 

联系人:穆娟微

联系电话: 045 1-55399369 

电子邮箱 : mujuanwei@ 126. com 

4. 农业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 96 号农丰大国

邮政编码: 100122 

联系人: 王桂玲，李建军

联系电话: 010-59199665 

电子邮箱: wangguiling61@ 163. com 

5. 北京地幅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天翼草莓园

邮政编码: 102212 

联系人: 秦小鸥

联系电话 : 010-80758697 

电子邮箱: qxou5718@si na. com 

6. 河北北方学院

联系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河北北方学院南校区农林科技学院

邮政编码: 075000 

联系人: 文IJ社平 ， 王激清

联系电话 : 03 13-5030610 

电子邮箱 : liusheping@126. com 

(三)水稻抛秧栽培技术

技术概述: 水稻抛秧是我同主要的轻型栽培技术之一，采用塑料软盘、阜育元盘等方法

育秧代替传统的手插秧育秧，该技术具有高产稳产、省工省力等突出优势。 该技术主要在华

南双季稻区、长江中下游单双季稻区应用，有效解决了直播稻、晚播机插秧因播种育秧迟、

生育期缩短、栽捕季节紧张等产量限制因子 ， 减轻了劳动强度 ， 提高了水稻产量和l效益。其

中水稻塑盘旱育精确抛(摆)秧技术获江苏省农业技术推广奖三等奖。

增产增娘情况:抛秧栽培平均亩增产 5%以上，亩增纯效益 80 元以上。 其中 2013 年，

安徽省推广水稻抛秧 600 万亩，每亩省工节支 60 元，每商节省 1. 4 个工日 ， 累计增收 3600

万元，社会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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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点:

1.选择适宜品种 对于长江中下游稻区单季稻(单季稻〉而言， 抛秧应选择抗病性和

抗倒性强、中大穗型的水稻品种;对于华南稻区及长江中下游双季稻区 (双季稻) 而言，双

季抛秧，早稻应选用早、中熟品种，晚稻按照前茬的熟期进行选择，确保在 9 月 20 日前安

全齐穗。 宜采用生育期相对较短的早熟或中熟品种。

2. 精量播种 目前已经发展了适宜于水稻塑盘旱育精确抛(摆)、水稻早育元盘抛

(摆)秧技术。 采用无盘旱育秧抛秧，秧田播种量与常规旱育秧同。 采用塑料软盘育秧的，

根据季节、品种类型、秧龄和抛栽密度，选择不同孔数的抛秧盘，要严格控制播种量。 秧盘

的数量应根据秧盘的穴数及计划抛植密度而定，还要扣除 5%~10%的空穴损失率。目前我

国采用的秧盘主要有 3 种规格， 434 、 502 和 56 1 穴 。 亩用秧盘数=计划抛植丛数/ (每盘穴

数一每盘穴数×空穴损失率) ，如每亩大田计划抛1. 8 万丛，用 434 穴的秧盘，为 55~ 60

个 ; 用 502 穴的秧盘，为 38~40 个;用 561 穴的秧盘，为 34~36 个。 如用旧秧盘，应根据

秧盘的损坏情况适当增加秧盘数量。 杂交稻应选择孔径较大的秧盘 (每盘孔数较少) ，根据

当地水稻安全齐穗期确定适宜播种期，常规梗稻'大田亩用种茧t 3 千克左右、杂交中制l稻íl~

2 千克，杂交稻每孔 2~3 粒种子，常规稻每孔 2~4 粒种子。

3. 适宣育秧方法

(1)水稻塑盘早育精确抛(摆)秧技术: ①培育适抛壮秧:选择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的

田块作苗床，用壮秧营养剂等苗床专用肥制作营养土。 按照秧大田比例 1 : (35~40) 标

准，每亩大田用塑料软盘 (434 孔) 55~60 张 。 根据当地水稻安全齐穗期确定适宜播种期，

常规梗稻大田亩用种盘 3 千克左右、 杂交中和h稻 l 千克左右 ， 浸种后用专用包衣剂包衣均匀

播种， 盖好营养土、 浇 (寄)足底埔床土、化除、 盖草覆膜， 适时揭膜浇肥浇水。一般秧龄

20~30 天，叶龄 4~5 叶时抛(摆)秧。②精确抛栽技术:精细耕整大田，做到田面高低差

不超过 3 厘米， 看天 、 看苗适期抛秧，提倡定向点抛，抛足基本苗，提高均匀度。 常规梗稻

亩抛 1. 8 万~2.0 万穴，每穴 2~3 苗，杂交中和11稻亩抛1. 5 万~ 1. 7 万穴 ， 每穴 1 ~2 苗，

抛后保持浅水层，促进活棵分靡。③精确运筹肥水:根据抛(摆)秧稻抛栽后缓苗期短、 活

棵早、 出叶快、分藤发生早等特点，采取前氮后移平衡施肥技术， 一般基藤肥与穗肥的比例

在 6: (4~5 ) : 5 为宣。 大田水分管理采取湿润活棵、浅水分藤、提早晒田控藤、孕穗至

抽穗间歇灌溉的方法。

(2) 水稻旱育无盘抛秧(摆秧)技术 : ①选准无盘抛秧JflJ : 和JI稻和梗稻应分别选用不同

的无盘抛秧剂，按 3 千克稻种用 l 千克元盘抛秧剂可包衣。②浸好种子:将精选的稻种在清

水浸泡 20 分钟至 1 2 小时，然后捞出 ， 沥出多余水分，以稻种不滴水为准。③包衣方法 : 按

每千克种衣剂包衣 3 千克稻种的比例，将种衣剂置于困底容器中，然后将浸湿的稻种慢慢加

入容器内进行滚动包衣，边加边搅拌， 直至将包衣剂全部包裹在种子上为止，现包即时播

种。④浇足底水:阜育苗床的底水要挠足，使苗床 0~10 厘米土层含水量达到饱和状态 。

⑤均匀播种:将包好的种子及时均匀播种，轻度镇压后覆盖薄层细土，然后再用喷壶浇温。

⑤覆盖薄膜 : 播后齐苗揭膜时，苗床要一次性补足水分。在拔秧前一天下午苗床要浇足一

次透水。

4. 抛秧密度 确保合理基本苗、提高抛栽质量。 精细耕整大田， 要求田面高低差不超

过 3 厘米， 看天、 看苗适期抛秧，提倡定向点抛秧，抛足基本苗，提高均匀度。 南方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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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晚稻每亩抛植 3 万穴左右， 杂交中稻每亩大田抛1. 6 万~ 1. 8 万六， 基本苗 4 )i ~ 5 

万苗 ， 常规梗脑每商大 田抛1. 8 万~ 2. 0 万穴 ， 基本苗 6 万 ~ 8 万苗。 北方稻 1>( l ì í 抛

1. 8 万~2 万穴 ， 基本苗 5 万~6 万苗。 大田每隔 3 ......， 5 米留一条宽 30 厘米的工作沟 。 免耕

抛秧的抛栽密度要比常规耕作多抛 10%左右。 早稻亩基本苗 2. 2 万~2. 4 万苗， I现有j~~小;苗

2 . 0 万~2. 2 万苗 。 抛后保持浅水层，促进活棵分藤。

S. 肥水管理 根据抛秧稻抛栽后缓苗期短、活棵早、出叶快、分藤发生早等特点 . 采

取前~l后移平衡施肥技术， 一般基藤JI巴与穗肥的比例在 6 : (4~ 5) : 5 为宜。 大且1 7}( 分管

理采取湿润活椒、浅水分蝶、提早晒回控藤、孕穗至抽穗间歇灌溉的方法。

6. 病虫草害防控 根据水稻病虫害发生规律，开展综合防治， 有效控制病虫危宵。 免

耕早稻抛秧 5~7 天 ， I现稻抛秧后 4~5 天结合施肥使用抛秧田除草剂 。 每亩HJ l 8. 5 %抛秧

净 25 克或 60%丁草胶 100 毫安|拌细土或尿素肥料后撒施灭草。

注意事顶 : 选择适宜秧龄时期抛秧，提高抛秧均匀度 。 免耕抛秧要选择水源充足、排灌

方便、田面平整、耕层深厚、保71<保肥能力强的稻田 。

适宣区域: 主要在南方届区不同季节应用，以及在水稻机插秧还没推广的地!>< 。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水稻研究所

联系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59 号 3 10006

联 系 人:张玉屏 ， 朱德峰

联系电话: 0571-63370373 

电子邮箱 : cnrri zyp@ 163. com 

2. 扬州大学

联系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大学南路 88 号

邮政编码 : 225009 

联 系 人: 握中洋

联系电话 : 05 14-87979220 

电子邮箱 : huozy69@ 1 63 . ∞m 

3. 安徽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联系地址 : 合肥市徽州大道 193 号

邮政编码 : 230001 

联 系 人: 杨惠j说，孔令娟

联系电话 : 055 1-62672539 , 62651473 

(四)超级稻高产栽培技术

技术概述: 超级稻高产栽培技术针对超级稻品种生产中出现的种植方式小配套 、 J\'吁产潜

力难以发挥奇事实际问题。 通过研究明确超级稻品种生长和产量形成特性 ， 提 :1\水同柄 1><. 1国级

稻品和l'生态和利I植方式布局 ， 提出高产群体模式及调控方法，研发高产栽培关键技术. 集成

创新超级稻区域化高产栽培技术 ， 为我国超级稻品种大面积推广应用提供生产技术 ， 促进我

罔超级稻推广 ， 提升我罔稻作技术研究和生产水平。 谅项技术取得 5 项专利授权 ， 登记软件

著作 2 顷 ， 制定省级地方标准 5 项 。 通过技术研发实现超级稻良种良法配套 ， 促进超级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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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高产高效，取得巨大经济效益，及良好社会和生态效果。

增产增烈情况: 超级稻高产栽培关键技术为"超级稻双增一百"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

目前已在我国主要稻区大面积应用 ， 经多年、多地和多品种比较，增产效果显著，该技术在

安徽、广东、 湖南、 吉林、江苏、江两、四川和浙江等省超级稻品种上推广应用 ， 实现平均

每商增产稻谷超过 50 千克 ， 增效 100 多元，通过超级稻配套技术应用， 实现超级稻' 良种良

法配套，提高水稻单产水平， 保障粮食安全。

技术要点:超级稻高产栽培关键技术结合各稻区水稻种植制度和方式，根据超级稻品种

特性，通过育秧、栽植、肥水调控、群体优化、综合防治、精确定量等关键技术，促进超级

稻高产群体形成，提高中后期物质生长量和提高群体总颖花盐。 通过发挥'超级稻增产潜力，

实现超级稻高产。

1.精量播种、 培育壮秧 根据不同稻区生态特点、超级稻品种特性合理安排播期。 提

高种子的质量和播种质量， 确保成苗率和秧苗的素质; 控制播种盘和l用种盐 ， 手插秧播种盐

一般为 7~8 千克/商， 用种量在 O. 6~0. 8 千克/商， 秧本比为 1 : 1 0 ; 旱床育秧每平方米

100~ 130 克 ， 塑盘旱育秧每盘 25~40 克; 机插秧杂交稻播种量一般 80~100 克/盘，常规

稻î 100~ 1 20 克/盘 ， 在精选种子、精盐播种的基础上， 配合浅水灌溉、早施分藤肥、化学调

控、病虫草害防治等措施，达到苗匀、苗壮。

2. 湿耕水平整田 稻田移栽前 1 周进行干湿翻耕，晒堡，翻耕 30 厘米深。翻耕前胞有

机肥(饼JI巴 50 千克、钙馁磷肥 40 千克) ，移栽前 1 天先旋耕，后灌浅水和平， 带水和!!平不

宜次多，以平为度 ， 待泥土Ði:实后移栽。

3. 合理密度，扩行稀植 综合考虑水稻品种生长特性，手插秧单季杂交稻密度控制在

每亩 1. 2 万~ 1. 4 万丛，行距扩大到 26~30 厘米。 这样有利于控制株高，提高成穗率，减

少纹枯病发生概率。一般每丛 1 苗，如单株带藤少的可插双本，确保每丛 5 个茎靡。 常生11\早

稻种植密度应在 1. 8 万~2. 0 万丛 ， 移栽保证落田苗在 5 . 5 万苗以上 ; 连作杂交l血稻种植密

度在 1. 6 万~ 1. 8 万丛。 机插秧行距多为 30 厘米，常规稻机捅株距 12~ 16 厘米 ， 每丛 4 苗

左右 ， 每商大回1. 4 万~1. 8 万丛，每亩栽秧苗 20~30 盘。 杂交稻机桶苗距 17~20 厘米，

每丛 2 苗左右， 每商大田 1. 1 万~ 1. 3 万丛，每亩栽秧苗 15~20 盘。

4. 间歇好气灌溉 在整个水稻生长期间， 采用 "三水-湿一千"，即桶'秧时槌寸水，便

于返青、?前棵 ; 施肥除虫时灌寸水，以水带氮提高肥料利用率，提高除虫效果 ; 孕穗开花期

灌寸水，防止颖花退化; 分藤期间、穗形成期和结实期以浅水和l湿润准瓶， 干干活2湿 ; 够苗

时排水搁田 。

5. 区域化定量施肥， 合理控苗 经多年、 多季超级稻施肥联合试验，确定不同稻 l豆和

季节的超级稻高产的氮肥用量及穗肥比例。长江中下游稻区:双季早稻，每亩纯氮 10. O~ 

11. 0 千克，其中穗肥比例 30% ; 双季晚稻，纯氮 10. 0~ 1 2 . 0 千克 ， 其中穗肥比例 30% ;

单季和h稻 ， 每亩纯氮 13. 0~ 1 5 . 0 千克，其中穗肥比例 30% ; 单季梗稻，每亩纯~( 14. O~ 

16. 0 千克， 其中穗肥比例 40%~50% 。 西南稻区单季杂交稻 : 每亩纯氮 12. 0~14. 0 千克，

其中穗肥比例 20%~30% 。 华南双季稻区 : 早稻 ， 每亩纯氮 9 . 0~ 10. 0 千克 ， 其中穗肥比

例 30% ; 晚稻，每商纯氮 1 1. 0~ 1 2 . 0 千克 ， 其中穗肥比例 20%。东北稻区寒地梗型超级

稻 : 每商纯氮 10. 0- 1 2 . 0 千克 ， 其中穗肥比例 20% 。 各稻区根据稻田土壤状况合理施用

磷、饵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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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据晶种特性确定目标产量和合理高产群体结构 移栽后 15 天左右田间基本无水层

时，用耘田工具耘田搅土送气除草，促进根系深长。当苗数达到穗数苗数 80%时开始轻搁

田，采用多次轻搁田，控制最高藤数为穗数苗的1. 3~ 1. 4 倍。营养生长过旺时适当重搁田 ，

控制苗峰，达到叶色转淡，叶片挺直，苗峰下降。

7. 综合精确防治 插秧后 7~10 天结合施肥时拌入稻田移栽净等除草剂防除杂草。超

级稻群体大，重点抓好纹枯病、稻瘟病、螺虫、卷叶旗和稻飞虱、黑尾叶蝉的防治。 根据病

虫害预报，及时做好病虫害防治。在苗期和大田分藤期要随时注意防治到马、飞虱等虫害。

注意事顶: ①根据不同稻区超级稻品种布局和不同种植方式适应性， 合理安排高产品

种。②播栽期、种植密度和肥水管理应从品种个性特点出发，结合共性技术。 ③病虫害综合

防治要紧密结合当地植保部门的测报。

适宣区域:适宜在我国不同稻区超级稻生产中应用。

技术依托单位 :

J.中国水稻研究所

联系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59 号

邮政编码: 310006 

联系人:朱德峰，陈惠哲

联系电话: 0571-63136702 

电子邮箱: cnrice@qq. com , chenhuizhe@163. com 

2. 扬州大学农学院

联系地址:江苏扬州市大学南路 88 号

邮政编码: 225009 

联系人: 张洪程

联系电话 : 0514-87979220 

电子邮箱: hczhang@yzu. edu.cn 

3. 江西农业大学

联系地址: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志敏大道 1101 号

联系人: 播晓华

联系电话: 079 1-3813877 

电子邮箱 : xhuapan@ 163. com 

(五)水稻精确定量栽培技术

技术概述: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从事水稻生产的稻农妇女化、 老龄化， 稻作方式

趋于多元化，技术轻简化、粗放化，栽培技术调控缺乏系统定茧，不仅肥、水、 药的过度投

入普遍，而且使优良品种至少有 1 /3 产量潜力在大面积上未得到表达，严重制约了水稻增产

增收。 扬州大学牵头 ， 组织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农业科骂我院、江苏省作物栽培技术指导灿

等单位通过水稻生长发育诊断指标、高产群体形成指标、适龄壮秧培育、合理基本苗、肥水

管理等关键技术精确定量研究， 集成创立了能使水稻生育全过程各项调控技术指标精确化的

水稻精确定量栽培技术体系。在生产中用适宜的最少作业次数、 在最适宜的生育时期、实施

最小的投入数量，对水稻生长发育进行有序的精准调控，使水稻栽培管理"生育依模式， 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