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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小麦生产机械化现状与思考 

薛艳凤/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小麦是江苏第二大粮食作物,近年来常年种植面积3400 万亩左右。实现更高水平、更高标准的小麦生产全程机械化，对于

提高江苏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江苏省小麦生产机械化现状 

关键环节机具装备进一步配套优化。21 世纪以来，江苏小麦生产机械化技术、装备得到了全面发展，不再局限于耕、种、

收三个环节，前茬的秸秆还田、田间的病虫害防治、收获后的烘干等机械装备均有了突破性进展和规模化应用。前茬水稻、玉

米等农作物秸秆逐步实现了机械化全量还田，一批批由江苏自主研发、性能良好的秸秆还田机、粉碎机在实现秸秆还田的同时

完成了小麦播前耕整地。基于秸秆机械化还田的小麦播种设备，正逐渐被秸秆还田播种机、播种施肥机、播种施肥开沟机、播

种施肥开沟镇压机等联合复式作业机械代替。田间植保机械在基本淘汰简易的手动背负式喷雾喷粉机后，历经了手推或担架式、

静电式、大型自走式高地隙植保机械三次更新换代，高效植保机械化技术相对成熟。近年来，烘干机得到了快速发展，为加快

推进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全程化提供了契机，更为实现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找到了发力点。 

全程机械化技术路线标准基本明晰。近年来江苏小麦生产全程机械化的重点是恢复提升小麦种植机械化，同时进一步扩大

麦秸秆机械化还田集成水稻机插秧技术推广应用。通过加强农机农艺融合、组建专家团队、实施科技重大集成推广项目等方式，

着力稻秸秆还田集成小麦播种复式作业机具技术攻关研究与示范应用，开展了集稻秸秆还田、小麦播种、开沟、施肥、植保、

收获、烘干等机械化技术于一体的小麦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集成应用，明确了稻秸秆还田集成小麦生产全程机械化技术路线。

目前，基于秸秆机械化还田的小麦复式播种作业机械化技术日趋成熟，可一次性完成稻秸秆还田、小麦播种、施肥、开沟、镇

压等多道作业，且着重加强了对湿烂田块适应性的研究，有效提高了小麦种植效率和机械化水平。 

社会化服务模式充分发展。以小麦跨区作业为代表的农机社会化服务找到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机化发展途径。以农机合作

社为主的农机规模化、社会化经营模式，是跨区机收的补充和完善，目前在小麦生产的所有环节，几乎均是以农机合作社、农

机大户进行社会化服务的。跨区作业、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等农机发展形态的存在，提高了农机具投资效益，更为农机发展

注入了活力，农机装备种类、数量在购置补贴政策的引导下大幅度增加，农机化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高。 

全程机械化进程有计划推进。2015 年8 月，原农业部印发了《关于开展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的意见》，江

苏作为全国首批创建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整体推进示范省，小麦是其中主要农作物之一，围绕耕整地、种植、收获、植保、烘

干、秸秆处理6 个环节，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集成推进。截止2018 年底，已有59 个县实施了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全程机

械化示范县创建，第一批15个县已通过省级考核；在全国三批共302 个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的示范县中，

江苏占22 个，位居全国前列，有望在2020 年全面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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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江苏小麦全程机械化的思考 

江苏省小麦生产全程机械化不论是机具装备还是配套农艺技术水平，均得到了明显发展，但推进过程中薄弱环节依然存在，

有些矛盾和问题依然突出，在发展的质和量两方面均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进一步攻关研究、优化和加大示范推广力度。 

播前耕整地有待进一步规范。2007 年以来， 江苏省围绕农作物秸秆利用探寻了一条有江苏特色的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路

线和规范，对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恢复提升耕作层地力发挥了积极作用。江苏省麦作前茬以水稻为主，还有部分玉米等其他作

物，前作秸秆还田已成常态，但秸秆还田质量在不同地区、不同土壤类型、不同作物、不同产量水平条件下会有差异，在不同

机具、不同操作机手间也会有不同，制定切实可行的小麦播前耕整地技术规范尤为重要。此外，连续多年一年两季的秸秆还田，

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现有耕作层土壤的承载能力，秸秆还田作业质量及其效果无法得到充分体现。基于此，近两年在秸秆还田

的同时加快了犁翻深耕、深松等机械化技术的示范应用，这对加深并建立新的耕作层、打破犁底层，重塑农田土壤结构是有利

的，但深耕、深松不宜连续长期作业，与秸秆还田配套应用时作业频率、作业深度及作业规范需要做进一步研究和试验示范。 

播种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生产中小麦播种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秸秆还田后，因耕层浅，秸秆还田均

匀度不够，且有不同程度的架空现象，土壤紧实度差，播种时会出现深浅不一、均匀性差的问题，导致出苗率低、出苗不均匀，

随之出现播量过大现象。二是播种机品种、类型多样化，功能及适应性各有千秋，就江苏稻秸秆还田条件下的小麦播种而言，

现有播种机在播种精度、田块适应性方面还有待提高，播量不均匀、易堵塞等现象仍会出现，多功能复式作业机的稳定性、湿

烂田块的适应性还有待提高。三是个别地区仍存在人工手撒麦种和肥料，再用盖籽机旋耕的半机械化播种现象。 

高效植保机械需求空间大。植保机械保有量上仍以小型植保机械为主，大型机动植保机少，适应大田作物的自走式高地隙

植保机械更少。近年来，自走式高地隙植__ 保机械增速快、增量大，但受其自重及平衡性需要影响，多数装备离地间隙为

固定式，在高度调节上有一定的局限性；机具本身的作业幅宽在规模种植面积偏小时，无法进行全幅宽作业，有浪费现象；在

追求植保效率的过程中，对药液雾滴的大小、分布均匀性以及靶标的针对性方面，有被忽略的倾向；机具操作人员安全防护缺

失等。自走式高地隙植保机械在功能及适应性方面还有改善优化的空间，急需开发高效、节水、节药、少污染、智能化植保机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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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收获机械功能亟待改进。基于江苏秸秆机械化还田需要，小麦收获时需同步进行秸秆切碎，在联合收割机上加装秸秆

切碎装置是发展之需；仓储和自动卸粮装置也已成为当前联合收割机必不可少的设备。目前大多数在役联合收割机在出厂时不

具备秸秆切碎、仓储和自动卸粮装置，简单地拼接增加会改变原有机具的架构，影响机具的适应性、稳定性和安全性。此外，

随着超高产小麦研究成果的应用及江苏省小麦产量水平的提高，原有联合收割机的割刀、割台以及脱粒、清选装置等亟需作优

化改进，以提高对高产量水平小麦收获的适应性。 

机具装备合理配置及调度能力有待提高。小麦生产全程机械化中涉及的机具种类较多，既要考虑拖拉机的大小、数量与农

具的配套问题，也要注意前后环节间农机装备数量的匹配。从目前情况看，江苏省小麦生产中动力机械、还田机械、收获机械

相对较多，精量播种机、高效植保机、烘干机等数量偏少；地区间分布不均，个别地区过分依赖跨区作业，遇自然灾害天气时，

机具自给量不足地区的紧缺程度进一步放大，不利于抢收抢种作业。在夏秋农忙时节，平安农机通、滴滴农机、全国农机直通

车等互联网平台为实现农机具有序流动、合理调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特殊生产条件下效果有限，主要是因为农机作业的

市场化、社会化保障机制尚未形成。 

小麦全程机械化的发展建议 

全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大对小麦复式播种机、高效植保机、新型收割机、节能环保型烘干机等大型农机装备技术攻关

研发的支持力度，提高购机补贴额度，加大对秸秆还田、深松、深翻等环节的作业补贴标准，强化对农机合作社和农机大户购

机、作业的补贴力度，指导鼓励其围绕小麦生产全程机械化合理购置农机具并进行作业服务，从机具、作业、从业人员等多方

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加强农机农艺深度融合。在种植结构上，合理布局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主要农作物的种植区域与规模，并根据季节特点，

调整小麦品种布局，重点选用半冬性、弱春性或春性小麦品种。在农机具发展上，科学配置农机装备，合理组织生产，播种方

式上依田块墒情、土壤类型和秸秆还田质量选用适宜的小麦播种设备。加强稻-麦、玉米- 麦周年高产技术的基础性研究，研究

一年两季秸秆还田的技术模式、路线、效应以及配套农机具装备、技术等，制定小麦耕整地、播种直至烘干的生产全程机械化

技术规范。 

强化宣传指导服务。通过宣传发动，积极争取领导和基层干群的重视；通过开展技术培训和现场演示，让农民了解掌握并

熟练应用各环节机械化技术；通过组织专家、技术人员到村、到户、到田头进行指导和服务，提高技术普及率、到位率和农民

的满意度，为推进小麦生产全程化营造良好的社会发展氛围。 

探索农机服务组织的规范服务。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等服务组织开展社会化服务已成为农机作业的主流模式，其机具、

人力、技术等资源优势凸显，其社会化服务的规范性直接关系着服务对象的利益，关系着整个农机化健康发展。随着农机合作

社、农机大户等服务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农机具种类、数量不断增多，服务的领域、范围、规模不断扩大，亟需引导建立规

范的农机作业市场。为此，要探索建立农机开展社会化服务的规范及评价机制，避免出现技术标准执行不到位、作业质量不合

格、农户不满意的现象；探索搭建信息化资源速递共享平台，避免出现哄抢作业市场、恶意压低服务价格的现象，努力推进农

机社会化服务中农户、机手、服务组织三方共赢，促进农机化工作健康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