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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小麦旋耕施肥播种机械化作业技术规范目前尚无国家、行业标准，为提高小麦旋耕施肥播种机械化

作业水平，规范小麦旋耕施肥播种机械化作业要求，根据我省目前小麦旋耕施肥播种机械化作业技术应

用状况和农艺要求，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本标准由安徽省农业机械管理局提出。 

本标准由安徽省农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安徽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总站。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何超波  张健美、曹承富、黄欣、张明杰、黄华海、蔡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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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旋耕施肥播种机械化作业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小麦旋耕施肥播种机械化作业术语和定义、小麦旋耕施肥播种机械化作业准备、小麦

旋耕施肥播种机械化作业规程的技术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小麦旋耕施肥播种机械化作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0395.9-200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  安全技术要求 第9部分：播种、栽种和施肥机械 

GB 1039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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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和定义 

小麦旋耕施肥播种机械化作业：小麦旋耕施肥播种机械一次性作业，满足小麦种植环节对旋耕、碎

土、灭茬、开沟、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多项农艺要求的机械化作业。 

4 小麦旋耕施肥播种机械化作业准备 

4.1 种子准备 
4.1.1 使用由农业主管部门推荐的小麦品种，并应达到良种要求：纯度≥99.9%，净度≥98%，发芽率

≥85%，水分≤13%； 

4.1.2 播前进行药剂拌种或使用包衣种子； 

4.1.3 播量及播期按农艺要求确定。 

4.2 化肥准备 
4.2.1 物理特征为颗粒状的化肥，有较好的流动性，其含水率不超过 12%； 
4.2.2 氮肥按基、追比例 7∶3 深施基肥。 
4.3 田块作业条件要求 
4.3.1 作业前查看、清除通向田间作业的道路、桥梁上的障碍物，不能清除的障碍物加以标志。 

4.3.2 土壤含水量应在 10％～35％。 

4.4 操作人员要求 
4.4.1 作业人员应经过专业操作技术培训，并取得相关资质后方可上岗。作业人员必须仔细阅读、充

分理解所操作机具使用说明书，掌握使用方法后再按使用说明书实际操作。 

4.4.2 未满 18 周岁、饮酒后、生病期间的人员不得上机操作，操作机手在作业时要穿适宜的服装，以

免被牵挂引起伤害。 

5 小麦旋耕施肥播种机械化作业规程 

5.1 作业前机具检查 

5.1.1 使用前必须向变速箱加足润滑油至检油孔高度位置。所有黄油嘴应注足黄油。检查并拧紧全部

联接螺栓。各传动部分必须转动灵活并无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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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与拖拉机的挂接牢靠，万向节传动轴在安装时应保证中间方轴节叉、方管节叉的开口须在同一

平面内。 

5.2 作业前的机具调整 

5.2.1 机具左右水平调整 

在较平的地面将机具降低至旋耕刀尖接近地面，观看左右两端刀尖离地面高度和左右两端开沟器离

地面高度是否一致，若不一致，适当调整拖拉机提升拉杆长度，使左右刀尖和开沟器离地面高度一致，

以保证耕深和播深一致。在机具水平调整时，要注意左右两限深轮必须在同一调节孔位。 

5.2.2 机具前后水平调整 

在机具左右水平调整的基础上，调节镇压辊的前后孔位，高度对应一致，使机具保持前后的水平状

态。前后水平位置的调整，与耕深调整同时进行。 

5.2.3 耕深调整 

5.2.3.1 耕作深度的大小，取决于各地的地理环境及农艺要求。 

5.2.3.2 耕深调整是通过耕深调节装置，统一协调改变前限深轮、后镇压辊与机具机架之间的相对位

置，达到改变耕深和植被覆盖率的要求。也可调整拖拉机挂接机构的中调整拉杆来实现，伸长中拉杆耕

深变浅，植被覆盖率降低，反之耕深增加，植被覆盖率提高。 

5.2.4 播深调整 

5.2.4.1 播深主要是通过改变种管在机架后梁的上下位置实现，应注意各种管深度平齐一致。 

5.2.4.2 耕、播深工作部件安装调整好后，必须进行作业前的田间试验。经试验，确认孔位安装正确，

播深若不合适，也可调节后镇压辊高度（耕、播深同时调），来达到调节播深的目的。总之，应根据不

同的农艺要求，不同的操作环境，灵活使用不同的调节方法。 

5.2.5 行距调整 

5.2.5.1 行距大小依据小麦品种特性、土壤肥力、产量目标等农艺要求综合确定。 

5.2.5.2 行距大小通过改变种管在机架后梁的左右相对位置实现，即可达到所需行距，如还需要更大

的行距，可用减少播行的方法实现。调整时应注意相邻种管之间距离一致，使种管在机架后梁分布均匀。 

5.2.6 播种量的调整 

5.2.6.1 多用途播种机在调整播种量时应将排种器调整至小麦播种状态。 

5.2.6.2 根据当地农艺要求确定亩播量，并调整排种量调节手柄，使小麦排种槽轮端面与种量尺上相

应刻度对齐。 

5.2.6.3 加上要播的种子，加种量不少于容积的 1/5。在闲地进行试验，用小袋接住全部排种盒下种

口，使机组达到正常工作状态前进一定距离，对小袋中种子称量，即可换算出实际亩播种量。按此方法，

将排种槽轮工作长度以 5mm 至全长逐段进行测试。如经过拌药的种子，根据含量的大小，则要按上述方

法重新测试。Q=10∑q/mb 

式中：Q — 单位面积播种量,单位为千克每公顷（kg/hm
2
）； 

      q — 各排种口的排种量，单位为克（g）； 

      m — 机组前进定距离，单位为米（m）； 

      b — 播种机工作幅宽，单位为米（m）； 

槽轮工作长度（mm） 5 10 15 20 25 30 35 40 

亩播量（千克）         

5.2.7 排肥量的调整 

5.2.7.1 排肥器只适于施颗粒肥，禁止使用吸水结块肥和混肥。由于肥料含水量和颗粒大小不同，播

施前按农艺要求必须进行实际测试，其方法和小麦排种量的调整方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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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2 机具排种、排肥各行排量不均的调整：移动种轴、肥轴上的卡片，消除排种槽轮、排肥槽轮

与卡片之间间隙，使各排种槽轮、排肥槽轮工作长度一致。如果某行排种、排肥量偏大或偏小，可适当

调整该行的槽轮工作长度，达到各行排种、排肥量一致。 

5.3 试运转    
机具与拖拉机挂接、调整后，将其升离地面，用手扳动旋耕刀轴转动，检查各运转部件是否转动灵活，

有无异常响声，确定无异常后，再结合动力，转速由低到高，使机具转速达到最高，运转20-30分钟后，

停车检查确认一切正常，方可投入作业。 

5.4 机械化作业要点 

5.4.1 启动拖拉机，用低速将机械驶进大田。播种机作业速度以二档为宜，在不影响播种质量的前提

下，可适当提高，播种机宜匀速前进，检修调整宜在地头进行，中途不宜停车，以免造成种子断条。田

头应留有一个播幅宽度最后播种。 

5.4.2 在适播期内播种。选择适宜本地区种植的小麦优良品种，根据品种发育特性适时播种。冬性品

种适播期平均气温为 16℃～18℃；半冬性品种适播期平均气温为 14℃～16℃；春性品种适播期平均气

温为 12℃～14℃。 
5.4.3 确定适宜播种量。高产田块播种量为 90kg/hm

2
～120kg/hm

2
；中等肥力田块播种量为 135 kg/hm

2
～

150kg/hm
2
；肥力较差的旱薄地播种量为 180kg/hm

2
左右。如果不能在适播期内播种，随播期的推迟，播

量应适当增加。 
5.4.4 机具行距调整宜控制在 18cm～23cm。 

5.4.5 播种深度以 3cm～4cm 较为适宜，墒情不足时可以加深至 4cm～5cm。 

5.4.6 侧位深施的种肥应施在种子的侧下方 2.5cm～4cm 处，肥带宽度大于 3cm。正位深施的种肥应施

在种床的正下方，肥层与种子之间的土壤隔离层应大于 3cm，肥带宽度略大于种子播幅的宽度。肥条均

匀连续，无明显断条和漏施。 

5.4.7 连续 2 年-3 年实施旋耕施肥播种的田块宜深耕（深松）一遍。 
5.5 小麦旋耕施肥播种机械化作业质量要求 
5.5.1 耕深≥8cm； 

5.5.2 耕深稳定性≥85%； 

5.5.3 植被覆盖率≥55%； 

5.5.4 种子破损率≤0.5%； 

5.5.5 播深合格率≥75%； 

5.5.6 各行排种量一致性变异性系数≤3.9%； 

5.5.7 总排种量稳定性变异系数≤1.3%； 

5.5.8 各行排肥量一致性变异性系数≤13%； 

5.5.9 总排肥量稳定性变异系数≤7.8%。 
5.6 安全作业 

5.6.1 土壤墒情过大时严禁下田作业，地头转弯或倒车时要提升机具，严禁作业； 

5.6.2 作业时机具上严禁站人，不得接近旋转部件； 

5.6.3 严禁在工作状态下排除故障； 

5.6.4 旋耕播种时旋耕深度小于 100mm； 

5.6.5 运输状态时必须锁定拖拉机升降机构，机具应停止转动； 

5.6.6 及时清除刀轴上的秸草； 
5.6.7 作业中听到异常声音，应立即停车检查，排除故障； 

5.6.8 严禁先入土再结合动力，或急骤下降旋耕机，以免损坏拖拉机及旋耕机传动部件。 
5.7 安全防护 



DB34/T 797—2008 

4 

5.7.1 机械应按 GB 10395.9-200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  安全技术要求  第 9 部分：播种、栽种和施肥

机械的规定进行安全防护。 

5.7.2 机械危险部位按 GB 1039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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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则的规定要求设置永久性安全标志。 

5.8 保养  
作业结束时应清除机器内外的杂物和剩余肥料种籽，将各运动部件清洗干净，用清洁润滑油涂敷封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