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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稻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水稻机械化生产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减轻劳动强度,降低人工

成本,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本文对水稻耕整地、育插秧、田间管理、收获、烘干等环节的机械化生产

技术要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同时分析了水稻机械化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促进水稻机

械化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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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c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ood crops in China. Mechanized rice production can improve labor 

efficiency, reduce labor intensity and labor costs, thus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key points of mechanized production technology in the fields of rice plowing, seedling 

cultivation, field management, harvesting, and drying. At the same time, it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mechanized 

rice production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to facilitate th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mechanized rice produc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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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稻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在我国种植面积常年超

过3500万hm2。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劳动力老年化趋势的

增加,农村劳动力将进一步缩减,水稻生产者数量显著下降,劳

动力成本大幅提高。水稻机械化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有利于充

分发挥机械化的优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强度和人工

成本,达到水稻生产提质增效的目的。 

1 水稻机械化生产作业流程图 

 

2 技术要点 

2.1机械化耕整地 

利用旋耕机进行旋耕作业,旋耕深度在20~25 cm左右,晾晒

1 d后,采用平地机进行平整作业,每3年深耕及平整作业1次。保

持稻田水深1～3cm,用水田打浆机、水田驱动耙进行埋茬、打浆,

使秸秆和泥浆充分搅拌,完成埋草、平整地,达到田面平整,全田

高低差不超过3 cm。利用平地机作业可使地面相对平整度误差

在2 cm左右,改善农田的平地状况,提高耕地平整度,为后期机

械化生产打基础。 

2.2机械化育秧 

2.2.1品种选择 

选择已通过审定、适合当地种植的优质、高产、抗逆性强

的品种。 

2.2.2种子处理 

晒种1～2d后,用2000～4000倍25%咪鲜胺乳油常温浸种72h,

晾干后,用2.5%吡虫·咪鲜胺悬浮种衣剂按药剂：水：种子

=1:2:50的比例进行包衣,晾1～2h后播种。常规稻一般52.5～

60.0kg/hm2,杂交稻一般22.5～30.0kg/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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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机械化播种 

使用能一次性完成铺底土、洒水、播种、盖种四道工序的

育秧流水线,播种效率一般在800盘/h以上。根据水稻栽插时间

和秧龄(20～35d)推算适宜播种期,播前对育秧流水线进行调试,

包括底土、盖种土厚度,撒水量、播种量等。播种前称量种子千

粒重,根据每盘播种3000~4000粒种子,确定播种量。 

另外,有条件的合作社可在育秧流水线上增加床土自动供

给装置、自动供叠盘机、 垛机器人等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机具

设备,降低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 

2.2.4暗化催芽 

播后将秧盘堆摆20～30层,叠盘后顶面用薄膜或遮阳网盖

住,根据气温情况放置2～5d进行叠盘暗化促苗。或者将秧盘放

置于暗化催芽室进行暗化催芽。稻种整齐出芽至1.5~2.0cm后,

用叉车将托盘运出暗室平铺摆放至秧母田中,并盖上无纺布进

行大田育苗。 

2.3机械化插秧 

机械栽插的秧苗要求苗高约10~20cm,叶龄在2.0~4.5叶左

右,盘根性好。目前种植大户和合作社大多使用6行和8行高速乘

坐式水稻插秧机,能一次性完成6行或者8行栽插,行距设置在

30cm,株距在10~25cm可调,插植深度1.5~6cm可调。插秧前对插

秧机进行一次全面检查调试,保持各个运行部件灵活转动,避免

出现碰撞卡滞现象。插秧机装秧前,将空秧箱移动到导轨的一端,

再加装秧苗,避免出现漏插。秧块紧贴秧箱,不拱起,两片秧块接

头处要对齐,不留空隙。插秧时及时进行秧苗补给,补给秧块端

面与剩余秧块端面对齐,栽插过程中,插秧机的插秧深度要严格

控制,按照大田泥脚深度以及土壤软硬度进行控制,保障插深一

致,尽量保持在1.5cm以内,避免有秧苗漂、倒等不良问题出现。

栽插工序完成之后,及时开展人工补苗工作,保证大田基本苗数

保持在合理水平。 

2.4田间管理 

2.4.1机械化植保 

一般采用背负式电动喷雾器、高效机动喷杆喷雾机、单旋

翼或多旋翼植保无人机进行喷雾作业。 

栽后5～7d结合分蘖肥施用除草剂,保持水层不淹心叶；若

再有杂草发生,在拔节前进行1次茎叶处理。同时重点做好育苗

期间秧苗立枯病、青枯病以及水稻生长过程中水稻条纹叶枯病、

稻曲病、稻飞虱、稻纵卷叶螟和螟虫等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利

用植保无人机作业时,无人机起飞前,要对对讲机频率、喷洒流

量、喷头等进行测试,飞防作业时飞机与人或碍物必须保持安全

距离。注意飞行速度、高度、飞行状态以及风向。作业时人站

在上风处控制飞机,防止农药飘向自己；飞机降落换药时要检查

电机的温度是否正常,浆转动是否正常；作业结束后,必须对机

具进行清洗。 

2.4.2机械化施肥 

可采用高效抛(撒)肥机、高地隙植保施肥一体机、无人机

等施肥机械。 

栽前5d左右,施入1000kg/667m2有机肥或45kg/667m2复合

肥或15kg/667m2尿素、15kg/667m2磷酸二铵与10kg/667m2钾肥。

机插后5～7d结合化除施尿素150kg/hm2作分蘖肥,中后期可喷

施0.2%～0.3%的磷酸二氢钾水溶液、硅锌叶面肥等,颗粒肥料和

液体肥料可利用无人机施肥,颗粒肥的直径要求在0.5~3mm,颗

粒度不小于90%,吸湿性较弱、无结块、硬度不小于50N,液体肥

料则选择适用于水稻生长的全水溶性肥料。 

2.5机械化收获 

目前常用的收获机械主要有全喂入水稻联合收割机和半喂

入水稻联合收割机。 

水稻籽粒95%黄熟,稻谷含水率在25%左右时为 佳收获期,

收获前需提前放水晒田。选择晴好天气且水稻叶面干燥、无露

水时及时收获。并根据不同的地形、地势、土壤湿度以及作物

品种、高度、产量、成熟程度、秸秆含水率等情况来选择前

进挡位和路线,用作业速度、割茬高度及割幅宽度来调整水稻

喂入量。 

水稻倒伏较严重或者收获后需保持水稻茎秆的完整性,

可利用半喂入水稻联合收获机进行机械化收获。水稻生长高

度为65~110cm、穗幅差≤25cm以及收割难脱粒品种(脱粒强度

大于180g)时,建议使用半喂入式收获机。半喂入式收获机是

将水稻上半部分喂入水稻脱粒滚筒,使用时注意根据水稻长

势调整割茬高度以及脱粒喂入深度。作物高度超出110cm时,

可以适当增加割茬高度,适当调浅脱粒喂入深度。半喂入式水

稻联合收获机收获质量及脱净率较高,收获损失小,对作物的

适应性较强。 

全喂入式水稻联合收获机是利用水稻割台将水稻全部切割

下后喂入水稻收获机的脱离滚筒中,其具有割幅宽,作业效率较

高的特点,但收获后稻谷含杂率较高,水稻籽粒清选率较低。收

割易脱粒品种(脱粒强度小于100g)或采用高留茬收获时,建议

使用全喂入收获机。 

2.6机械化烘干 

采用谷物烘干机低温烘干。干燥前进行除芒(长芒稻谷)、

清选,确保带芒率≤15%,含杂率≤2%,无茎秆、麻袋、聚乙烯膜

等异物。烘干温度控制在40℃左右,降水速率≤0.7%/h,防止爆

腰惊纹粒产生。稻谷干燥后的含水率控制在13%～15%,当年食用

稻谷控水率应控制在15%内,进仓单独贮藏应控制在13%内。 

3 存在问题 

3.1水稻育秧环节人力投入较大 

水稻机械化育插秧可以保证水稻的稳产稳收,但相较于耕

作和收获环节,育秧环节的机械化发展稍慢。并且育秧生产过程

中放盘、收盘、上料、 垛、摆盘等环节一般为人工操作,劳动

强度高、雇工成本高,劳动效率低。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以及

人口老龄化严重的背景下,劳动力成本逐年提高,人力成本成为

水稻机械化生产的瓶颈问题,限制了水稻机械化生产的进一步

发展。 

3.2农机技术应用精细化水平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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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技术的应用能够降低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但目前

农机手对农机操作过于粗放,影响作业质量。在机收环节,若未

在机具保养、机收时机、作业收获参数的选定等方面实现 优,

容易增加机收的损失,造成粮食减产。另外,少数机手在开展机

插秧作业以及收获作业时片面追求作业面积而降低作业质量,

出现栽插密度不够、基本苗数不足,机收损失大等问题,导致机

械化生产稳产增效优势不明显。 

3.3机械化短板依然存在,配套农机具缺乏 

目前育秧方式还是以家庭育秧为主,不但耗费人力物力,而

且育秧技术参差不齐,秧苗质量难以保证。机械化育插秧使用的

机具设备,大多从国外引进,本土化机具设备较少。水稻机插秧

的配套设施不够完善,秸秆还田环节也还存在着秸秆喷撒不匀,

秸秆全量还田整地质量差等问题,全量秸秆高质量还田整地机

械化技术及其配套农机装备还需进一步攻关创新。自走式喷杆

喷雾机、固定翼农用飞机、植保无人机等现代植保机械的精准

高效施药技术也需进一步创新。 

4 发展建议 

4.1加强高新技术的应用,推动自动化、精细化生产 

加强对床土自动供给装置、自动供叠盘机、 垛机器人、

AGV物流小车等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机具设备的应用,建设工厂化

育秧流水线,提高自动化水平,降低劳动力的投入。同时,在实际

生产中,综合田块情况及水稻品种、生长情况等农艺参数,加强

对土壤监测传感器、卫星遥感、无人机遥感等智能化、信息化

设备的应用,提高农业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精准化。 

4.2加强技术培训,提升作业水平 

结合农艺参数要求,落实水稻机械化生产各环节技术要点,

根据实际生产情况确定水稻生产各环节机具作业 优参数。同

时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农机专业培训学校以及实地宣传等

方式,以从事粮食生产的新型经营主体为对象,开展农艺基础知

识、农机常用材料、农业机械选购、农机经营服务、拖拉机

使用术、耕种机械使用、联合收获机械使用、农机安全管理

法规与农机化推广等专业技术的培训推广,让农机操作人员

掌握农机具的原理,熟练、安全的掌握水稻机械化生产各环节技

术要领。 

4.3加强科研力度和深化合作 

加强省、市各级农业(林)科学院、大专院校等农业科研机

构科技合作,加大与不同区域相适应的农机具的研发力度。结合

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种植制度和品种体系等来研发和推广相

适应的机具和技术。同时,采用新的技术和材料,提高机具的质

量和稳定性以及对不同水稻品种和工作环境的适应能力。 

5 结语 

水稻机械化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不仅需要先进适用

的农机装备作支撑,还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各个水稻产区应

遵循因地制宜原则,选择 佳的农机装备与适宜的生产技术,

精准实现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

业生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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