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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农业生产水平全面提升背景下,农业机械化水平也得到了全面发展。青稞作为藏区最重

要的生产作物,近年来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青稞种植和生产目前仍存在很多问题,为此,本文就将对藏

区青稞机械化生产现状和发展问题展开详细研究,希望通过相关工作建议和指导方案,为后续青稞产量

和质量提升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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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稞属于禾本科大麦作物,是高原

藏区常见的作物,主要位于西藏、青海、

四川西部等高海拔地区。特别是在海拔

三千米以上区域,青稞是 主要的农作

物。由于我国本身是一个生态环境差异

大的国家,地区间气候差异较大,所以怎

样对青稞进行机械化生产,提升青稞产

量和质量也是当前 需关注的问题。为

此,本文就将对青稞机械化生产现状和

对策问题展开详细研究,希望对这项工

作的开展提供必要帮助和指导作用。 

1 藏区青稞机械化生产发展现

状 

青稞是藏区主要粮食生产作物,是

当前藏区特色农业发展重要生物资源,

可以说青稞的生产发展直接关系着农村

地区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质量的提升。

但受自然环境和藏区经济发展水平影响,

当前藏区仍以传统耕作方式为主,撒种、

收获均采用人工手段。研究表明,虽然近

年来藏区机械化水平有所提升,但在机

械化生产和发展中仍以中小型机具为主,

工作效率不佳,大中型联合收割作业范

围有限。 

2 当前青稞机械化生产中的主

要问题 

2.1青稞倒伏的农艺性状和机械难

以实现有机结合 

我国藏区属于典型农牧结合生产区,

畜牧业经济产值占农业生产的一半以

上。农区畜牧业中的饲料主要是青稞秸

秆,所以这不仅对青稞品种有较高要求,

对秸秆产量也较高。这也是“以牧补农,

以农养牧”生产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

因此在青稞品种选择上也要保证其可有

效适应农业地区的畜牧业发展要求。实

践表明,中高秆品种的产量明显高于矮

秆品种产量,此外,育种的株高和产量呈

现出负相关作用,株高越高,意味着植物

抗倒伏性更差,这也导致倒伏的青稞很

难和机械化要求进行结合。 

2.2在青稞收割脱粒过程中与芒不

易分离影响了农艺和农机的结合 

基于当前背负式联合收割机和谷物

联合收割机的作业范围越发广泛,秸秆

和穗头都采用全部脱粒方式,难以在基

础上实现对芒草的分离,此种问题的出

现很可能引发麦芒卡在牲畜食道中,轻

则形成炎症,重则威胁牲畜生命。按照农

业机械专业性要求,在青稞收获过程中

可利用谷物联合收割机对穗头进行脱粒

处理,实现芒草分离,对牲畜健康影响将

大大降低。此外此种方式的脱净率更高,

基本满足了青稞的收获要求。 

2.3青稞收获存储机械化,避免青稞

霉烂发芽 

青稞 佳收获期是蜡熟末期,青稞

籽粒本身就含水量高,青稞秆具有韧性,

所以通常需借助大型农机来进行收割,

如果不能及时对青稞籽粒进行晾晒,就

会造成青稞发芽或霉变,这一问题的出

现必然会影响青稞产量和质量的全面提

升。在钟收后与仓储中,也可考虑农业机

械的介入。 

2.4青稞种植全过程效率低,植保应

机械化无人化 

青稞的种植,多在海拔3000米以上

的高原,青稞采用的是浅耕模式,青稞种

植田肥力严重不足,有时需二次施肥,在

抽穗期到灌浆期,需要磷酸二氢钾加水

充分搅拌进行喷施作业,在全生长过程

中,小地老虎、蚜虫等侵袭也是青稞种植

常见的病害。在高海拔地区,人工作业非

常困难,含氧量低,亟需机械化施肥和施

药,2018年9月,我国第一个植保无人机

标准实施发布,植保无人机的实用性大

大有了保证,而且在藏区,已有冬小麦成

功的进行了无人机的水肥和水药喷洒的

先例,植保无人机的载荷能力、续航能

力、稳定性、低温高湿农药腐蚀条件下

连续工作能力都得到很大提升,青稞的

种植全过程,可考虑引入植保无人机等

植保机械代替人工作业。 

2.5缺乏专业性的农机人才,影响和

制约了藏区农业机械化的正常发展 

近年,藏区各地专门的农业机械机

构和部门在改革过程中被逐渐取消,这

意味着农机科技发展和管理水平受到不

同程度的限制和影响,缺乏大量专业性

科技化人才。此种情况导致农户在工作

中无法获取相应的新机具推广培训教育,

甚至在机具损坏后也难以及时进行维

修。在对藏区乡镇进行调研过程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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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农户在借助拖拉机进行耕地过程中,

由于自身农业机械知识有限,所以经常

出现耕深不足情况。在调研中还发现,

很多农户在生产种植过程中还应用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的播种器具,在轴头出现

问题后,往往更换轴承就能解决的问题,

农户也无法进行处理,很多时候只能按

照生产要求自己进行器具改造,维持正

常的生产。 

3 推进青稞机械化生产发展的

相关对策 

3.1培育适合现代化农机作业的青

稞品种 

借助抗倒伏性强、分蘖较多的青稞

品种,对青稞新品种进行选育,从而在

粮草“双高”特点下实现抗倒伏性强青

稞品种的开发,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的

解决青稞倒伏特征和农机要求的技术

结合。 

3.2对现有机具进行改善,满足群众

生产需求 

青稞种植地大多在海拔较高下面是

冻土层的土地上,土地上碎石多,碎石颗

粒大,以往人工种植前均需人工捡石头,

青稞用的播种机对播种器具的强度和硬

度都有相当高的要求且还存在开沟器堵

塞问题,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进行应对：首先,加强对农户的技术培训

与指导,在播种前,在田间先处理较大的

碎石颗粒,加强播种机播种器具的强度

与硬度,在播种机落下前要保证轻放,避

免在机械运行中出现堵塞和被颗粒小的

碎石损坏器件。其次,对当前应用的开沟

器进行局部结构改进,确保在机械应用

过程中不易被小型碎石卡阻堵塞。 后,

将铲锄式开沟器直接进行转变为圆盘式

开沟器,加强圆盘式开沟器的金属强度,

确保在根本环节上对问题进行控制和预

防。基于当前背负式联合收割机在处理

青稞秸秆的过程中存在收集问题,所以

也要积极和机械生产厂家联系,针对农

户需求制定更合理的机械解决方案,确

保满足秸秆的收集和割晒要求,避免机

械出现应用过程的堵塞问题。 

3.3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制定适合农

业机械化生产的发展对策 

在近年来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家针

对农民发展需求制定了一系列土地流转

计划,因此藏区也应充分加强对这类政

策的应用,切实发挥政策优势,有效引导

和帮助农民进行土地资源流转,确保流

转工作开展过程中制定更健全和配套的

扶持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在农民自愿的

基础上开展流转工作,保证规模化和集

约化生产水平的稳定提升。 

3.4加强对相关措施的构建,改进当

前农技人才缺乏的问题 

藏区应积极和内地高校、研究部门

和农业生产企业合作,进一步加强对机

械化战略和近期藏区发展政策的研究,

实现对农牧林机械化的系统规划,保证

工作的开展能在农业、林业、牧业和谐

发展的同时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相适应,

从而按照藏区发展要求提出合理化的综

合建议。 

打铁还需自身硬,在这一过程中,不

但要加强与各大院校、科研水平较高的

部门进行合作,还需通力培养藏区农业

专业人才,实现工作人员素质水平的全

面提升,强化和组建更合理的科技人才

队伍。在信息化水平和农业企业发展工

作推进过程中,根据藏区经济发展趋势

构建相应网络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组织

广大农机技术人才进行故障调研和分

析,为农户提供更健全的服务与保养技

术服务。通过对藏区群众对农机认知的

转变,切实提升藏区整体农业机械化水

平,为群众生产生活水平提升奠定良好

基础。 

4 结束语 

综述,虽然近年来我国整体发展水

平的提升带动了藏区的农业发展,提高

了青稞种植的效率与质量,但在青稞机

械化发展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本文

通过对青稞生产中问题的分析,研究了

相关应对方案和策略,意在推动藏区农

业基础建设,推动藏区农业经济的健全

发展,为藏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

帮助,实现当地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趋

势的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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