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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Z

冀农函〔2024〕62 号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印发《2024 年河北省“三夏”机械化生产

技术指引》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农业农村局、雄安新区管委会公共服务

局，厅有关处室、事业单位：

“三夏”生产将至，为确保农机装备检修到位、农机化技术

应用到位，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制定了《2024 年河北省“三

夏”机械化生产技术指引》，现印发你们。请各地各有关部门结

合实际，抓紧组织技术培训，加大推广应用力度，为今年“三夏”

生产提供坚实保障。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2024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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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河北省“三夏”机械化生产技术指引

为确保 2024 年“三夏”机械化生产工作顺利开展，不误农

时开展农机检修、机收减损、适期播种等工作，强化农机装备对

国家粮食安全的支撑保障作用，现提出 2024 年“三夏”机械化

生产技术指引，供各地参考。

一、农机检修技术指引

“三夏”期间，主要机械化作业项目是机收小麦、机播玉米

（大豆）、机械打捆、谷物烘干等。使用的主要农业机械有拖拉

机、玉米精量播种机、自走轮式谷物联合收割机、打（压）捆机、

谷物烘干机等。

（一）拖拉机

1.1 发动机的检修

1.1.1 检查润滑系统。除了更换三芯（空气滤芯、柴油滤芯、

机油滤芯）外，还要更换或清洗各个液压油滤芯。应按地区、季

节要求更换润滑油和燃油。年前如已经放出润滑油，应打开缸盖

上的加油口，加入合格的润滑油后，静置十分钟，检查油标尺，

应与机油尺“上”线平齐，然后静置 20—30 分钟再检查油位有

无变化。如有上涨，需查找原因并排除故障。如果是带涡轮增压

器的发动机，需拆下涡轮增压器悬浮轴承进油口空心螺栓，滴几

滴润滑油，再装好。润滑脂油嘴、油杯均应配齐。各润滑部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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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成均应按规定油品加足润滑油或润滑脂。通气器应清洁、畅通。

1.1.2 检查冷却系统。年前发动机未放水，或者未加防冻液

的车，要仔细查看发动机的机体水堵、放水开关、机油散热器等

处是否有冻裂迹象。如正常，则加注软水至水箱口平齐，静置一

小时，看水位有无变化。如水位有下降，则需要查找原因。如无

下降，则正常，注意不能加容易产生水垢的井水和自来水。

1.1.3 检查电路系统。启动、照明、仪表的电路应正常，所

有电气附件的绝缘部分，不得有漏电、短路等现象。

在蓄电池电量不足时，要先用蓄电池额定电流的十分之一充

电。在铅酸电池充电时，电解液液面高度与刻线平齐或高出隔板

10-15 毫米，要打开加液塞，以防出气孔堵塞，蓄电池因气压过

高而爆炸。充电完成后，单体蓄电池电压应在 13 伏左右。

以上都检查正常后，起动前主、副变速手柄等应处于“空”、

“降”、“中间”或“分离”位置；液压动力装置应处于“中间”

位置；此时可以打开飞轮壳上的小窗口，用小撬棒拨动飞轮齿圈，

转动曲轴数圈后，再打开点火开关，启动动力。转速需要先低后

高，逐渐增加动力转速，同时观察仪表，细听声音，如有异常，

应先停机后检查并排除故障。

1.2 底盘部分的检修

1.2.1 检查润滑油。逐一检查变速箱、前桥、末端传动的润

滑油；检查方向机的锂基润滑脂（蜗轮蜗杆机械式方向机）或液

压油箱（液压转向方向机）内液压油是否充足；检查液压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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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油是否充足。

1.2.2 检查转向系。注意左右方向间的间隙，观察拉杆球头

传动和油缸（液压油缸方向）销轴间隙，如间隙过大，需更换拉

杆球头和油缸销轴。更换球头和销轴后，需检查前束，四轮驱动

的前束是 0—4 毫米，两轮驱动的前束是 5—10 毫米。

1.2.3 检查离合器。检查离合器踏板和分离轴承与分离杠杆

的间隙，保证分离彻底、灵活，无卡滞，踩下踏板行程五分之四

时，能挂换档位，无打齿异响。如离合器使用时间过长，需拆开

检查摩擦片和分离轴承，如果超限需更换；如磨损不大，分离轴

承加润滑脂后，再按标准组装好。

1.2.4 检查制动器。检查制动液面和踏板行程，制动踏板第

一脚能一次踩死，连续第二脚踩不动，回位正常且无卡滞，左右

制动踏板高度应同步。

1.3 拖拉机与农具挂接及调整

1.3.1 选用传动轴与拖拉机 PTO 花键规格应匹配。传动轴的

配合长度应不小于 200 毫米。

1.3.2 调整拖拉机上拉杆（中央拉杆）和左右吊杆，达到农

具机架在纵向与横向都处于水平状态。

1.3.3 调整拖拉机下悬挂臂限位螺杆，达到农具横向中心线

与拖拉机纵向中心线相重合。拖拉机悬挂下拉杆与左右吊杆连接

的销轴放置在长孔位置，使农具工作时达到整体仿形的效果。

1.3.4 液压系统分配器在拖拉机工作时应放在浮动位置。



- 5 -

（二）玉米精量播种机

2.1 作业前检修

2.1.1 开沟器安装调整。播种开沟器必须与施肥开沟器左右

方向错开 50 毫米以上，避免化肥烧苗。安装各播种总成时要尽

量保持各对应轴孔同心，螺栓旋紧时，边拧边观察总成与支架梁

的间隙，要保证与梁面完整接合。

2.1.2 播种行距调整。按当地农艺要求调整播种机行距；调

整时以播种机梁架中心线为基准线，向左、右对称串动播种单体

和施肥开沟部件，同时,支撑轮、传动机构以及排肥箱也要做相

应调整。移动过的零部件要重新拧紧。

2.1.3 播种株距的调整。播种株距的调整就是对播种机的传

动系统进行调整，大多数播种机的传动系统都是由链条传动来完

成的，可以根据使用说明书中的播量表进行相应的调整，挂接好

相应的链轮并张紧。电驱动播种机调整株距时，按操作面板上“株

距”对应的“+”，屏幕上对应的株距值会增加，按“-”株距会

减少，并语音提示，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到相应位置。

2.1.4 施肥深度调整。松开施肥开沟器固定座上的顶丝，上

下移动犁柱调整深浅，上移则浅、下移则深。要求各施肥开沟器

下尖连线与机架平行，建议施肥开沟器较播种开沟器深 50 毫米，

以实现化肥深施。

2.1.5 施肥量调整。作物品种、亩保苗株数（垄距和株距）、

土壤肥力决定亩施肥量，根据施肥量的要求，以支撑轮转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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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为准，测定排肥器排除肥量大小，再计算出亩排肥量（滑移率

按 10％计算），直到调节排肥器达到亩排肥量时为准。电驱动播

种机肥量调整按“肥量”对应的“+”肥量以公斤为单位进行增

加，按“-”肥量以公斤为单位进行减少。

2.1.6播种深度调整。调节每个播种单体上的限深指针手柄，

操作时要让每一个播种单体上的限深指示针处于同一刻度位置，

保证整机播种深度一致。但在播种作业的实际操作中，受整地条

件和土壤环境不同所限，播深调整后应进行实际播种深度测定，

一旦出现指示播深与实际播深不符时，要进行二次微调，达到播

深一致的效果。

2.1.7 播种量的调整。打开排种器盖调整隔板，隔板定位孔

上移，重播率降低，但空穴率提高；隔板定位孔下移，空穴率降

低，但重播率提高。需要反复调整试验，达到满意状态为止。

2.1.8 链条松紧调整。通过调整链条张紧板的位置改变链条

张紧程度达到说明书要求。

2.2 作业中检修

2.2.1 播种机在选择作业路线时，机械应保证进出方便且便

于加种。

2.2.2 播种时不能中途停车或忽慢忽快，要保持匀速直线前

行，以免漏播、重播。

2.2.3 要在行进过程中操作播种机的升降，转弯或倒退时应

提升播种机，以防止开沟器被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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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在播种时对传动部位、开沟器、排种盒以及覆盖器的

工作情况应实时进行观察，及时排除粘土、缠草、堵塞或种子没

覆盖严的情况。

2.3 安全操作提示

2.3.1 播种机启动作业时，要边走边下落播种机，不能把播

种机猛放入土作业，以免入土工作部件受到剧烈冲击损坏，也避

免造成导种管口和施肥开沟器口堵塞。

2.3.2 严禁在播种作业时进行调整、修理和润滑工作。工作

部件和传动部件粘土或缠草过多时，必须停车清理，严禁在作业

中用手清理。

2.3.3 不准在左右划印器下站人和在机组前来回走动，以免

发生人身事故。

2.3.4 播种机在作业过程中不允许急转弯和倒车，以免损坏

播种部件。

2.3.5 播拌药种子时，工作人员应戴风镜、口罩与手套等防

护用具。播后剩余种子要妥善处理，严禁食用，以防人畜中毒。

（三）自走式谷物联合收割机

3.1 作业前检修

3.1.1 清理发动机空气滤清器和通气道；清洗或更换机油滤

芯和柴油滤芯并更换油底壳机油、液压油、制动液; 油箱加足合

格柴油；加入冷却液；检修蓄电池电量并充电；摇转发动机曲轴

数十转，无异常后启动空转 10—15 分钟，观察有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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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检查滚筒、风扇、割台、筛箱驱动机构等转速高、震

动大、负荷重的部件和转速高的链轮及轴承的螺栓紧固情况并根

据需要调整。

3.1.3 查看各转动部件是否转动灵活；调整链条和胶带的张

紧度。

3.1.4 检查收割机构。检查切割器刀片是否完好、牢固，间

隙是否合理，动刀片与护刃器中心线是否重合，并根据需要调整

紧固；按作业要求调整拨禾轮高度和扶禾爪的下垂量。

3.1.5 检查脱粒清选装置。按作业要求调整脱粒间隙、清选

风扇风量等。查看切草刀、振动筛及前端轴承、百叶筛条等磨损

情况并根据需要更换。

3.1.6 检查秸秆处理机构。全喂入收割机一要调整秸秆排出

位置，保证秸秆均匀排出；二要查看切断刀和定刀是否磨损或破

损，如有请更换新的刀片。半喂入收割机切刀刀片与供给刀刀片

重叠量在 3 毫米以下时，要调整供给刀轴的安装位置；切刀刀片

和供给刀刀片之间的间隙要在 4.5—7 毫米之间；排草链条压杆

与链轮的间隙要调整至 2.5 毫米以内。

3.1.7 检查离合器、制动装置的技术状态，看其可靠性和灵

活性。

3.1.8 查看液压油泵、操纵阀及管路，损坏的应及时更换；

液压油过脏及有杂质的应予更换。

3.1.9 检查过桥与脱谷滚筒凹板过渡板结合处等地的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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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减少收获损失，杜绝跑粮、漏粮现象。

3.2 作业中检修

3.2.1 发动机每工作 250—300 小时必须更换机油及机油滤

芯，柴油滤清器每工作 200 小时需更换；液压系统每工作 250—

300 小时换油及回油滤清器、行走过滤器滤芯一次。在进行清理、

检修、保养、加油以及机手离开驾驶室前，请务必关停发动机。

3.2.2 在升起割台、打开粮仓、脱粒滚筒等作业机构进行检

修、清扫、调节前，请务必锁上安全锁具，确保各机构不会下落

或自行关闭而造成人员伤害。

3.2.3 割台堵塞时，应调整动、定刀片间隙到 0.3—1 毫米

左右；如果割刀刀片或护刃器损坏，需更换刀片或护刃器。割台

堆积作物时，割台喂入搅龙与割台底板的间隙应调整到 6—15 毫

米左右。喂入搅龙缠草时，应调整喂入搅龙右侧的拨片来使拨禾

齿杆与底板的间隙为 6—10 毫米。拨禾轮打落籽粒较多时，需降

低拨禾轮转速。

3.2.4脱粒滚筒堵塞时，可调整皮带张紧度来保障滚筒转速，

如因喂入量偏大所致，可降低机器前进速度或提高割茬。排草夹

带籽粒偏高时，要清理凹板筛前后“死角”的堵塞，发动机转速

应达到 2500 转/分，油门要踩到位。粮食中含杂率偏高时，要将

鱼鳞筛角度调整到合适位置，调节风量调节板，适当增加进风量。

3.3 安全操作提示

3.3.1 请勿在酒后、服药后或疲劳状态下操作维护收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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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在进行清理、检修、加油以及机手离开驾驶室时，请

务必关停发动机并拔下钥匙。

3.3.3 两人共同检修收割机时，严禁另一人私自转动旋转部

件。

3.3.4 在升起割台、打开粮仓、脱粒滚筒等作业机构进行检

修、清扫、调节时，请务必锁上安全锁具，确保各机构不会下落

或自行关闭而造成人员伤害。

3.3.5 严禁在稻（麦）田中抽烟，要防止电气线路接触不良、

短路、发动机排气管周边堆集草屑等引发的火灾安全事故。

（四）打（压）捆机

4.1 作业前检修

4.1.1 检查弹齿离地间隙并调整到 50 毫米。

4.1.2 打捆前机器空运转 3—5 分钟，观察各运动件是否相

互干涉、卡滞、各处联接是否牢固可靠。

4.1.3 调整草捆密度。草捆密度和重量的调整要根据牧草品

种、含水率等田间条件灵活掌握。慢慢增加草捆密度,进行多次

打捆以调整草捆密度,直到达到所需密度。

4.1.4 调整草捆长度。在打结器后方的压捆室顶部装有草捆

长度控制器。草捆长度通过可调挡环的安装位置调整，当可调挡

环向上移动时，草捆长度随之增加；反之，草捆长度缩短。

4.2 作业中检修

4.2.1 要注意观察草条和地形变化状况，使拖拉机的前进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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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动力输出轴转速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4.2.2 当物料堆积时，先切断动力输出轴动力，并关闭发动

机，人工清除堵塞物料。

4.3 安全操作提示

4.3.1 在检修保养机器时，必须切断动力输出轴动力，关闭

发动机。

4.3.2 机器运转时，严禁驾驶员离开座位。

4.3.3 酒后、带病或过度疲劳、儿童等无自我保护能力人员

严禁操作机具；操作者应谢绝上述人员在机具运转和作业时靠近

机具。

4.3.4 在地头转弯空行时，必须切断动力输出轴动力。

4.3.5 机器上应配置灭火器，作业现场严禁烟火，消除一切

火灾隐患。

（五）谷物烘干机

5.1 作业前检修

5.1.1 查看电源或热源情况，如果用电电源电压需稳定且满

足在额定电压±5%范围内并设置二级漏电保护装置；检查电源线

有无损伤；电源是否确实接地。

5.1.2查看装粮排粮机构及内部干燥循环机构是否堵塞或磨

损变形，如堵塞或磨损变形需清理或更换相应机构。

5.1.3 查看三角皮带及其松紧度，皮带松紧度以食指压入凹

下 10—15 毫米（0.5 公斤）为标准；链条及链条松紧度和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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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护罩取下调整传动链条松紧度，适度加润滑油后再将护罩挂上

锁紧；查看杓子和皮带有无损伤，调整杓子和皮带的张力，有损

伤或磨损时需更换。

5.1.4 查看排风管、排尘风管是否有破损，如有需更换。

5.1.5 清理机器内部残余物，清理集尘室内部残余物。

5.1.6 机器周围不应有障碍物或易燃物，作业通路需保持离

机器周围 1.5 米以上。

5.2 作业中检修

5.2.1 原粮需清选干净进入干燥机，避免壳屑、石块、秸秆

等杂物混入，即浪费能源，又容易引起堵塞。烘干数批或换粮时，

应停机排空清除残余粮食和杂物，若原粮太脏，则需每批清理。

5.2.2 入机谷物容量不得大于烘干机最大额定值，不得超负

荷运转。

5.2.3 发现密封处不严时，应及时更换密封材料。

5.2.4 经常检查各紧固件是否有松动现象，并适时检查和调

整传动皮带的松紧度。

5.2.5 装卸粮食时应轻装轻卸，以免损坏零部件。

5.3 安全操作提示

5.3.1 烘干机应配备干粉灭火器，灭火器应在有效期内。

二、小麦机收减损技术指引

（一）作业前机具准备

开始作业前要保持机具良好工作状态，预防和减少作业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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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提高作业质量和效率。

1.1 机具检查。作业季节开始前要依据产品使用说明书对联

合收割机进行一次全面检查与保养，确保机具在整个收获期能正

常工作。经重新安装、保养或修理后的小麦联合收割机要认真做

好试运转，先局部后整体,认真检查行走、转向、收割、输送、

脱粒、清选、卸粮等机构的运转、传动、操作、间隙等情况,检

查有无异常响声和三漏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要检查各操纵

装置功能是否正常；离合器、制动踏板自由行程是否适当；发动

机机油、冷却液是否适量；仪表板各指示是否正常；轮胎气压是

否正常；传动链、张紧轮是否松动或损伤，运动是否灵活可靠；

检查和调整各传动皮带的张紧度，防止作业时皮带打滑；重要部

位螺栓、螺母有无松动；有无漏水、渗漏油现象；割台、机架等

部件有无变形等。备足备好田间作业常用工具、零配件、易损零

配件及油料等,以便出现故障时能够及时排除。

1.2试割。正式开始作业前要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块进行试割。

试割作业行进长度以 30 米左右为宜，根据作物、田块的条件确

定适合的收割速度，对照作业质量标准仔细检查损失、破碎、含

杂等情况，有无漏割、堵草、跑粮等异常情况，并以此为依据对

割刀间隙、脱粒间隙、筛子开度和（或）风扇风量等视情况进行

必要调整。调整后再进行试割并检测，直至达到质量标准和农户

要求。作物品种、田块条件有变化要重新试割和调试机具。试割

过程中，应注意观察、倾听机器工作状况，发现异常及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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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定适宜收获时间

小麦机收宜在蜡熟末期至完熟初期进行，此时产量最高，品

质最好。小麦成熟期主要特征：蜡熟中期下部叶片干黄，茎秆有

弹性，籽粒转黄色，饱满而湿润，籽粒含水率 25%—30％。蜡熟

末期植株变黄，仅叶鞘茎部略带绿色，茎秆仍有弹性，籽粒黄色

稍硬，内含物呈蜡状，含水率 20％—25％。完熟初期叶片枯黄，

籽粒变硬，呈品种本色，含水率在 20％以下。确定收获时间，

还要根据当时的天气情况、品种特性和栽培条件，合理安排收割

顺序，做到因地制宜、适时抢收，确保颗粒归仓。小面积收获宜

在蜡熟末期，大面积收获宜在蜡熟中期，以使大部分小麦在适收

期内收获。留种用的麦田宜在完熟期收获。如遇雨季迫近，或急

需抢种下茬作物，或品种易落粒、折秆、折穗、穗上发芽等情况，

应适当提前收获时间。

（三）机收作业质量要求

机收作业质量应符合 NY/T 995-2006《谷物（小麦）联合收

获机械 作业质量》标准要求。损失率≤2%，破损率≤2%，含杂

率≤2.5%。

（四）减少机收环节损失的措施

作业过程中，应选择适当的作业参数，并根据自然条件和作

物条件的不同及时对机具进行调整，使联合收割机保持良好的工

作状态，减少机收损失，提高作业质量。

4.1 选择作业行走路线。联合收割机作业一般可采取顺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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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心回转、逆时针向心回转、梭形收割三种行走方法。在具体作

业时，机手应根据地块实际情况灵活选用。转弯时应停止收割，

将割台升起，采用倒车法转弯或兜圈法直角转弯，不要边割边转

弯，以防因分禾器、行走轮或履带压倒未割麦子，造成漏割损失。

4.2 选择作业速度。根据联合收割机自身喂入量、小麦产量、

自然高度、干湿程度等因素选择合理的作业速度。作业过程中应

尽量保持发动机在额定转速下运转。通常情况下，采用正常作业

速度进行收割，尽量避免急加速或急减速。当小麦稠密、植株大、

产量高、早晚及雨后作物湿度大时，应适当降低作业速度。

4.3 调整作业幅宽。在负荷允许的情况下，控制好作业速度，

尽量满幅或接近满幅工作，保证作物喂入均匀，防止喂入量过大，

影响脱粒质量。当小麦产量高、湿度大或者留茬高度过低时，以

低速作业仍超载时，适当减小割幅，一般减少到 80%，以保证小

麦的收割质量。

4.4 保持合适的留茬高度。割茬高度应根据小麦的高度和地

块的平整情况而定，一般以 5—15 厘米为宜。割茬过高，由于小

麦高低不一或机车过田埂时割台上下波动，易造成部分小麦漏

割，同时，拨禾轮的拨禾推禾作用减弱，易造成落地损失。在保

证正常收割的情况下，割茬尽量低些，但最低不得小于 5 厘米，

以免切割泥土，加快切割器磨损。

4.5 调整拨禾轮速度和位置。调整拨禾轮的转速，使拨禾轮

线速度为联合收割机前进速度的 1.1—1.2 倍，不宜过高。拨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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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高低位置应使拨禾板作用在被切割作物 2/3 处为宜，其前后位

置应视作物密度和倒伏程度而定，当作物植株密度大并且倒伏

时，适当前移，以增强扶禾能力。拨禾轮转速过高、位置偏高或

偏前，都易增加穗头籽粒脱落，使作业损失增加。

4.6 调整脱粒、清选等工作部件。脱粒滚筒的转速、脱粒间

隙和导流板角度的大小，是影响小麦脱净率、破碎率的重要因素。

在保证破碎率不超标的前提下，可通过适当提高脱粒滚筒的转

速，减小滚筒与凹板之间的间隙，正确调整入口与出口间隙之比

（应为 4∶1）等措施，提高脱净率，减少脱粒损失。清选损失

和含杂率是对立的,调整中要统筹考虑。在保证含杂率不超标的

前提下，可通过适当减小风扇风量、调大筛子的开度及提高尾筛

位置等,减少清选损失。作业中要经常检查逐稿器机箱内秸秆堵

塞情况，及时清理，轴流滚筒可适当减小喂入量和提高滚筒转速,

以减少分离损失。对于清选结构上有排草挡板的，在含杂、损失

较高时，可通过调整排草板上下高度减少损失。

4.7 收割倒伏作物。适当降低割茬，以减少漏割；拨禾轮适

当前移，拨禾弹齿后倾 15—30 度，或者安装专用的扶禾器，以

增强扶禾作用。倒伏较严重的作物，采取逆倒伏方向收获、降低

作业速度或减少喂入量等措施。

4.8 收割过熟作物。小麦过度成熟时，茎秆过干易折断、麦

粒易脱落，脱粒后碎茎秆增加易引起清选困难，收割时应适当调

低拨禾轮转速，防止拨禾轮板击打麦穗造成掉粒损失，同时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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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速度，适当调整清选筛开度，也可安排在早晨或傍晚茎秆韧

性较大时收割。

4.9 规范作业操作。作业时应根据作物品种、高度、产量、

成熟程度及秸秆含水率等情况来选择作业挡位，用作业速度、割

茬高度及工作幅宽来调整喂入量，使机器在额定负荷下工作，尽

量降低夹带损失，避免发生堵塞故障。要经常检查凹板筛和清选

筛的筛面，防止被泥土或潮湿物堵死造成粮食损失，如有堵塞要

及时清理。

4.10 在线监测。如有条件，可在收割机上装配损失率、含

杂率、破碎率在线监测装置，驾驶员根据在线监测装置提示的相

关指标、曲线，适时调整作业速度、喂入量、留茬高度等作业状

态参数，得到并保持损失率、含杂率、破碎率较理想的作业状态。

三、高质量播种技术指引

（一）机具选择

选择机具时，应充分考虑种床基础，适宜地块建议选择先进

适用的高性能免耕播种机，并配套北斗自动导航驾驶系统和播种

作业监测终端，提高播种质量，为有效提高单产奠定基础。

（二）选择适宜品种和播期

2.1 选用良种。根据当地生产条件、地力基础和气候条件，

选用经审定的优质高产、抗逆性强、适应性广、宜机化优良品种。

玉米（大豆）高性能免耕播种机属单粒（精密）播种机，使用不

达标种子会造成空穴，降低产量。因此，应选用合格的商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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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达到标准要求，并采用种子包

衣或药剂拌种进行病虫害防治，形成“高品质商品种+高性能播

种机”联合应用方式。

2.2 适墒播种。我省一般在小麦收获后一周内完成播种，夏

玉米应免耕播种，夏大豆可因地制宜浅耕后播种。小麦收获后，

若墒情适宜，应立即抢墒播种；若墒情较差，应等墒播种或浇水

造墒后播种；若适播期内未达到播种条件，应及时改种早熟品种，

并适当增加种植密度。

2.3 合理密植。根据品种特性、土壤肥力、管理水平等，确

定适宜种植密度，构建合理群体结构。针对肥水供应充足、生产

条件整体较好，且使用耐密抗倒伏品种地块，可适当增加密度，

玉米亩播粒数增至 5000 粒，亩保苗增至 4500—5000 株，大豆亩

播粒数增至 13000—16000 粒，亩保苗增至 12000—15000 株。根

据亩播粒数和当地农艺要求确定合理的种植株距和行距，为下一

步调整播种机的理论株距和行距奠定基础。黄淮海地区玉米行距

一般为 60cm、株距一般为 20—25cm，大豆行距一般为 30—40cm，

株距一般为 12—14cm。

（三）试播作业

正式播种前要选择有代表性的地块进行试播。试播作业行进

长度以 30 米左右为宜，根据田块的条件确定适宜的播种速度，

检查行距、粒距、播种深度、施肥量、施肥深度是否满足当地农

艺要求，有无秸秆拥堵、播种和下肥料管堵塞等异常情况，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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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依据进一步调整。调整后再进行试播并测试，直至达到作业

质量标准和农户要求。作物品种、田块条件有变化应重新试播和

调试机具。试播过程中，应注意观察、倾听机器工作状况，发现

异常及时解决。

（四）规范驾驶作业

4.1 注意起步转弯。路运输、播种过程中地头转弯、倒车时，

应将播种单体提升，避免机具损坏。牵引式播种机组长，转弯半

径大，倒车操作较复杂，播种前应对机具充分熟悉；作业开始时，

应通过机具液压控制系统缓慢降落播种单体。悬挂式播种机组长

度小，转弯换向灵活，作业开始时，应通过拖拉机升降装置适时

缓慢降下机具。转弯时，应停止播种，将播种单体升起。

4.2 保持直线作业。作业时，应尽量保持直线行驶；作业过

程中严禁倒车，播完及时升起机具。转弯调头后，对于已安装北

斗自动导航驾驶系统的播种机组，应及时开启系统，增加直线度

与衔接行一致性；对于未安装的播种机组，应及时放下划行器，

确保行距一致性。

4.3 合理控制速度。指夹式、气力式排种器有外力主动夹持，

受振动颠簸干扰小，排种稳定性较高，能够实现高速播种作业，

一般指夹式播种机作业速度控制在 6—8 km/h，气力式播种机为

8—10 km/h。

4.4 保持气压稳定。气力式播种机一般采用手油门控制，保

持 PTO 输出转速稳定。开始作业时，先增加油门，提高转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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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 PTO 输出转速维持在 540r/min 左右，风机压力 60—80mbar，

再缓慢降下机具开始作业；转弯掉头时，应先提升机具，再降低

转速。

4.5 关注作业状态。播种作业过程中，应时刻关注作业和监

控状态，对声光报警进行正确判断分析；应关注播种机各行单体、

施肥开沟器夹草及拥堵情况，发现异常及时停止并排除风险后再

正常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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